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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春节旅游活跃 文旅小镇成热门
2019年春节假期刚刚过去，

你是回家乡和亲人团聚还是外出
旅游感受不同的过年气氛？近年
来，旅游过年逐渐成为中国人春
节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数据显
示，春节期间全国旅游接待总人
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
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
8.2%，旅游市场和春节一样红火。

文旅融合过新年
2019年春节期间，国内旅游

市场活跃，旅游成为居民过年的
新民俗。据统计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游客旅游项目中，选择美术
馆的游客比例占到44.2%，而选图
书馆的和选科技馆、博物馆占比
相当，分别为 40.6%、40.5%，有
18.4%的游客选择历史文化街
区。此外，有34.8%的游客观看各
类文化演出。在三四线城市及各
地乡镇春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各类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也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往。

整体来看，春节出游的游客
在文化休闲旅游方面的消费更加
活跃。“文化+旅游”的形式受到大
众欢迎，无论是中老年人群体还
是年轻一代，对于文化民俗体验、
人文景观都持有热情。数据显
示，2019年春节期间人文景观旅
游产品在线购票同比增长近
16%。其中，历史遗迹类、名人旧
宅、宗教寺庙和红色旅游区门票
在线购票同比增长分别达12.1%、
68.1%、26.8%和78.5%。

从年龄来看，春节期间人文
景观在线购票中80后、90后占比
分别为31.0%和33.6%，而同期60
后、70后游客的占比分别为36.7%
和32.4%。相比之下，60后、70后
相对更偏爱自然景观，而80后、90
后更热爱休闲度假景区。

如今，不论是中老年人或是
年轻人都成为了春节期间文化旅

游的主力军，文旅融合进一步加
深。近年来，“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成效显现。文旅融合下的产
品多样，不论是展览、演出还是当
地风俗文化体验等均受到游客欢
迎。其中，文旅小镇成为一种热
门新选择。

文旅小镇成为新选择
特色小镇分类很多，其中文

旅特色小镇受到欢迎。文旅特色
小镇的最初形态是以江南六大古
镇和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等为代
表的古城古镇，这个时期对古城
古镇以观光为主。随着居民消费
水平提高，文旅特色小镇从单纯
的观光游升级为休闲度假游，无
论是人文景观的游览还是风俗文
化的体验都可以在文旅小镇享受
到。近年来，文旅小镇快速发展，
已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形式之
一，也是春节出游旅客们的热门

选择之一。
文旅特色小镇是以文旅产业

为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或特色产
业的特色小镇，是依托区位、自然
资源、人文资源、特色产业、特色
社区等优势发展旅游产业，并使
之与其他相关产业、居住社区、其
他旅游区(或风景区)发生交互关
系的特定区域。

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提
出特色小镇创建计划，据统计小
镇总计划数量已超 1500 个。此
前，住建部已陆续公布了第一批、
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从已公
布的特色小镇来看，文化旅游类
型的特色小镇占比最大，超60%。

从文旅特色小镇的分布来
看，西南、华东地区的文旅特色小
镇数量要多于其他地区，这主要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旅
游资源等有利条件的影响。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显
示，2019年春节期间，多数游客由

东中部向中西部流动，湖南、安
徽、重庆、江西等地游客净流入明
显。整体来看，春节期间游客净
流入量前十的省市所属的特色小
镇数量不少，其中四川、安徽、贵
州、重庆、云南、江西等地的文旅
小镇数量占比较大。

可见，文旅小镇已成为如今
旅游市场的热门项目，在春节此
类长假中也成为居民出游的新
选择。总的来说，随着人们的消
费水平提高，对旅游的需求也将
不断升级。从传统、单一的观光
游发展到多样、丰富的休闲及体
验特色旅游，消费者的偏好更为
个性化。而春节这类具有特色
的节假日更应响应主题、做出创
新。未来，文旅小镇的数量将持
续增长，而小镇的规划、运营应
更加迎合消费者的喜好，提供更
细化、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吸引
更多游客。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特色小镇一头连着城市，一
头连着乡村，是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
一项重要战略性举措。近年来，
特色小镇建设在我国发展得如火
如荼、遍地开花。住建部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全国
特色小镇试点共有403个，加上地
方创建的省级特色小镇，数量超
过2000个，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
政企合作发展的特色小镇。

