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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发展影顽旅游的捧it=戋a力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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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视旅游正成为一种时尚。电视剧《乔家大院》对旅游景点以及祁县经济的影响说明，山西所拥

有的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正是发展影视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应重点挖掘其影视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以此带动山西经济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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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sibility and suggestion of developing movie and

TV tourism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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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movie and TV tourism is more popular．TV film Qiao Businessmen has influence on tourism spots and economy of Qi

County，which reveals that Shanxi has rich unique resources of nature and humanities．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ourism movie and TV

film resources should b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vitalize Shanxi economic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 words：Shanxi province；movie and TV tourism；culture economy

电视、电影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同样作为人们精神领域消费活动的旅游，

与影视作品的结合就形成一种新的旅游形式——

影视旅游。西方称之为“电影引致旅游”(Movie

Induced Tourism)，认为它是由于旅游目的地出现在

银屏、影带、银幕上而促使旅游者造访这些旅游地

和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国内学者将其定义得更为

广泛，认为影视旅游是指受到与影视拍摄、制作的

全过程及相关事物的影响，到影视作品的外景拍摄

地、影视制作室以及与影视作品相关的主题公园

(影视城)，甚至那些被错误地识别为影视作品制

作、发生地的旅游活动，它是旅游及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与影视紧密结合，将时间空间

的艺术最大化、旅游活动内容高度浓缩等特点。目

前，国内影视旅游主要以参观、游览影视城为主，尚

处于发展阶段。山西作为旅游资源大省，发展影视

旅游有着巨大的潜力及开发市场。

一、影视作品对山西旅游业的推动力

对旅游目的地来说，影视作品的好坏是影视旅

游发展的基础，好的影视作品不仅是一条极佳的广

告，也是一种有效的促销手段。一部经典的影视作

品有着长久不衰的魅力，这样旅游目的地就会随之

在电影电视上进行长久的展现，进而旅游目的地就

有了长久的吸引力，可以不断促使人们前去体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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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成长及故事发生的环境，寻找身临其境的感觉。

以属于动态影视资源的祁县乔家大院为例，

1986年祁县将乔家大院对外开放，首年接待游客2

万余人。1991年张艺谋在此拍摄电影《大红灯笼高

高挂》，该片不仅在票房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还在国

外的著名电影节上获奖，从此乔家大院名声大振。

随之而来的是乔家大院游客总量的大幅上涨，当年

接待游客数达到6万余人，之后除2003年由于受到

“非典”影响而出现负增长外，其余每年游客的访问

量都平稳增长。2003年祁县政府有关部门计划联

系影视公司合作拍摄同名电视剧《乔家大院》，并于

2004年开拍，当年的游客访问量就增长了近1．4

倍。该剧于2006年初播出，当年景区数据统计5月

1日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5月2日接待游客8．5万

人次，超过了核定最大日接待量；5月3日、4日、5

日、6日接待游客数量分别为7．5万人次、8万人次、

6．2万人次、3．6万人次。截至5月6日总计接待游

客数38．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 500多万元。

2007年“五一”黄金周，乔家大院吸引力依然强劲，

游客接待总量达44．15万人次，在山西省23个重点

景区中排第二位。从表1可看出，电视剧《乔家大

院》对祁县旅游业以及整个祁县经济的促进作用

明显。

表1 乔家大院影视引致旅游收入对祁县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

数据来源：吴普，葛全胜，席建超，刘浩龙．影视旅游形成发展机制研究——以山西乔家大院为例[J]．旅游学刊，2007(7)．

二、山西影视旅游资源潜力及分类

旅游业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定形式的旅游反映着一定形式的文化，可以说旅

游业的根本是文化，旅游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

文化。对影视旅游来说，其资源更具有文化特征，

因为影视旅游资源在具有了一般旅游资源特征的

同时，还注入了影视文化所特有的特征。

根据文化的特征可将山西影视旅游资源分为

静态影视旅游资源、动态影视旅游资源和意识形态

影视旅游资源。

1．静态影视旅游资源

静态影视旅游资源是指由影视拍摄或相关影

视作品而引致的旅游资源。通常是经营者借助某

影视剧的拍摄场地或背景，进行旅游宣传，从而达

到旅游开发的目的，一般是指拍摄影视剧作品时的

山川、河流、模拟场景等。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川壮丽，景色优美，具有

独特的自然文化体系。太行山、吕梁山像两条卧着

的巨龙分处南北，气势磅礴。境内有恒山、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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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芽山、关帝山、乌金山、天龙山、绵山、五老峰等国

