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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夜间旅游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运
用ＳＷＯＴ方法分析云台山景区发展夜间旅游的潜力及存在问题，结果表明：云台山景区发展夜间旅游具有政府
政策支持、夜间旅游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存在夜间旅游资源分散、文化内涵需要深入

挖掘、同质化竞争激烈、宣传力度不足等问题．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加强夜间旅游规划、突出夜游品牌、推出特色
夜游线路、提高管理水平、加大宣传力度等对策，以推进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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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文旅融合是将旅游和文化相融合，基于旅游对

文化的促进作用和文化对旅游的影响，使两者相辅

相成．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
夜间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进入人们的视

野［１］，成为夜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成为许多景

区吸引游客的金名片．而夜间旅游与文旅融合息息
相关：一方面，夜间旅游产品的首要特点就是人文

性［２］；另一方面，夜间旅游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众

多文化旅游产品，促进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
近年来我国夜间旅游产品开发呈现出较强的增长

势头，各个旅游目的地都争相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

夜间旅游项目．如上海市黄浦江夜游、天津市海河
夜游、南京市秦淮河夜游、哈尔滨市冰灯节、西安市

大唐不夜城、台北市士林夜市、成都市宽窄巷子夜

市等，这些项目在促进当地夜间经济发展中都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　文旅融合发展的意义

文旅融合是指文化、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相互

渗透，逐渐突破原有产业边界或要素领域，实现文

化和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２００９年原文化部、国家
旅游局发布的《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指出，在新形势下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

结合，是文化和旅游部门的共同责任［３］．２０１８年文

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文旅融合步伐不断加快，融

合领域不断拓展［４］．
从社会意义上来看，文旅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地

区间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从经济意
义上来看，文旅融合发展能够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

升级，保障其高质量发展，使其更具生机和活力，在

传承与发扬文化的同时为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做

出贡献．从文化意义上来看，文旅融合能够根据市
场需求，将旅游目的地文化资源与旅游产品的开发

与服务相结合，有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文旅融合在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共同
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

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发展．因此，
要把文旅融合发展作为促进夜间旅游经济发展的

重要指导原则，培育多元夜间文化旅游产品，将夜

间旅游经济打造成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亮点［５］．

２　夜间旅游的概念与发展

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将夜间旅游定义为：日

落到深夜这一时段，在居住地周围或在旅游目的地

进行的各种活动，包括欣赏夜晚景色、参加夜间游

乐项目及各种社交活动等内容［６］．
国外夜间旅游的发展历史悠久，比如挪威极光

之旅、法国里昂灯光节、巴黎凡尔赛宫花园夜游活

动等．我国夜间旅游的序幕是由１９９６年深圳市“锦
绣中华”景区打造的“中华百艺盛会”实景演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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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夜间旅游并未得到重

视［７］．２００４年由张艺谋导演策划的大型山水实景
歌舞剧“印象·刘三姐”，将夜间旅游推向快速发

展的轨道．自２００４年开始，我国多地为促进夜间经
济的发展出台相关政策．近年来，我国夜间旅游参
与度高，已成为旅游目的地夜间消费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８］．２０２０年，夜间旅游为文旅产业的疫后复
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各大旅游目的地纷纷布局

江河夜游、夜间演艺、小吃夜市等夜间旅游项目，为

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夜游选择．

３　云台山景区发展夜间旅游ＳＷＯＴ分析

３．１　优势分析
３．１．１　夜间旅游资源丰富

首先，云台山景区拥有一万米线路、五千多盏

灯、两千多套激光萤火虫、近千套舞美专用 ＬＥＤ帕
灯、多套水幕３Ｄ投影系统，以及荧光壁画、河道荧
光画等，在声、光、电、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加持

下，依据地形构造溪水沉石，打造出大型灯光秀和

全息水幕表演．变幻的灯光和丰富多彩的夜游项目
满足了不同细分市场的夜游需求．其次，小吃城的
经营时间与云溪谷夜游的运营时间完美契合，形成

“夜游＋美食”的全新体验，一站式服务增加了游
客对云台山夜间旅游的体验感．最后，云台山音乐
节的相继举办为景区带来了持续的流量，吸引了众

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云台山，为景区夜间经济

的发展注入活力．通过开发富有云台山特色的夜间
旅游产品，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促进住宿、购物、

