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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贸 易

高铁的开通成为武汉市旅游

强有力的推动要素，改变了武汉

市原有的旅游状况，同时也对武

汉作为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各个方

面产生了影响，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高铁开通对武汉市旅

游地位带来的深刻转变，指出了

武汉高铁城市旅游中出现的各个

方面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

解决方案，使武汉市作为高铁旅

游目的地能够进一步完善并具有

更为强劲的发展潜力。

一、高铁开通对武汉城市

旅游带来的深刻变化

自 2009 年起开始运营的武广

高速铁路，给武汉市的城市旅游

带来了深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

转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武汉市

的城市旅游呈现“井喷式”发展。
2010 年 ，武 汉 市 旅 游 人 数 达 到

8852.34 万人，同比增长 39.18%；

2011 年旅游人数达到 1.18 亿人，

同比增长 24.98%。已投入运营和

即将相继建成的四纵四横高速铁

路（京广、京沪、京哈、杭深、沪蓉、
沪昆、徐兰、青太）都是以武汉为

圆心向全国辐射，而且高铁发车

频率非常高。以武广线为例，广州

到武汉高铁“公交化”密集发班，

发车时间最长间隔 20 分钟，最短

间隔 9 分钟。这使武汉在湖北省，

甚至整个中部地区旅游业的龙头

带动作用更加凸显。
在一地的旅游发展条件中，旅

游资源和旅游区位是至关重要的

因素。高铁开通之前，武汉位居

华中交通中心，区位条件虽好，但

离我国三大旅游客源地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地区较远，对这些

旅游客源地的游客吸引力不足；

而在旅游资源方面，武汉市同国内

著名旅游城市相比，资源特色不够

突出，市内著名景点如黄鹤楼的游

客主要为外地人，其他景点如归元

寺、东湖的游客为当地游客与外地

游客间杂，新景点如江滩公园等以

当地居民观光休闲为主。高铁开

通之前, 武汉是典型的过路型城

市,而非旅游接待地，该地的旅游

客游量及旅游业收入也与这种情

况相吻合。2008 年，武汉市旅游业

总 收 入 占 武 汉 市 GDP 的 9.08% ；

2009 年占 11.01%，这一比例明显

低于我国主要旅游目的地的一些

城市。
高铁开通成为改变武汉城市

旅游地位的关键外部因素，使武

汉市城市旅游中的需求关系发生

了转变。高铁不仅提升了武汉的

旅游区位优势，更使武汉成为了

高铁旅游 4 小时经济圈的中心，

国内许多与湖北省不相邻的重要

客源地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地区都进入了 4 小时旅游圈的范

围。高铁的可到达性和其“公交

化”密集发班方式更适合北京、上
海和广州等地游客的周末出游，

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让湖北

渐渐成为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后

花园”。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 年

春节期间，武汉市共接待旅游团

队 351 个，同比增长 160％，这一

数据表明，自 1998 年以来，武汉

第一次出现游客量“进”大于“出”
的现象，说明武汉市旅游市场性

质有了历史性的转变。再以 2012

年武汉市“十一”黄金周为例，由

于国庆和中秋双节叠加，假期时

间延长，游客出游意愿增强,又值

郑武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加之武

广高铁公交化运营常态化及多个

方向增开动车临客，使游客量明

显增加, 全市纳入统计的 47 个景

区共接待游客 851.24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9.49%，全市实现旅游总收

入 34.56 亿元，同比增长 50.43%；

旅 行 社 地 接 接 团 3492 个 12.47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46%和

8.28%，全市住宿设施平均客房出

租率达到 73.94%。由此可见，武

汉城市旅游因交通条件的改变而

发生了变化。高铁带来的交通条

件的改变加之休假时间等因素的

影响使客流量大量增加，武汉由

武汉高铁旅游完善对策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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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型旅游城市转变成旅游接待

