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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文旅产业，开拓文旅市场，提升文旅资源与品牌的知名度，需要大量的宣传工作。有效的文旅宣传

路径，不仅需要不断创新现有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借鉴他国的相关经验。以日本为例，比较中日两国文

旅宣传实践的异同表现，从中可以发现各具特色的宣传方式，也可以获得拓展现有宣传方式的新视角与

思路。总体来说，中日对比视角下的研究结果表明，拓展文旅宣传路径，要重视突出自身特色以及创新

宣传角度。为此，文旅宣传应努力增强宣传主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真正参与其中。同时，又要注重以

特色文旅资源与特色文旅服务来吸引游客。此外，设计并运用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旅符号，创新数字

融媒介的应用方向，同样是拓展文旅宣传路径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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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xploring the cultural tourism market, and enh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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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ibility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brands require a lot of publicity work. An effective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path not only requires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existing methods, but 
also can draw on the relevant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Taking Japan as an example, com-
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practi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an reveal unique promotional methods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ex-
panding existing promotional methods. Overall,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
tiv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dicate that in expanding the path of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highlighting one’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ng promotional 
perspectives. Therefore,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should strive to enhance the power of the 
propaganda subject and allow more people to truly participate. At the same tim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ttracting tourists with distinctiv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services. In addition, 
designing and applying cultural tourism symbols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novat-
ing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digital integrated media, is also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xpanding 
the path of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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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可以说加强文旅宣传方式的创新是发展文旅事业一项老生常谈且重要的工作。近年来，各地在着力

发展文旅产业方面，从制度建设到措施落实，不断尝试各种大量的改进与优化工作。在强化文旅资源体

系建设的过程中，也从多方面深化了文旅宣传的思考与做法。比如，实践以优质文旅 IP 为核心的营销模

式，重视数字媒体设计在文旅宣传中的应用，充分发挥移动终端的传播功能，借助节会活动、推介会、

体育赛事与艺术文化活动等载体开展文旅宣传与营销等[1]。近年来，伴随游客市场的扩大，各地的文旅

宣传力度与效果的提升需求，面临着较大的机遇与竞争。所以，如何拓展现有文旅宣传的视角与思路，

成为进一步推动文旅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为此，从实际情况出发，发现并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参考他国的相关做法，从中获得创新宣

传的启发，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思路。虽然不同国家的文旅发展思路必然需要符合其国情与旅游

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而且各国的旅游资源、管理体制、发展阶段有着自身的特性，但了解各国成功的

具体做法，加以符合现实情况的改造，或许可以为我们创新文旅宣传方式、促进文旅发展带来帮助。其

中，日本文旅行业具有广为熟知的特色。那么，日本的哪些具体做法可为我们加以利用呢。对此，接下

来将围绕文旅宣传的具体做法，结合日本文旅宣传方面的典型事例，进行中日两国的对比考察，从中寻

找可以用来改善我国文旅宣传现状的启发与做法。 

2. 中日文旅宣传工作现状 

目前，中国方面对于文旅宣传工作，无论是官方各类规划文件，还是文旅相关单位，都非常重视对

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渠道以及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的开发利用，同时积极发展大数据技术来

拓展传统文旅宣传路径[2]。此外，多种多样的文旅推广活动(如文化节庆、主题会展与体育活动等)也成

为越发受重视的宣传方式。其次，伴随着“文旅热”的发展，上至全国两会，下至地方部门，都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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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放心消费行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部署，以及出台了文旅激励相关政策等。这也成为

文旅市场上一个新的宣传亮点[3]。这种宣传思路针对游客最为关心的旅游体验需求，从文旅资源的开发

与文旅服务等方面，展示了更具吸引力的文旅供给[4]。此外，有研究从宣传对象、宣传主体、宣传方式、

宣传理念和宣传目标等内方面，梳理了当下国内旅游宣传推广面临的新形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方式

[5]。总之，文旅发展离不开文旅资源建设与宣传的同步进行。基于这一认识，从政府单位与企业等文旅

相关责任主体的积极行动，到文旅资源特色定位及文旅宣传方式与观念的不断更新，可以看出国内的文

旅宣传较为活跃的现状。 
日本在落实观光立国政策的过程中，一直将注重通过申遗提高日本旅游知名度，并将日本传统饮食

文化作为特色要素的宣传措施[6]。此外，结合 2018 年以来的日本振兴旅游业区域报告可以看出，日本也

非常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宣传手段，同时又极为重视海报等传统宣传工具，以及开展线下实地宣传活动。

