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于 SWOT 矩阵模型的 

重庆会奖旅游发展策略 

王静 李雪松 杨丰壕
1
 

（云南财经大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会奖旅游(MICE)作为一种新且典型的高端旅游方式,具有潜力大、经济

效益显著的特征,目前已经普遍被业界所认可。文章首先利用行业专家访谈,运用 SWOT矩阵模型,挖掘有利于重庆会

奖旅游发展的资源和因素,客观分析重庆与国外或者国内其他会奖旅游发达的城市相比存在的不足;然后,定量化多

名专家意见后,对重庆会奖旅游的发展策略进行选择,并提出了理论上的思考;最后,根据选择方向,对重庆会奖旅游

发展策略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提升重庆会奖旅游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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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紧张的工作环境下,会奖旅游(MICE)无疑是适合企业给予

员工精神鼓励与安慰的方式。会奖旅游(MICE)是公司奖励员工的重要方式,源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会奖旅游(MICE)以规模

大、时间长、档次高和利润丰厚等突出优势,在国际上被认为是高端旅游市场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如今美国会奖旅游每年给世

界各地的航空公司、酒店、旅行社带来巨大的客流量,一系列的策划公司、公关公司、拓展俱乐部加入到整个会奖旅游的策划、

设计、接待和宣传中来。国内会奖旅游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较快。近几年,会奖旅游市场在我国扩大的趋势明显,除上海、北京、

深圳、广州之外,重庆、杭州、成都、南京等城市也纷纷发力,发展会奖旅游。一些外国企业如惠普公司、微软公司、三星公司

等纷纷进驻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外员工产生了在我国进行会奖旅游的需求,这就使得国内会奖旅游市场开始升温,正是这些外国

企业促进了我国会奖旅游的发展。目前,开展过会奖旅游的国内企业依旧不多,这种旅游方式主要还是被外国企业以及像保险、

直销等特殊行业采用。但随着国内企业的迅速发展,在管理手段上不断地与国际接轨,会奖旅游这一管理方式也逐渐被国内企业

接受。我国在会奖旅游上越来越专业化,得到了不少国内外企业的信任,这使得国内会奖旅游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重庆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很丰富,由多山的地形特征而决定的艺术魔幻的城市建设风格,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条件,会奖旅

游发展良好,相关资源和基础设施大致上能够满足接待会奖旅游的需求,已经呈现出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重要会议、展览中心

的发展态势。自从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重庆两江国际博览中心建立以来,会奖旅游在重庆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 2005

年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承办了洲际性的会议——“2005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第 54届全国药品交易会”以及 2013年重庆两

江国际博览中心承办的“第十三届中国金属冶金展”,“2018 智博会”等成为重庆会奖旅游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目前,重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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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高等院校已经在旅游系开设了会奖旅游的相关课程,未来还可能开设相关专业,满足重庆会奖旅游发展的人才需求。 

二、重庆发展会奖旅游的 SWOT 矩阵分析 

文章运用 SWOT分析矩阵,通过对多名行业专家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将重庆发展会奖旅游的外部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内部

条件中的优势与劣势一一列举出来,按照矩阵形式排列;接着,采用系统分析的思想和方法,把各因素相互联系起来,请行业专家

们赋于权重并打分,进行定量计算与分析;最后,根据最终的得分,在战略矩阵中寻找出最适合重庆会奖旅游的发展战略,进而提

出发展建议。 

(一)构建 SWOT分析矩阵 

基于多名会奖行业专家的访谈观点,归纳构建了重庆发展会奖旅游的 SWOT分析矩阵,归纳汇总了重庆发展会奖旅游所面临的

外部机会和威胁、内部条件的相对优势和劣势。 

(二)构建行业专家因素评估分值表 

通过对多名重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南坪国际会展中心资深的会议、展览行业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请他们对矩阵中的各因素

赋予权重(百分制,综合后取平均数),并对此战略分析矩阵中的因素进行评分,最后对各因素所得分值进行求算术均值(算术均值

,其中 n表示参与评分人员的总人数,θi表示不同评分人员对同一因素各自所评出的分值)和加权总值(加权总

值 ,其中τi表示各因素所对应的权重),得出重庆发展会奖旅游的行业内资深人士的因素评估分值。 

(三)绘制 SWOT分析象限图 

根据对 SWOT分析矩阵中各因素的匹配和求得的评估值,绘制出重庆发展会奖旅游的 SWOT分析象限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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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重庆会奖旅游发展因素 SWOT分析象限图 

I:(SO)进攻型策略 III:(WT)紧缩型策略 II:(WO)稳定型策略 IV:(ST)多元化策略 

从上页图 1 可看出,通过各种因素匹配分析,重庆发展会奖旅游的内部条件中优势(86.9515 分)大于劣势(78.9391 分),外部

机遇(84.0401 分)低于外部威胁(88.316),因此,重庆在发展会奖旅游时,一方面应选择Ⅳ区域的多元化战略(ST),即虽然具有内

部条件的优势,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处于劣势和威胁中,要充分利用好重庆的优势去减少或回避外部的威胁冲击,寻求新的发展机

