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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神之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离析与契合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

郑　鹏
（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城市旅游形象是吸引游客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旅游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竞争。城市精神
与旅游目的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内涵和特性。从城市精神视角来探讨旅游目的地形象�从城市精神的虚化与旅游形
象具化的现状展开的�意在洞察和建立城市精神与旅游目的地形象之间的离析差异与契合关联�达到两者有效的交叉和融合分析�
从而使城市获得深刻广泛的关注和发展。以郑州市为例进行分析�其城市精神与旅游地形象之间除存在差异之外�在旅游资源、文
化氛围、社会环境、居民素养等多个方面还具有契合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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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ity Spirit and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Taking Zhengzhou City for an Example

ZHENG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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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wa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to attract visitors．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ities was largely by the
competition i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The spirit of city and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reflected the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the city．The au-
thor intended to establish the fi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irit of the city and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enable the city to get deep an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develop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 of the city to explore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irit of the
city of Zhengzhou which were helpful for tourism resources�cultural environment�social environment�residents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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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包含经济、社会、自然、人口、区域等复杂动态的系
统综合体�它不仅包含生产、消费、流通等空间现象�也包罗社
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等非空间因素 ［1］。城市是旅游各项活动开
展的载体。如同人一样�城市不仅有真实存在（空间建筑）�也
有独特的内涵和灵魂（城市精神和城市旅游形象）。城市精神
既包括了城市生活所凝聚的理念信条�也高度概括了城市的发
展哲学�并可以反映城市历史风云和发展历程所积累和凝聚的
区域文化与民俗风情 ［2］。城市的精神、城市的形象可折射出一
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方向。城市的旅游形象是吸引游客
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旅游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旅游
目的地形象的竞争。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结果能帮助目的
地经营者认识到当地的优势和劣势�更好地管理目的地�取得
良好的综合效益。

1　研究述评与郑州城市精神的内涵
1．1　研究述评

旅游地形象（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TDI）也称为“旅游形
象”�是基于旅游者内在心理感受的�是旅游者心目中产生的对
目的地看法的综合表现 ［3］。它包括旅游者在提起这个地方时
的所有信念、想法、感觉、期望和印象形成的结果 ［4］�即目的地
唤起的所有感受之和。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71年�Hunt 在其博士论文《形象－－－旅游发展的一个因素》
中�首次探讨了旅游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旅游目的地形
象的概念�这被认为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先驱之作。1972
年�美国学者岗恩在其《度假景观》一书中提出了旅游者形成旅
游目的地形象的两个层次：原生形象和引致形象的概念。国
内�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性也引起了众多学者们的关注�自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与实践逐步展开；
90年代后期�以陈传康教授为代表的研究者对旅游地形象做了
一系列研究�并在实践中提倡应用�强调了文脉在其中的重要
意义。李蕾蕾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第
一本系统探讨旅游形象的专著－－－《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
实务》。刘睿文等研究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中的
“先入为主”与“既成事实”效应 ［5］。李宏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测
量的内容与工具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并认为旅游地形象既包
括认知成分也包括感情成分的观点居于主流地位 ［6］。杨永德
等对旅游认知形象的结构法与非结构法进行综合比较�从而提
出定性与定量测量旅游者地形象的方法与步骤 ［7］。陈楠等对
奥运会举办前后的北京旅游形象进行了动态比较的实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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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8］。
城市精神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意识�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

文化形态及与城市有关的精神现象的总和�即城市精神是城市
的历史文化、城市的建筑风格、城市的形态格局�以及城市市民
的综合素质、文明程度、价值取向、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的综合
反映�是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 ［9］。有
关城市精神的研究�在国内学术层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方世
南、田芝健认为�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
柱 ［10］。肖红缨在探讨城市精神的内涵和特点后�分析了城市
精神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辐射功能、批判功能
等功能 ［9］。邓伟志、张景秋、孙鹤分别从社会视角、规划视角和
文化视角等方面对城市精神进行了论述 ［11－13］。在实践层面�
各级地方政府对找出自己城市的”精气神”投入了大量的热情。
如北京酝酿了18个月的城市精神表述语是“爱国、创新、包容、
厚德”�成都的城市精神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上
海的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郑州的城市精神为“博大、开放、创新、和谐”。