而不同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了对旅游配套服务的完善与加强更加重视

的特征。比如，各地普遍强调并突出“热诚接待”的服务要求，同时重视公共交通、洗手间、酒店与餐

饮等文旅相关场所的服务管理；文旅宣传手段更多地采用多要素相结合的灵活方式等。总之，中国更注

重全力拓展文旅宣传方式与路径的多样性，而日本文旅宣传做法大多能够从细节上创新运用具体的文旅

要素，同时突出游客文旅体验的重要地位。中日两国在文旅宣传方法上的这一差异表现，对于思考如何

拓展我国文旅宣传路径，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 

3. 日本文旅宣传的特色实践路径与做法 

基于文献分析与实践调研的内容，在具体对比阐述中日文旅宣传实践做法的过程中，下面主要从文

旅宣传的主体力量、资源对象、服务保障、媒介运用等方面，来归纳认识日本文旅宣传工作的特色做法。 
首先，在动员文旅宣传的主体力量方面，日本许多地方在开展当地传统文化与文旅资源的宣传活动

时，非常重视利用当地群众的文旅宣传积极性、荣誉感与责任感等，并为此采取了诸多的促进办法。比

如，政府方面会聘请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市民担当本地的义务观光大使，赋予他们城市文化宣传的责任。

而成为观光大使的群体，不仅有各界知名人物，更多的则是普通市民。日本仙台聘请花样滑冰奥运冠军，

而日本广岛观光大使还大量聘任了当地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等外国人。所以，整体上可以看出，日本文

旅宣传在主体力量动员方面，带着显著的全员参与意识。 
其次，如前文所述，在选用文旅宣传的资源对象方面，日本始终重视树立知名文旅品牌、争取文旅

资源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格、甄选培育饮食等传统经典文化要素等工作。也就是说，树立文旅资源的特色

与知名度，是日本文旅宣传的重要目标。而在具体的宣传实践中，日本特别重视发挥文旅宣传符号的作

用。比如前些年，随着贯通整个九州地区的新干线全线开通，九州乃至大阪等关西地区的旅客，可以更

便利地来到熊本县。熊本县政府看准这一机遇，为吸引旅客在熊本站下车驻足，邀请了知名作家、设计

师，结合熊本地方的特色视觉元素设计了“Kumamon”的熊形地方吉祥物。这一特色宣传符号的运用，

为当地的文旅宣传带来了巨大的关注效应。其实，此类宣传方式方法，在日本诸多城市与场所，已十分

普遍。 
再次，文旅服务保障的措施向来是日本文旅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文旅宣传的必有要素。王宏

宇、孙根年(2023)以 2000~2019 年官方统计资料为依据，采用宏观分析与市场分析、实证分析与政策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日国际游客流动的反向性及市场翻转现象后发现，2013 年以来在贸易额与客

源市场方面，日本旅游市场相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来说，出现了逆差转向顺差且顺差不断扩大的显著表

现。究其原因，该研究认为两国旅游产业政策及环境卫生条件、旅游服务质量有关[7]。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文旅配套服务对于文旅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应该成为文旅宣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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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数字资源助力下的同媒体技术，成为日本文旅宣传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日本的不少地方

都曾尝试利用纪录片、文艺片以及大众电影等类型的文艺作品来开展文旅宣传活动的做法。从结果来看，

这种融合影视艺术的文旅宣传方式，确实可以帮助一些特色鲜明、意义突出的文旅资源或文旅目的地，

开拓更加广阔的游客市场。比如，关于饮食，日本推出了《孤独美食家》等影视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手

法介绍了日本不同地方的特色美食。这给作品中提及的城市及其文旅资源带来了非常大的宣传效果。除

此之外，日本还创作了诸多具有一定特色且颇具影响力的类似作品。比如，有关城市生活主题的《在京

都小住》及《小森林》等影视作品，在详细介绍一地特色事与物的同时，也全方位展示了该城市的人文

特征，给人留下了十分立体的城市印象。此外，与中国方面相似，从国外的网络平台上可以了解到，日

本方面也出现大量的文旅直播行为。也就是说，中日的文旅宣传活动中，都应用了一些全民化的新的媒

体宣传方式。 
总体来说，日本方面的这些文旅宣传路径与办法，很多都具有一定的特色与效果。认识日本的这一

现象，或许可以对我国拓展自身的文旅宣传路径与做法，带来一定的启发或参考意义。 

4. 中日对比视角下我国文旅宣传路径的拓展方向与做法 

结合上述有关日本文旅宣传路径的特色做法以及我国文旅宣传工作的现状等内容，下面将从中日对

比视角来探讨我国在文旅宣传的主体力量、资源对象、服务保障、媒介运用等方面，可以进行怎样的文

旅宣传路径创新实践。 

4.1. 主体力量：将群众转变成文旅宣传的主力 

就像日本方面积极运用各类群众力量开展文旅宣传活动那样，采取多种鼓励措施来调动各类群体的

文旅宣传积极性，将有助于增强一地文旅宣传的群体力量与效果。中国方面虽然部分地区也采取了调动

文旅资源属地的居民参与文旅宣传的做法，但范围多局限在景点或景区等附近区域内，且并未从操作层

面将这种宣传意识或宣传职责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使得这种做法的现实效果并不突出。其中，文旅

