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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慢生活”旅游新模式路径探析 

——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 

丁娟 吴季亮 

“慢生活”旅游理念最早由欧洲人提出，体现的是从传统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的旅游形式。“慢生活”旅

游是一种亲近大自然、平衡身心的休闲度假模式，正逐渐成为大众休闲的主流。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与火热主要源

于两点：一是旅游理念的新变化。对比景点观光式旅游模式，“慢生活”休闲旅游具有自主性高、体验性强、服务

性好等特点，这满足了大城市群体在高效率快节奏工作状况下希望“慢生活”深体验放松式旅游的期待。二是旅游

需求的新变化。随着散客时代到来，游客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慢生活”旅游模式作为一种享受性旅游，其发展具

有很强的带动性、关联性，尤其是在吃住行玩等方面消费力度上是巨大的，对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创收是共赢的。

从慢吃到慢聊，从慢慢购物到慢慢休闲，享受方式应有尽有，同时，消费层级多变，既适用高端游，也适合穷游。 

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简称“一体化示范区”）核心区域的吴江，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在江南城市群中

颇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然而，对比周边，吴江作为苏浙沪核心城市 1 小时都市圈，在打造地道的苏式“慢生活”旅游、树立城

市旅游形象等方面还稍显不足。因此，如何利用示范区优势，抓住城市发展新阶段的机遇，逐渐从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转型，

尤其是在适宜发展乡村旅游的镇区，集中打造宜居宜游的休闲度假胜地，塑造一体化示范区内“慢生活”旅游名城形象，更大

范围地招揽长三角地区客源，是吴江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吴江区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吴江着眼“全域旅游”发展目标，重点在主体建设、产品结构、品牌形象、服务体系、融合发展上下功夫，不断

加大乡村旅游开发、旅游业态建设、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景区提档升级，带动了消费增长，旅游业正成为撬动富民的新支点、

增进民生福祉的新抓手。 

1．加快乡村旅游开发 

当前，吴江已完成对 7 个特色田园乡村的专项旅游规划，积极推进南厍、平望后港、震泽谢家路、同里肖甸湖等优质村庄

发展乡村民宿、农家乐集聚区，加快村庄环境美化、游步道改造、乡村厕所革命、停车场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全力打造“中

国·江村”特色田园乡村旅游品牌。同时，加大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力度，如震泽谢家路已完成农家菜馆改造工程和苏小花田野

餐吧建设；平望后港乡邻中心和震泽蚕桑学堂、乡邻中心、自然教育中心、周玲强教授工作室及摄影工作室等提升改造工程也

正在进行中。 

2．推动旅游业态建设 

对接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创建标准，吴江不断优化震泽丝绸文化风情小镇、旗袍小镇的业态布局和硬件提升。同时，大力发

展特色民宿，如南厍民宿示范区已正式开业，震泽西坡民宿、1923 精品酒店建设也在有序推进；精心指导桃源同里红酒业创建

省级工业旅游区（点），胜地公园、震泽蚕桑园创建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致力打造工业旅游、创意农业等特色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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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旅游宣传推广 

与媒体深入合作，利用报刊、电视广播、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对以长三角和京沪沿线为主的客源市场进行精准

营销，扩大吴江旅游的影响力。如组织参加广州国际旅交会、苏州国际旅展、全域旅游上海社区（春季）巡展活动等，开展“慢

游吴江，快乐无疆”吴江文化旅游（杭州）专题分享会、“慢游吴江，清凉一夏”吴江旅游（苏州）故事分享会，发布“慢游

吴江生活方式”，策划“长三角五客汇吴江—共游吴江、传承非遗”等主题活动，主推江南水乡之旅、太湖休闲之旅、丝绸风

情之旅和乡村文荟之旅特色游玩线路，市场反响良好。 

4．提升景区服务水准 

以文明城市创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331”旅游安全等工作为抓手，推动景区常态化管理，倒逼品质提升。同时，推进

吴江区 4A 级以上景区智慧旅游建设，如同里古镇建设移动 5G 基站，启动实名制购票制度；黎里古镇打造“智游黎里”平台，

开发“智管景区”APP；深入实施旅游厕所革命，全区 155座旅游厕所全部挂牌，并录入百度地图，为游客提供智能化服务。 

二、吴江区打造“慢生活”旅游模式面临的困境 

1．夜游项目少，过夜人次低 

从《2018 年苏州旅游业发展报告》看，近年来，吴江过夜人数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但在苏州大市中仍处于偏下位置，且游