地。

二、武汉高铁旅游中之问

题分析

近年春节黄金周和梅花节、樱
花节、清明节的高铁旅游高峰来

看，武汉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在各

个方面都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些

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目的地综合管理方

面。据新华网报道，2010 年武汉樱

花节期间，每个周末到武汉赏樱花

的旅游团达 300 多个，约 4 万人，

创外地游客历史之最。但旅游接

待方面的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

市内交通成为高铁旅游的短板。
在黄金周、樱花节、梅花节等旅游

高峰阶段，造成了“行易游难”的

局面，旅游大巴在路上一堵就是几

个小时，许多团队为了赶回程的高

铁不得不放弃了赏樱的行程。武

汉市内居民也因为樱花节带来的

拥堵，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叫苦不

迭。除此之外，旅游旺季住宿困

难、就餐困难、景区停车困难、返
程订票困难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旅游接待能力也是一个问题，旅

行社和相关服务行业工作水平不

高，致使游客投诉增加。除此之

外，从武汉市各大旅行社的接团数

据来看，武汉高铁旅游表现出的季

节性太强，除樱花节，黄金周等几

个旅游旺季之外，其他时间到访

人数不多。
第二，旅游景点建设方面。在

旅游旺季，一些景点拥挤不堪，如

三月樱花盛开，武汉大学和东湖

周边客流量严重超过承载力，为游

客和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武汉市传统的旅游景点在旺季期

间人满为患，而近年来对新开发

的景点如武汉新天地、武汉欢乐

谷 和 楚 河 汉 街 等 的 宣 传 力 度 不

够，未能及时整合到传统景点中

来。除此之外，传统景点只能满足

观光旅游。高铁旅游的游客中相

当一部分为年轻人，单一的观光

旅游难于满足他们的需求。景点

的管理也存在问题，在门票定价方

面，市内一些景点定价随意，且门

票价格与其提供的服务不匹配。
武汉市近年整修和开发的新景点

又因营销力度不够而未能吸引更

多的游客。同时，武汉现有旅游产

品缺少本地独特的地域和文化特

色，这样的产品很难实现同目前

高 铁 客 流 量 相 匹 配 的 质 量 的 升

华。
第三，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方

面。首先是旺季和淡季期间缺乏

营销。到目前为止，高铁带来的客

流量还处于一种自然发展状态。
在“五一”、“十一”、春节和樱花节

期间游客爆满，其他时间客流量

又明显不足，缺乏通过营销手段进

行的科学的调节和引导；其次是景

点之间缺乏整合营销，传统景点和

新建景点之间缺乏有效整合，不利

于武汉市旅游景点的平衡发展；再

次是武汉市景点缺乏同武汉周边

城市以及高铁沿线旅游城市的联

合营销，使武汉市高铁旅游带动整

个武汉城市圈和全省的旅游产业

经济链的功能发挥不够；最后，缺

乏针对港澳和境外的旅游营销。
各方面数据表明，同我国出境旅

游相比，我国入境旅游贸易 2009

年出现逆差，而且这种逆差有逐

年扩大趋势。武汉市在利用高铁

带来的机遇，加强境外游营销方

面还有待加强。
第四，高铁系统的旅游服务方

面。正因为高铁的开通为武汉市旅

游打开了新局面，高铁系统本身的

管理和服务就成为决定武汉市旅

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此，高铁系

统如何在满足日常的运输功能之

外针对高铁旅游的特点提供相应

的服务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方面

的问题首先表现在时间安排上。
目前高铁的“4 小时经济圈”虽然

缩短了乘客的旅行时间，但对外

出旅游的高铁乘客来说，这样的

时间却不如夕发朝至的在途安排

方便、实惠；其次，对于高铁的定

价，武广高铁定价偏高是国内民

众的共识，且在春运以外的高铁

运行“淡季”又没有浮动票价。
第五，目的地综合管理能力方

面。城市旅游是一个关联性很强

的产业，任何一个部门出现问题

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旅游地的发展。
因此，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最为重

要的一点是武汉市相关管理部门

应加强组织与协调工作，对武汉

市的旅游重新定位，这对武汉市

的城市综合管理能力是一个巨大

的考验。

三、武汉城市旅游动力机

制完善与优化对策

（一）强化武汉 旅游目的地管理

要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最大

限度地考虑游客的需求，如东湖

风景区附近的交通、食宿及停车

设施等，城区内有专门针对旅游者

设计的市内交通图和景点示意图

等；在交通管理方面要尽量考虑

游客在高铁火车站与市内景点的

顺利对接，在樱花节这样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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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尽量合理安排市内公共交