属地的群众或者市民，作为当地文旅资源最重要的宣传主体，调动并发挥出他们的宣传力量，需要进一

步完善并落实相应的具体行动规划。此外，重视外来游客的口碑效应，发挥游客的宣传影响力，同样是

尤为重要的文旅宣传思路之一。游客是文旅市场活力来源及灵魂要素。他们不仅是文旅资源的消费者，

同时也是文旅形象或城市形象的评价者与传播者。因此，将他们转化为一个城市文旅宣传重要的流动主

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向来的文旅宣传思路主要围绕如何充分发挥文旅资源所在地的相关机构或群体的职责，而缺少发挥

游客的口碑效应与传播媒介作用的对策设计。那么，怎样才能让游客成为有效的宣传主体呢。目前可知

的是，除了良好的文旅资源体验效果可以给游客带来文旅宣传的动力之外，在文旅活动之后为游客提供

能够带走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宣传介质，同样可以调动游客的宣传欲望。这类介质可以是具有显著文化性

的纪念物，或者是奖励性的旅游优惠措施等。为此，除了做好文旅资源开发与文旅服务保障制度建设等

工作外，文旅活动场所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可以从通过赠送专门设计的纪念物品、城市文化符号产品等

宣传物，或者制定鼓励游客参与本城市文旅宣传的奖励办法等措施，来努力将外来游客群体发展成当地

文旅事业的宣传力量。总之，将游客转变为当地文旅资源的宣传力量，是拓展文旅宣传路径值得尝试的

方向。 

4.2. 资源对象：以特色文旅形象为宣传重心 

文旅资源是旅游业的基础，是开展文旅活动的首要前提条件。所以，文旅宣传的主要对象理应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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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资源上。而形成自身的文旅资源特色，发挥知名文旅资源的带动作用，应是文旅宣传的重心工作。

这是因为，“现代城市旅游形象的定位和传播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游客市场对一个城市或

地方的旅游形象的感知程度，与其特色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8] (p. 158)。目前，多媒体技术支撑下的文

旅宣传，普遍采用宏观叙事方式，但这容易产生同质化的视觉冲击效果。这点在网络与电视平台上的城

市宣传片和景点宣传片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在信息搜索与传播简便而快速的当下，此类宣传

方式已经变得较难给愈发追求特色与个性化的游客市场带来深刻印象，且容易导致旅游市场对该文旅目

的地或文旅资源产生惯性忽视及消极印象与评价，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旅游意愿。在此方面，中日都存

在类似的表现。因此，文旅宣传需要甄选并树立起特色资源对象。 
同时，为实现特色文旅资源的有效宣传，从而促进城市印象或文旅形象的形成，进行具有文化特色

的文旅符号创作与利用，也是一项具有一定必要性的实践路径。正如日本的“熊本熊”现象那样，常见

的做法是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与形象定位，提炼当地文优势旅资源的突出特点，进行符号化设计。这时，

可以将诸如名人名产、古迹建筑、自然景观等要素融入地方文化符号创作中去，以求形成有文化内涵和

辨识度的符号标志(诸如地方“吉祥物”等)。近些年，中国的许多地方以及文旅活动也开展了相关专门活

动。但是，总体来看，关于这一方式的运用效果，中国方面还需要通过加大创新力度，追求更具国际知

名度的文旅符号。总之，不仅是为了文旅事业的发展，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样需要在凝练当地历史文

化关键要素的基础上，借力文化符号设计来助推城市特色的加速形成。 

4.3. 服务保障：突显文旅配套服务的宣传内容 

良好的文旅配套服务是游客获得良好旅游体验的必要因素，也是游客与文旅资源的粘合剂。对于当

下更加重视消费体验感的市场群体来说，文旅配套服务几乎成为与商品本身同样重要的因素。它的欠缺

与无序运行，容易使得一个城市或文旅资源的游客市场很难形成的“回头客”，而游客流量很难转化“留

量”与宣传外力。不仅是国内旅游方面，就是中日两国间的旅游贸易发展状况，也表现出了旅游服务在

文旅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个城市的饮食、住宿、交通与地方管理等各方面良好的服务保障措施与服务态度，可以强化文旅

资源的优势，比如“淄博烧烤”与“贵州村超”现象等。“淄博烧烤”现象不能完全归功于烧烤这一文

旅资源本身，更重要的是淄博文旅市场到位的服务质量与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有效的服务应对机制。在此

期间，淄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较好地凝聚在打造淄博城市形象这一点上。为此，从烧烤质量与服务的

