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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旅游客源市场调查分析 

——以仁怀市茅台镇为例 

周琳
1,2
 陈菊

31
 

（1.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1； 

2.六盘水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六盘水 553001； 

3.贵州百龙泰程旅行社，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为了促进附带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该类特色小镇的旅游客源市场进行实时

调查、分析，有助于合理确定其旅游产业的功能与地位，目标客源市场的确定与选择。通过采用抽样调查对茅台镇

旅游客源市场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目前茅台镇客源市场以省内和周边邻近省份为主，来源较广，客流时间分布相对

集中，有较为明显的淡、旺季，客源市场以停留一夜者居多，游客以青、中年为主。基于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的上

述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其旅游客源市场选择，并提出了与旅行社加强合作，适度开发二级、三级客源市场，加强软件

建设，提高游客满意度，开通旅游专线公交等市场拓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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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客源市场是维持和提高旅游地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旅游地客源市场的调查、分析，能够为旅游地的旅游发展

规划，客源市场开拓，旅游产品设计与更新提供强有力的参考，从而促进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支持、推

动特色小镇建设，各地区结合区域特点创建、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特色小镇。许多特色小镇或多或少地加入了旅游、休闲、度假

等功能，如重庆荣昌的安陶小镇，四川绵竹的玫瑰小镇等。然而，特色小镇旅游功能的加入必然伴随旅游专用设施和资金投入

的增加。随着附带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的大量涌现，一些缺乏旅游特色的特色小镇势必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被淘汰，由此产生

资源、人力、物力的浪费。因此，为了促进附带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该类特色小镇的旅游客源市场进行

实时调查、分析，有助于合理确定该类特色小镇旅游产业的功能与地位，目标客源市场确定与选择，从而促进此类特色小镇的

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茅台镇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境内，镇域面积 87.2平方公里，辖 8村 5社区，总人口 4.7万人。茅台镇是驰名中外的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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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酒的产地，域内白酒业兴盛，有“中国第一酒镇”之称。与此同时，茅台镇是古川盐入黔的四大渡口之一，“蜀盐走贵州，

秦商聚茅台”即是这一繁华历史的写照。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茅台三渡赤水，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诗篇。因此，

茅台镇是集古盐文化、长征文化和酒文化于一体的黔北经济重镇，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旅游资源，具备发展旅游产业的良好基

础。茅台镇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先后建成了四渡赤水纪念塔、国酒文化城等旅游项目，但茅台镇早期的

旅游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缺乏清晰的产业定位，主要从属于仁怀市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 年，仁怀市规划把茅台镇建设成

为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协调发展与国酒茅台品牌相适应的生态示范小城镇。2012 年 8 月，在贵州省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上，

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茅台镇打造成为“贵州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文化旅游名镇”。此后，围绕上述发展目标，茅台

镇先后建设了 1915庆典广场、杨柳湾街、天酿景区、四渡赤水纪念园、茅台国际大酒店等重大项目和旅游配套设施，逐渐完善

了茅台镇的旅游功能，旅游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明先进镇”，“中国十佳和谐小城镇”，“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镇”等荣誉称号。得益于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实力雄厚的白酒产业，政府的大力支持，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2016年 10月 14日，茅台镇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2 调查方法与研究内容 

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选取了茅台镇金酱酒店、祥和客栈、茅台驿站三家宾馆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住宿登

记表进行分析，共计得到 9183个样本。通过对上述三家宾馆住客信息的统计，分析得出茅台镇游客的基本信息概况，旅游客源

市场空间分布，时间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选择与开拓建议。 

3 结果分析 

3.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通过对调查样本的初步统计可以看出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并无明显的性别差异，调查样本中男性游客占比 50.88%，女性游

客占比 49.12%。除此以外，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呈现出以中青年游客为主的特点，可以看出，26-35岁年龄段的游客占比最高，

达到了 34.35%，其次是 18-25岁年龄段的游客，占比为 32.93%，再次是 36-45 岁年龄段的游客，占比为 16.44，这三个年龄段

的游客合计占比 83.72%，成为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的中坚力量。 

3.2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分布分析 

3.2.1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分布特征 

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内市场是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的主体，涵盖了我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排