郑州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然而关于郑州旅游形象研究的文献极其有限�学术
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与拥有世界遗产少林寺、黄帝故里等旅游资
源的中部重要省会城市极不相称。郑州在河南省旅游业中处
于龙头地位�它是全国的交通枢纽�是国际和国内游客的接待
中心和旅游线路辐射中心。2011年�郑州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5425．7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0．28亿元；接待入境游客
38．4万人次�实现外汇收入1．476亿美元。从数据中可见�无
论是旅游收入还是接待人次�郑州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在国
内�国际市场占有的比重很低。究其原因�这与郑州的旅游形
象不鲜明�宣传营销不给力有极大关系。在目前国内外旅游竞
争呈现由重产品形象到重城市形象�由重单一景点到重综合环
境�由重景区开发到重品牌塑造的新形势下�在郑州作为“中原
经济区”龙头城市的大背景下�转变旅游发展观念�开展郑州旅
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试图在学
术层面将城市精神的分析引入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探讨中�拓宽
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体系。
1．2　郑州城市精神的内涵

郑州的城市精神是2008年由河南省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郑州晚报等媒体公开征集的�在从市民提交
的应征作品进行初选后�邀请省、市社科专家学者就郑州市“城
市精神”进行研讨。在借鉴市民群众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最
终将新的郑州城市精神概括表述为“博大、开放、创新、和谐”。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若没有精神�就会无知无识
无为�就会没有生气�最终萎靡不振�失去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方
向。作为郑州城市的灵魂�郑州的城市精神不是凭空想象的�
而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是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生
动体现。没有城市的历史传统�城市精神就失去了基础�成为
空中楼阁；没有时代精神�城市精神就失去了现实根据�只能是
历史陈迹 ［9］。“博大、开放、创新、和谐”恰恰能反映郑州这座古
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的独特个性�可谓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它
不仅体现了郑州厚重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城市独具特色的成

长性格�体现了郑州的个性追求与价值取向。同时�它还表达
了新时期这座现代城市的价值追求和追踪社会进步的时代强

音 ［14］。

2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离析与契合分析
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存在多种维度。Fakeye、Crompton 根

据 Gunn的理论 ［15］�将旅游目的地形象划分为原始（原生）形象、
诱发 （引致）形象和复合 （感知）形象3个阶段 ［16］。Echtner、
Ritchie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构架�其中包含3个连续性
维度：整体－个别属性、功能性－心理学、普遍－独特 ［17］。
Balogulu、McCleary 所提出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构成包含了3个基
本维度：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及其两者共同构成的旅游目的地
整体形象 ［18］。限于篇幅�笔者对郑州旅游形象的探讨不做全
面多维的研究�只对城市精神之于郑州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离
析与契合分析。尽管目前鲜有学者对城市精神和旅游地形象
进行综合研究�但两者之间隐含的脉络关系清晰可见。
2．1　离析分析

毋庸置疑�城市精神与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有差别的。城市
精神是城市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独特品质�不是规划设计出来
的。它根植于历史�着眼于未来�从城市整体和人民素养等多
个方面进行了充分提炼和高度概括。旅游地形象尤其是引致
形象�主要是目的地通过各种媒体主动直接向外地旅游者传达
的主观信息集合体。

从涉及的群体来看�城市精神强调内外兼顾、双重导向�但
更偏重本地居民；而旅游目的地形象则是完全对外�针对外地
游客的。借用深圳的案例来说明�我们能更深刻理解两者之间
的差异。深圳城市精神孕育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形成于20
世纪90年代�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体现了鲜明的时代
特色和创新精神�是深圳人民新时期开创新事业的重要精神动
力。深圳的城市精神对内凝聚人心、对外树立形象�使全市上
下团结一致、共谋发展。深圳人民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在
各个行业努力拼搏、奋发前进的�而外地居民也通过电视、杂志
等传媒了解深圳的面貌�逐步形成深圳的城市形象。诚然�城
市精神与旅游目的地形象有契合的地方�如深圳的“垦荒牛”雕
塑就是深圳城市精神开拓奉献的具象表达。但吸引旅游者前
来深圳旅游的直接形象驱动因素却是深圳的现代化风貌和以

