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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城演艺为例的旅游项目推广及营销探讨 

许来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1599) 

【摘 要】：在信息化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背景下，宋城演艺又面临游客数量锐减、其他旅游项目竞相出现

的困局。本文针对宋城演艺当前情况，从品牌推广、项目丰富、文旅融合、技术改进四个方面并结合信息技术手段

提出相关的建议，从而来使宋城演艺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关键词】：宋城演艺 千古情 旅游推广 项目营销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及主体简介 

1.1研究背景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信息垄断的传播局面。一方面信息的快速传播有利于旅游景区的宣传，令更多值得游玩的地方跃入大

众眼帘。不仅如此，携程、美团等应用的发展使游客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不仅可以使游客足不出户预定到当地的酒店，减少游

客旅游时的不确定性，还能使游客在手机端了解过往旅客的评价，根据图文信息以及价格信息综合得出适合自己并且性价比最

高的选择。科技的发展会导致游客人数的增加，从而带动旅游业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信息的透明性会导致商

家的议价能力下降。水至清则无鱼，当游客拥有一个能够将所有信息集中提供的平台后，商家之间必不可少会出现一场价格战，

这使得商家的利润空间减少。 

就目前情况而言，旅游市场各个路线的质量参差不齐，市场内竞争大。许多旅游项目被爆出质量问题后名声一落千丈。小

镇项目、乡村旅游项目前期虽然投入了较多资金，但收入始终未达预期，产出始终有限，未来道路仍旧迷茫。总而言之，我国

旅游业发展速度放缓，但仍旧有潜力待我们挖掘。 

1.2主体简介 

宋城集团是一家总部坐落在浙江杭州的中国大型文化集团，总资产超过 700 亿元。其涉及的产业主要有文化演艺产业、旅

游休闲产业、现场娱乐以及互联网娱乐产业等。其四个子公司分别为宋城演艺、宋城酒店集团、宋城房产集团、宋城七弦投资。

而本文研究的主体为宋城演艺，其中包括景区经营公司和宋城艺术总团等。 

而宋城演艺作为演艺行业的龙头，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品牌商业价值较高。根据研究显示，宋城演艺在线上

行销仍具有较大的潜力空间，并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而线下行销作品的市场流通稳定性和销售范围仍较低。

但高附加值的品牌在市场竞争中极具优势，可以帮助企业资产评估与定价，使资产具有可识别性，甚至对整个企业文化的传播

和延续都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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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切入 

2.1宋城演艺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社会学研究发现，游客的年龄区间与职业方向对宋城演艺旗下的产品满意度并无太大关联，而游客的前往次数与其满

意度则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在上文提到的研究中则指出，当顾客前往旅游次数大于 4 次时，游客对场景氛围满意度为基本满

意，而前往次数小于等于 3 次时，游客满意度则维持在一个中下水准。宋城演艺的表演节目时间固定以及相关表演的种类较为

单一，演出项目更新较慢，缺乏新意，使游客变成“回头客”的可能性降低。除此之外，宋城演艺的节目表演的目标群体是全

体社会群众，但由于每个人的艺术素养以及理解能力不同，不同的人对节目的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宋城千古情中的序

幕《良渚之光》,对有些不熟悉良渚文化外地旅客而言，吸引力可能不够。 

一个观光景点的硬件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而目前的宋城景区的基础建设仍不够完备。比如景区内垃圾桶、卫生间、

休息座椅的数量是否能与游客数量匹配；针对残疾人的辅助装备是否成了摆设；针对儿童是否制定了相应的安全区域等。只有

当基础设施完备时，项目的推广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否则将成为纸上谈兵。 

除此之外，宋城演艺的营销渠道不比当下的一些网红景点，通过短视频的拍摄以及博主的推广来获取流量，其多靠在广告

的投入以及与旅行社的合作。这样不仅没有利用好互联网的东风，还会导致众多中间商在分配利润的过程中分一杯羹。宋城演

艺作为演艺行业的龙头老大，在互联网短视频线上宣传方面还是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2.2发展愿景及研究意义 

我国的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而现阶段我国正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的情况，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一、二产业的发

展，所以研究与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当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在仅仅拘泥于吃饱穿暖的生活状态，而

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其中，旅游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放松方法，据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旅游人次高达 60亿人次，2020

年因为疫情影响则只有 29亿人次，预计 2021年将恢复至 41亿人次，由此可得，旅游市场仍旧有庞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旅游业

的发展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乃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电子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愈发的重要，网络信息平台的使用普及到每一个景区，这更加有

利于景区的负责人对相关区域进行治理，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除此之外，由于 5G、VR、AR技术的成熟，“云旅游”等新型旅

游形式也逐渐被大众所接受，这将会对以往的实地旅游进行一定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贡献被逐

步发掘，人们的意识也从“旅游管理”转变为“旅游治理”。旅游管理概念注重强调“管理”二字，对游客的行为负责，忽略

了群众原本的个性，实施难度较大，而旅游治理旨在强调提供一种服务意识，从而提高游客满意度。除此之外旅游治理更加强

调市场的作用，从游客角度思考问题，注重游客的感受和利益。 

3 优化策略 

3.1运用粉丝效应，寻找旅游大使 

所谓粉丝效应，实际是指公众人物使用其影响力和倡导力，建立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使粉丝得到感情上的满足，从而