名前三的是贵州、四川和云南省，各自占比分别为 32.12%、12.42%和 10.23%，合计占比 54.77%，超过了客源总量的一半。其他

客源较多的地区为湖南、广西、重庆，占比均达到 5%以上，余下地区的客源占比则低于 5%。由此可以看出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

以省内和周边邻近省份为主。 

可以看出，茅台镇客源市场空间分布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但如果以茅台镇到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所在地的直

线距离作为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游客到茅台镇的平均距离来看，部分区间的客源地占比不太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如，半径在

601-900km区间内的客流量为 13.56%，较半径在 301-600km区间内的客流量多 3.33%，这一半径区间的游客主要来自湖南和广西

两省。同时，半径在 1501-1800km区间内的客流量为 10.29%，比半径分别在 301-600km,901-1200km,1201-1500km三个区间内的

客流量占比均高。 

3.2.2旅游客源市场地理集中指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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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需求的空间分布结构主要指旅游者的地理来源和强度，其集中性可以用地理集中指数来定量分析，计算公式为： 

 

式中，G代表客源地的地理集中指数，Xi代表第 i个客源地的游客数量，T代表旅游地接待游客总量，n代表客源地总数。

G值越接近 100，说明游客来源越少越集中，G值越小则表示客源地来源广泛，比较分散。 

根据数据进行计算得出，茅台镇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地理集中指数为 38.26。根据这一计算结果再结合数据可以看出茅台镇旅

游客源市场来源较广，但又存在相对集中的特点。 

3.3旅游客源市场时间变化分析 

3.3.1旅游客源市场时间变化特征 

通过对调查样本的统计发现，茅台镇客流量较大的月份是每年的 5月、8月和 10月，客流量较小的月份是每年的 11月、12

月和 1月，其他月份客流量占全年的比重比较适中。如果以客流量全年各月份绝对平均分配的占比 8.33%（即 1/12*100%）作为

淡旺季的判断标准（即各月游客量占全年游客量的比重大于 8.33%为旺季，反之则为淡季。），茅台镇旅游的旺季出现在 4-8月，

以及 10月，客流量占全年客流量的 70.54%，其余月份为淡季，游客量接近全年游客接待量的三成。由此可以看出，茅台镇旅游

客源市场在季节变化上呈现冬“冷”夏“热”的特点。 

3.3.2旅游客源市场季节性强度指数分析 

旅游需求的时间分布集中性可以用季节性强度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公式为： 

 

式中，R为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强度指数，Xi为各月游客量占全年游客接待量的比重。R值越接近于零，表示旅游需求时间分

配越均匀，R值越大则表示旅游需求时间分配不均匀，旅游淡旺季明显。 

根据数据计算，茅台镇旅游需求季节性强度指数为 4.39，有较为明显的旅游淡、旺季，但相比淡旺季差异大的旅游地而言，

淡、旺季差异不是非常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茅台镇的旅游资源属性及气候特点有关。 

3.4旅游客源市场停留时间分析 

通过对调查样本的统计发现，茅台镇游客以停留一夜者居多，占比为 75.98%，停留时间在两晚及以上的游客占比 24.02%。 

4 茅台镇国内旅游目标客源市场选择及客源市场拓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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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目标客源市场选择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当前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以省内和周边邻近省份为主，仍然处于空间距离影响市场的阶段。但也有

部分远距离市场超越距离衰减规律为茅台镇贡献了较多的游客数量，如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这一方面得益于上述区

域经济发达，旅游需求和出游能力较强，其次，也与近年来茅台镇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有一定关系，如茅台机场已建成运营两

年有余，通航国内 28个城市，这其中就包括隶属上述地区的广州、深圳、福州、厦门、杭州、宁波、温州、上海等城市。因此，

基于目前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的发展阶段、各客源市场所占比例及对外交通网络将贵州、四川、云南 3省作为其一级客源市场，

将湖南、广西、重庆、广东、福建、浙江 6省（市）作为其二级客源市场，其余省份和地区作为其三级客源市场。 

4.2客源市场拓展建议 

4.2.1与旅行社加强合作，适度开发二级、三级客源市场 

茅台镇集古盐文化、长征文化和酒文化于一体，但是，目前对古盐文化的挖掘深度不够，与长征文化相关的旅游设施和场

所在临近地区也有分布，如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赤水市丙安古镇的一渡赤水纪念碑、红一军团纪念馆，与此同时，习水、

