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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古城客栈伴手礼的产品策略研究 

康敏 龙肖毅
1
 

(大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 610003) 

【摘 要】：大理旅游业在发展中促进了大理古城客栈伴手礼产品的产生,为了使大理古城客栈伴手礼产品规范

发展,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大理古城客栈经营者的伴手礼产品经营状况与产品策略进行了

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为客栈伴手礼产品的管理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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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栈为古代酒店的称号,是为了满足人们外出郊游或远行的需要而出现的。而现在,大家都认为客栈是人们的家外之家,所以

随着客栈文化的兴起,客栈产品卖得不再是一张床,而是一种文化与生活方式。为体现客栈的“家文化”,客栈伴手礼受到了客栈

经营者的重视,而这种伴手礼在旅游背景之下,又具有了旅游纪念品的特质。伴手礼(Souvenir)指出门到外地时,为亲友买的礼物,

一般是指当地的特产、纪念品等。“伴手礼”是伴人送礼,也指婚礼结束后送给宾客的结婚回礼。而客栈伴手礼在发展中因其售

卖方式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定义。笔者根据大理古城客栈的情况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客栈在顾客结账时免费赠送的一些当地特

色小礼品;一类是客栈专门陈列在客栈内进行售卖的当地特色产品或旅游商品;最后一类是客栈免费赠送的伴手礼产品受到游客

的喜欢,从而产生二次消费(现场购买或后续重购)。 

1 调查说明 

1.1调查方案 

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分析了客栈伴手礼的发展现状,并根据现状提出改进意见,以便开发满足广大消费者需

求的客栈伴手礼产品,为配备伴手礼产品的大理古城客栈经营者制定管理政策提供研究依据。 

1.2问卷设计说明 

问卷内容包括三部分:①样本的基本特征情况:年龄、月收入、城市、客栈开业时间;②样本的经营活动特征情况:经营模式、

经营动机、作用、经营理念与思路、经营因素、经营方法、经营效益(经济、社会、文化);③样本经营产品基本情况:产品不足、

产品评价、产品种类。 

1.3调查说明 

本项研究采取现场深入访谈和结构性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原始资料。笔者于 2019 年 8 月进行预调查,发放问卷 15 份,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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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家古城客栈经营者进行了咨询和访谈,将问卷不足之处修改。正式调查于 9月 7日至 9月 15日期间,问卷共有 90份,有效问卷

85份,有效率 94%;笔者借助问卷星软件完成了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2 客栈伴手礼调查结果分析 

2.1客栈伴手礼产品以茶叶居多 

就调查结果显示,古城客栈的伴手礼产品主要以茶叶为主,占 75.29%,包括普洱茶、花茶、沱茶,其中以普洱茶最多;次之是果

酒,占 29.41%,然后是鲜花饼,占 15.29%,黑糖与玫瑰干花占比一样,为 11.76%,其余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物品,份数不多,如明信

片、精油、手工皂、扎染及其制品、以及各县市的农产品、土特产品等。但是只有少部分客栈内的产品在包装上独具新意,其余

基本一致,且与商铺里的一样,并无特色。 

2.2经营目的以营利为主 

在古城客栈伴手礼的三种经营模式中,有 58.94%的客栈是直接售卖的,客栈经营者想以此推广客栈,增加客栈收益;22.35%的

客栈是二次消费的模式;18.71%的客栈是免费赠送的,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所以很少有客栈免费赠送。客栈经营者经营伴手礼产

品的动机以形成副业,增加客栈收入为主,占 48.24%,其余还有拉近“客我”关系、增加网上好评率、结交朋友等。 

2.3客栈伴手礼促进客栈产品链的形成 

2.3.1伴手礼增进了游客与客栈主人的关系 

在经营伴手礼产品所带来的作用中,最主要的是让游客更喜欢、更了解客栈,占 74.12%。经营者可以借助产品与游客进行沟

通交流,了解彼此的想法,产生情感共鸣,进而促进与游客的关系。 

2.3.2伴手礼塑造了客栈的家居人情味 

在经营者的经营理念中,有 70.59%的人选择提供人性化服务,增加人情味这个选项。这表明经营者想要通过伴手礼塑造一种

家居人情味,拉近客我关系。 

2.3.3伴手礼创造顾客价值 

在销售过程中,经营者主要以合理定价,使商品物有所值为主,占比为 68.24%,而其中明确消费者定位占 51.76%,注重产品的

包装与设计占 50.59%。由此可知,经营者制定销售方式是以顾客为主的。 

在产品营销过程中,经营者最为注重的是产品质量与价值,占 84.71%,其余选项中,包装设计占 49.41%,产品的创新性与实用

性占 48.24%。就数据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经营者最注重的就是产品的质量和价值,因为产品质量是产品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只有产品质量得到保障才能满足消费者的最低需求。 