“华侨城”为代表的娱乐体验主题公园。外地游客所感受到的
时尚娱乐的现代化都市形象与本地居民所感受到的抽象奋进

的城市精神截然不同。
从学科的视角审视�城市精神从人本、社会、文化等角度关

注城市稳定发展�旨在人民和谐奋进；旅游目的地形象则强调
旅游者的旅游心理认知�达到吸引游客、服务游客、满足游客的
目的。从社会学、城市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市精神�郑
州“博大、开放、创新、和谐”的城市精神全面厚重、内涵丰富�是
郑州全体人民精神内心的抽象表达和心灵企盼�与旅游地形象
相比更为抽象和深刻。从旅游学、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旅游地
形象�郑州旅游形象具有醒目生动、印象深刻的特点。据2012
年9月完成的《郑州市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郑州未来将以“有
功夫�来郑州”为旅游形象口号�着力打造“华夏文明之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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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之都”�力争建设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它与城市精神
相比更加直观和鲜明。
2．2　契合分析

城市精神的本质是城市形象内涵与外延的归纳总结和提

炼提升�所以城市精神的推出�本身就意味着从多方面生成和
强化城市形象的感召力�而城市形象与旅游地形象在核心聚焦
内容、研究指向与研究外生动力都基本趋于一致 ［19］。由此可
见�城市精神与城市旅游形象之间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郑州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积淀。在历史长
河中�郑州逐渐形成的黄河文化、商都文化、拜祖文化、姓氏文
化、武术文化、戏曲文化不仅成就了郑州博大厚重的精神情感�
还造就其成为了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郑州拥有众多的文化旅游资源�但似乎也逃脱
不了“资源诅咒现象”的掣肘。过去�郑州对外的旅游形象宣传
口号为“黄河之都”�但黄河流经多省市�这一旅游形象特征不
突出。有学者研究发现�少林寺、黄帝故里、二七纪念塔为游客
感知较高的景点 ［20］。城市精神中的“博大”是与旅游地形象最
为契合的�但作为旅游地形象�需要更加鲜明与个性。

交通和通讯是旅游业实现旅游者和旅游信息的空间位移

的基本凭借 ［21］。对旅游者而言�交通与信息的便利程度直接
影响着其做出决策和选择。郑州是公路、铁路、航空、信息通信
兼具的综合性交通通信枢纽。陇海铁路、京广铁路在此交汇；
107国道、310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和连霍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与国内外67个城市和地区通航�开通航线
90条。开放的城市精神不仅是城市高效的可进入性�开放的城
市精神还体现在郑州人民热情好客、海纳百川、待人宽厚的情
感上。从旅游流驱动力的角度审视�居民的友善好客、优良素
质是吸引旅游者 ［22］�提高旅游地形象�增强旅游者重游及推荐
意愿的重要因素 ［23］。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源泉�是产业前进的动力。郑州从改革
开放初期的”商战”开始�就秉承创新理念�在服务业、制造业、
汽车工业、食品工业等行业都创出了佳绩。创新的本质是突
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从旅游目的地形象
视角分析�一个创新型的城市必定是富有朝气、蓬勃向上、不因
循守旧的城市。旅游者外出旅游�就是离开惯常环境�去寻求
一种积极的心灵体验。富于创新精神的城市所具有的活跃乐
观的情感气场�对积极、健康旅游地形象的形成具有巨大的促
进作用。

城市精神之和谐体现了郑州要积极向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对郑州地域文化的本质
概括。一个河南方言的“中”字�既表达了“和谐、中庸”的观点�
又表示“同意、好的”等意思。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古朴现代
融合的城市景观都是旅游地形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3　讨论与结论
从城市精神和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领域来看�关于城市

