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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代，中国经济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

段，这也正是中国度假区发展的关键发展机遇期，机遇

与挑战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1 四川加快拓展“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以来，已获明显进展，

而地处峨眉山脚下的峨秀湖度假区将把握着环成都市经

济圈巨大的复合承载力、环境资源等优势，借力借势实

现更好的发展。2020 年底，峨眉山市峨秀湖旅游度假区

被评选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后，正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力争为全国

旅游度假区建设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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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基于峨秀湖度假区的实际情况，为使其能更有

针对性的开展服务优化，满足所属商业发展及游客游览

的内外在需求，在行文期间采纳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以

及文献分析等方法，发现其度假区内存在的定位模糊、

特色标签不足、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知名度不高等相关

问题，并就促进峨秀湖度假区市场竞争力提升的现实需

求，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与看法。

1　峨秀湖国家级度假区开发运营现状

1.1 度假区开发运营现状分析

1.1.1 住宿业现状分析

通过在飞猪、携程等第三方平台搜索查找度假区内

及周边住宿（主要以酒店、民宿、客栈、公寓为主）的

相关数据，并利用爬虫软件确保数据可靠性，得到数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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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峨秀湖度假区住宿业态投资力度持续加

大，各类型的酒店、民宿等呈爆发式增长。整个度假区

及周边区域接待能力可满足近百万游客的住宿需求，严

重饱和，供求不平衡和淡旺季的现状十分明显。由于长

年受困于旅游市场及消费水平大环境影响，住宿资源利

用率低，撤楼撤店等现象屡见不鲜。此外，民宿业态繁

杂，例如当地居民利用安置房等民用住宅进行“日租”

形式的民宿改造等，安全风险不可控，服务标准欠缺，

资源浪费现象日益突出。

1.1.2 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度假区内景点、娱乐设施多样丰富。峨秀湖国家级度

假区位于世界闻名的自然文化双遗产、佛教旅游名山、温

泉疗养圣地的峨眉山下，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度假

区范围东至中信国安峨眉山体育馆，西至黄湾小镇，南至

御泉湾温泉度假酒店，北至只有峨眉山大剧院，总面积约

10.79平方公里，以自然山水为基底，以峨眉文化为主题资

源，融合佛、山、水、道、武等资源特色，打造北部娱乐

美食休闲区、南部温泉养生度假区、高铁商务购物集散区。

其间商业街、美食街林林总总，种类繁多，餐饮购

物服务齐全。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场和美食文化街

都缺乏知名品牌的入驻，空置率也居高不下，造成资源

浪费，甚至还存在“山寨货”有损景区形象。其次，度

假区内小型餐饮店居多，经营者卫生意识较为薄弱，且

存在服务态度不专业等问题，会降低游客的度假体验。

1.1.3 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游客到达峨秀湖国家级度假区可利用的交通工

具多种多样，交通相应的配套设施也较为全面。高铁、

高速公路、省道可直接通达。度假区距离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较近，航空运输服务也十分便捷，另外，乐山机场

也在建设中。

1.2 从游客角度分析

本文于在乐山举行的第八届四川国际旅游博览会期

间，面向旅游从业人员、游客、市民、志愿者等不同人

群，以峨秀湖在游客中的印象为主题，进行了抽样问卷

调查，投放 176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76 份，回收率

100%。该问卷针对该度假区客源地、消费构成、知名

度、满意度等问题进行整理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1.2.1 峨秀湖游客属性分析

外地的中青年游客占据了本地绝大部分旅游市场，

多以放松心情、休闲度假或爬山泡温泉等为目的，渴望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见图 2、图 3）住宿及餐饮