2.4伴手礼产品效益良好 

表 1伴手礼产品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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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占比(%) 

经济效益 产生二次购买 68.24 

 
提高住房率,增加客栈收入 56.47 

 
促进客栈的发展 47.06 

 
促进大理旅游业的发展 15.29 

 
其他 1.18 

社会效益 合理利用大理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89.41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45.88 

 
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8.24 

 
带动就业 10.59 

 
提高大理旅游业的总收入 20.00 

 
其他 0 

文化效益 营造家文化 43.53 

 
促进当地文化的宣传 63.53 

 
拉近与游客的关系 74.12 

 
能极大地提升客栈的经济效益 23.53 

 
使伴手礼产品更有价值 25.88 

 
其他 0 

 

伴手礼产品所带来的效益主要分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根据整个效益数据来看,经营伴手礼产品带来的效益是

比较全面和有效的。 

2.5伴手礼产品文化表达亟待提升 

2.5.1经营者认为伴手礼产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根据调查显示,经营者认为伴手礼产品普遍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缺乏创意和形式单一,其中缺乏创意占比 56.74%,形式单一占

比 57.64%。经营者认为客栈伴手礼还存在以下问题:过于商品化、缺乏市场、价位悬殊、欠缺实用性和功能性、无地方特色。就

数据来看,经营者认为伴手礼产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2.5.2消费者喜欢有个性的特色化伴手礼 

在对客栈经营者进行调研时,笔者也对住店游客进行了访谈。根据访谈结果来看,消费者普遍认为客栈伴手礼在产品类型、

创意度、文化内涵、产品质量、物有所值度方面有所欠缺,未能达到消费者的心理期望;消费者还表示喜欢当地特色产品以及一

些风格独特、小巧精致、便于携带的产品。 

3 大理古城客栈伴手礼产品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产品同质化,缺乏创意 

在大理古城客栈内的伴手礼产品存在同质化的现象,其产品普遍为茶叶(普洱茶,沱茶,花茶)和果酒,部分客栈会有手工黑糖

与鲜花饼,而这些产品在丽江等地都有销售。同时,客栈伴手礼产品从其外表来看,并没有明显区别,很难发现一些具有新意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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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产品。 

3.2客栈伴手礼概念有待推广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古城内客栈配备伴手礼产品的很少,因此在调研时,笔者仅针对配备伴手礼产品的客栈,而根据

结果来看,目前在大理古城内配备伴手礼的客栈主要集中于大理古城东门。 

3.3伴手礼文化内涵缺失 

文化内涵是指伴手礼产品所具有的地域文化或者客栈文化,一般都是比较独特、明确、便于识别的。大理作为一个旅游资源

丰厚的旅游地,它所蕴涵的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而现在,市面上大多都是一些泛地域化、商品化的产品,这些缺失当地特色文化

或者客栈文化的伴手礼产品就像没有灵魂的洋娃娃,失去了原有的传统意义,已经在市场上随波逐流,没有能够吸引游客目光的

闪光点。 

3.4伴手礼物有所值度低 

古城客栈内的经营者大多将伴手礼产品作为副业,以此增加客栈收益。但客栈经营伴手礼产品是需要成本的,产品成本提高,

经营者就会提高售价或降低成本,从而导致产品质量降低;而且客栈存在替商铺销售伴手礼产品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经营者无

法保证产品质量,有时也会出现为了赚取中间差而哄抬产品价格的情况。 

4 大理古城客栈伴手礼的产品策略 

4.1整合资源,提高客栈竞争力 

4.1.1扩大客栈产品价值链 

客栈本身就是一种服务产品,在发展中为了满足游客不断扩大的需求而延伸出了其他产品,形成了一条产品价值链,而伴手

礼就是客栈产品链的一部分。 

(1)通过伴手礼提升客栈产品附加值。 

产品是实体与服务的综合,优质的服务能够让消费者的期望值、满意度提高。所以,经营者应该从服务入手,注重产品的附加

值,提供增值服务。 

现在很多配备伴手礼产品的客栈在销售环境方面做的较差,若经营者能够留出一块区域专门销售伴手礼,并营造出一种温

馨、宁静的氛围,面对面与顾客交流,能够让消费者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值;消费者在购买了伴手礼产品后,经营者可以提供免费快