精神的研究主要受到社会学学者和地方政府的关注�关于旅游
地形象的研究主要受到地理学者、旅游学者等的重视。两者的
研究领域看似并无交集可言�但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管窥

其中的离析和契合。从城市精神与旅游地形象离析和契合模
式图可知�城市精神和旅游地形象在受众群体、主旨表现等方
面表现出极大的反差�城市精神主要是面向本地居民的�旅游
形象主要是面向外地游客的；城市精神旨在奋进和谐�旅游形
象旨在娱乐体验；城市精神表现抽象深刻�旅游形象表现生动
具体。然而�城市精神和旅游地形象在构建方法、结构内涵上
有很多相似之处。旅游形象划分出的三个阶段分别表示：原生
形象的形成受当地的历史文化影响�感知形象是旅游者到旅游
地亲身游览和以往知识相结合形成的形象�引致形象是目的地
针对未来潜在旅游者有意识的促销努力和广告行动。城市精
神在内涵建构上遵从兼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思维模
式。无论两者表现的形式如何不同�但内涵都具有彰显特色风
貌、引领未来发展的特征（图1）。

图1　城市精神与旅游地形象离析与契合模式图
当综合审视城市精神和旅游形象时�两者的研究就会产生

有效的交叉与融合。该交叉与融合研究中�要充分发挥城市精
神对旅游地形象的提炼、升华、促进作用�避免单一、局限、肤浅
的旅游地形象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负作用影响�也要发挥旅游
目的地形象生动、具体、鲜活的特点�避免空洞、虚化、不切实际
的城市精神泛滥。

城市精神就像城市的灵魂�反映城市的历史本真和未来趋
势�是城市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打出
了自己的城市精神�尽管有雷同与泛化之嫌�但它是城市发展
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城市精神的构建离不开对城市历史文
化和地域特点的参照与考量�仅仅数字很难全面表达城市精神
的内涵。从旅游地形象的视角审视�通过城市精神之于城市旅
游形象的推广恰恰是诠释、延伸城市精神的极好方式。

郑州“博大、开放、创新、和谐”的城市精神对郑州旅游资
源、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居民素养等多个方面都具有契合影响
作用�可以在多个方面提高郑州旅游形象。笔者从城市精神视
角来探讨旅游目的地形象�是在感慨于城市精神的虚化与旅游
形象具化的现状展开的�旨在两者能产生有效的交叉和融合。
城市精神是更高层次、更抽象的灵魂表达�没有它城市会衰落
为行尸走肉般的建筑怪物�然而高层次抽象的城市精神不免会
落入曲高和寡般的窘境。笔者不揣冒昧�意在洞察和建立城市
精神与旅游目的地形象之间的离析差异与契合关联�从而使城
市获得深刻广泛的关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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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产业组织形式转型做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产业结
构升级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产业集聚是实现这一
升级的必要形式。由此�本文为循环经济下产业转型
提出以下建议：①以技术突破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推进
制造业转型升级。由于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壁垒�以
及传统产业布局升级成本较高�多数企业缺乏创新动
力�因此技术创新必须要在一定规模以上企业中进行�
传统产业中规模较小的企业选择合并或者被淘汰［8］。
在技术外溢的外部影响下�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
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目前较为合理的途径有资本输
出和设备输出带动技术扩散。②在一定规模内实现行
业内产业集聚和规模企业的跨产业集聚。行业内产业
集聚会产生竞争带动创新�并促进横向兼并和规模企
业的形成�企业结构得到优化�规模效益得以实现［9］。
规模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有技术创新的能力。规模
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提高�而且跨产业集聚也会反过
来促进创新�进一步带动新的创新和降低交易成本�为
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创造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10］。
③政府适当鼓励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政府通过政策
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促进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
促进产业园区内企业的集聚�以带动工业发展�同时为

传统产业升级做技术和产业基础［11］。对传统产业中
有潜力的企业�鼓励其扩大规模和兼并�提高竞争能力
和创新潜力�为企业向循环经济下产业转型提供政策
扶持�鼓励其实现跨行业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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