保障，到交通、住宿服务的加强，淄博各界都十分重视文旅服务保障工作。这最终使淄博的城市知名度

与文旅形象，在全国游客市场上建立了起来。在良好的城市服务形象的基础上，相关社会新闻都能为淄

博文旅发展“锦上添花”。此外，诸多的文旅热点一再表明，文旅宣传要从解决游客的文旅顾虑与可能

碰到的困难这一角度出发，重视宣传文旅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只有让游客更加了解当地的文旅服务保

障制度，才能够对游客形成更大的旅游吸引力。 

4.4. 媒介运用：发挥数字媒体的文旅宣传效力 

其实，与日本方面相似，中国也曾尝试了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来宣传地方文旅资源的做法。同样是

饮食方面，中国推出了类似《舌尖上的中国》等大量的纪录片。目前，我国各地仍主要以纪录片或广告

片的形式，来宣传地方文化或文旅要素，且能够带来一定的宣传效应。但是，在其他影视艺术体裁的运

用方面，相较于中国，日本产出的文旅相关作品，在数量与类型上，更具有丰富性。因此，创新利用影

视艺术的角度，发挥更多影视艺术独特的表达方式，尝试将更多的城市特色元素与地方历史故事，以不

同的姿态与形式展现出来，仍是我国文旅宣传需要尝试的途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5445


段毅琳 
 

 

DOI: 10.12677/ass.2024.135445 675 社会科学前沿 
 

另外，近年来融媒体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展现出了非常高效的应用价值。其中，直

播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营销与宣传方式，成为各行各业积极采用的经营办法，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直播热潮的当下，尤其是在中国，文旅市场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民的关注点。因此，文旅直播(比
如云旅游等)成为个人营销账号的一个热点活动。部分景区也将文旅宣传工作与门票售卖业务，搬到了直

播平台与电视平台上。而且，不仅大量的个体加入了文旅直播行业，许多景点与政府单位也在积极尝试

这一宣传方式。目前来看，可以说直播为文旅宣传工作注入了新动能，并且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文旅营

销模式。各地在完善文旅资源运行制度与办法的同时，也在积极抓紧直播风潮的红利期，采取更加有吸

引力的措施，增强文旅直播的力度与效果。目前，无论是参与群体的力量状况，还是文旅资源的丰富性

与文旅促销举措的多样性等，“文旅 + 直播”宣传模式的应用效果仍需继续提高。此外，诸如微博、小

红书等具有“类直播”性质的交流软件，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必不可少的途径。这些平台上面有关民间

文旅经验分享与文旅资源体验评价的内容，同样十分丰富。而且，这些途径的信息，日益成为游客选择

文旅资源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文旅宣传活动需要全面发挥各类数字媒体的积极作用。 
总之，融媒传播技术在文旅宣传中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城市文旅宣传工作既要遵循媒介规律，

依照不同媒体的不同传播特性，有针对性地发布文旅信息，提升传播的规范性、精准性；同时也要紧跟

媒介变革潮流，把握媒介融合趋势，建立‘媒介+’意识，促进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传播、融合传播，如采

用‘会展+’‘地铁+’‘游戏+’‘短视频+’‘直播+’‘小程序+’等传播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延伸

传播周期、触达受众群体，提升传播的灵活性和辐射面。”[9] (p. 16)所以，重视并创新融媒传播渠道的

运用方法，在传播文旅资源信息的同时，从中寻找有价值的市场反馈信息并加以利用，将有助于拓宽文

旅宣传路径，以及提高文旅宣传的效果。 

5. 结语 

不管是文旅资源开发建设，还是文旅宣传，文旅发展的直接目标是实现“让更多的游客来、让游客

多来、让游客多带来”这一追求。仅从文旅宣传角度来思考如何助力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的话，首先要

思考宣传什么以及如何宣传等问题。在加强文旅资源建设的基础上，拓展文旅宣传路径，成为发展文旅

事业不可轻视的工作内容。以日本为例，比较中日两国文旅宣传实践的异同表现，从中不仅可以发现各

具特色的文旅宣传做法，也可以获得拓展现有宣传路径的视角与思路。中日对比视角下的研究结果表明，

拓展文旅宣传路径，必须重视突出自身特色以及创新宣传角度。为此，文旅宣传工作首先应定位并树立

自身的文旅特色形象，然后努力增强宣传主体的力量，将更多的群众转变成文旅宣传的真正力量。同时，

还要积极发挥特色文化符号与数字技术等多种媒介形式的宣传作用。此外，作为文旅建设的重要内容，

高质量的文旅服务工作，同样可以成为文旅宣传的亮点。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文旅宣传的

方式方法也必然需要进行改变或更新。在此过程中，除了自我探索外，借鉴他国的相关做法与经验，同

样是拓展文旅宣传路径的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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