餐饮等方面的发展，可进一步活跃商圈，提升云台

山景区的竞争优势．
３．１．２　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

首先，云台山景区可达性较强．公路方面，长济
高速、晋新高速、郑云高速均可到达景区，河南省省

道Ｓ２３３、Ｓ３０６可直达景区，相对发达的公路交通为
游客自驾游提供了方便．航空方面，从新郑机场、洛
阳北郊机场到焦作市区只需一个小时，同时在新郑

机场设置有直通云台山景区的班车．铁路方面，焦
作站东接京广线，南接陇海线，太焦线、焦柳线贯穿

南北，铁路交通较为发达，也可从郑州站或郑州东

站乘坐郑焦城际铁路在修武西站或者焦作站下车，

均有直达云台山景区的摆渡巴士．其次，云台山景
区在道路建设、电力通信、卫生安全、供水排水等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拥有规模宏大、

功能齐全的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餐饮服务

中心，便捷的观光车队为游客在不同景点之间的往

返提供便利．景区与公安、卫生、市场监管部门建立
联动机制，通过对各景点的实时监控，掌握景区客

流情况，根据客流量及道路状态实行分流，可保障

游客有序、安全出行．
３．１．３　景区知名度高

云台山景区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Ａ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品牌知名度

较高．景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实
施旅游带动发展战略，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打造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旅游品牌，旅游业的繁荣

发展可促进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的发展．
３．２　劣势分析
３．２．１　夜间旅游资源分散，没有形成合力

目前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产品中，具有代表性

的音乐节位于百家岩活动广场，云溪谷夜游项目位

于红石峡上游，３６０云景球幕影院和云台山美食城
位于小寨沟广场，购物中心位于百家岩，特色民宿

主要集中在岸上服务区．这些夜间旅游资源形式多
样但分散，处于各自生产经营的状态，尚未进行有

效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夜游景观群．
３．２．２　文化内涵需深入挖掘

云台山景区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太行古村落吸

引游客体验民宿民风，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但
是，目前云台山景区所开发的夜间旅游产品并没有

很好地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

相结合，无法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效益．文化
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景区的精神载体，缺乏文化的

支撑，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便无法形成自身特色．
３．２．３　夜间行政管理与配套服务需要完善

目前，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处于初步探索时

期，夜间安保、交通规划、人群疏散等方面依然存在

诸多问题．在云台山音乐节举办期间，出现过保安
殴打观众、交通堵塞、人群拥挤等现象，这些都说明

云台山景区夜间行政管理与配套服务亟待完善．
３．２．４　宣传力度不足

夜间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合理的推广宣传，但是

目前云台山景区对于夜游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对

白天庞大的旅游客流形成吸引力，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景区夜间旅游的发展．
３．３　内部机遇分析
３．３．１　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夜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９］指出，培育夜食、夜购、夜游、夜健等多业态并

举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夜间消费聚集示范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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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夜经济对全省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鼓励各
市县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挖掘历史

文化内涵，优化文化旅游演艺项目、提高夜间服务

质量、打造夜间消费品牌，鼓励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融入旅游产品，将河南特色文化元素融入日常消

费品设计，提升文创产品品质，丰富夜间消费文化

内涵，加强全媒体宣传服务，引导夜间消费需求合

理流动．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焦作市“十
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指出，创新发展夜

间旅游业态，打造综合型夜游产品，培育“夜游打

卡”线路，保障夜间旅游出行安全，建立夜间经济协

调推进机制．在提出的文旅融合策略中着重强调要
推动焦作山水旅游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

融合发展，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协

调统一［１０］．在２０２０年河南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评选中，云台山岸上小镇排名第六．云台山景区应以
政府支持发展夜间经济为风向标，继续开发富有特

色的夜间旅游产品，促进景区夜间旅游良性发展．
３．３．２　焦作市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焦作市成功从以煤炭为主导的传统资

源型城市转变为以旅游业发展为主导的国家优秀

旅游城市，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焦作市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地区交通业、住

