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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及其开发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苏勇军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我国宗教资源丰富，文化内涵丰厚，但这些旅游资源尚未转化为良好的旅游产品，没有收到应有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章以浙江为例，在深入分析宗教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浙江宗教旅游的市

场定位和产品体系构建，并提出了转变观念，科学开发宗教旅游产品、突出宗教旅游产品的品牌特色、拓展宗教旅

游产品的市场空间等开发建议。 

【关键词】浙江；宗教旅游；旅游产品；市场定位 

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既有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有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更有受外来宗教影响

而产生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明教、白莲教等。我国宗教遗迹众多。据统计，全国现存主要名胜古迹中，宗教遗迹约

占 1/2。仅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近一半为宗教景观。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宗教有关的名胜

古迹就达 3000 多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吸引着海内外信徒、专家学者和普通游客慕名而来，为宗教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加速发展，宗教旅游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以前较为冷清的宗教圣地开始吸引了大批

游客，宗教活动场所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一度遭冷落的寺院经济在新的需求推动下，也出现了新的变动趋势。一些与旅游配套

的服务设施已在宗教圣地中产生，旅馆、餐饮、旅游商品成为寺院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寺院开辟了新的财源，为寺院

维持生存注入了新的生机。 

不仅如此，就连寺院附近的居民也以各种方式和手段积极加入到旅游服务之中，为致富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另外，通过

开发宗教旅游资源，也可以对湮没的资源进行挖掘，对破败的资源进行修缮，对散乱的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布局，从而有效地促

进资源的保护。 

整合宗教旅游资源，挖掘宗教文化内涵，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已成为宗教旅游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内容之一。本文以浙

江为例，初步探讨了宗教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及其开发。 

二、浙江宗教旅游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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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这里山川壮美，林壑灵秀，气候宜人，召唤历代僧人、道士驻足，或在深山老林、或在海岛荒滩，

结茅为庵，营造了为数众多的名山祖庭、古刹大寺、宫观庙堂、洞天福地，为后人留下了荟萃时代精蕴的巨构。 

据统计，目前在汉族地区佛教 142 座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中，浙江省有 13 处；现在浙江省共有宗教活动场所 8400 多处，

其中佛教 3200多处，基督教新教 3700 多处，道教 1200 多处，天主教 300 多处，伊斯兰教 4 处。这些形成于不同时代的宗

教圣迹，凝结了浙江人民的智慧和审美创造能力，充分显示出浙江宗教文化的深厚积淀，尤其是深邃的宗教智慧和灿烂的宗教

艺术更是文明的瑰宝。 

如素有“东南佛国”之称的宁波天童寺殿宇金碧辉煌、结构玲珑剔透，画栋雕梁、建筑精美，规模宏大为国内罕见，同时

它既是临济宗的重要门庭，还是日本曹洞宗的祖庭；普陀山宗教文化与观音信仰紧密相连，大量的古刹梵宇、建筑、塑像、书

画、诗文、音乐、碑文、石刻以及传统的观音香会、民间习俗、传说等形成独特的观音文化；天台山更是“佛教台宗发祥地、

道教南宗创立地、活佛济公降生地”，这里既有汉末高道葛玄炼丹的“仙山”桃溪，碧玉连环的“仙都”琼台，道教“南宗”圣

地桐柏，天下第六洞天玉京；又有佛教“五百罗汉道场”石梁方广寺，隋代古刹国清寺，唐代诗僧寒山子隐居地寒石山，宋禅

宗“五山十刹”之一万年寺和全国重点寺院高明寺；还有那画不尽的奇石、幽洞、飞瀑、清泉，说不完的古木、名花、珍禽、

异兽，因而获得“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美称。 

依靠得天独厚的宗教资源，浙江现已建成一批以宗教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旅游景点，特别是杭州、舟山、天台等地，宗教旅

游发展最为迅速，游客人数逐年增加，逐步形成了闻名国内乃至世界的几个重要品牌：如“海天佛国”普陀山、杭州灵隐寺及

“天竺香市”、天台国清寺等。 

同时，浙江宗教旅游在形式上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如举办“宗教文化节”（“中国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和“国际

黄大仙文化旅游节”）；举行纪念法会或和平法会以及“宗教修学游”的出现，宗教旅游与商务会展旅游的有机结合等。宗教旅

游对旅游业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并对相关产业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虽然浙江宗教旅游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成为浙江旅游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纵观浙江整个宗教旅游现状，浙江丰富的

宗教旅游资源尚未能转化为良好的旅游产品，也没有收到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开发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对宗教旅游开发重视不够 

一方面，由于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迷信活动甚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交织在一起，从而造成了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和复