家级、省级风景名山，还有各具特色的水资源，像壶

口瀑布、宁武天池等在国内独一无二。丰富的自然

旅游资源可使拍摄影视作品时的选择空间大大增

加。同时山西还具有深厚的军事文化体系，山西历

来是军事战略重地，如今留存的古今战场遗址有战

国时期长平古战场；汉高祖与匈奴之战的白登古战

场；宋辽时代的金沙滩古战场；抗日战争时期的平

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和百团大战等战场；解放战争

时期的上党战役战场等。这些独有的资源给相关

题材影视作品的拍摄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2．动态影视旅游资源

动态影视旅游资源指由影视作品中展现出来

的相关活动内容而带来的旅游资源。例如，一些影

视题材中体现出的地区性民俗活动、民族节庆活

动、宗教礼仪活动等。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悠

久的历史。以黄河文化为特征的民俗风情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代表性的特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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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类型之一，其中嫁娶婚丧、过年过节礼仪、社

火庙会等都展现了风格独特的山西地方特征。晋

中地区的晋商民俗文化便是其典型代表，在清代中

后期，晋商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商帮，该地区的平遥

古城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乔家大院、渠家大

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等都是北方清代

汉族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当时晋商文化的真

实写照。

3．意识形态影视旅游资源

意识形态影视旅游资源是指来自于影视作品

中宣扬的文化精神及内容。观众通过影视作品的

情节或场景对这种文化精神及内容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和了解，促使人们前往观光并进一步亲身体验

这种文化。

山西是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着丰富的古

人类文化遗址。从华夏人类始祖之一——远古母

系社会的首领到其后的尧、舜、禹，现今都有陵、庙

等遗址留存，还有中国历史之“根”的夏、商、周文化

遗址以及中国姓氏之“根”的洪洞大槐树等。同时

山西还有丰富的宗教文化，省内有着众多宗教圣

地，例如佛教名山五台山，大同云冈石窟，道教圣地

北岳恒山，芮城永乐宫等。不同的资源背后无一不

包含着耐入寻味的历史故事，只要善于挖掘，这些

都是拍摄影视作品的绝佳素材。

三、山西影视旅游深入开发的对策建议

山西的影视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鉴于乔家大

院的成功，目前该地区相关部门为更好地利用独有

的资源优势，正在筹划建立影视基地。2007年初全

国首座“皮影木偶影视动漫基地”在山西孝义建成。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全国发展影视旅游的过程中出

