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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乐活旅游发展对我国的启示①
长春师范学院蔡杰

摘要：目前，旅游动机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旅游者希望能从旅游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体验。个性化，生活化、体验性的旅
游形式备受宠爱，人们的旅游热点已转向大自然，回到最淳朴、最怀旧的原生态生活。而乐活旅游正是满足这种新的需求和形式的旅游
方式。乐活主题旅游能够激发人们潜在的乐活需求，使得旅游更具生活化，最终带动乐活相关生活产业的发展。本文在阐述乐活旅游概

念基础上，介绍了台湾地区乐活旅游发展情况并探寻其对我国发展乐活旅游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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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活旅游内涵
1．1乐活旅游的涵义

所谓“乐活旅游”是一种以“乐活”生活方式为基础，高度生活

化的旅游消费现象。亲近自然、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是乐活旅游

追求的目标。手绢、饭盒、环保筷与布袋是常见的乐活旅游必备品。

它是在传统的旅游基础上，以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和健康旅游为

载体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方式。健康餐厅1绿色酒店为乐活旅游提

供食宿保障，农家乐、茶园、绿地、湿地、公园都是乐活旅游的好去

处。所以乐括饮食产业、旅游居住产业、乐活交通产业、乐活购物产

业和乐活娱乐产业和旅游业六大要素之“食住行购娱”五大要素相

①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8224)的中期成果。

旅游资源的整合是为了保证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系统性

和全面协调性。目前，天龙洞与水洞风景区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自

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但产品内容仍然较为单一，以自然景色为基础

的观光游览是景区发展的主要形式，而与之相配套的休闲、度假、

探险、生态和文化旅游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难以形成明显的

特色与优势。因此，天龙洞与水洞景区若要实现联动发展，应该根

据各自景区的资源状况、发展条件、市场需求，根据当前旅游需求

的多样性和层次化的特点，重点联合向市场推出“系列品牌旅游产

品”(详见表1)。

表1天龙洞—本溪水洞风景区联动发展之系列品牌旅游产品

三大品牌旅游产
三大产品系列 系列品牌旅游产品开发思路

以本溪水洞为品牌，以“寻访水洞
地质公园山水科 源头”为主题，开发一系列地质科

地质科普
普游 普考查旅游产品，并注意与其他类

型旅游产品的整合。

以温泉寺、汤沟为品牌，以“养生、
温泉胜地休闲度 休闲”为主题，将温泉资源与山地

l休闲度假
假游 资源有机结合，开发以温泉为主导

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民俗之乡文化体
以天龙洞满族民俗文化村为品牌，

j文化体验 以“体验民族地域文化”为主题，
验游

打造系列文化体验旅游产品。

交叉，息息相关，共同构成了乐活旅游产业。

1．2乐活旅游与传统旅游关系

乐活旅游是在传统的旅游基础上，以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和

健康旅游为载体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方式，与传统的大众旅游在

形式上有明显区分：

表1

I 形式内容 大众旅游 乐活旅游

旅游主体 大众旅游者 乐活族

旅游行程 中长距离 短距离、慢生活

体验层次 初浅感受 深度式旅游体验

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效
环境、社会、个人、

l 追求目标和效益 经济四个方面和谐永
益

续发展

象，打造整体旅游品牌。经地质专家考察确认，天龙洞系本溪水洞

的源头，因此，可以将“本溪水洞发源地”作为景区联动发展的整体

形象主题，同时，各景区景点的旅游产业部门必须统一形象意识，

通过多渠道进行联合营销，推广这一形象主题，从而达到提高两景

区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3．3整合旅游市场 ．

+

景区的旅游市场必须获得市场认可，如果市场整合不能形成，

景区的联动发展便只是一个空洞的设想。天龙洞—本溪水洞风景

名胜区的联动发展需要由两个风景区共同组成一支同一的促销队

伍，构思并推广言简意赅的宣传口号，采用产品组合、联合促销的

方法，把现有的本溪水洞旅游市场和天龙洞旅游市场通过开辟天

龙洞～本溪水洞风景名胜区黄金旅游线路整合起来。

3．4联动的市场营销战略

旅游市场的联动营销是一个旅游区与相邻旅游区域或其他

利益共同体联合宣传、共同促销的行为。在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的背景下，天龙洞一本溪水洞旅游景区的联动营销需要更加具有

