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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探究

——以烟台市为例 
孙文哲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文化旅游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3） 

摘要：自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影响，烟台市文化旅游产业正面临新的困难和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对游客

消费观念的转变、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为帮助烟台市文旅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拉动城市经济增长、主推区域经济发展，

课题组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了适应文旅企业的相关建议，以期为烟台市复工复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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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地已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烟台市

文化旅游产业也处在疫情防控和加快促进文旅企业复工复产的关

键时期。为了促进烟台市文化旅游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课

题组成员深入烟台市多个旅游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就文旅产品创

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运行情况、扩大消费、复工复产策略等方

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烟台市的文旅企业应当以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

为契机，抓住机会进行文旅产品质量和服务升级、产品结构调整等，

以期尽快找到适合的办法，加快恢复发展。 

一、烟台市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分析 

烟台市地处山东半岛北部的中心城市，这里依山傍海、气候宜

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东连威海、西接潍坊，西南与青岛相毗

邻，北临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凭借依山傍海的独特

自然地理优势，烟台自然旅游资源丰富，有多处森林公园和国家级

候鸟自然保护区等。不仅如此，作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中最早开埠

的港口城市，这里历史悠久，是古代早期文明的发祥地，拥有众多

人文旅游资源。在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双重眷顾下，烟台市拥有秀丽

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富饶的物产以及便捷的交通条

件，是兼有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旅游城市，每年吸引众

多中外游客前来观光。 

（一）区位地理优势 

烟台市位于北纬 36°16′-38° 23′，东经 119°34′-121°

57′，海岸线长约 702.5km,全市面积 1.37 万 km2，拥有大小岛屿共

63 个，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约 675mm。烟台市

拥有辖区 4 个（芝罘、莱山、福山、牟平）、县级市 7 个（莱阳、

龙口、蓬莱、莱州、栖霞、海阳、招远）和长岛县。 

烟台既是东南亚黄海经济圈和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城市，也是我

国沿海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城市之一。烟台凭借独特的海洋区位

不仅在山东和辽东半岛之间建立联结，同时也是与日本、韩国等地

水路最短的中转枢纽站，成为了沟通海内外联系的桥头堡和重要的

物资集散中转地，这进一步提升了烟台的交通战略优势和经济价

值。 

（二）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1.自然旅游资源优势 

烟台属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

充沛的典型性海洋性气候特征。烟台市区群山环绕、大海环抱、风

景秀美，曾多次被评为最适宜居住和旅游的城市，尤其是在休闲旅

游和康养旅游热度持续升温的今天，对游客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烟台的自然旅游资源主要体现在海、岛、山、泉四个方面。 

海洋旅游资源：烟台市毗邻黄渤海，海岸线长达 702.5km，近

海独特的自然条件形成了独具区位特色的旅游资源。一是岸线曲

折、海岸地貌类型多样。其中砂质平原海岸和基岩海岸地貌发育良

好。砂质平原海岸地貌呈现为水软沙细、阳光明媚的特征；基岩海

岸地貌呈现为海蚀洞、海蚀柱、海蚀崖等地貌，再加上碧海的映衬，

风景独特使人留连忘返。二是海水浴场发育优良。 

海岛旅游资源：烟台市沿海有居民的岛屿共 15 个，岛上渔业

生产特色鲜明颇具胶东风味。烟台市区北部的芝罘岛是中国最大的

岛屿；长岛县是山东省内唯一的海岛县，具有发展海岛旅游得天独

厚的天然优势，并且以神秘的海市蜃楼奇观闻名遐迩；养马岛传说

是秦始皇养马的地方；庙岛群岛像一串黄海明珠连接山东半岛和辽

东半岛。 

山地旅游资源：烟台市地形以植被丰茂、起伏缓和的低山丘陵

为主，招远的罗山、牟平的昆嵛山等均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有着“仙

山之祖”称号的昆嵛山山势雄伟，植被覆盖率高达 82%，动植被资

源丰富，自然环境优良均无污染，是天然氧吧。目前已开发的景区

有九龙池、泰礴顶、烟霞洞等。 

温泉旅游资源：烟台市临近太平洋西岸高热流值带，因此地下

热泉资源丰富，已开发的温泉景区几十处。地下热泉富含微量元素

和多种矿物质，具有较高的医疗价值，天然的具有开发康养保健旅

游的优势。 

2.人文旅游资源优势 

据考证，烟台有人类活动印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

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可以极大程度上满足游客丰富自

身文化底蕴的旅游需求。烟台的人文旅游资源总结起来具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渊源、具有神秘的海洋特色、精武文化气势雄伟。 

首先，秦始皇东巡给烟台留下了像东巡宫、蓬莱阁、养马岛等

800 多处文物古迹，新发现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史迹 330 多处，

市内市级、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52 处，历史积淀深厚。其

次，与八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蓬莱素来有人间仙境的美誉。再加上

长岛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奇观，也为此地增添了神秘色彩。再次，

以民族英雄戚继光为首的精武文化也是烟台的特色文化资源。除此

以外，栖霞被称为地雷战之乡、牙山是许世友将军指挥牙山战役的

历史革命遗迹，这些都构成了烟台市深厚的人文旅游资源。 

二、烟台市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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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打出去的拳头产品不多，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 