宿业、餐饮业等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效增加了地

区经济总量，促进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发展，为其

他能源城市提供了发展思路．
３．３．３　短途旅游备受青睐

目前，我国法定节假日时间都较短，比较适合短

途旅游、城市周边游．云台山景区距离焦作市区及郑
州市等主要客源地较近，是比较理想的短途旅游目

的地，可以借助这一优势安排相关夜游活动．
３．４　外部挑战分析
３．４．１　夜间旅游供需失衡

在政府政策及游客需求的推动下，云台山景区

夜间旅游已初具雏形并且呈现出较为可观的发展

前景．随着游客需求多样化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游客对于夜间旅游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但是
云台山景区在夜间旅游产品开发方面仍然较为欠

缺，急需引进相关人才，加强员工专业化培训，完善

景区夜间旅游供给体系，打造具有景区特色的综合

性夜间旅游产品，提高夜间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竞

争力，满足游客对于夜间旅游产品的需求，推动景

区夜间经济持续发展．
３．４．２　同质化竞争激烈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各地

建设出了一批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夜间旅游景点，如

重庆市洪崖洞、西安市大唐不夜城等．河南省内具
有较大吸引力的夜间旅游产品主要有：洛阳市夜游

龙门，开封市清明上河园夜游、大宋御河夜游，三门

峡市卢氏双龙湾夜游等．在众多景点共同发展夜间
旅游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景点暴露出了同质化的问

题．因此，云台山景区要创新夜间旅游形式，整合夜
间旅游产品，巧妙融入地方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

夜间旅游产品，助推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发展．

４　文旅融合背景下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发展对策

４．１　加强夜间旅游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夜间旅游是游客旅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发

展夜间旅游要做好科学合理的规划，充分发挥政府

作用．编制《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包含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发展的目标定位、发展布

局、发展路径及发展举措等，在规划过程中要对云

台山景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以云台山文化为着

力点，根据景区内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地理特征规划

出不同的夜游线路．丰富夜游业态，营造夜游氛围，
树立良好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根据季节推出相
应的旅游项目，满足不同客源市场需求，为云台山

景区夜间旅游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４．２　打造云台山特色，突出夜游品牌

树立独具特色的夜游品牌能够扩大云台山景

区夜间旅游的影响力．首先，重视国潮演艺事业的
发展，加大竹林七贤文化ＩＰ的宣传；借鉴河南卫视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推出云台山景区节日主题

活动；进一步推广云台山汉服花朝节，传承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打造云台文化新名片；重视太极文化，

打造“印象·太极”大型实景演艺节目，运用声、

光、电、全息投影使太极文化与云台山水巧妙融合．
其次，整合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资源，突出云台地

域文化特色，重点打造云台山音乐节这一夜游品

牌，围绕云台文化开发特色文旅产品．
４．３　推出特色夜游线路，彰显文化内涵

云台山景区需要开发夜间旅游特色主题线路，

统筹规划特色夜游产品，改变目前景区内单项消费

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形成夜游产品集群化，从而

更好地带动景区内夜间消费．
４．３．１　文化演艺主题线路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７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
哔哩哔哩网站开展首次战略合作，围绕“国潮”打

造河南文旅又一亮点文化 ＩＰ———竹林七贤，“国潮
河南 云台山奇幻旅游季”在云台山景区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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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云台山景区文旅深度融合．云台山景区通过打
造游园式演艺，成功推出《竹林七贤》《云台山版丽

人行》《少年版王维》《神仙眷侣》《舟行碧波》等国

风演艺，唤醒云台文化自信，点燃国潮云台．国风演
艺地点主要位于红石峡、小寨沟和重阳阁，演出时

间一般都在下午五点之前，这些国风演艺中只有

《竹林七贤》在晚上有一场演出．因此，云台山景区
要着重打造夜间文化演艺主题线路，将文化及山水

融入云台山夜间演艺，适当调整演艺时间，增加夜

间演艺场次，丰富游客的夜间生活，延长游客停留

时长，从而为景区夜间旅游注入新的活力．
４．３．２　教育主题线路

云台山景区主要有红色旅游线路、研学旅游线

路、历史人文游线路和地质科普游线路．在研学旅
游线路、地质科普游线路中，要积极发挥地质博物

馆的重要作用，利用图片、文字、模型、实物、影视、

游客互动等形式全面展示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

地貌演变和地质特征，以直观的手段普及地质知

识．目前，地质博物馆的营业时间为上午九点到下
午五点，夜间处于关闭状态．可以适当延长开馆时
间，开展夜间观赏活动，通过科技手段，使游客沉浸

在虚拟的空间中，利用灯光、声、电来增强游客的体

验感，丰富夜间旅游产品．在教育主题线路中，主要
突出云台山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地质