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现象，山西省应吸取经验

教训，避免出现同样的错误。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

门与影视旅游景区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相互协调

配合，使影视旅游真正成为山西的优势产业。

1．相关政府部门应起导向作用

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很高的产业，在市场经济

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无法使资

源达到优化配置。相关政府部门应承担起宏观调

控的重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市场准

入标准，完善相关政策，做好合理的规划措施来引

导影视旅游业向良性竞争方向发展，避免出现过度

竞争而引起的资源闲置浪费等现象。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韩国现在由影视而带来的

旅游占全国旅游总体的不小比例，很大原因就在于

韩国政府早在1998年提出的“文化立国”战略，并

于2001年制定了《电影振兴法》等相关法律以及促

进影视业发展的优惠措施，如减少税收，增加财政

支持，设立文艺振兴基金等。

我国从2003年开始推出一系列促进广播影视

产业发展的政策，通过试点改革，为其提供扶持政

策，包括税收、财政、价格、市场准入政策等方面。

浙江是综合试点省份之一，其中横店影视城就是在

改革背景下，依靠政策优势吸引了很多剧组前来拍

戏，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同时给横店带来相当多的

游客。2007年游客总人数达到478万人次，营业收

入比2006年同期增长2l％，利润增长了33％，全年

旅游收入近6亿元。

山西省可以依托特有的资源优势，以平遥为中

心，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以及榆次常家庄

园为辅助建立有自己风格的影视基地，这会使得有

悠久历史的黄河文化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从影视

旅游的定义可看出影视剧在其中的核心地位，影视

基地对拍出有质量的影视作品将有很大的帮助。

2．影视旅游景区的主导作用

影视旅游景区在影视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处于

核心地位，应着重从挖掘文化内涵、加大宣传、丰富

产品、开拓市场等方面人手，规范管理，提高经营

水平。

(1)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山西发展旅游过程中

就没能很好地认识到文化与旅游关系，从国内外成

功的影视旅游案例可看出，它们的发展都经历了从

单纯的娱乐消遣到展示文化魅力的过程。山西应

发挥旅游资源中独有的文化优势，一方面可以尝试

恢复影视作品中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对相关的纪

念品进行多层次的开发，将其与影视旅游创新结合

起来，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旅游景区的特点。

(2)丰富影视旅游产品。与国内一些成功的影

视城相比，山西的影视旅游资源仅停留在用于拍摄

背景，提供古代服装给游客拍照使用等传统的方

式。各旅游景点应加大现有资源的附加值，经营者

可从不同侧面挖掘相关旅游产品，例如恢复影视作

品中当时的环境，使游客能够体验到电影中的逼真

效果，增强旅游者的参与性，提高他们的主动性。

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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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紧盯市场。任何产品都有其生命周期，而

影视作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发展影视旅游更要充

分认识到影视旅游产品特殊的生命周期。经营者

应紧盯市场，紧跟潮流，及时更新，精心安排旅游景

区的主题活动和项目，这样才能迎合更多旅游者的

口味，从而吸引更多的回头客，使影视旅游景迓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同时还应提高旅游产品的产权

保护意识，否则将适得其反给景区带来损失。

(4)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经济发展一样，影

视旅游的发展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在旅游

景区的开发过程中要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能只考虑

眼前利益。开发的前提是保持景区原有特色以及

生态环境，同时大量游客的到来也会影响景区环境

及容易带来社会治安问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做好

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这样才能使影视作品与旅游

景区、旅游景区与当地生态做到互相影响、互相促

进的良性循环。

影视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项目，在其发展

过程中政府应起到关键作用。要认识到山西有着

丰富的影视旅游资源，影视旅游在山西也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相关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的同

时还应从全局出发，合理规划，使旅游景区形成规

模经济，防止盲且投资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发展影视旅游的过程中会带来负面影响，但任何事

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山西省发展影

视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很强的可行性，

不论对山西旅游业还是经济的发展，利都远远大

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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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_r-．_lk基地改造及寓军于民政策

1．支持老5-业基地改造的政策。建立支持长江

上游经济带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的专项资金；

设立国债资金长江上游老工业基地技改专项，重点

支持具有相对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技改项目；加大对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支持力度，如企业破产关闭、

债转股、军工企业调整改造等；对“三线”建设企业

遗留的历史欠账予清理和适当补偿；设立专项资

金，支持三峡库区迁建企业后续发展。

2．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加大公共财政对工

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导向性投入；延长新产品开发扶

持政策的执行期限等。

3．关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政策。将军工企业

纳人当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总体规划，促进军

工企业与地方企业在兼并、合资、合作等产权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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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融合；设立国防科技工业军民两用技术投资

基金，作为引导性资金，重点扶持社会经济效益较

好的高科技产业化项目。

(四)金融政策

1．批准更多的外资银行在区内设立分行并允许

其经营人民币业务。

2．在重庆市建立西部开发银行。

3．在重庆设立跨区域的股权和产权市场。

4．在重庆设立产业基金。

5．在重庆设立土地银行。

6．允许重庆发行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

7．设立三峡库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专项基

金，允许在区内发行环保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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