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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节事活动概述

任务四 节事活动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二、我国节事活动的发展概况

1．我国节事活动发展历程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本土起源的传统节事活动同样源远流长。但

是作为一种当代的文化产业现象，我国节事活动的起步发展基本上可以追溯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大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1）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 我国节事活动的兴起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运作相对比较成功的节事活动现在依然影响很大，如洛阳牡丹节

（1983 年）、潍坊风筝节（1984 年）、哈尔滨冰雪节（1985 年）等。仔细分析

这些节事活动会发现，这一阶段的节事活动中心侧重于当地群众的庆祝和娱乐的

功能，与老百姓的文化娱乐密切相关，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而存在的。比如，

洛阳牡丹节举办的目的是“活跃人民生活，提供文化娱乐机会”，哈尔滨冰雪节

则强调了“鼓舞群众精神，提供文化娱乐机会”的功能。

（2）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与 9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城市改革的推

动和沿海工业的大发展，以工业化产品为主题的节事活动在沿海地区集中兴起。

这一阶段的节事活动反映了当时我国沿海地区工业获得长足发展的现实，“文化

搭台，经贸唱戏”，节事活动的主题已然渐渐地向商贸活动和城市形象的宣传转

移，而商贸活动也渐渐地与节事活动、旅游等方面深刻地结合起来，朝着综合性

方向发展，而且不断发展创新。通过节事旅游活动来争夺经济发展资源，为地方

经济发展服务也是这一阶段节事活动大力开展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一时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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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事活动发展非常迅速。据粗略统计，1991 年新产生的旅游节 30 多个，为 1987

年的 3 倍。同一主题节事活动也发展迅速，一时间全国风筝节就有 10 个之多。

根据 1991 年的《中国旅游年鉴》记载，当年全国著名节事旅游活动 88 个。其

中哈尔滨的冰雪节、广州的年宵花市等最为著名。1992 年，全国推出了近 100

项节事活动，如昆明的中国艺术节，广州、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济南、厦

门等地举办的各具特色的美食节，北京、上海、广州举办的中国旅游购物节，广

州举办的中国旅游艺术节等。1995 年中国“民俗风情游”主题活动也极大地推

动了全国节事旅游的发展。

（3）21 世纪到现在 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济实力获得了巨大提升，节事活

动向大规模、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表现是北京成功主办第 29 届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节事活动还包括 2001 年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2001 年在上海举行的 APEC 年会、2004 年中国网球公开赛、2005

年上海 F1 方程式赛车、2010 年广州亚运会等。这些节事活动一方面反映了我

国一些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水平，提升了北京、上海等国际化都市在国际上的形

象，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经

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在世界上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展示了我国举办大

型节事活动的能力和信心。据统计，2010 年全国节事活动已经达到 9 000 多个，

并且同时也形成一批知名节事活动，如大连服装节、青岛啤酒节、南宁国际民歌

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而更多的节事活动也开始在我国二线城市举行，如 2007

年在太原举行世界小轮车锦标赛，说明了我国进入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主动开

发节事活动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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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节事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我国节事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举办“以节招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的城市节事活动，来推介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塑造城市的整体形象，

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加速发展，已在全国形成了热潮，并渐渐形成了一种

政府显示政绩的“时尚”。综合分析，我国节事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举办城市规模不一，节事活动数量众多，缺乏品牌知名度与国际化水

平。从城市规模上看，大到北京、上海，小到一些县级市几乎都有各自的节

事活动；举办节事的城市（镇）数量、每一城市举办的节事数量都还在逐渐

增加。但与西方一些具有长期举办历史的节事相比，我国多数城市节事活动

举办届期都不长，能持续举办并发展成为国际节事活动的则更是屈指可数。

比如，我国举办历史较长的有洛阳牡丹节，从 1982 年第一届开始，至今已有

29 届。与此相比，西班牙的斗牛节举办期已长达 4 个世纪，节间活动多达 160

项。

2）节事活动类型多样，但是主题存在一定重复雷同现象，缺乏文化深度。

前面提到，我国的节事活动有 8 种主要的活动类型，可谓丰富多彩。但是大

多以资源导向型节事居多。其中以物产餐饮型、历史文化型、民俗风情型和

自然景观型的节事活动所占比例较大，四者合计占我国节事活动市场的 74%。

同时，国内许多节事活动在诸如节事主题、活动内容、运作方式、管理模式

等方面存在相互模仿、重复办节的现象，品牌节事活动数量不多。

3）节事活动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市场化模式有待加强。在我国，城市节事

活动多数是由当地政府部门牵头主办的，由于政府在节事活动策划、运作能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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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专业性不强，大多按行政方式运作，市场作用发挥不足，从而导致节事活动效

果不够理想。

目前，我国节事活动的运作模式大致可以分为 4 种主要类型：①一级政府（市

政府）主办模式；②政府某行政部门（如文化局）主办模式；③政府引导、企业

承办、市场运作模式；④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其中第三种模式，普遍被大多数

城市所采用，这种模式将整个节事活动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旅游、招商举措来

运作，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双赢”。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型节事活

动，如南宁国际民歌节、青岛国际啤酒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等都是采用此模式。

南宁市政府 1999 年开始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所有事务由举办地政府全权

负责，甚至连场馆安排都活跃着政府忙碌的身影，然而当年的广告集资与票证收

入仅为 500 万元。从 2002 年起，民歌节开始实行政府办节、公司运作、社会参

与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当年筹资总收入达 2 757 万元，实际支出 2 694 万元，