会。另一方面,在威胁降低、机遇增大的情况下,多元化策略(ST)可以转型为进攻型策略(SO),由Ⅳ区域转型(StrategyTransition)

为Ⅰ区域,即实现重庆 MICE 业态内部的深度融合,比如会中有展、展中有会、奖励旅游内有会、会中有主题活动等;或者可将重

庆的会奖旅游融合红色旅游、美食旅游、建筑特色、传统地方文化等进行主题文化发展;或者进行商业模式的融合混搭,比如 B2B

搭 2C,020 再 20 等模式越来越多;更有跨界融合的展会或会议,比如阿里巴巴的造物节就不是按照传统展会的展区、展品来划分

展位,更不是按照传统的行业类型和展台设计来布展等多元化发展,实现越来越丰富的业态融合成长和发展。与此同时,通过各种

积极的营销措施,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弥补不足,善于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开拓市场。 

三、重庆发展会奖旅游的对策 

(一)深化会奖旅游市场调研,挖掘创新之处 

发展会奖旅游必须重视会奖旅游者与一般旅游者的区别,应注重了解和研究会奖旅游者的特点和偏好,进行细化工作,打造

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比如,会奖旅游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相比于传统的观光、生态旅游产品,一些参

与性极强的旅游项目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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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重庆会奖旅游发展的实际水平,结合会奖旅游的特点,充分挖掘、展现重庆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域风情特色,将其

更好地运用到会奖旅游的发展中去。在重庆会奖旅游未来的发展中,要扬长避短,利用魔幻的城市建设风格,弘扬悠久的历史文化,

塑造鲜明的具有重庆个性的城市形象,把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掘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加重庆城市的文化含量,

促进城市和会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宣传促销,实施由点到面的发展策略 

重庆旅游业的发展在过去偏重于旅游接待设施的开发建设,旅游宣传促销位于次要地位。在重庆举办的会议、展览当中,仍

有在广告宣传上投入不够、对客商的邀请工作做得不到位的案例。因此,在做好对观众和会议、展览商的优质服务的同时,应加

强对重庆会奖旅游的宣传促销,重视利用自媒体等高效传播手段,用最准确、最迅捷的方式展示重庆会奖旅游的形象,通过持续不

断地宣传,逐步树立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展览场,尽可能地把各地展览商和会议客源吸引过来。此外,应该扩大销售渠道,

加强国内外招商的力度和横向合作。 

同时,还应采取由点到线到面的空间发展策略。首先,强化“成渝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一体化格局。就中西部而言,成都市

和重庆在会奖旅游上无论是设施还是经验,都是比较成熟的城市。两市之间便利的交通、相似的地域特色为“联盟效应”的产生

提供了可能。因此,强化区域一体化这一格局有利于重庆借鉴毗邻的兄弟城市发展会奖旅游的良好经验,促进本市会奖旅游的良

好健康发展。其次,紧抓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相互带动作用。充分利用好重庆现有的长江上游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营

运中心的地位,打造和强化旅游中心的地位。各行业形成对立统一之势,相互带动作用明显,会奖旅游也将在重庆更好地发展起

来。再次,借鉴华东、华南地区发展会奖旅游的经验。实际上,华东、华南地区既是重庆的客源地,也是重庆的市场地。若把这样

的一个关系处理好,就为重庆会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最后,充分利用国际化的平台。重庆现有的“渝新欧铁路”和多条

国际航线为重庆会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一方面,重庆可以与会奖旅游发达的国家进行联系与沟通,吸收他

们优良的、适合重庆具体情况的会奖旅游发展经验,促进重庆会奖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外市场又为重庆会奖旅游的开展提供

了客源保障。 

(三)强化承办会议、展览等的硬、软件设施建设 

与其他会奖旅游业发达国家或国内北京、上海等会奖旅游业发达城市相比,重庆现有的承办会议、展览等的设施在规模上和

科技含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一些管理人员在专业知识和服务意识上有待提高。所以,要加大承办会议、展览等的基础设施的建

设力度,兴建面积更大、功能更全、设备更多、科技更高的会议、展览中心,以满足未来的会奖旅游发展需要。同时,积极培养会

奖旅游业专业人才和服务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会奖旅游服务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鉴于目前高等教育中开设专项

课程培养会奖旅游专业人才的案例尚不多,会奖旅游组织既要通过协会途径来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又要探索与更多相关高校合

作开设会奖旅游管理专业,以培养更多的会奖旅游高级人才。除此之外,承办会议、展览的单位要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环境吸引

外地高层次的会奖旅游服务人才,充实管理队伍。 

(四)建立健全市场化的会奖旅游运作机制 

重庆曾经举办过的大型会议、展览,大多是政府主办、企业承办。政府既是会奖旅游的管理者,又是会奖旅游的主体。重庆

会奖旅游的发展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需要转变角色,借鉴会奖旅游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经验,改革现有的会奖旅游

运作机制和政策导向,使会奖旅游真正转变为企业行为,应该要建立符合市场要求的会奖旅游运作机制,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

会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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