市场传播力和穿透力的统一宣传口号，以迎接旅游市场激烈竞争

的挑战。具体来说，两个景区实行联票制度，一票通玩；将两个景区

相结合，设置富有特色的完整的导游解说系统，制作录像进行宣

传；共建旅游购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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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乐活旅游产业

乐活理念的推广带动了乐活旅游产业的发展，健康餐厅、绿色

酒店为乐活旅游提供食宿保障，农家乐、茶园、绿地、湿地、公园都

是乐活旅游的好去处。所以乐活饮食产业、旅游居住产业、乐活交

通产业、乐活购物产业和乐活娱乐产业和旅游业六大要素之“食住

行购娱”五大要素相交叉，息息相关，共同构成了乐活旅游产业。

2台湾地区乐活旅游发展概况

2005年，“乐活”第一次出现在了《健康杂志》上，健康杂志在台湾以

乐活为主题做了一次关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安全、县市民响

应环保、县市政府对民众健康的努力、县市政府推动环保’等五大指标

的调查，1225民众的问卷调查显示“乐活城市最高的分别是台北市、台

中市及台南市”，并得出了“台湾民众已具备基本的乐活意识”的结论。

大部分民众赞成公共场所禁烟，将近50％的受访者已具备日常生活中

的环保意识。《健康杂志》的此次以“乐活”为主题的调查报道，启动了乐

活产业形成的序幕。关乎“乐活'’的报刊杂志以及商品不断出现。

目前，“乐活”已深入台湾各个阶层和各大行业。台湾铁路局对

外宣布，近年来针对高速公路等其他交通运输系统带来的竞争，台

湾铁路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营销活动，其中就有一项是针对乐活

族旅游的创意营销，创新出各种各样的铁路周边商品来促进铁路

旅游。例如“铁路护照”的创新促销活动，通过提供100多个站点的

护照，官方盖章等形式，满足游客“到此一游”的虚荣感。使其品牌

注入新的活力。用124年的铁路历史来招揽顾客，用文化牌和趣味

牌来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竞争。

3我国内地乐活旅游发展现状
在中国内地，《时尚旅游》是中国最早提出“乐活乐游”概念的

媒体，早在2007年12月份就推出《乐活·乐游》别册，乐活乐游也是

《时尚旅游》一贯推崇的旅行态度。2008年中国青年LOHAS(乐活

族)时尚文化论坛在宁波成功拉开序幕，“乐活族”理念首次亮相。

如今，中国“乐活旅游”已呈现一种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3．1乐活旅游市场逐步扩大

由于对乐活旅游的概念尚有待进一步廓清，目前中国乐活旅

游市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仍很难用量化指标来描述，但可以肯定

的是乐活旅游正在快速增长
3．2短程旅行备受宠爱

在“小长假”主导节假日的情况下，“慢生活”“不远游”成为人们

出游的主流心态。城市近郊的短途旅游成为乐活旅游者出游的首

选，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提高旅游的质量。

3．3自驾车旅游增幅最快

现如今，我国内地居民和家庭私家车拥有量越来越多，有车族

出游的方式往往首选自驾车出游。另外，自驾车出游的另外一种方

式就是租车旅游。自驾车旅游多为散客休闲型家庭旅游形式就是

亲朋好友结伴同行，旅游目的地主要是居住城市周边的景区(点)。

另外房车乐活旅游也成为乐活旅游市场重要的一支。

3．4背包族日益壮大

青少年和青年是自助旅游的中坚力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了解不同文化、丰富人生阅历、培养自力精神是他们在旅行中

