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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甘南州旅游产业的打造不仅体现在基础设

施的投资与建设上，更着眼于在文化不断被开发的情况

下，由旅游相应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

众多文化产业当中，餐饮是游客文化体验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人们通过一个民族的饮食，能够感知到这个民族

的温度还有厚度。因此本文将藏餐厅作为旅游文化产业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分析，进而通过部分窥见产业全

貌。1

一、合作市藏餐厅发展现状简述

近年来，甘南州旅游产业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旅游产业项下的文化产业也顺势崛起，成为甘南旅游文

化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就以甘南州合作市藏餐

厅的调查结果为例，对其发展现状进行阐述与分析。

（一）藏餐厅数量与规模

通过调查发现，截至 2020 年 10 月，合作市市区藏餐

厅数量共有 24 家，其中大型藏餐厅（客容量 300 人以上）

有 4 家，中型（客容量 50— 100 人）1 家，小型（客容量

50 人以下）20 家。通过对合作市地理位置分析，得知该

市市区位于甘南各个民族旅游区中心位置，因此对于大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研究成果。

项目名称：“一带一路”战略下甘南藏区特色文化产业创

新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19YB015

作者简介：

张翼（1986-），男，甘肃兰州人，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王永平（1996-），男，甘肃陇南人，兰州财经大学商务

传媒学院2019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部分游客而言此地是他们来甘南旅游的必经之所。对于

如此庞大的旅游群体，这些餐厅其客容量显然不足，就

如同拉嘉洛安多风情藏餐吧老板所说：接待散客更方便，

而接待成团游客则会有诸多不便。

（二）政策支持与市场规模

在政策支持上，根据国家发改委《“十三五”支持

甘南藏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方案》，甘南藏民

族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数量达 19 项，投入资金达 1 亿 2000

万元，项目内容包括了景区古迹保护、森林公园景区建

设等一大批旅游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在合作市勒秀

洮河景区其码头建设范围达 240 平方米、游步道 5 千米、

河堤 10 千米；此外根据《甘南州十三五交通运输规划》，

甘南地区将预计实现 100% 通公路、98% 通油路、95% 通

硬化公路（如下图）。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国家对甘南

州旅游产业的建设投入了极大支持，与此同时，甘南州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根据《甘南州改革开放 40 年旅游产

业重点发展成就简述》得知 2017 年全州共接待国内外游

客 1105.6 万人次，比 2012 年增长 2.6 倍；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51.50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2.9 倍。在如此迅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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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藏餐厅除了提供藏餐之外，并无其他特色服务，

与湘西民族风味特色餐厅服务相比，其形式单一、文化

体验感不足，无法使游客从多角度感受藏文化。其次这

种服务形式的单一性也体现在产业链的打造上，在这里

各行业独自经营、缺乏行业串联意识。而甘南旅游经济

未来发展和整个产业链直接相关，如能紧跟时代浪潮，

使行业之间形成互相扶持的态势，其不但能给这些产业

带来更高效益，也会给游客带来极大便利。

（二）内敛式与个性化

通过体验式观察发现，这些餐厅内的服务人员基

本全由女性构成，然而这些藏族女性在服务过程中，明

显不善言谈且缺乏热情，由此产生特色—短板、优点—

缺点的文化特性思辨。在藏民族文化当中男性多以开

朗、豪爽的性格与人交往，而女性则相对含蓄内敛，再

加上藏民族多信奉藏传佛，而佛教注重内在精神与外在

肉体的二元修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导致了这些女性并

不善与人交流；从人员结构看，餐厅内服务人员的性别

比例严重失衡，从而使得食客们在服务人员身上只能看

到藏文化中藏族女性的含蓄内敛而无法看到男性的热情

豪爽。实际上大多来藏地的游客目的就是想体验与认知

藏文化，而自我体验远不及相互沟通的沉浸体验感触深

刻，因此这种情况已然成为游客文化体验完整性的障碍

之一。

（三）推广与提供通道的无动力化

通过互动交流，得知这些餐厅无动力化特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推广宣传，这些餐厅普遍采用零宣传经

