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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旅市场一体化趋势对苏北文旅发展新方向的研究
章　倩　朴正实

（江苏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自 2023 年初以后，国内旅游日益火爆。苏北地区作为江苏省经济薄弱部分，应当利用国内旅游行业向好的大趋势，紧跟潮流，

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本文为苏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优劣势分析以及分析其他旅游热点的火爆成因，以此来为苏北地区的特色旅游产

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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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3 年伊始，国内旅游业形势逐步向好，跨省跨地区旅游

为中国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为了经济的复苏，国内也出台多

项政策，刺激着旅游消费市场。随着苏北高铁、航空等交通网络

体系逐步形成，苏北文旅成为价值洼地。本文是要通过对经济迅

速发展状态下全国文旅市场局势的详细阐述以及未来几年全国文

旅市场趋势一体化走向的探究促使各级政府加强对苏北文旅市场

的重视，从而提出建议，让苏北文旅市场有更多的发展方向与选择。

一、国内旅游现状

近程省内旅游客流占主导，中远程省际客流大幅减少。“本

地人游本地”构成了现阶段国内旅游市场主力军。2023 年 1-10 月

近程省内客流占比 2019 年增加了 24.9 个百分点（图 8）。TOP10

省份（广东、山东、四川、河南、江苏、湖北、湖南、河北、 浙江、

安徽），承载了全国近六成的省内客流，占比为 57.1%。

省际旅游客流主要集中在相邻省份之间。在 2023 年 1-10 月

全国 TOP100 省际旅游客流中，有 74 条为相邻省份之间的旅游流

动。在占全国七成省际旅游流量的前 200 条客流中，相邻省份之

间旅游客流有 114 条。

城市群互为客源地与目的地的特征显著。城市群间游客往来

构成省际旅游流“干线”和“支线”网络。强旅游流主要分布在

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内部，形成了旅游

客流区域集聚的中心，构成了全国省际旅游流的“干线”。较强

旅游流发生在城市群之间，如长三角与京津冀、珠三角、中原城

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与中原城市群、珠三角与长江中游

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三角等城市群之间的旅游客源流动，构

成了全国省际旅游流的“支线”，是旅游流网络的核心支撑。

无论是城市群内部还是城市群之间的旅游流动，城市始终是

客源地和目的地重构的核心载体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二、2023 年两大热门旅游景点火爆分析

（一）淄博

在许多刻板印象中，夜市烧烤往往伴随着“不卫生”“地沟

油”等负面评价，但淄博烧烤却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

淄博烧烤的走红并非偶然，“一夜成名”的背后是淄博市根植于

本土特色的大胆创新，以及坚守初心的长期探索与积累。多年来，

淄博市一直致力于规范引导夜市烧烤经营。一方面，设立合理的

经营区域，建立精细化管理机制，有效规避了占道经营、秩序混

乱、影响市容等问题；另一方面，持续推广普及环保无烟炉具，

极大减少了油烟污染、扰民等负面影响。这种精细规范的管理不

仅保持了淄博烧烤鲜明的本土特色，还为淄博的美食文化旅游奠

定了良好口碑。在互联网的传播推动之下，淄博市的苦心经营让

整座城市迎来了机遇与发展。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淄博市还适

时推进一系列创新举措，扩大了品牌效应。例如，设立“淄博烧烤”

公交路线和“烧烤专列”、定制“烧烤地图”“烧烤驿站”、设立“烧

烤节”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不仅让全国各地的游客

宾至如归，也为淄博注入持续发展的活力

（二）哈尔滨

1. 独特的冬季风光：哈尔滨以其壮丽的冬季风光而闻名，被

誉为“冰城”。在 2023 年，随着人们对冰雪旅游的热爱和追求，

哈尔滨的冬季风光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在这

里欣赏到冰雕、雪景、冰灯等独特的冰雪景观，感受到冰雪带来

的视觉冲击和浪漫氛围。

2. 冰雪文化体验：哈尔滨是中国冰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

着丰富的冰雪文化底蕴。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传统的冰雕、雪

雕技艺，参加冰雪节、冰雪赛事等，感受到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和激情。

3. 创新营销策略：2023 年，哈尔滨的旅游部门运用新媒体和

社交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营销活动。例如，与知名网红或

KOL 合作，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推广哈尔滨的旅游资源。这

些创新策略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使哈尔滨成为网红打卡地。

4. 政策支持：2023 年，哈尔滨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旅游

业发展的政策。例如，为旅游业提供税收优惠、简化旅游签证手续、

加大对旅游业的投资等。这些政策为哈尔滨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二、苏北地区旅游业的优劣势分析

优势分析：

（一）地域相邻交通便利

徐州、连云港、宿迁都是苏北地区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正

好处于黄金三角的三个顶点，稳定而密切。徐州的地理位置比较

特殊，位于江苏省的西北角，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是国家重

要的交通枢纽。连云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中部，被称为“亚欧

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而宿迁自古便有“北望齐鲁、南接江淮居

两水中道、扼二京咽喉”之称。三个城市之间都占据了相对重要

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徐州、连云港、宿

迁之间的地理距离比较近，基本为 1 个多小时的车程，有利于其

旅游业的抱团发展。

（二）各地旅游资源有良好的互补性

徐州地区有“两汉文化看徐州”的美誉，汉文化是徐州打出

的旅游文化牌。目前，徐州已经开发了驮蓝山，土山彭城王墓，“放

鹤亭”“乾隆行宫”“燕子楼”等文物景点，其中，构造各异的汉墓，

栩栩如生的汉画像石，惟妙惟肖的汉兵马俑，并称次“汉代三绝”。

除了汉文化，徐州还有丰富的战争文化，从三国相争、楚汉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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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淮海战役近两千年的丰厚战争历史，形成了特有的战争主