娱乐等硬性消费成为了游客支出的最大开销，这说明深

度旅游、长时间度假让峨秀湖具有一定市场潜力。

图1　分别为被调查人员的地域（上）及年龄（下）

表1　峨秀湖旅游度假区住宿接待设施一栏表

大佛禅院周边
峨秀湖

公园周边
黄湾小镇周边

只有峨眉山戏

剧幻城周边
峨眉院子周边

总计
数据来源 飞猪携程 飞猪携程 飞猪携程 飞猪携程 飞猪携程

范围（公里） 5 3 3 5 3

该区域内酒店数量（家） 66 66 49 0 23 28

该区域内民宿数量（家） 5 11 9 0 3 46

该区域内酒店公寓数量（家） 10 20 13 0 3 321

该区域内客栈数量（家） 6 104 111 0 100 204

该区域内酒店床位数（张） 2784 3424 1982 0 1127 318

该区域内民宿床位数（张） 67 132 93 0 26 2766

该区域内酒店公寓床位数（张） 608 1120 864 0 174 12442

该区域内客栈床位数（张） 308 4844 6848 0 442 9317

度假区内总酒店数量（家） 87 201 182 0 129 599

度假区内总床位数量（张） 3767 9520 9787 0 1769 24843

（作者注：因统计样本差异，数据与真实情况存在合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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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被调查人群的旅游目的与支出占比

图3　峨秀湖知名度数据/度假区

是否为国家级性质区别知晓率

1.2.2 峨秀湖游客知晓率分析

关于被调查人群对峨秀湖国家级度假区的知晓率

（见图 4、图 5），学者发现，知晓峨秀湖国家级度假区以

及度假区相关性质的游客并不占多数，除峨秀湖公园有

近 3 成的游客知道以外，其他相关的代表性景点知晓率

均不足 2 成，甚至 1 成。这充分暴露了峨秀湖度假区整体

缺乏游客共识，空有一身好景色、好建筑、好设施，却

没能形成有效市场。

2　运营管理中存在问题

2.1 营销问题

度假区定位特点不鲜明。缺乏自身特色的深度打造，

过于依赖峨眉山这个巨大 IP 的同时没能与其进行有机结

合统一规划路线，景点分散没有形成整体营销，缺乏集

群效应，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小 [1]。

忽视宣传和品牌打造。官网发布的线路攻略基乎没

有浏览量，营销投入明显不足，宣传力度较小，度假区

知名度较低。

2.2 产品业态问题

度假区缺乏外立面打造。餐饮购物等业态繁杂却无

序，消费场景体验效果不佳，一定程度上有损度假区形象。

度假区基础设施不健全。例如医疗机构的缺失，与

康养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定位不匹配；住宿业态缺乏相关

的条例规范和行业监督；相关设施老化欠维修等现象，

亟需系统性解决。

酒店民宿周围的配套娱乐设施不健全。缺乏像酒吧、

茶馆、桌游、艺术馆等等消遣娱乐项目，许多游客都只

是“住宿 + 爬山”的单一消费模式，无法满足游客多样

化消费需求。

2.3 特色文化打造问题

文化是度假区的灵魂，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目

前，峨秀湖度假区内各游玩点位尚无形成抱团发展局面，

以峨眉院子为代表的各点位独自运营，仅以建筑本身业

态以及现有景色风光作为开展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载体，

并无足以吸引游客的“峨秀湖标签”——服务业态单一，

其特色文化产品主要以介绍和观光游览为主，商家形式

枯燥，等多方面造成了当前发展困局，产品缺乏体验感、

趣味性，游客消费欲望较低，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消费市场狭小。

3　高质量发展建议

3.1 做“亮”度假区特色吸引物

3.1.1 打造佛教文化体验主题特色游线

依靠峨眉山的巨大客户市场，将峨眉象城、大佛禅

院等景区，峨秀湖度假区内的商业娱乐街与峨眉山金顶、

清音阁等景点串联起来，设计推广一条朝圣祈福的旅游

线路。提高峨秀湖度假区知名度，吸引游客在峨秀湖度

假区逗留消费，培养一批忠诚度较高的固定的消费群体。

3.1.2 加强拓展康养旅游新业态

峨秀湖依山傍水的风景格局、丰富的康养文化资源

图4　峨秀湖景点知晓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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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其承办各种体育赛事提供良好的

