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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旅游形象设计与塑造的问题探析
!

曹 华 盛

（重庆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重庆 *###*C）

摘! 要：旅游形象研究是近年来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本文在简要分析前人关于重庆旅游形象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探析了重庆旅游形象设计与塑造中存在的旅游形象不突出、旅游形象设计塑造的主体缺位等问题，并提出了

政府主导旅游形象设计和塑造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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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游地形象是旅游地经营与发展的显性因素，

旅游地形象研究是实现区域旅游开发在更高层次上

整合导向的基石，旅游地形象塑造是旅游目的地占

领市场制高点的关键。

随着重庆的直辖及其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

形象问题日益受到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关

注和重视。关于重庆旅游形象研究也明显增多。李

艳运用城市旅游形象识别系统 3O?，从人—地感知

和人—人感知角度入手，提出了“魅力新山城”的形

象定位［%］；杨卫东提出了“ 西部商都，山城风情”的

形象理念［"］；王毅提出了重庆的旅游文化形象———

“耿直巴渝风、豪气山水城”［J］；李飞等通过对重庆

的地方性和旅游者感知的调研分析，提出了“ 神奇

西部，热力重庆，风光三峡”的形象定位［*］；李佳等

认为在重庆都市旅游发展战略中必须找准并挖掘自

身的特色，塑造具有深厚地域文化特色的都市旅游

形象［$］；《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研究提出了重

庆旅 游 形 象 主 题 定 位 口 号“ 峡 谷 文 明，龙 脊 山

城”［H］。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对重庆都

市形象定位多属景观性定位、社会性定位或综合性

定位，缺乏对重庆历史文化之“根”和现实之“魂”的

深刻识别和挖掘［C］，地域要素整合不够，系统性不

强，因而难以形成与旅游市场深刻沟通的突出的个

性化形象。

本文力图探析重庆旅游形象设计与塑造中存在

的问题，并据此提出设计和塑造重庆旅游形象的对

策建议。

%! 现状及问题

%) %! 旅游形象不突出、旅游形象设计塑造主体缺位

（%）旅游形象不突出。重庆旅游业在经历了上

世纪 F# 年代起步阶段之后，E# 年代后期开始，步入

“快速扩张、持续增长、健 康 发 展”的 快 速 发 展 时

期［H］。直辖之后大规模地进行旅游宣传促销：相继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三峡国际旅游节”、“ 山城都市

旅游节”和“重庆旅游交易会”，市旅游局还组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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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年一度的柏林旅游博览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和大陆台湾旅游同业联谊

会，组织企业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旅游形象

宣传，在北京和美国主要城市举办新闻发布会，进行

宣传促销活动，学术、文化、宣传部门也参与了旅游

业的宣传与市场促销，各区市县也组织了一些有影

响力的旅游促销会。在众多的旅游宣传促销活动中

先后出现过“山水城市”、“山水园林城市”、“长江上

游的经济中心”、“ 中国西部的工商重镇”、“ 江城、

山城、不夜城”、“ 峡谷文明，龙脊山城”等旅游形象

定位，采用了“永远的三峡，世界的重庆”、“新三峡，

新重庆，新旅游”等主题口号。虽然这些形象与主

题口号对提升重庆的知名度，强化重庆作为旅游目

的地在客源市场上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

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客源

市场还是在本地居民的心目中，重庆还没有一个统

一的、鲜明的、被广泛认同的旅游形象。

最近的市场调研结果“ 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对

重庆旅游的实地感知形象和本底感知形象差别较

小，居前四位的仍是山城夜景、重庆火锅、中国年轻

的直辖市和重庆女孩。”［!］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旅游形象设计塑造主体缺位。纵观重庆旅