目前烟台市在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旅游产品有蓬莱阁、长岛度假

区、养马岛旅游区，其他产品的影响力还不够，而烟台拥有得天独

厚的海岸线旅游资源没有充分被挖掘出来，沿海丰富的沙滩、岛礁、

森林、海洋生物等天然的旅游资源没有被充分的开发起来。 

许多旅游资源的挖掘仅仅局限在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与全

国其他旅游城市的旅游产品相比，重复率高，很多景点给游客的感

觉就是似曾相识。虽然短期内可以依靠新鲜度带来一定的经济收

入，但长期看，不利于旅游资源的创新开发，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 

（二）与周边各国各市整体联动性差，产业内部要素整合不够 

由于宣传力度欠佳，再加上国际航线只开通了通往韩国、日本

和香港地区的航线，开通的国际航线少，所以烟台市目前对外客源

市场在国际上长期依赖日韩两国，而欧美等地的市场份额占比很

小；国内客源方面，由于直达烟台市的交通线路不足，铁路方面烟

台至今只开通了至北京、上海、青岛、西安、天津等城市的直达车，

通往华南和我国西部地区的列车很少，所以多年来一直依赖山东、

北京、上海三地的客源，与其他地区和城市的联动性差。 

文化旅游业是一个“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关联

度很高的集群性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目前烟台市文旅产

业发展呈现出六个要素的整合力度不够的状态，具体表现在旅游没

有对其他要素产生很好的拉动作用、购物和娱乐业的关联度差距

大。尤其是购物方面，不同景点出售的旅游纪念品雷同，体现地域

特色的产品不多。每年在烟台固定举办的会展中，鲜有独居烟台文

化元素的旅游纪念品的展销，已开发的旅游产品不能很好的适应游

客对文创产品文化品位和地方文化内涵的需求。然而，这种状态一

旦涉及到城市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哪个要素实力太弱势必会影响

到整个产业的整体发展速度。 

（三）投资机制不完善，融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经济体，注重公益性的同时也是一个经

济范畴，既然是经济范畴，就应该遵循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的经济

规律。从烟台市目前的文旅产业发展状况看，解决资金投入的渠道

主要有三个：一是借助旅游资源长期滚动式发展；二是依靠社会力

量投入；三是吸引外资投资。这三种投资方式各有弊端，有的慢、

有的散、有的远且难以实现，这些弊端严重制约着文旅产业的发展，

影响文旅产业的活跃性。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

的对策 

烟台市既有发展文化旅游的地理区位优势，也有旅游资源优

势，同时还有目前呈现出来的旅游产品品牌建设方面的不足。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的背景下，烟台市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

的协调发展仍有更多上升的空间可以去努力，这就需要在品牌建

设、消费者需求、政府服务等方面再接再厉，在推进烟台市文旅产

业发展的同时，助推经济活力。 

（一）强化品牌战略，提升供给品质 

旅游资源和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应顺应消费者对旅游内容的

需求变化。烟台市拥有众多旅游资源的同时，应找准开发方向，找

到真正吸引游客的点，并强化品牌战略。 

在原有的品牌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继续整合新的资源。一是注

重产品创新式开发，并不是一味的讲究数量多且质量粗糙，而是着

力打造精美、小众、体现烟台特色的优势品牌；二是要注重与游客

的情感维系，把握好产品的品质；三是要深入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

增强旅游衍生品的创新和售卖。 

（二）增强游客体验感，优化配套设施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文旅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通知的影响，

游客的出行消费观有了极大的改变，疫情期间人们对出行安全、健

康有了更高的认识、关注和要求，疫情之下人们更关注快速消费以

满足短期消费的体验感，因此周末经济和夜间经济等活动更适合现

阶段的游客需求。因此，烟台市政府和文旅相关企业应考虑消费者

需求的转变，创新开发更合适的旅游产品，建设处依托景区旅游资

源的娱乐相关的配套设施，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提升服务质量，大

力发展互动、角色体验等旅游产品，逐步拓宽娱乐休闲的空间。 

烟台市气候环境优越、旅游资源丰富，作为风景名胜城市，构

建休闲型城市的特征非常明显。政府应对烟台的城市性质、功能进

行进一步的科学定位，可以逐步构建休闲型城市定位，在当前疫情

之下，对促进观光旅游、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以及商品零售等很

多产业的发展必将起到推动作用。自明朝以来，烟台就是仙海文化

的典型代表，从古至今吸引着很多文人骚客前来游览。 

（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激发市场潜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文化旅游市场的启动和经

济发展当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利用杠杆效应引导游客扩大消

费和文化旅游两大市场，从供给端和消费端两侧发力，共同拉动文

化旅游产业经济的全面恢复。会展旅游业能拉动以旅游为主的住

宿、交通、餐饮、文化艺术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会成为疫情防控常

态化之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疫情当下，政府应加强对会展旅游业

的宏观调控以及在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倾斜力度，制定新的城市会

展旅游业发展规划。会展场馆的建设规模可以与功能和经济发展水

平相协调。尽快创立响亮的有知名度的会展品牌，提升其他相关产

业的经营服务理念。 

政府应大力加强宣传促销力度，树立烟台市的城市形象。对旅

游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使各个景点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增强关联性，

提高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可以发展以海洋为主题的会展、以葡萄

酒为主题的葡萄酒旅游等优势资源。政府可以组织相关力量，研究

本区域旅游资源和合适的开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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