客各项花费构成中，在娱乐、购物方面，吴江比苏州大市都少，说明这方面供给不足或吸引力度有限。同时，深度过夜游旅游

线路占比不高，游客逗留时间较短。“慢生活”旅游产品开发较为局限，缺乏多产业交叉、渗透和融合发展，相关产业链还不

够完善，在传统的吃住行购娱等要素中，留住游客的要素不完全具备。 

2．休闲度假游滞后，旅游特产同质化突出 

一是旅游业态单一，特色化发展不足。“慢生活”旅游发展相对滞后，村一级的景点、集聚性的农家乐等比较少。同时，

一些特色餐饮、住宿、特色旅游商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层次区别度不明显，高质量旅游品牌较为单薄，给游客的体验度较差，

不能给其带来强烈的兴奋点，就难以留住游客，旅游相关业态增收较难。二是旅游产品相似度高。部分旅游景点的旅游经营者

没有结合区镇独特的旅游资源和环境来开发旅游产品，这使旅游产品缺乏鲜明的特色，与国内大多数旅游景点相似度较高，一

些“特产”都是在国内其他地方可购买到的商品，消费者购买欲望不强。 

3．景点间衔接不够，发展合力还未形成 

一是镇区景点各自为政，合作力度较小。旅游资源分散，且镇区间的旅游资源重合度较高，“慢生活”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多以镇区为主，呈现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趋势。这使得游客在景点选择时会有“择一”而游的想法，不利于打造“慢生

活”旅游名城。二是旅游合作项目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除政府在旅游环境建设、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方面有待加强外，社

会力量支持力度、居民的参与度相对较弱，与国内甚至国际知名的旅游第三方合作力度还需加大，重大旅游项目的投融资模式

也需进一步创新。 

4．市场监管需加强，规范运营待完善 

一是交通便利性和可达性还需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区内景点间以及吴江与苏州市和周边城市景点间的直达旅游班车开通程

度目前有限，不能拉动游客前来吴江游玩。二是景区内商铺和民宿运营的规范性不足。吴江旅行社发展规模小，在苏州大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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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偏低，其中还存在不少“一日游”小旅行社、“黑车”、旅游“黄牛”等现象，个别餐馆、民宿等还缺乏相关营运资质，

存在餐饮卫生、住宿安全等问题，影响游客的游玩体验和城市的旅游形象。 

三、吴江区打造“慢生活”旅游新模式的对策思考 

笔者以为，吴江打造“慢生活”旅游新模式要从供需两端发力，不仅须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打造文

旅消费新地标、新载体，还要提升旅游品质，满足游客需求的变化，依赖口碑式传播，更加注重独特性体验式项目的开发与运

营。 

1．融入地域文化，打造地道的苏式慢生活 

一是深度挖掘优秀地域文化。要与地方文化挖掘有机结合，唤醒古城、古镇内“沉睡”的资源，将历史遗迹保护好，将文

人故居利用好，将水乡文化传承好。越是老传统越有新活力，民俗节庆、区域文化若想得到传承和发扬，只有回归本真。要深

度挖掘、复原民俗文化，塑造出独具特色的吴江品牌，尤其要注意挖掘吴江极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和习俗。如吴江的稻作文化、

蚕桑文化、大运河文化等，传承和发扬特色文化，利用民宿节庆揽客。二是设计具有故事性特色的民宿。美化房屋外墙，与知

名苏式设计公司合作，打造特色苏式风格。充分利用生态优势、区位优势等条件，加快精品酒店、乡村民宿等配套设施建设。

当前，一部分年轻人偏爱优质民宿，出游时选择住民宿、客栈的比例日渐提高。因此，发展国内知名连锁型酒店和知名民宿连

锁品牌的同时，也要更大力度地开发景区优质的特色民宿。三是推动观赏类项目与体验性项目相结合。引进传统技艺与现代科

技相结合的体验产品，更好体验非遗文化、蚕丝文化、农耕文化，如体验拉蚕丝被的技艺、桑葚采摘、制作熏豆茶、非物质文

化（国学）、水项目（游湖、围捕、戏水、划船等）、童年记忆等项目，也可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开发网上领养蚕宝宝、领养

小稻田等项目，进而提高民宿的吸引力，同时在民宿集聚区配备小型儿童游乐园等现代化设施。 

2.发展夜经济，紧抓过境游向过夜游升级 

一是大力发展夜经济，并积极做好配套服务。夜市主要经营业态为小百货、餐饮、大排档，缺乏参与式和体验式业态。要

将夜市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合理布局，鼓励商家夜间营业，引导市民夜间消费。同时，串联吴门画派、昆曲、评弹等非物