愿意为其进行相关的消费。有些热门的景点则把握了这一规律，比如张家界的玻璃栈桥，在抖音、快手、微博等 APP 上通过一

系列视频号和博主的推广吸引了一大批拥趸者前往。再比如说前段时间爆火的丁真，最后被当地旅游局签约，使家乡甘孜理塘

开始跃入大众眼帘，也吸引了一大帮游客，来拉动当地的旅游业和刺激当地的经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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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请明星宣传旅游景点这种行为并不少见，比如故宫景点与明星邓伦之间则建立了合作，邀请其为故宫拍摄短视频以及

演绎相关歌曲来提高客流量；当下正火的王一博先生则成为家乡洛阳的旅游大使。宋城演艺也可以邀请明星进行相关的合作，

通过明星的流量平台来宣传景点特色，或者是以短视频的形式让明星来简单介绍游玩路线。在宋城演艺的众多节目表演中，缺

乏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能被大众所熟知的艺术家，所以可以请相关行业的、并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粉丝基础的明星来进行合作，

拓宽市场接受面并使其获得一定的流量关注。 

3.2重视夜间经济，丰富夜晚项目 

随着 80后、90后逐渐成了社会的顶梁柱，我国的夜间经济开始慢慢兴起。夜间经济的时间段涵盖了前一天的十八点到第二

天的凌晨六点，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发生的消费行为称为夜间经济。在我国的青年群体中，白天的时间绝大多数贡献给了工作，

只有在夜晚时间才能好好地放松自我、享受生活，这便是夜间经济逐渐发展的原因之一。据相关数据显示，夜间经济市场拥有

巨大的潜力，单从城市的灯光照明角度来说，2019年全球的夜景照明系统规模将近 3000亿元，而中国市场在其中大约占 24.72%,

为全球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夜景照明亮化市场。 

据统计，前来欣赏表演的游客中，晚上十八点之后的客流量是白天的 1.5 倍。针对这种现象，景区可以加强夜间节目的建

设，增加夜间服务人员的数量，增加园内夜间灯光照明设施以及安排景区内商超夜间轮流经营等。除此之外，宋城集团可以将

酒店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在宋城集团旗下的酒店业和景区之间安排定时的往返大巴，预定宋城酒店的旅客可以凭房卡免费乘

坐，这样不仅可以使游客在夜间旅游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还可以促进自家集团酒店业的发展，取得一个双赢局面。 

3.3通过文化建设，加强文旅融合 

一个城市或者景点旅游业的兴起，不仅仅和当地的自然景色、奇特地貌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究竟能带给人们怎样的震撼。以宋城千古情为例，南宋的都城为临安府，即现浙江杭州，所以宋城千古情这一表演分为五幕，

分别为《良渚之光》《宋宫宴舞》《金戈铁马》《西子传说》《魅力杭州》。该表演从杭州的独有文化出发，描绘了南宋时期杭州的

生活以及当时人们的智慧，最后将杭州这一座城市的发展娓娓道来，让来杭州旅游的游客不仅仅只是享受了当地的江南风光，

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杭州的历史与文化根种到每个人的心中。 

宋城的运营模式将主题公园和文化表演有机结合，与此同时其应该加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比如可以在联系学校

或者旅行社举办夏令营或者研学营，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在旅游中了解当地的文化。同时也可以举办一些关于南宋历史知识的答

题比赛，将一些融入历史特色的文具或者关于历史的书籍作为奖品来吸引游客参加。在未来的旅游业市场竞争中，将文化与景

点融合将会成为一种趋势，而宋城作为演艺行业的龙头老大，也应该加快进行建设的步伐。 

3.4利用互联网，加强子单元交互 

旅游信息化狭义的理解是把景点、住宿、交通等旅游相关信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转化为文字、图片、声音等形式。在信息

化时代，将相关信息放置互联网平台以获得大量的流量是非常关键的，这可以保持基本的客流量。随着“智慧旅游”概念的提

出，现有的社会趋势倡导将信息技术与旅游资源结合，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来提高游客的满意度水平。智慧旅游系统旨在

将一定区间范围内的公共管理资源进行管理，以致在出现紧急事件时能够加大整治力度以及提高救援能力。比如，高德地图的

交通路段堵车提示能够实时依据用户的行驶路线提供个性化服务，这能大大提高出行效率。我国现阶段部分景区已设置实时人

口流量提醒，来防止景区内人口过多、管理难度过大从而影响旅游体验。 

不仅如此，游客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来决策自己的旅游路径。语音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定位来判断其周边的景点，从而进行

讲解。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语音导游还可以添加实时流量监测，结合以往游客好评度以及旅客自身的游玩偏好来定制个性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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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功能。除此之外，“智慧旅游”可以加强宋城集团下的旅游业、演艺业、酒店业相互融合，一体化的平台则更有利于宋城

集团旅游项目的推广以及整体企业的发展。 

4 结论 

宋城演艺面临其他旅游景点的冲击、科学新技术的发展等难题，尽管宋城演艺已经有一定的品牌附加值，但需要采取一系

列新的措施。比如运用粉丝经济来吸引粉丝顾客，打响知名度；重视夜间市场，丰富夜间的活动，并且最大程度上保证游客的

安全；将城市的历史故事融入营销中，不仅能提高客流量，还能传播江南文化；还应该利用好互联网的东风，加强景区资源配

置以提高效率。这样，宋城集团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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