游宣传促销活动，大凡重庆自己主办的活动，如“ 三

峡国际旅游节”、“ 山城都市 旅 游 节”，前 几 届 活

动主体完全是政府，现在逐渐向政府主办、市场运作

过渡。市旅游局组团参加的重庆以外的促销活动主

要采取政府组织、企业参与的形式。从形式上看，类

似于国际上旅游市场开发的“由政府部门进行形象

宣传，再由企业跟进，进行具体促销”模式，但在具

体活动中没有权威部门来组织领导旅游形象设计与

塑造，导致各种宣传促销活动步调混乱，使目标公众

觉得厌倦、迷惑或无所适从，从而影响重庆旅游形

象。

在已有的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多次组会讨论研

究重庆城市形象及宣传问题，重庆市旅游开展的旅

游形象设计与宣传研讨和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是

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缺少统一的主体。

#$ "% 区域、旅游形象与城市旅游形象概念混淆

区域形象被理解为某区域内部与外部公众关于

该区域内在综合实力、外显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

一整套情感和印象，是该区域内自然、经济、社会、科

技、教育、文化、历史、生态诸方面要素在公众头脑中

反映后形成的总体印象，涉及区域的发展规模、发展

水平、发展质量及发展模式等内容［&］；旅游形象是指

旅游者对某一旅游接待国或地区总体旅游服务的看

法或评价［&］；城市旅游形象是一座城市在人们心目

中综合形成的大众认同的独特的使之区别于其它旅

游城市的较稳定持久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也就是

说，旅游形象虽与区域形象具有不少一致性，但并不

完全一致。旅游形象更强化旅游地的旅游吸引力，

体现旅游地的旅游性质，引导旅游地的旅游功能。

旅游形象又称为旅游地形象是指一个区域的旅游形

象，它不等于这个区域中主要城市的旅游形象。而

在已有重庆旅游形象研究中，绝大多数成果是关于

重庆城市旅游形象的研究，并把城市旅游形象等同

于重庆旅游形象，或者力图用城市旅游形象来代表

重庆旅游形象。

#$ (% 市场卖点非独占性的形象遮蔽

“三峡”是重庆旅游已有的三大优势旅游品牌

（另两个是“主城都市旅游”、“ 大足”）之一，也是重

庆旅游发展规划中三大组团（ 都市旅游圈、三峡旅

游区域集团和乌江画廊、黔江旅游协作区）的优先

发展项目［)］。长期以来就是重庆宣传促销的重头

戏，近十年来旅游宣传的主题口号都是“ 永远的三

峡，世界的重庆”。这一方面提高了三峡旅游的知

名度和本底感知度，重庆市渝中区旅游局最近公布

的 ))$ &* 的国内游客是为看三峡而来重庆的调查

结果就足以证明［!］，但同时也让广大受众形成了

“重庆旅游就是三峡旅游”、“ 重庆旅游只有三峡旅

游”的错觉，不利于重庆旅游整体形象的识别。

另外，长江三峡是跨行政区域的旅游线路，无论

是自上世纪 ’+ 年代初开始的，重庆主城区与湖北宜

昌市间的三峡旅游起点和旅游线路之争，还是新世

纪初的“三峡东移”之战，重庆均不占优势，加之近

年来三峡旅游格局的变化和客流量的波动，挫伤了

重庆旅游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自信心，给重庆

旅游形象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 ,% 丰富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与文化遗存不足、开

发层次低的矛盾

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地域文化

中的区域性文化发展中心。重庆地域文化博大精

深，独具风采。远至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就创造了

在我国中西部具有代表性的“ 铜梁文化”、“ 大溪文

化”，降至春秋战国，又以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彪炳

史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异彩份呈的乡

土文化、独领风骚的“ 三峡文化”。在抗日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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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首都和她在世界反法

西斯斗争中的特殊地位，又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

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的精英们用生命

凝结成昂扬奋进的抗战文化，并由此而形成了光辉

千秋的“红岩精神”。

巴文化是重庆地方文化的根基。巴人、巴国、巴

文化的古老性、区域性、神秘性赋予了重庆古城最原

始的个性魅力，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深厚、多元的巴渝

文化的历史积淀，但这类文化遗存较少，外显性形象

化识别不强。

在重庆悠久而传奇的历史中最具显赫地位、焦

点角色和国内外影响力的时期无疑当属抗战陪都时

期，这是重庆历史上其它任何时期所无可比拟的［!］。

这类文化遗存丰富，是重庆突出的高阶性识别形象。

然而，由于这类遗存分散，开发利用程度低和意识形

态的潜在影响，陪都文化特色旅游品牌这一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特色形象未能得到充分塑造和