追求的动机和目标。由于他们的年龄、经济实力异于中年和老年

人，他们更愿意选择背包旅行这种自然、环保和经济的出游方式去

亲近自然，他们是乐活旅游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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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旅游保险有所突破和创新

为了满足旅游者需要，适应新的旅游形式，各保险公司相应地

创新和推出了新的旅游保险品种。例如：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就推出了旅行平安卡(适于短期外出者)、一路平安(针对驾车族

的一年综合意外险)，保险期限也更为灵活，使乐活旅游者有了更多

的选择权．新的旅游保险以人身意外伤害险、景点意外伤害险、旅

游救助保险、住宿游客人身保险等四种保险为主。

4我国乐活旅游产业发展对策
4．1政府的强力支持。

乐活不单单是单个人的生活选择，它更应是全社会的生活风

尚。乐活旅游不该只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它更是一个庞杂的社会现

象。这就要求，政府在乐活生活方式和乐活旅游发展中给予强力支

持，包括立法支持乐活旅游发展。

4．2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联手合作

4．2．1在现有基础上，完善乐活旅游的配套设施

首先应该完善现有的餐饮、住宿设施，既有档次不同的星级

酒店，也拥有经济型酒店包括汽车旅馆、青年旅馆、家庭旅馆等。

其次建立完善的交通通讯网络。再次建立和丰富当地的无人导

游系统，其包括针对乐活旅游的手册、地面标示物、景区旅游咨询

中心。

4．2．2多元化开发旅游资源

旅游景点拥挤的现象一直是我国旅游业尚未解决的难题。旅

游经典扎堆、旅游资源开发的单一、旅游路线的重复性等使得越

来越多的民众“发愁”旅游，对旅游产生了倦怠感。乐活旅游应势而

生，从新的乐活角度开发旅游资源，挖掘旅游资源的盲点，针对当

前游客的不同心理需求，探索适应市场变化的旅游产品。从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资源人口矛盾的问题，乐活旅游是我国旅游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新导向。

4．2．3树立旅游景点的健康环保形象

乐活旅游的核心是健康、快乐、环保的旅游理念。倡导的就是

绿色生活和人身体验。，乐活旅游目的地的健康形象无疑是吸引游

客的最佳宣传，也是与乐活旅游族所追求的旅行动机不谋而合的。

所以作为内地的旅游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应该积极打造和宣传其健

康的形象和品牌。

4．3乐活旅游产品的深层次开发

4．3．1根据人口统计因素进行开发

每个旅游目的地在进行将乐活旅游市场进行细分，将乐活旅

游产品进一步拓展。以年龄为例，针对中老年市场可以开发乐活养

生旅游、乐活康体旅游以及乐活休闲旅游等。针对年轻人可以开发

乐活运动旅游、乐活体验旅游等产品。

4．3．2不同类型的区域和城市乐活旅游开发模式不同

不同类型的区域和城市在立足于本身旅游资源基础上采取

不同的乐活旅游开发模式。例如厦门，是个特别乐活的地方，在

鼓浪屿每家每户几乎都有钢琴，听听琴声，吹吹海风，吃吃海鲜，

骑车环岛。厦门相关部门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开发和拓展国

内外乐活旅游市场。杭州一个特别好的生态旅游的地方，每到

清明，然后谷雨的时候像当地的茶农一样融入去采茶，然后跟他

们一起去炒茶，跟他们一起品茶。这些乐活体验旅游可以让游

客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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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指标物理意义各不相同，因此要将收集到昀各种指标
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转化公式为：Pi=100×Di／∑Di，式中

Pi为某指标转换后的无量纲指标，n，为转换前的指标值，∑Di为一一■，‘ f=I

所有评价地区该指标的总和。

表1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各层指标权重
国际旅游收入D1 0．046512

旅游竞争业绩C1 旅游接待量D2 0．046512

0．1 入境旅游者平均逗留天数D3
0．046512

现实竞争力B1 旅游总收入／GDP D4
0．291667

经营能力C2 0．046512

0．114286 旅游饭店客房出租率D5
0．04069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D6
0．03488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D7