实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自此，民歌节逐步实行

全面市场化运作，率先成为我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节事活动。

4）举办形式呆板老套，无法吸引大规模公众参与。由于节事活动在运作模

式方面缺少新颖性与创造性，再加之节事活动本身知名度不高，内容缺乏文化内

涵等原因，直接导致了当地民众及外地游客参与节事活动不够理想，并由此导致

节事活动的成本过高，效果不显著。

5）节事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东多西少”的局面。我国节事活动主

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

旅游业也较为发达，因此举办的节事活动数量多、质量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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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经济发展缓慢和综合实力不强，导致节事数量偏少，质量相对较差。从整体上

看，我国节事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地域性差异大。

（2）我国城市节事活动开发与管理发展的建议

1）整合节事活动，彰显个性与特色，实现品牌化发展。针对目前我国节事

活动滥而不精、形式单一的现象，整合节事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在整合的基础上，

创造个性化、特色化的节事活动，打造本地区具有竞争力的节事品牌。节事活动

的个性、特色与品牌需要依附一定的客观载体。这些载体可以是某地独特的人文

或自然景观，也可以是某地的特色物产。比如，前面提到的洛阳牡丹节、青岛啤

酒节、大连国际服装节，都是国内一些成功的节事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切合当地实际情况和风俗习惯，有较强的娱乐观赏性，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节事

品牌。

2）加强政府引导、企业承办、市场运作的节事活动模式。目前，我国节事

活动的主导力量仍旧依靠各级政府，尤其是国际性大型节事活动的举办需要靠政

府去争取，并通过政府对外宣传与召集，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

协助办好节事活动。企业承办主要体现在节事活动的主题策划、节事活动内容的

精心设计、节事活动的全面服务等方面。整个节事活动的操作过程则应交给市场

来运作。比如，节事活动的赞助商、冠名权、广告宣传等方面，都可以采用公开

招标、公平竞争的方式，激励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参加到节事活动中。

3）加强节事活动促销与城市目的地营销。节事活动持续时间一般较短，产

品性质特殊，临时调整难度大，因此对促销的要求较高，除一般惯用的促销手

段外，还可以采取互联网促销，聘请专业性中介公司推进市场化和专业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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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节事活动在地方品牌化中所具有的“作为促进

城市发展的动力，强化地方意识；作为城市形象的塑造者，提升城市声誉；作

为城市旅游吸引物，构成旅游产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提升旅游吸引物

和城市目的地地位的催化剂，拉动地方基础建设”的作用（Getz·D，1997），

将节事活动作为城市特殊的营销战略或城市目的地营销计划的组成部分，融入

到城市营销或营销城市的活动中去。

4）加强宏观调控，因地制宜，促进节事活动的合理化时空分布。由于我国

节事活动的举办往往是依托于当地最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和物产，在空间分布上

表现出东部多、西部少的不均衡特点，因此在节事活动的举办中必须强调宏观调

控和指导，强调因地制宜，从而促进节事活动在时空分布和类型上更趋合理和完

善，形成良性的整合态势。比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经济文化及旅游业高度发

达的优势，努力提升节事活动品质，促进其升级和转型，形成一些有重要影响的

标志性节事；西部地区则应充分认识当地的资源现状，了解市场需求，将丰富多

彩的自然资源、浓郁的民俗风情充分利用，大力发展以资源型为主导的节事活动，

培育出地域特色鲜明、民族特色突出的重大或标志性节事活动，建立地方城市节

事品牌。

我国节事活动，需要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结合地域特色、资源优势，体现

民族习俗文化，通过政府协调节事活动的开展，打造一个又一个具有民族性、地

域性、国家性的品牌节事活动。

3．我国节事活动的发展趋势

（1）我国节事活动文化内涵更加丰富 节事活动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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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化记忆的符号和载体，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否，决定了这个节事活动是否延

续和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加大节事活动文化内涵上下了一番功夫，都

十分注意将多元文化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纵观全国

的节事活动，真正使人印象深刻的，都是注重做文化的，主要表现为以下 6 个方

面特点：注意挖掘本土文化；坚持弘扬传统文化；大力挖掘独特文化；不断吸收

外来文化；继续展示现代文化；积极普及大众文化。

（2）我国节事活动将向产业化趋势发展 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是举

办节事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所以发展节事活动产业势在必行。各举办者都注意

使节事活动产业化，不仅通过举办节事活动达到发展城市的目的，而且节事活动

的运作也在产业化。加强协调监控，减少行政成本，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同时，争

取经济效益的增长，实现节事活动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目前不少节事活动从策划、集资、广告、会务、展览、场地布置、搭建、纪

念品、宣传等都有专业的节事活动策划公司和机构承担，通过招标合作的形式完

善现代节事活动的产业链条，大大提高了节事活动的水平，使节事活动真正走上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如中国宜昌长江三峡国

际旅游节。

（3）我国节事活动将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多元化体现在举办地多元化、模式

多元化、主题活动多元化等方面。很多的节事活动跨越一个举办地，甚至全国举

办，在主题活动上也不是单一的活动项目，而是文艺晚会、招商会、研讨会、论

坛等多种主题形式的活动相融合。

（4）我国节事活动将向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市场化是国外成功节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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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运作模式，由大型专门的服务或策划公司承办，政府行为只起着协调、支持

的作用。我国目前就要建立与国际活动业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根据目标市场打造

节事活动品牌，广泛协作联合，注重宣传促销，尽快引进、培养专业管理人才，

实施专业化管理，使我国节事活动与国际规范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