通，采取关键路段非旅游车限行等

措施，缓解风景区交通压力；武汉

市的旅行社应提高地接能力，提高

市内窗口行业服务质量，使武汉市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有较大的

改观；同时，还需加强武汉市政建

设，在市容市貌方面再下功夫，让

外地游客看到一个美丽的江城。
（二）突出武汉旅游景点特色

武汉地处两江之滨，又是千湖

之省的首府，水滨之城的特色非

常明显，武汉需要在旅游规划和

开发中突出这一特点。武汉市也

不仅春天有樱花，武汉市梅园的

很多品种在全国都独有，春节期

间 的 梅 展 吸 引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夏天的荷花规模也很大，一年

四季武汉都有花可赏。除了观光，

武汉市还有外地游客喜欢的龙虾、
大闸蟹等季节性特产。建议武汉

市针对以上资源特点，安排不同

季节的节事活动，丰富旅游产品。
同时，武汉城市文化丰富且历史悠

久，相关的旅游资源较为集中，如

武汉长江两岸汉口与武昌遥相呼

应，两岸有古代（黄鹤楼、晴川阁

等）、近代（辛亥革命、租界等近代

建筑）和当代（长江大桥）等旅游

景点，加上与江滩公园相连的江

汉路、武汉新天地等，是这座城市

历史发展的高度缩影，也是这个

城市旅游的亮点。
（三）拓展武汉旅游营销的渠道

要以武广、京武高铁终点站的

客源地为目标进行宣传，提升武汉

市旅游形象，同时拓展武汉旅游营

销的渠道。在春节期间，应加大对

武汉市远郊景点的推介，在樱花开

放季节期间，则对武汉大学以外的

樱花景点进行宣传，加大空间较开

阔景点如江滩公园、红楼等的宣传

力度，做到有效疏导人群。另外，

在旅游产品组合中，应缩小观光

旅游的比例，加大休闲活动的成

分，增加游客在景点的停留时间，

如联合旅行社推销夜游长江的旅

游项目，推出白天游长江的旅游项

目。同时，黄鹤楼、归元寺等景点

也可在旅游旺季开发夜间旅游项

目，有效疏导人群，减轻高峰期交

通负担。最后，武汉市相关辛亥革

命的旅游景点对于台湾游客来说

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应该认真进

行策划，针对港澳和入境旅游人

员的偏好进行营销；而对于欧美

地区的客源来说，可以利用高铁

的优势，吸引已经入境的北京、上
海和广州等地的游客进入武汉乃

至长江中游的旅游圈。
（四）完善武汉高铁系统的旅游

服务

高铁体验本来就是广东及其

他省市来武汉旅游的一个很大的

吸引点，武汉高铁应针对高铁游

客，尽可能安排夕发朝至的列车，

这既方便他们的时间安排，又可

节 约 了 他 们 来 回 两 夜 的 住 宿 花

费，对选择高铁的工薪阶层的游

客是非常实惠的；而安排不仅在定

价方面，针对不同旅游季节推出旅

游优惠票价，以吸引高铁游客。并

可针对武广高铁沿线著名景点多

这一特点，推出几天之内有效的

旅游车票，方便游客沿途下车游

览；还可设计高铁车厢面对车外

观光的座椅，方便游客沿途观光。
（五）搞好武汉旅游目的地规划

建设

武汉市旅游决策管理部门既

要 应 对 高 铁 旅 游 出 现 的 各 种 问

题，拿出优化对策，也要对武汉高

铁旅游业的发展制定长远规则。
当前，需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

着力完善旅游高峰期交通预报系

统，提高应对旅游突发事件的能

力，也协调好旅游旺季期间旅行

社与各大景点之间，旅行社与饭

店、宾馆之间，节假日期间市内交

通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同时，武汉市旅游决策

部门也应针对武汉高铁旅游的特

点，并以 4 小时经济圈内的旅游经

济为主要目标，制定一个应对高铁

旅游发展需要的近、中、远期规

划，在规划中除了旅游景点建设，

旅游线路延伸、旅游项目开发外、
还应最大限度地使武汉市旅游设

施的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把武

汉市加快建设成为一座新型的旅

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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