迈入2019年，在宏观经济面
临较大下行风险的背景下，特色
小镇开发与投资又将肩负起引领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寻找
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使命。据此研
判，2019年会迎来特色小镇开发
与投资的一个新高潮。

发展中的问题
特色小镇一方面发展得如火

如荼，成为资本竞相追逐的宠儿，
一方面又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了一
些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包括产业
导向不清，规划和建设同质性严
重，出现“千镇一面”的情况；“房
地产化”趋势导致地价上涨、租金
哄抬，排挤特色小镇里真正的特
色产业；政府主导特征明显，企业
主体、市场主导的格局尚未完全
形成；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
给不足等。

这些问题也早已引起了社会
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相关部
门已经着手探索解决对策，以求
为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例如，国家发改委为规范
特色小镇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包括开展部门间的协调、与地
方政府会谈和大规模研修培训
等。笔者认为，解决特色小镇发
展中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入
手。一是凸显特色，千镇千面；二
是强调“产业立镇”，发展优势产
业；三是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
体、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四是严控
房地产开发用地比例，杜绝房地
产化倾向；五是强化用地、资金和
人才保障。

趋势与前景
特色小镇的总体发展方向是

小规模、产业化、集约化、差异化，
具体到2019年，我们预测特色小
镇的发展将会有以下六大趋势：

趋势一：长效机制建立，政策
引导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2018
年 8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
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对特

色小镇的发展提出了若干规范管
理措施，要求各地区严格对标对
表、认真查摆问题、切实加以整
改，特色小镇的基本条件得以明
确，同时鼓励各地区挖掘多种类
型特色小镇，避免模式雷同、难以
推广。进入2019年，规范特色小
镇建设的长效机制或将进一步建
立健全，切实强化对特色小镇的
统筹指导、统一行动、协同发力，
促进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

趋势二：优胜劣汰，资源向头
部阵营聚集。2019年将迎来新一
批特色小镇的落地实践，随着特
色小镇建设逐渐正本清源，具备
长远战略规划和产业资源优势的
开发商、产业运营商等，将进入特
色小镇发展的头部阵营，在市场
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之下，资
源不断向其聚集，头部效应开始
凸显，而缺乏产业资源的运营战
略者将退场。

趋势三：PPP合作模式呈上升

趋势。对比特色小镇的各种融资
模式可以发现，PPP模式具有其他
融资模式不具备的优势，其不仅能
够有效解决特色小镇建设的资金
缺口问题，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
力，还能降低和分散风险，平衡各
方面长期利益。目前，PPP模式在
特色小镇建设中已被广泛运用，预
计未来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趋势四：坚持产业立镇，产品
线条更加清晰。经过几年发展，
产业立镇的原则成为业内共识，
产业的可持续性及特色性决定小
镇发展的活力和前景。2019年，
特色小镇的产品线将更加清晰明
朗，产业将为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趋势五：“旅游+健康养老”成
为热门方向。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健康中
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惠及全
民的基础上，积极突出应对老龄
化及老年人健康问题。特色小镇

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共同促进了
健康小镇的积极发展，使其成为
地方实现产业提升和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抓手。2019年，健康
产业小镇将与养老、旅游、互联
网、健身休闲、食品等行业深度融
合，催生健康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

趋势六：文旅小镇热度持
续。集产业、文化、旅游、社区等
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文旅小镇，在
过去几年一直是特色小镇发展的
热点之一，并且这种热度在新的
一年里还将持续。旅游业现已从
传统、单一的观光游发展成为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显著的旅
游，文旅特色小镇的发展也将更
加迎合消费者的喜好，提供细致
化、定制化、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来
吸引更多游客。

特色小镇产业已经成为当下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动
力，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
城镇化的新抓手，是践行高质量
发展的新平台。从长远看，特色
小镇大战略的顺利推进对破解
大城市病，加速乡村振兴、产业
合理布局、城乡一体化进程都有
极为重要的战略内涵。当下经
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特色
小镇大战略的精细实施和加力
推进，必然会对投资趋缓、经济
下行趋势起到较强的遏制作用，
这对实现2019年稳定经济增长、
激活民间资本投资等宏观政策
目标将有莫大的帮助。进入
2019年，我们预测并期待特色小
镇的进一步推进可以纠偏务实，
真正释放出城乡融合和内需增
长的新空间，助推新一轮经济增
长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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