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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李赛男

一、内蒙古旅游业发展

现状

（一）内蒙古旅游业相关政策

围绕“把内蒙古建设成为

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

标，内蒙古深入推进全域旅游、

四季旅游、优质旅游，旅游产

业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近

年来，内蒙古制定并实施了多

项旅游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

旅游产业良好发展，促进了各

盟市间旅游产业的均衡发展。

2022 年相关部门制定了《内蒙

古自治区 2022 年坚持稳中求进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自治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2022 版）》《内蒙古

自治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

《 自 治 区 关 于 接 触 性 聚 集 性 服

务业纾困若干政策措施》等政

策，并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

城市游、近郊游、乡村游的通

知》《自治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关于做好支持旅游

业恢复发展及促进旅游消费工

摘  要 ：旅游创新是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此，为了满足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实现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应该大力推动旅游产业创新转型发

展。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内蒙古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找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提出

促进其创新发展的对策路径，旨在为促进内蒙古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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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干部包联旅游景区工作方案》

《旅行社招徕区外游客入内蒙古

奖励实施方案》《自治区旅游业

2022 年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新

政策、新举措。通过实施促进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七大行动，帮助

企业拓展客源市场，降低经营成

本，减轻经营压力，全面支持文

化旅游业恢复发展。

各盟市结合实际推出了企

业奖补、费用减免、防疫补贴、

停工稳岗补助等政策措施。例

如，呼伦贝尔市为鼓励冰雪旅游

高质量发展采取了补贴的办法，

包头市每年拿出 5000 万元奖励

文化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此

外，相关部门建立了自治区文化

旅游重点项目库，向金融机构推

荐具备融资条件且企业有融资意

愿的项目。并且，旅游产业相关

部门不断加强旅游政策的对接服

务，积极配合其他政府部门推动

政策优化实施。各项政策法规与

规章制度的出台实施，均有力促

进了自治区旅游产业持续恢复发

展，有助于提高旅游产业经济实

力，从而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方

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内蒙古旅游业总体发

展规模

2014-2019 年，内蒙古自治

区旅游业发展迅速，接待国内游

客总量逐年持续增加，年增长率

均在 10% 以上 ；国内旅游收入

逐年增长，年增长率均在 15% 以

上。2019 年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

数量从 2014 年的 7414.9 万人次

增长到了 19316.7 万人次，同比

增长了 50.25% ；2019 年内蒙古

实现国内旅游营业收入从 2014

年 的 1745 亿 元 增 长 到 了 4558.5

亿元，同比增长了 16.17% ；由此

可见，内蒙古旅游产业发展的综

合实力在逐年提升。

但 是 到 2020-2022 年， 内

蒙古旅游产业发展受到了较大

阻碍。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

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内蒙古旅

游业经济水平下滑较大，接待

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增长率均

出现了负增长，接待国内游客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2 年内蒙古北宸智库研究中心项目“内蒙古服务业创新发展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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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 为 12494 万 人 次， 同 比 降

低 了 35.23%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入 2404.1 亿元，同比下降了

47.26%。2021 年内蒙古接待国

内游客数量略有增长，同比增

长 5.06%， 恢 复 到 2019 年 同 期

接待水平的 67.96%。但是实现

的国内旅游收入下降幅度较大，

同比下降 39.25%，较 2019 年降

低了 67.96%。2022 年内蒙古旅

游业进一步萎缩，全年接待国内

游客仅为 9249.1 万人次，同比

降低了 29.54% ；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1053.9 亿元，同比下降了

27.84%。具体数据见图 1 和图 2。

二、内蒙古旅游业产业

创新成效

（一）积极打造全域旅游

内蒙古依托不同类型的旅

游资源，推动自治区东中西部地

区旅游产业差异化协调发展。内

蒙古东部地区旅游产业发展重点

主要包括生态旅游、边境旅游、

冰雪旅游 ；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重

点发展文化遗产、草原风情、健

康体育和休闲度假 ；西部地区重

点发展生态旅游、沙漠休闲和自

驾越野。通过在东中西不同区域

因地制宜地推出不同类型的创新

旅游产品，积极打造自治区全域

旅游发展模式。在“旅游 +”和

“+ 旅游”理念指导下，自治区已

有 15 个盟市被列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单位，24 个盟市

被列为自治区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

（二）大力发展冬季旅游

2022 年内蒙古以“激情迎

冬奥冰雪内蒙古”为主题，推出

了内蒙古冬季旅游黄金线路和特

色体验，举办系列冬季旅游节庆

活动和各盟市配套活动。内蒙古

通过将冰雪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创新了诸多高质量的冬季

旅游产品，持续提高了自治区冬

季旅游品牌的影响力。各盟市相

继推出了系列的主题冰雪旅游节

等旅游活动，形成了具有代表性

的冬季旅游品牌。根据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相关资料显示，2022

年春节期间，内蒙古共接待国

内 游 客 43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6%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3 亿

元，同比增长 58%。

（三）文化旅游发展成效显著

内蒙古通过发挥文化和旅

游资源优势，促进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注重提升旅游内涵品质，

丰富文化传播方式，文化旅游产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图 1   2014-2022 年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数量及增长率（单位：万人次 ；%）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图 2   2014-2022 年内蒙古国内旅游收入及增长率（单位：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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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发展成效显著。根据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资料显示，