递,消除消费者不便携带的因素,减轻其负担;经营者可以提供手工 DIY活动,如让住宿者自制鲜花饼、茶饼、手工皂等,之后自行

购买,这样可以让顾客亲身体验整个过程,提高其体验值和兴趣。 

(2)进行联合促销,扩大宣传。 

客栈扩展合作渠道,积极与伴手礼企业、学校合作,不仅有利于与各企业和学校的沟通交流,还能节约产品成本,培养人才,提

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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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以选择与产品质量好、口碑好的商铺合作,如大理好礼。大理好礼会根据大理的县份来分类销售伴手礼产品,还可以根

据消费者需求设计产品。 

②建议客栈协会与大理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合作,每年举办一次客栈伴手礼设计大赛,成果或获奖产品,则可提供给客栈参

考借鉴或投入客栈生产使用。丰富产品多样化与个性化,满足经营者与游客的需要。 

③客栈经营者可以在客栈伴手礼产品上印有客栈二维码、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当消费者或者其亲朋好友对客栈内的伴手

礼产品感兴趣时可有迹可循。 

4.1.2通过伴手礼优化客栈产品组合 

经营者应该注意产品的搭配,适当丰富产品种类,提高市场竞争力,而客栈伴手礼则是优化客栈产品组合的一条途径。 

(1)客栈服务与伴手礼产品捆绑销售。 

笔者认为比较适合客栈的是产品系列定价,即经营者将伴手礼的费用算入房费当中,然后免费赠送一些精美别致的小礼品给

消费者的一种混合捆绑的形式。 

客栈赠送的礼品不用太贵,但是一定要精致、有特色,体现礼轻情意重的含义。这个方式不仅不会让顾客产生不满情绪,相反

的,顾客会觉得自己赚了,而且如果产品合顾客心意,顾客就会觉得惊喜,间接就提升了对客栈的好感,提高顾客忠诚度。 

(2)促使产业链延伸,强化销售模式。 

客栈经营者应当扩大产业规模,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以提升产品价值。古城有一家客栈就做得比较好,他们家租了一块地用来

种花,做成花园,等花季到了就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以三四十的价格出售入园门票,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并利用花园里的花自制

精油,然后在客栈内销售。这不仅延伸了产业链,还获得了经济效益,一举两得。 

而在销售时,经营者可以将自制的手工皂、精油、鲜花饼等伴手礼产品放入客房内给客人使用,并标明产品为客栈自制,若有

需要,请到客栈前台购买的字样。并在有了消费者以后可以采用网络销售模式进行产品售卖,比如建一个顾客微信群。 

4.2打造客栈伴手礼文化 

产品的地方性文化或者客栈文化气息越浓,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就可能越强。因此,经营者应当充分深挖当地文化与客栈文化

内涵,开拓设计思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将其恰当地融入伴手礼产品中,提高产品的个性化创意设计。 

4.2.1深度挖掘在地文化资源 

文化和历史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精神层次的消费越来越重视。在调研过程中,泰和居客栈

经营者提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她想制作阿鹏与金花的陶瓷人偶,因成本高,打算在生产后,只针对部分客人进行免费赠送。笔

者觉得这个产品不仅能够展示大理白族的特色文化(阿鹏与金花是大理白族人民对男生和女生的称呼,也是电影《五朵金花》里

男女主的名字),还十分具有收藏价值,可以当作纪念品收藏,同时打造一种“物以稀为贵”的噱头,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与需

求。而要达到这个效果,经营者应该深度挖掘当地文化,搜集并了解大理所独有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文化元素,只有深刻体会

这些文化之后经营者才会对当地文化有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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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开发客栈主人文化 

每个经营者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都不同,从而导致其经营理念与客栈文化的不同。因此,经营者可以通过开发客栈主人文

化提高伴手礼产品的文化内涵。①以祖上的名人官职或典故事件来命名。②经营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故事将食用产品分为酸、甜、

苦、辣、咸、鲜六种口味,消费者可以根据当时的心境购买伴手礼产品,这个方式很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有利于产品销售。

③经营者根据自己客栈的主题文化对伴手礼产品进行设计。如以花为主题的客栈可以推出花酒、花茶、鲜花饼等以花为原材料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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