利用。

"# $% 本底感知程度低

直辖对于提升重庆旅游形象起到巨大的作用。

但总的来看，重庆的本底感知程度偏低。

（"）对重庆地域的感知不足。由于直辖前重庆

隶属于四川，固有的行政区划概念大大降低了外地

居民对重庆地域概念的本底感知程度。就是最权威

的中央电视台也在节目中将重庆的石柱县说成四川

石柱县。

（&）已有的本底感知要素较少。目前旅游者对

重庆的本底感知仅限于山城夜景、重庆火锅、中国最

年轻的直辖市和重庆女孩等［’］。长期以来，重庆这

座完全依山环水而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西部

最大城市、抗战陪都与当今中国内陆唯一的中央直

辖市，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突出特色，并未为

外界甚至自身所充分认识。

&% 结论及建议

&# "% 采用“功能复合型定位”模式

有学者根据 ()*（(+,- )./0,+,- *-1,/2）系统，将

旅游形象定位划分为资源主导型定位、文化功能型

定位、都市引力型定位、市场需求型定位、功能复合

型定位等多种模式［’］。笔者认为，重庆的旅游形象

定位适宜采用功能复合型定位。这是因为：（"）重

庆既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而独特的地域文化积淀，

丰富的旅游资源，又有比较发达的城市体系；（&）整

个重庆是一个大都市带大农村、大城市区域加大山

水空间组合而成，且农村与自然山水空间远比都市

范围大得多的极其特殊的直辖市。都市形象难以代

表整个重庆直辖市的形象；（3）重庆拥有“三峡库区

的首要中心城市”、“ 长江上游的最大经济中心”、

“中国西部最大的工商重镇”和“中国内陆唯一的中

央直辖市”等多角色的社会形象［!］。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重庆旅游形象可定位

为：峡谷之帮，活力之都，豪气子民（ 鉴于篇幅和主

题的原因，这里不阐述定位的内涵及理由）。

&# &% 政府主导旅游形象设计和塑造

旅游目的地的形象确立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并非一个部门、一个企业所能及的，因而需

要政府的参与和决策。

重庆已初步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市”向“中国

旅游名市”的历史性跨越，但要实现由“ 中国旅游名

市”向“ 中国旅游大市”的转变［"4］，面临着诸多问

题。但从经营旅游地的角度看，旅游形象缺失是首

要问题，解决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在观念和体制上，要形成旅游地形象战略

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武器、新工具、新思维，政府是

旅游形象设计与塑造主体的认识和工作格局。

（&）组织专家研究，同时多渠道地引导社会参

与，确立一个统一的、鲜明的重庆旅游形象。

（3）政府组织策划并实施系统化的重庆旅游形

象营销战略。

（5）依靠市场、行政双重推动，多渠道筹集资

金，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推动重庆旅游快速发

展。

&# 3% 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和旅游地居民素质

旅游服务水平直接决定游客对旅游地主观评价

和满意程度，并直接影响到游客重游率的高低和地

区整体形象的好坏。重庆旅游服务水平不高，居民

素质与直辖市形象还不相称。因此不断加强对服务

主体文化思想教育和专业培训，强化服务质量意识，

提高整体服务水平，提高居民素质及其对旅游热情

友好的态度，营造优良旅游市场秩序和优美的旅游

环境［""］，从而提高游客对重庆的实地形象感知。

&# 5% 进一步完善旅游信息系统

（"）完善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设立的旅

游信息咨询中心，强化其网络服务功能。

（&）建立重庆旅游专业网站，既作为旅游宣传

促销的重要工具，也促进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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