质文化项目，设计精致的夜演艺，以文化主题衍生文旅线路，不断丰富和完善夜游产品，提高旅游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丰富度。

二是推进市区文化街建设，打造著名商业街。集聚各镇区特色美食和商品，将吴江及苏州老字号品牌、历史人文典故、城市民

俗风情、现代城市生活理念、时尚购物消费等内容进行融合植入，将各镇区及苏州甚至江南特色产品集中起来，在各景点内打

造便利可购的江南特色美食街或线上美食商城，如太湖白虾、鲈鱼、茭白、四碗茶、麦芽饼、横扇羊肉等特色餐饮以及入选江

苏名宴的饮食，打造吴江系列特产景点展销地，让文化繁荣商业，商业传播文化。 

3.开发优质项目，增强旅游项目体验性 

一是在开发旅游产品时，注重发展高端旅游产品与普适性旅游产品共存。在打造高端“慢生活”旅游休闲产品时，也要逐

步建立起一系列体现“慢生活”理念的平民式生活度假区，让普通人也能享受“慢生活”休闲度假的乐趣。如打造自游行品牌，

可在重要节点布局建设自驾游露营地，支持自驾租赁企业品牌化发展，鼓励有条件的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生产旅居车装备等。二

是筹备系列主题活动，开发热门旅游项目。在古镇或特色园林地适时开展体验古装文化项目，打造网红聚集地，吸引热爱古风

古装的年轻人，如开展中秋祭月活动、策划古风走秀快闪等。在沿沪沿浙等地，集聚性开发室外拓展基地项目，如龙舟竞赛、

帆船体验、皮划艇、水上悠波球、水上风火轮等活动，吸引户外运动者或都市圈企业，参与游玩体验。三是设计区域“慢生活”

旅游精品线路。针对自驾游游客对自身体验要求更高的需求，积极与周边旅游景点资源有效对接，融合生态体验与观光旅游，

与周边城市群尽快共同开发“一程多站”式跨区域旅游精品线路，如高铁环线、自驾游线、游船观光线、房车游线等。同时，

针对淡旺季旅游重点、旅游时节的不同，联合推出关于民俗、会展、购物等专项旅游产品，提高旅游线路丰富度，增加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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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感。 

4.拓宽营销层次，加大旅游推广力度 

一是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合作交流，推动吴江文化和旅游产业在更高平台上展示。通过在更高级别的

旅游信息中心开设新媒体营销平台，展示旅游资源和人文文化，实现旅游信息的公开化，降低游客获取旅游产品的价格成本。

同时，在国内外知名旅游网站，推广吴江周末旅游系列产品，提高旅游产品的可获得性。二是善抓热门主题事件，提高城市影

响力和曝光率。借力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优势，充分利用长三角周边地区主题事件的溢出效应，在制作城市话题能力和增加城市

曝光率上下功夫，如学习杭州对城市话题制作、传播和良好的控制能力。同时，抢抓关键热点，结合受欢迎的影视剧及热点事

件推广相关旅游产品，做好城市旅游形象宣传，如可结合热剧《亲爱的热爱的》取景同里古镇推广吴江系列特色古镇。三是发

挥市民主人翁意识，实现旅游营销全域化。动员市民广泛参与，构建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社区居民、旅游消费者“四位一体”

的市场营销体系，打造全民参与的营销新格局，将旅游市场营销全民化。同时，鼓励全民积极参与城市旅游形象的推广和宣传，

提升吴江居民在城市旅游形象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可借助吴江名人名企，为城市旅游形象代言来提高城市影响力。 

5.优化硬件服务，打通核心节点连接 

一是借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加快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根据“点—轴”理论，节点与节点之间要有一定的主要

道路连接。要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智能化、便捷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更好更优地保障来吴江出游游客的城市体验感，进

一步加大与周边旅游景点的合作力度，建立租车异地还车一体化的便捷体系等。同时，不断完善旅游咨询点体系建设，引入优

质旅行社或与知名旅行社联盟合作，严格规范区内“一日游”旅行社、导游执业、旅游购物等旅游服务行为。二是提高景点集

聚度，设计紧凑型游览套餐。“慢生活”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需要合理串联景区景点。当前，在主城区内打造的极具特色

的一些商旅项目集聚度较低，未形成成片区式建设或设计，难以满足游客的期待和赏玩需求，留客较难。因此，吴江应加快打

破景点各自为政的揽客模式，将重点热门景点连成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提供覆盖多种类的紧凑型游览套餐供游客选择，提

高留客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