杂性；另一方面，由于浙江宗教旅游资源一直处于名山秀水、丝乡古镇的“阴影”之下，旅游主管部门无暇顾及，旅游开发商

也不愿意冒险投资。 

（二）宗教氛围不足，商业气息浓厚 

开发宗教旅游，必须努力给游客营造一个浓郁的宗教氛围。但在浙江，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开放的寺庙宫观内，弥漫着

浓厚的商业气息，步入其中，游客听到的不是悠扬的经乐声，而是一片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看到的不是香烟缭绕，而是一片

摊点，完全感受不到宗教圣地的肃穆、庄严。 

（三）对外宣传不足，知名度低 

由于缺乏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自我宣传促销的理念没有形成，致使浙江除普陀、灵隐等少数宗教旅游景区（点）之外的

许多宗教旅游资源长期“养在深闺无人知”，出现了外来游客只知西湖、兰亭、雁荡山、太湖，而不知保国寺、国清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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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旅游项目单一 

许多宗教旅游景区仍停留在对宗教观光、朝拜这一传统旅游产品的开发上，而以游客为主体的参与性项目极少，游客很少

有机会真正参与到宗教文化中去，亲身体验和感受宗教文化的奇妙多姿。 

（五）资源保护不力，破坏严重 

近年来，随着浙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宗教旅游热点，如普陀山，一到旅游旺季便游客云集，应接不暇，远远超过资

源的承载力。 

还有些宗教景点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搞一些假古董、假文化，这不但没有给宗教旅游景区带来好的效益，反而会对高

品位的人类瑰宝形成文化污染，对和谐的景观造成破坏。 

三、浙江客源市场现状与宗教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 

众所周知，旅游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根据市场格局和旅游需求的变化，

进行市场定位，设计出适应市场的旅游产品。 

（一）浙江客源市场现状 

1.国内客源目标市场 

由于距离的优势，整个华东地区（江苏、浙江、上海）将是浙江旅游最重要的核心市场，周末旅游市场将成为浙江挖掘这

一市场潜力的巨大机遇。 

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居民出游活动开展的相对较早，消费水平相对较高，组成了浙江旅游的开拓市场。山东、福建则构

成了浙江旅游的外围市场（见表 1）。 

 

2.国际客源目标市场 

由表 2 可知，日本、韩国、美国为代表的亚太市场和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市场都是浙江旅游业的重点客源区

域。东南亚、港澳台地区一直是浙江传统的海外旅游客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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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旅游产品的市场定位与产品体系的构建 

千百年来，观音信仰、弥勒等信仰逐渐形成民间习俗，至今各地供奉观音、弥勒等菩萨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有“家家阿弥

陀，户户观世音”的说法。随着各种传说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他们的光辉形象也早已走出殿堂，走入人心，从民间传说进入了

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在中华大地形成了一种文化结晶--观音文化、弥勒文化„„ 

同时，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些年宗教人口的增长呈现出新的变化：信教群众中青少年、有一定文化层次和较

高经济收入者在逐年增多；传统宗教（佛教、道教）的信众中非宗教信徒（指相信佛教或道教，但又不是正式的宗教徒）所占

比例较高，这一现象在江浙一带暨我国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尤为明显。 

由于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东南亚和东亚各国游客对浙江的宗教文化情有独钟。据史料记载，普陀山历来是佛门弟子参拜的

圣地，自古就有远道朝山者不顾风波之恶、惊涛之险，梯山万里，扶老携幼而至，每年都吸引着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众多的观音信徒来山朝拜。尤其是日本慧锷和尚请观音的传说、海上丝绸之路传奇等在

国际上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而宁波天童寺是日本佛教主要流派曹洞宗的祖庭，寺里的日本曹洞宗初祖道元禅师画像和纪念石牌，

是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鉴于此，浙江宗教旅游产品开发应该面向华东区域旅游市场 （占浙江省接待的全部国内旅游人数的 80%）、国内旅游市场，

放眼国际旅游市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旅游市场），以资源为依托、以城市为中心、以交通线为网络、以创新为手段，走多元

化、精品化之路（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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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宗教观光和宗教朝觐等传统旅游产品更新换代的同时，积极开发出一系列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特种旅游产品，

如宗教生活体验游、宗教艺术欣赏游、宗教节日庆典游、宗教饮食文化游以及宗教生态游等产品。让特色拳头旅游产品和传统

旅游精品相结合，构筑起多层次、多功能的宗教旅游产品体系（表 3）。 

 

四、旅游产品开发对策 

（一）转变观念，坚强协调，走良性发展道路 

发展宗教旅游，完善宗教旅游产品体系，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既要反对不顾实际，一哄而上，大办

