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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夜市项目是为适应夜间旅游发展与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对白昼旅

游产品的一种延伸，而且是对旅游项目类型的一种补充。作为历史古城的典型代表

泉州市，一方面面临着旅游产品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旅游夜市的缺乏严重阻碍

着泉州旅游的发展。因此，将泉州市旅游夜市项目的开发作为论文研究的主题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本文基于文化创意的角度，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泉

州的旅游夜市项目开发问题展开分析。 根据不同的业态特点将旅游夜市大致分为

流动型、商圈型、观光型、文创型四大类，并对泉州旅游夜市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

析，认为文创型的旅游夜市能够将文化创意与旅游夜市有机融合，满足游客多元化

需求，使之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新型旅游模式，具有实际操作性。

文章以泉州目前最具典型的文创型旅游夜市——领SHOW天地为例子，对其管理模式

、业态规划、营销模式以及盈利模式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此为典范开发

泉州旅游夜市项目，并在结论中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拓展商品业态种类、深度

挖掘文化内涵、策划旅游夜市的整体形象等措施。

作为从文化创意视角提出的旅游夜市项目开发的全新尝试，本文将文化创意作为一

种指引未来的新的旅游产业的发展观，新的发展方式与手段内化于泉州旅游夜市的

发展过程中。但存在以下局限与不足：对泉州文化的研究深度不够，可能影响对文

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对文创型旅游夜市的构建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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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t Night Fair” project i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emand of night

tourism, which is not just an extension of day tourism ,but also its own market.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storic city, QuanZhou is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n one hand, money has been invested in

creating various establishmen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night tourism development in QuanZhou. Therefore, taking the “Tourist

Night Fair” project as the topic of the paper has a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lso has som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ourist Night Fair” projec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of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which is based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aspects. “Tourist Night Fair”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 These types are: mobile type, emporium type ,

sightseeing type and culture- creative typ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ormat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were sorted and made the distinctio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ourist Night Fair” in QuanZhou,

and holds that culture- creative type of “Tourist Night Fair” could integrat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t Night Fair” ,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tourists and

to make a new mode of travel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and practical.

The paper takes “LingShow”, which is currently the most typical project in

QuanZhou, as an example, by analyzing its management model, format planning,

marketing model and profit model to learn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to take it

as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Night Fair” project. The conclusion

raises the initiatives of the “Tourist Night Fair”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other

measure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tourism resources and market demand. 

As a new try of developing “Tourist Night Fair”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creativity ,this article takes culture creativity as a guide for future , internali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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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view ,new ways and new means of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Night Fair”. However, there are also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the study of QuanZhou culture is not deep enough, which may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ddition, the building of culture-

creative type of “Tourist Night Fair” need to be further deepened.
         

Keywords: QuanZhouCultural and Creative“Tourist Night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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