生态自然环境C3
0．011628

0．1 工业废水达标率D8 0．017442

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天数D9
0．034884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D10
0．040698

基础设施条件C4 万人拥有公共厕所DI 1
省 0．128571 0．046512

域 环境支持竞争力
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D12

B2
0．023256

入 0．333333 人均GDP D13 0．046512

经济环境C5 第三产业占的比重D14
境 0．128571 0．034884

地方财政收入D15 0．040698

旅
人均拥有邮电业务总量D16

游
0．040698

社会文化环境C6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D17

竞
0．085714 0．023256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D18

争 0．023256

力 资源资源条件C7
旅游资源丰度D19 0．046512

旅游资源品味度D20 0．052326
0．128571

旅游资源垄断度D21 O．05814

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D22
0．046512

人力资源C8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D23
潜在竞争力B3 O．1 0．023256

0．375
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D24

0．040698

旅游设施C9
国际旅行社总数D25

0．046512
0．114286

星级饭店数量D26 ，0．040698

旅游经济{Tourism

陕西省在生态自然环境(C3)、经济环境(C5)、社会文化环境

(C6)、人力资源(C8)上都比云南要优越，尤其是交通条件(c4)更是

比云南强得多，但是旅游竞争业绩(c1)和经营能力(c2)与云南相比

有一定差距，在旅游资源(C7)上略逊于云南，旅游设施(C9)上和云

南差距很大。旅游资源的差异和旅游资源的类型有关系，两个省份

旅游资源自然和人文侧重不同，而旅游业绩、经营能力和旅游设施

上的差距反映出两个省份对入境旅游业重视程度、开发理念、经营

手段和旅游投入的不同。因此，陕西省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旅

游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和建设，大胆创新，引入新的旅游开发模

式，采用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促进陕西省

入境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一

本文通过构建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

分析法针对陕西、云南两省进行对比研究。这两个省都处于中国的

西部，都属于旅游资源大省，在中国入境旅游发展中有着比较突出

的成绩，陕西曾一度领先。而研究表明，现在陕西的入境旅游竞争

力和云南有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就陕西省而言，要想重新腾飞，一

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注重文化

挖掘与活化，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宣传促销形式多样化，同时要加

强甘肃、四川的区域联动合作，使陕西旅游再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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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表明，乐活旅游是增速最快的旅游行

业，乐活旅游的市场份额还将继续上升。乐活旅游作为国内近年来

新兴的时尚旅游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在这样一个良好的

国内外市场环境]己作为中国政府、企业都应抓住乐活旅游发展的

良机，带动旅游产业的更快更好更持续的发展。

5评价结果分析 。。．。。

经过计算得到了两省入境旅游竞争力的得分。从结果看来，云 蓄雩盖品．Ray，and sherry Ruth Anders。n．The cultural
南省的入境旅游综竞争力(A)为1-947801，陕西(A)为1·870053，说明 一creatires：H。ow 50 mili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云南的入境旅游竞争力强于陕西。同时云南的现实竞争力(B1)和 worid[M]．New York：Random HouSe，1998．

潜在竞争力(B3)均强于陕西，而陕西的旅游环境支持竞争力(B2)比 [21中国台湾网．Http：／／WWw．chinataiwan．org，2006—08—28．
云南高。从旅游资源的条件来看，云南旅游资源在品味度(D20)矛H垄 [3】台湾乐活族群研究发现[EB／0L]．http：／／epaper．pchome．

断度(D21)上均高于陕西，而陕西旅游资源的丰度(D19)优于云南。 corn．tw．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旅游业的发展状况与旅游

资源的品位度＼垄断渡和丰度有着很大的相关性，但是有了质佳量 ‘

丰的旅游资源只是具备了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能不能将旅游

资源优势变为旅游经济优势，还与该省份的人均GDP，人力资源、生

态与自然环境、旅游设施等因素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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