旅游的盲目思想，又要反对过于谨慎，恐惧开发的消极态度。宗教场所必须在充分认识本身资源，全面权衡宗教旅游开发的利

弊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和开发。 

其次，协调各方关系，把具体工作落到实处。当前摆在旅游主管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协调社会、宗教场所、旅游开

发经营商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宗教内涵的挖掘与宗教自身发展、旅游活动与宗教活动之间、宗教景点各部门之间管理与利益

分配的关系，宗教旅游与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的关系等，变无序为有序，让宗教旅游成为弘扬浙江宗教文化的又一重要舞台。 

（二）整合资源，突出宗教旅游产品的品牌特色 

如前所述，浙江丰富的宗教资源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我们认为，当前应在此基础上多角度、全方位加强资源整合力度，

打造旅游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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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继续修缮一些重要的宗教场所，并恢复其宗教功能，列为旅游景点。二是科学设计旅游线路，开辟“观音旅游专线”、

“宗教修学游”、“浙东朝圣之旅”等精品线路。三是实行品牌制胜战略，借助观音、布袋和尚（弥勒）、道济(“济公”)、弘一、

张伯端等影响力，积极拓展国内外旅游市场。四是加强区域合作。宗教旅游线路是多点的整合，在空间上可能跨越不同的区县、

市域。浙江相关县（市、区）要协调合作，统一规划，树立全局意识，形成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整体联动。同时还应加强与周

边城市的区域合作，特别是借杭州湾大桥开通之机，与上海、江苏协力开发大体量的宗教旅游产品。 

（三）加大宣传促销力度，拓展市场空间 

浙江宗教旅游要有大的发展，必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这是带动浙江宗教旅游发展的“龙头”。我们认为，为扩大

浙江宗教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媒体上要广。要做到报刊上有名，广播里有声，屏幕上有形，网络上有文。 

2.手段上要新。江苏无锡灵山公司的经验值得借鉴。2002 年 12 月，无锡灵山大佛景区通过中央电视台《让世界了解你》

栏目，与美国自由女神景区进行了首次对话。作为一种全新的宣传促销方式，灵山公司深刻地挖掘了景区的文化内涵，将景区

置于中外旅游文化交流的平台上，这对创新旅游宣传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3.区域上要有针对性。自古以来，浙江的佛道教就与东亚和东南亚诸国有着密切的交往。每年都有大量的日本和东南亚信

徒、游客前来浙江各仙真祖庭朝拜游览。因此，对日本和东南亚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对于浙江宗教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四）深入挖掘宗教内涵，增加融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 

当今时代，旅游者已不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他们还希望“下马看花”，亲身参与，能够玩得尽兴、开心。因此在

浙江宗教旅游开发过程中，应深入挖掘、提炼宗教文化内涵，以生态化、体闲化、多样化、个性化旅游需求为导向，加强宗教

旅游与休闲度假、绿色生态、历史文化、商贸会展等类旅游产品的组合开发，从单纯的观光，向综合体验功能和教育的方式渐

进，大力开发融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以此形成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提高浙江宗

教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利用 

宗教旅游是较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形式，其文化内涵集中于宗教建筑、氛围、艺术、仪式等客体，普通游客对此缺乏深入了

解。因此，开发浙江宗教旅游产品体系，当务之急是培养出一批既掌握丰富的旅游专业知识，又具备深厚历史文化知识和宗教

专业知识素养的从业人员。 

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聘请景区附近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中谙熟宗教的专家、教授学者担任“高级导

游员”；二是考虑让宗教中人充当导游解说员。凭借他们对宗教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可对游客进行景观介绍、思想阐述等，这将

对引领游客去体会宗教文化、感受宗教真谛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在西藏的大昭寺，导游就由该寺的喇嘛担任。通过多方面

人才的利用，更能充分展示出浙江宗教旅游的独特魅力。 

五、总结 

宗教与人类文明同步，长期以来宗教文化甚至构筑着人类文明的内核。据统计，截止 2008年全球基督教有约 21.4 亿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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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有 15 亿信徒，佛教有 2.5 亿多信徒。因此，本着解放思想、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念，加强宗教旅游产

品体系的构建，促进宗教旅游的深度发展，顺应了世界宗教发展的新潮流，真正实践了“人间佛（宗）教”的开明思想，发扬

了“教旅并重”的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1] 杨丽.论云南宗教文化的旅游开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2):43-48. 

[2] 潘立勇.人文旅游[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 方百寿.论宗教旅游的生态化趋向[J].社会科学家,2001.1:68-71. 

[4] 苏勇军.苏南宗教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苏州大学,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