营方式，其类似于管理学中的“被动投资”—一种有限

介入买卖行为的投资策略，把主要注意力投射在了食品

质量和用餐环境的打造上。然而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

很少有人能耐心寻找美食，对于来此的游客大多只是路

过，所以餐饮的宣传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对于无外卖服

务的问题，通过走访与调查，发现是由于外卖公司的加

价操作，使餐厅老板认为其利益被损害而无法接受；并

且由于藏餐出餐速度较慢，难以适应外卖公司的要求。

从调查结果不难看出，这些老板主观是具有提供外卖的

意愿，同时对于部分游客来说，外卖也为他们提供了便

利，问题就在于内外的双重阻隔。

（四）政策支持的面对点

政策支持对于这些藏餐厅的发展极为重要，虽然他

们已搭上了旅游业快车，但是实际他们在经营管理，厨

师服务等人才培训方面都依靠着自身的艰难探索，资金

方面也并没有政策支持，使得一些想扩大规模的中小型

藏餐厅难以实施。在大的方面，国家给予了甘南州旅游

产业巨大的支持，但是这种从面到点的支持往往难以深

入细致的现实帮扶，所以本文从点入手分析，得到从点

到面的思维过程。

三、从点到点与从点到面的对策探讨

从前文分析得知，合作市藏餐厅从服务宣传到形式

通道等方面的综合结构存在发展的基本问题，而对策的

实施一般是从面到点的综合执行，而难以细致入点，本

文通过前文分析将问题打碎成点，本节就从点到点进行

策略上的分析与应对。

展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下，作为地方民族特色文化产业

的藏餐，如何顺应潮流，成为民族特色的明星产业，是

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二、合作市藏餐厅的特征及问题解构

通过上文对藏餐厅现状的分析以及笔者通过参与式

观察、实地访谈等方法所收集的资料与数据整理，对这

些藏餐厅营收情况、文化特色、服务宣传等方面进行分

析，从而探索其发展的外生性与内生性问题。

（一）营收变动与资源配置

通过下表得知，这些餐厅在每个季节收入差异非常

明显。由于这种差异，导致旅游旺季许多藏餐厅都处于

“超负荷”运转状态，而藏餐厅的数量和规模短板，加

剧了这种“超负荷”，造成了客源大量流失。同时由于淡

季客源不足，导致了旅游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部分藏餐厅营业情况

餐厅名　　　　
销售旺季

旺季单月销售利润

（单位：万元）

淡季单月销售利润

（单位：万元）

客容量

（单位：人）
有无宣传

拉嘉洛安多

风情藏餐吧
4— 5 1— 2

慈母风味

藏餐厅

六月、七月、八月

以及十一国庆期间 6— 7 4— 5
<50（小型） 无

宗巴雍母藏

藏餐府
12— 13 4— 5 >300（大型）

自身并没有专门进行宣

传，但是偶尔有网红来

店里“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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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合理配置

要缓解旺季“超负荷”压力，弥补淡季客源不足，

需要政府出台行管政策，限定旺季每日游客数量，从而

平衡旺季游客暴增的压力；在餐厅方面，需要实施价格

杠杆，从而弥补淡季客源不足的问题；从旅游规划的角

度来看，就需要营造出多功能多层次的旅游度假区域，

以此来延长旅游旺季、弥补淡季、缓解压力；从产业链

的连通性来看，要取得相应发展必须紧密结合旅游业，

与旅行社、旅行公司等合作进行产业链的打造，接纳成

团顾客，与此同时扩大藏餐厅规模，以适应成团的顾客

数量；最后要实现藏餐功能多样化，就必须将藏餐在各

个方面融入旅游业当中，比如藏餐不仅仅能够作为食物，

某些藏餐如糌粑、酸奶、蕨麻之类也能够作为当地特产

或者作为礼品赠送给亲友，从而使得藏餐与旅游业产生

更为紧密的联系。

（二）员工培训与性别制衡

从工艺和口味来说，藏餐不但要着眼于本民族消费

者，也要关注外地游客的饮食习惯，为消费者提供多种

可选择空间；其次从服务来说，近来非常火热的湘西民

族风味特色餐厅值得借鉴，他们的服务包括了专业式服

务和体验式服务。其中专业式服务是指餐厅服务员需要

掌握标准化服务操作，既有良好的礼貌礼仪、强沟通能

力，且能够掌握湘西民族风味特点，了解民族饮食文化

特色。体验式服务指的是餐厅将湘西民族特色表演引入

餐饮业，将民俗文化与餐饮文化有机结合，从而为食客

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院敏 2009），这两个方面值得借

鉴。另外在人员结构上实施性别制衡，从而打造出餐厅

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三）提高藏餐知名度，打开市场，树立品牌

要提高藏餐的知名度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推广与宣传，

而树立品牌则需要向兰州拉面、重庆鸡公煲、蒙古小肥

羊等品牌学习。藏餐以天然、健康为宣传口号，而健康

与天然正是当今普遍亚健康体质者所追求的食物特性，

所以这种特性需要继续进一步宣传与发扬。同时想要提

高知名度，树立品牌，还需要紧密结合民族文化，通过

讲述藏餐相关故事，来增加藏餐的神秘性、吸引力，从

而引发游客们的求异与好奇心理以及对藏佛文化的敬畏

心理，给消费者以更多的理由去品尝藏餐。在藏餐当中，

一种材料、一种做法、一样餐具、食物来源，其背后都

可能具有故事性线索，只要挖掘出这些故事，就可以挖

掘出藏餐更大的价值。

（四）政府提供政策倾斜，大力支持藏餐发展

政府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应当关注这些伴

随旅游业项下的基础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藏餐业的发展，

需要政府提供大力的政策支持，将甘南藏餐在更广阔的

市场中打造成为明星产业，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引向甘

肃。同时建立起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更出色的藏餐厨

师与餐厅经营管理者。在旅游宣传过程中，加入藏餐的

元素，以扩大藏餐的知名度。在藏餐走向全国的过程中，

提供相应的帮助，如税收优惠、行政审批放宽等措施。

政府对藏餐业的支持，不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对于民族

团结都具有极大帮助。

四、结语

餐饮文化作为受当地地理环境、历史事件、社会经

济和宗教信仰等的影响而形成的产物，是了解当地文化

的最佳切入点，所以要发展甘南地区旅游产业，做好文

化与旅游传播，就必须大力发展藏餐业，从藏餐的食材

选择到烹饪、再到服务、品牌打造等的各个方面的体制

机制进行优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与旅游产

业链的结合，做到与旅游业发展步调相一致，让游客在

体验藏餐的同时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到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做到文化与饮食的深度结合，从而打造出满足游客心理

特征的甘南藏族特色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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