四川省古蔺县也建有红军四渡赤水战斗遗址，因此，从旅游资源的属性和级别而言，茅台镇的四渡赤水纪念园和纪念塔具有可

替代性，缺乏强有力的市场号召力。与此同时，茅台镇邻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级别较高，如邻近的赤水市，不仅有世界自然

遗产丹霞地貌，还有赤水大瀑布、竹海国家森林公园两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以及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上述自然旅游

资源之外，赤水市的丙安古镇自古以来就是川盐入黔的著名驿站和商品集散地，不仅被专家学者誉为“明清建筑与历史的活化

石”，更有“千年军商古城堡”之美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因此，从上述两方面情况来看茅台镇面临较强的区域内

旅游地空间竞争，今后在古盐文化、长征文化和酒文化中应重点关注酒文化。 

目前，茅台镇与酒文化相关的旅游景区和观光场所主要包括国酒文化城、天酿景区、1915庆典广场、杨柳湾酒文化风情街、

国酒门和天下第一瓶。这些旅游设施中除国酒文化城和天酿景区之外，其余旅游设施规模较小，游览时间短，无法吸引游客长

时间停留，这一点从统计数据中也可以间接看出，与此同时，这一统计结果还未包括不过夜的游客。目前，茅台镇境内有仁蔺、

茅习、遵茅、茅台等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为省内和周边邻近省份地区的近距离游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当前的客源市场也主

要以省内以及与茅台镇邻近的四川、云南省份的游客为主。来自这些区域的游客大部分属于中小尺度的旅游者，一日游和自驾

游的游客占据了较多的比重。基于茅台镇旅游客源市场游客停留时间短、以近距离短途和自驾游游客居多的这一特点，今后为

了提高茅台镇旅游经济效益，应适度注重开发二级、三级客源市场。与此同时，这些客源市场距离茅台镇空间距离较远，旅游

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参团旅游居多，因此茅台镇的旅游景区应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利用茅台酒、茅台古镇的品牌效应，黔北区

域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力，积极融入黔北地区或贵州省的经典旅游线路，以促进其客源市场开拓。 

4.2.2加强软件建设，提高游客满意度，维护并拓展客源市场 

近年来，茅台镇旅游产业发展迅速。2016 年，贵州省第十一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主会场落户茅台镇，以此为契机，茅台镇

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茅台酒镇旅游总体规划》、5A级景区创建规划方案为指导，完善城镇功能，高标准推进景区景点、

游客中心、旅游厕所、标识标牌、智慧旅游等旅游项目建设，完善了景区观光体验接待服务功能，并新建了 1915庆典广场和杨

柳湾酒文化风情街等重大建设项目。2017 年又建成了集剧场演艺、灯光索道和观景平台于一体的天酿景区。在不断加强和完善

硬件设施的同时，茅台镇通过“酒旅融合发展大会”和“茅台狂欢夜”等会议、节事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提高了茅台镇的知名

度，推动了茅台镇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稳步增长。然而，在硬件建设和旅游宣传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应注重加强软件建设，

逐步提高当地旅游景区及配套设施从业人员的旅游服务意识及水平，与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相得益彰，从而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和重游率，形成口碑效应，有助于维护并拓展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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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结合旅游客源市场淡旺季特点合理开通、投放旅游专线公交 

旅游专线公交是为了解决散客短途旅游出行困难的一种交通方式。近年来，不少城市和地区都开通了满足散客和本地居民

短途旅游出行需求的旅游专线公交，如苏州开设了同里古镇景区轨交 4 号线同里地铁站的旅游接驳专线，2019 年北京世园会期

间开通了由地铁站点开往延庆世园会的 4 条公交旅游专线，满足了世园会期间游客、市民的游园休闲需求。目前，从仁怀市到

茅台镇主要以中巴车、公交车、打的为主，对于游客来说前两者停靠站点较多，后者费用较高。同时，基于茅台镇旅游客源市

场主要以中、小尺度距离为主，有较为明显的淡、旺季，冬“冷”夏“热”的特点，建议对茅台镇游客旅游交通方式、淡、旺

季旅游客流进行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合理设计旅游专线公交行驶路线及投放数量，为满足短途游客、本地居民到茅台镇旅

游提供便利，提高其可进入性，适度拓展旅游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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