文化，充分发挥云台山景区的教育功能．
４．３．３　夜间购物主题线路

云台山景区要围绕夜间经济特点，实施“旅

游＋购物”的模式，着重开发云台山景区文创产
品、特色旅游纪念品等，丰富夜间经济文化内涵．围
绕云逗逗这一 ＩＰ形象继续推出系列文创产品．同
时，推出山水风光、太极文化及国风演艺方面的文

创产品．做好云台山夜市、综合性商场及特色文创
店等不同购物载体的整体开发、建设和运营，统筹

规划夜购线路，完善对应基础设施，为游客夜间购

物提供便利，实现景区购物的多元化发展．
４．３．４　特色美食主题线路

云逗逗美食城位于潭瀑峡、泉瀑峡、猕猴谷的

交界处，拥有２００余种小吃．美食城内有拍照打卡
处、儿童游乐园和云逗逗主题店，能够增加游客的

用餐趣味性．云栖小吃城位于小寨沟广场，紧邻云
溪谷，“夜游＋美食”可以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
云台山景区要依托已有美食城和小吃城，推出特色

美食主题线路．首先要进一步打造具有特色的夜宵
消费场所，弘扬云台饮食文化，重点推出如云台黑

山羊、牛膝炖土鸡、怀山药两吃等特色菜品．其次要

创新表现形式，巧借云台文化包装小吃店名称，通过

制作过程表演增加游客对云台美食的兴趣．
４．３．５　云台夜景主题线路

云台山景区要健全整体夜间景观规划设计，做

好景区亮化工程，打造“灯光艺术 ＋山水景观 ＋云
台文化”的云台夜景主题线路．使游客能够感受到
独特的云台山夜间景色，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彰显

云台山景区的山水魅力．
４．４　完善服务系统，提高管理水平

打造智慧公共交通体系，适当延长交通工具的

运营时间，增加夜间专项公交线路，缩短发车间隔；

加大安保投入，保证景区秩序．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情况下，加大对景区卫生安全的重视．同时，景区
的照明系统也应该以环保为理念，不滥用灯光，因

地制宜，避免对景区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强化夜间旅游管理，构建起由公安、

文化和旅游部门共同参与的夜间旅游安全管理体

系，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对夜间旅游活动进

行监管．加强工商监督以增强景区的市场规范力
度，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氛围．积极引进发展夜间
旅游的专业人才，加强景区内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

质的培养，提升服务水平．
４．５　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夜游影响力

首先，政府应颁布相关政策法规促进景区夜间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把发展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纳

入焦作市经济发展规划，将景区规划与夜间旅游相

结合，丰富景区旅游形式．其次，景区可通过抖音、
微博、微信公众号、地铁公交广告等媒体进行宣传，

通过邀请媒体达人、旅行博主体验的方式向重点客

源市场开展针对性推广，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让

人们足不出户也能了解云台山夜游．同时，景区可
以与酒店、民宿等进行合作，让入住者了解云台山

夜间旅游，成为潜在消费者．通过云台山景区官网、
微信公众号推送夜间旅游线路和旅行攻略，提高云

台山景区夜间旅游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

５　结论

发展夜间旅游，是实现云台山景区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景区发展的利益增长点，能

够促进景区经济总量的增加，满足人们的消费需

求，同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云台山景区夜

间经济的发展．但目前云台山景区的夜间旅游处于
起步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文旅融合发展为云台
山景区夜间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开辟

了广阔平台，未来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应该做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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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理的规划、完善夜间旅游基础设施、提高宣传力

度、提升夜间旅游的文化内涵、提高管理与服务水

平，从而促进云台山景区夜间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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