题文化。此外，徐州还拥有山水文化和生态园林文化，每年春天，

徐州的“十里杏花村”吸引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连云港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依山傍海，山海相拥，

港城一体。连云港的山水海滨文化是吸引游客最大的亮点，如连

岛海滨浴场。同时，山水文化还包括拥有西游文化的花果山、因

孔子登山而得名的孔望山、渔湾和赣榆抗日山。

宿迁是西楚霸王项羽和美人虞姬的故里，同时，它还拥有得

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如嶂山森林公园，京杭大运河，此外，

生物景观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也是宿迁市的生态景观。

沿海滩涂文化资源独特。连云港依山傍海，盐城拥有我国最

广阔的沿海滩涂湿地资源，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丹顶鹤、麋鹿

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在建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亚洲最

大湿地之一的大丰滩涂湿地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岸边沙洲———东

沙。

徐州、连云港、宿迁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且错落分布，具有

差异性和互补性。要增强三市的旅游市场竞争优势，就必须整合

这些资源。

劣势分析：

（1）景点知名度和吸引力不足：相比苏南地区，苏北地区的

旅游景点知名度和吸引力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景点宣传力度不够、

缺乏特色和创新有关，导致游客难以了解或缺乏兴趣。

（2）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苏北地区的一些旅游景点在配套

设施方面存在不足，如酒店数量和质量、餐饮选择、交通便捷性等。

这可能会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降低其满意度。

（3）景点周边环境差：部分景点周边环境脏乱差，存在污染

问题，这不仅影响游客的观光体验，还可能对景点的形象和声誉

造成负面影响。

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苏北地区在旅游服务质量和

水平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包括导游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投诉处

理等方面。提高服务质量有助于提升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

（4）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苏北地区在旅游开发方面可

能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导致各地旅游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

用和整合。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区域的旅游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5）旅游季节性限制：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影响，苏北地

区的旅游可能存在一定的季节性限制。在旅游淡季，游客数量减少，

旅游收入下降，可能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挑战。

三、策略建议

在疫情以后，为了回暖各地经济，全国各地对于客源的争夺

空前激化，尤其是区位和文化相近的旅游城市之间的竞争异常激

烈，如成都和重庆、武汉和等地之间的竞争。这就要求苏北地区

旅游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准确分辨本地旅游发展的主导因子，发现

不同类型城市发展旅游的比较优势极其转化方式。因此从差异中

找差距，从差距中谋发展成为当前苏北各地城市发展中的最突出

的问题。

①连云港拥有江苏最长的基岩海岸线和最大的海港、海岛，

是知名海滨旅游城市。其海域环境优美，海岛众多，海洋资源丰富，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海滨旅游体验。在这里，游客可以欣赏到美

丽的海景，感受海风的吹拂，品尝到新鲜的海鲜美食，还可以进

行各种海上运动和娱乐活动。因此打造独特的海滨景区成为旅游

业的发展之重。

②徐州是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

地，拥有丰富的战争文化资源。这里发生过众多重要战役和历史

事件，如楚汉战争、淮海战役等。可以打造战争与历史特色主题

景点，弥补国内旅游产业在这一块的不足，并且提高徐州本地知

名度，吸引游客。

③宿迁相比徐州、连云港两地，在旅游产业方面略显薄弱，

因此在发掘自身的旅游主导因子之外更需要加强与徐州、连云港

两地的合作。关于宿迁本地旅游特色发展，需要深入挖掘运河文化、

西楚文化、酒文化、湿地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发挥“旅游 +”

融合功能，打造“项王故里 中国酒都 水韵名城”三张城市名片。

以中国酒都（宿迁）文化旅游节等重点文旅节庆活动为引爆点，

以新媒体为突破点和载体，以精准整合系统营销为手段，大力推

进市场营销推广。文旅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文旅产业实力进一步

提升。

深谙本地各类特色旅游因子固然重要，与此同时，旅游产业

的发展仍然有许多共同点可以借鉴。

①创新营销策略：旅游部门运用新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一

系列营销活动。例如，与知名网红或 KOL 合作，通过直播、短视

频等形式推广本地的旅游资源。此外，各地文旅部门还可以通过

与周边城市的合作，推出一系列旅游线路和产品。

②旅游设施完善：政府在旅游设施和服务方面进行投入和改

进。从酒店、民宿到交通枢纽，都需要得到显著的提升和改善。

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增加游客的满意度和忠

诚度。

③国际化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的旅游管理经验和资源，推动旅游业的

国际化发展。有着“亚欧大陆东方桥头堡”之称的连云港更是可

以利用这一优势。

四、结语

一时走红不难，想要“长红”不易。不论是今天的哈尔滨还

是昨天的淄博，都面临着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留量”的

现实课题，但也都用生动鲜活的实践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及时

回应需求、用心用情待客才能赢得网民的真心点赞和游客的“用

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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