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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促进郑州文旅高质量发展
□胡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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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文旅市场的
消费者特征分析

郑州市作为中国中部地
区的重要城市，近年来文旅市
场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地方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统计数据显
示，2024年上半年，郑州接待游
客量及旅游收入比往年同期均
有明显增长。例如，在春节期
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388.7万
人 次 ，较 2023 年 同 期 增 长
69.9%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72.5%。实现旅游收入94.8亿
元，增幅超过游客数量的增幅。

郑州文旅市场具有独特的
资源和优势，包括丰富的历史
文化、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庞大
的人口基础。郑州市凭借这些
优势，推出一系列相关政策，举
办了大量配套活动，持续叫响

“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
州”城市品牌。此外，郑州文旅
市场还注重休闲度假功能和综
合服务水平，强调的是综合的
接待能力和多样化的服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文化需
求和旅游偏好也在不断变化，
郑州文旅市场消费者表现出
文化消费增长快、旅游偏好多
样化、重视旅游体验、行为数
字化、季节性强、责任感强、影
响因素多等特征。

文化消费增长快：近年
来，郑州市民对文化消费的需
求持续增长。调查显示，超过
6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高质
量的文化体验支付额外费用，
这表明文化消费已经成为郑
州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

旅游偏好多样化：郑州文
旅市场的消费者旅游偏好呈
现出多样化趋势。除了传统
的观光旅游，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开始追求文化体验、休闲度
假 和 亲 子 游 等 新 型 旅 游 方
式。数据显示，文化体验类旅
游产品在郑州市场的受欢迎
程度逐年上升。

重视旅游体验：消费者对

旅游体验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他们不仅关注旅游产品
的质量和服务，还注重旅游过
程 中 的 情 感 体 验 和 个 人 成
长。因此，文旅企业需要从消
费者的角度出发，提供富有创
意和深度的旅游体验，以提升
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行为数字化：随着互联网
和移动设备的普及，消费者的
旅游决策和消费行为越来越
依赖于数字化渠道。在线预
订、社交媒体推荐、移动应用
等数字化工具在消费者行为
中 扮 演 着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文旅企业需要加强数字
化营销和服务，以适应消费者
的数字化需求。

决策影响因素多：消费者
的旅游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包括旅游产品的价格、品
质、文化价值、口碑以及旅游服
务等。其中，文化价值和旅游
服务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
因素。高质量的文化体验和优
质的服务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
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行为季节性强：郑州文旅
市场的消费者行为具有明显
的季节性特征。节假日和周
末是旅游消费的高峰期，尤
其是在“五一”“十一”等假期，
旅游市场的消费热情尤为高
涨。因此，文旅企业需要根
据季节性特征合理安排旅游
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

期待文旅融合：消费者
对 文 旅 融 合 的 期 待 日 益 增
加。他们希望在旅游过程中
能 够 体 验 到 更 多 的 文 化 元
素，如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
遗产、地方特色文化等。文
旅企业需要深入挖掘和整合
文化资源，提供富有文化内
涵 的旅游产品，以满足消费
者的期待。

社会责任感强：随着社会
责任感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开始关注旅游活动对环
境和社会的影响。他们倾向
于选择那些注重可持续发展
和社会责任的旅游产品和服
务。文旅企业需要加强社会

责任建设，提升旅游活动的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赢得消
费者的认可和支持。

群体多元化：郑州文旅市
场的消费者群体可以细分为
不同的类型，包括本地居民、
外地游客、学生群体、家庭游
客和海外游客，尤其是 144 小
时免签政策落地后，海外游客
数量明显上升。不同消费者
群体的需求和偏好存在差异，
文旅企业需要根据消费者群
体的特点提供差异化的产品
和服务。

“以文化人”——以人文经济
引领郑州文旅高质量发展

明确“文化+”的发展方
向，将文化与旅游、体育、教

育、康养等产业相结合，形成
多元化的文化产业链。同时
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文
化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为

“文化+”战略提供政策保障。
文化+体育：通过体育赛

事的引进与培育如郑州通过
举办国际少林武术节等体育
赛事，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
度，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关注。
据统计，每届武术节期间，郑
州市的旅游收入和游客接待
量都有显著提升。还可以以
此 进 行 体 育 旅 游 产 品 的 开
发，结合郑州的体育资源，开
发了包括登山、徒步、骑行等
在内的体育旅游产品，丰富
了游客的体验，增加了旅游
的吸引力。同时进行体育基
础设施的完善，加大体育设
施建设的投入，如建设体育
公园、健身步道等，为市民和
游客提供了良好的体育旅游
环境，也促进了体育与旅游的
深度融合。

文化+商业：打造文旅商
融合产品体系，创新打造特色
街区、历史街区、休闲奥莱街
区等商业街区，将文化与商业
深度融合。通过引入多元时
尚业态、举办特色文化活动等
方式，提升商业街区的文化内
涵和吸引力；推动文化消费，
征集、精选、设计一批具有郑
州特色的“郑州礼物”，推动其
走向市场。同时，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文化消

费渠道，满足游客和市民的购
物需求。

文化+科技：推进文化产
业数字化，可积极实施文化产
业数字化战略，推进 5G、VR
等新技术在文化旅游场景中
的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手
段，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增
强游客的互动性和体验感；可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支持沉浸
式体验、数字艺术等新型文化
业态的发展，打造具有创新性
和吸引力的文旅产品。例如，
通过 AR 技术重现历史场景，
让游客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自
由穿梭。

文化+教育：创新研学文
旅产品，聚焦黄河文化等特色
资源，对全市特色文旅资源进
行充分挖掘和整合。通过打
造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编制特
色课程内容等方式，提升研学
旅游的品质和效果；加强教育
资源配置，引导科学配置教育
资源，加强与学校、教育机构
等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学旅游
市场。通过举办研学旅行活
动、开展文化交流等方式，拓
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文化+工业/农业：工业文
旅产品，充分利用二砂厂区、
油脂化学厂等废弃工厂和工
业园区，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和
工业文旅产品。通过保护工
业遗产、挖掘工业文化等方
式，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工业
文明的魅力；将郑州周边农业
与文创深度融合，打造特色农
庄、田园综合体等农业文旅产
品。通过展示地域特色的农
耕文化、提供农事体验等方
式，提升农产品的消费价值，
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郑 州 文 旅 在 做 好“ 文
化+”方面，已经开始行动，未
来 郑 州 将 继 续 深 化 文 旅 融
合，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
彩的文旅体验。

郑州作为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拥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
实施“文化+”推动文旅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品牌建设
和文化传承协同发展，形成强
关联态势，共同拓展郑州文旅
发展空间。（作者系河南省商
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河南师
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郑州工程
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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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十四五”文化
广电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
提出“十四五”期间的发展目
标，包括打造“炎黄子孙的寻
根之地、中华文化的朝圣之
地、中华文明的体验之地、华
夏国学的教育之地”，以及实
现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的显
著增长。那么，如何促进郑
州文旅高质量发展，笔者认
为以人文经济为引领的“文
化+”多元化文化产业链，无
疑是一种路径和方式。

创新研究

暑期家长带孩子在郑州市科技馆“动物家园”展馆参观 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