2021-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先

后荣获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品牌

称号 22 个，创建示范项目 70 多

个，推出了精品旅游线路 100 多

条。内蒙古各地通过文化演艺产

品研发与推广，以融合地方文化

元素的演艺产品为抓手，把精美

的文化历史故事作为宣传营销旅

游业的具体措施，提升了内蒙古

各大城市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例

如，呼和浩特推出的《马可·波

罗传奇》《千古马颂》，呼伦贝尔

推出的《天边》、锡林郭勒推出

的《梦之都》、包头推出的《梦

回秦长城》等系列文化演艺项

目，促进了内蒙古文化旅游产业

有效融合，显著提高了内蒙古文

旅产业的发展水平。

三、内蒙古旅游业创新

发展面临的问题

（ 一） 旅 游 投 资 体制不健

全，发展方式不平衡

虽然旅游业发展受到自治

区各级政府多项政策支持，但是

对于旅游业的整体投入力度依然

不足，社会投资和外商投资力度

亟待提高。由于旅游产业投资体

制不健全，旅游业缺乏可持续的

资金投入，资源环境保护和重点

景区建设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

持，影响了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此外，内蒙古旅游业发展规

模未形成有机整体，区域关联性

较低，未形成“以点带面”的旅

游发展格局。导致旅游业发展规

模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发展方

式不平衡，自治区旅游业发展方

式仍以资源依赖的粗放型外延式

开发为主，因而需要加快转变旅

游产业发展方式。由于旅游业发

展方式不平衡不充分，因而不能

满足消费者对旅游个性化、多元

化、品质化的需求，影响了消费

者对旅游产品的精神满足。发展

方式不平衡导致高品质旅游产品

有效供给不足与消费者对高质量

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高度需求，构

成了内蒙古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

矛盾。

（二）产品创新程度低，高

品质旅游产品供给不足

从旅游产品开发情况来看，

围绕草原风情、沙漠风情等开发

的旅游产品表现形式单一，旅游

产品创新程度较低，文化产业与

旅游产业的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

提高。由于旅游产品创新程度

低、产业链延伸不充分，消费者

在旅游过程中很难体验到具有特

色的精细化、差异化旅游产品。

此外，随着微信、自媒体等网络

自发组织的旅游，以及户外俱乐

部、自驾游俱乐部等社会旅游组

织的兴起，可供参考的出游精品

线路及服务指引仍显势单力薄。

沿线服务功能不足、信息化程度

偏低，休憩驿站、慢行步道、信

息化等旅游服务设施无法满足新

时代游客的高品质、多样化、个

性化服务需求。

（三）创新营销能力不足，

缺少具有影响力旅游品牌

内蒙古旅游产业宣传营销

推广环节缺乏创新，部分盟市具

有特色的旅游品牌资源没有充分

挖掘，不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在

部分人的认知中，提到内蒙古旅

游仅能联想到草原、骑马、蒙古

包等传统民族元素，对于自治区

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人文等旅游

内容没有足够的深度了解。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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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内蒙古对于旅游文化深度

挖掘不够，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

的旅游品牌故事，针对旅游产品

缺乏有效宣传，创新营销能力不

足，没有对区内外游客产生强烈

吸引力，缺乏具有广度和深度的

优秀旅游品牌。

四、内蒙古旅游业创新

发展路径

（一）推动内蒙古旅游创新

系统建设

要借助“西部大开发”“沿

边开放”“一带一路”等战略机

遇，树立“建设旅游创新系统”

的理念。通过促进旅游创新主体

的发展，缩小旅游创新资源与其

他省区的差距。制定鼓励旅游产

业创新活动的政策，营造良好的

旅游创新氛围，确保创新人才和

经费的投入，形成旅游创新学习

型区域。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整

体素质，培养创新性旅游人才，

大力推动旅游人才智库建设。推

动内蒙古区域旅游创新协调发

展，积极引导旅游创新资源在区

域间的合理配置。通过推动内蒙

古旅游创新系统建设，提升旅游

创新系统的建设格局，从而提升

自治区旅游产业的创新水平。

（二）创新区域旅游品牌形

象与营销方式

要创新自治区区域旅游产

品宣传理念，多渠道搭建宣传平

台，开发创新线上宣传产品，开

展云发布、慢直播等网上营销推

广活动，研究制定具有自治区旅

游特色的宣传方案，提升各个盟

市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要为内蒙古传统旅游品牌

中加入创新元素，并创新营销宣

传方式，从内容、形式、渠道等

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创新 , 充分

展现全区具有新意的旅游特色，

从而增强区域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与吸引力。

（三）创新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方式

通过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内

涵，进一步创新文化和旅游产业

的融合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内蒙

古旅游业创新发展，还可以使其

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和

手段。要大力推动旅游演艺、文

化遗产旅游、文化主题酒店、特

色节庆展会等提质升级，支持建

设集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于一

体的文化和旅游综合体，鼓励在

城市更新中发展文化旅游休闲街

区，培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

新业态，持续形成新的消费增长

点、增长极。

（四）推动数字化在旅游产

业中创新应用

拓展旅游行业互联网的应

用场景，推动数字化在旅游产业

中创新应用，是促进内蒙古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首

先，要推动数字化在旅游产业中

的创新应用，推进旅游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发展，推动

数字化技术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与普及 ；其次，要完善智慧文旅

平台，加强与盟市文化和旅游部

门的数据对接和共享。加快推

进“游内蒙古”小程序的普及与

应用，利用智慧文旅平台做好文

化和旅游资源的宣传和展示 ；此

外，要加强旅游数据资源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覆盖全区的旅游数

据开放和共享机制，鼓励各地区

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

势，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

在线上演播、智慧景区打造、新

场景应用、新业态培育等方面的

广泛应用，积极发展数字旅游、

智慧旅游，有效推动数字化在旅

游产业中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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