基础条件。树立“健康牌”招徕游客，打造地区“康养

天堂”，开发生态旅居、休闲度假、户外运动、养生养老

等新业态新产品，为峨秀湖度假区丰富更加多彩多元的

可能。

以“旅游 +”思维为参与者提供定制服务，以承办

赛事活动来倒逼当地提高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

强服务意识和接待能力水平，完善城市公共服务等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 [2]。将第三方服务与度假区的酒店住宿、

旅游线路打包，线上配套宣传以及推广提升峨秀湖在当

地媒体及社交场合的曝光度的效果，为度假区立足当地

发展拓宽更多可能。

图5　康养+运动设计思路

3.1.3 打造民俗文化主题特色商业街区

通过打造风情商业街区，抓住“夜间经济”的发展，

增设多样娱乐设施，从酒吧、沉浸式剧本杀到文创特产、

美食小吃，吸引年轻的消费群体，改变“白天登山看庙，

夜晚关灯睡觉”的消费模式，打造峨眉山新的旅游商业

名片，升级大峨眉旅游经济圈 [3]。

3.2 做“优”度假区服务

政府对度假区内的资源设施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

规划好各职能区域；多层次差异化引进行业知名品牌，

保证度假区入驻商家的质量，维护度假区的形象；提高

从业人员服务的专业性，完善相关配套公服设施并做好

持续维护运营，为居民以及游客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酒店、民宿等住宿服务业需要提供更加精细化、个

性化的服务 [4]。充分挖掘当地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

让酒店服务跟当地文化紧密结合，达到本土化效果。通

过开展一些有意义、针对性的体验活动，既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又能提高顾客体验活动的参与度，增进顾客与

酒店之间的感情。

加强娱乐设施的应用，强化体验服务。酒店应该多

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并畅通顾客信息渠道，鼓励顾客积

极主动的参加，留住游客。在顾客体验增值服务时，为

酒店带来了经济利益和口碑 [5]。

3.3 做“强”度假区营销

拓宽线上网络营销渠道，提高景区曝光度。在“两

微一抖”的官方账号基础上整合营销渠道，增加各平台

的关注度、浏览量，改变官方媒体宣传面窄小的现状，

将传播内容有效地传达到受众。创新传播内容，提高辨

识度。抓住参禅礼佛、“康养 + 运动”等主题讲好峨秀湖

度假区特色，打造度假区网红名片。针对不同平台、不

同客户群进行差异化营销。

在旅博会等行业展会进行线下宣传，推广精品旅游

线路，通过陈列特色文化产品、宣传手册、举办活动等

吸引游客注意，提高知名度。利用好杂志、报纸等传统

媒介宣传，并在机场、车站、饭店等地方张贴有关海报。

此外，以衣服、水杯、食品等旅游产品为载体，或者赞

助某种产品、活动为度假区做好宣传推广。

进行度假区整合营销。首先是景区自身要加强对

特色品牌的打造以及完善基础设施配建，更好的吸引游

客、留住游客。其次全方位整合营销需要政府、文旅企

业、行业协会以及市民游客共同发力 [6]。政府要协统筹

调好各相关部门、企业组织等做好项目规划建设和营销

推广；企业和协会要创作出高质量、创新性的度假宣传

作品，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游客满

意度；市民和游客也是度假区营销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所创作的体验作品，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转发，不

仅辐射其亲朋好友更是辐射网络大众，这种体验分享无

疑也是一种宣传推广和品牌形象的树立。

4　结语

近 10 年来，峨秀湖从一个小水库一步步发展至如今

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得益于良好的功能定位和合理的

规划设计。影响力日益增大的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和

不足也亟需解决。在全民旅游、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峨

秀湖旅游度假区通过解决现有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将吸引更多的游客，提升知名度，为峨眉山市打造

又一靓丽的旅游名片，提高城市形象，带动当地及周边

地区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的发展，带来多元的经济、

社会与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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