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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Corporat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Building New 
Advanta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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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corporate culture plays a vital role. At present, China’s tourism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lags behind the pace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urism-related enterprises need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of “point, line and surface” of tourism culture, 
and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ourism enterprises, so as to create new development advantages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leap progres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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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企业文化意识，构筑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田宠

桂林旅游学院，中国·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

在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当前中国旅游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旅游业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而企业文化建设却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步伐。与旅游相关的企业需要深化对文化内涵的认识，
全社会都应正确理解旅游文化的“点、线、面”融合，共同努力提高旅游企业的整体素质，这样才能为旅游产业创造新的
发展优势，并推动旅游产业的飞跃式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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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崛起，人们对于旅游

的定义变得更为熟悉，这也使得对旅游企业文化深度的需求

日益增强，因此人们在旅游消费上更多地是对文化的追求。

因此，旅游企业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重视自己的核心价

值——文化。对旅游公司而言，今日的竞争优势源于昨日的

文化积淀，而今日的文化则预示着明日的盈利，与旅游有关

的企业在更高的层面上的争夺实际上是文化的较量。旅游企

业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存在形式，其经营理念、营销策略等

都要受到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影响。在旅行的旅程中，游客

不仅深入体验了旅游企业的文化，还沉浸在其中，从而对旅

游企业的深层含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旅游企业只有

将其文化理念渗透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去才能真正发挥自身

优势，获得发展空间。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旅游行业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提升企业的文化认知已经变成了旅

游学者们普遍关心的议题。

2 旅游企业文化的内涵

旅游企业依赖于丰富的旅游资源，并以实体的空间设

备、资源以及无形的服务价值为基石，在旅游消费服务行业

中进行独立的经营和核算。旅游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

会经济组织，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旅游企

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其核心价值观念实际上是旅游企业

文化。旅游企业文化是由一系列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构成

要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涵盖了企

业的核心价值观，还包括了相应的审美观点、信仰、企业形

象、企业精神、企业传统、企业风气以及组织结构、规章制度、

道德规范等。旅游企业文化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和动态性特

点。从内容角度看，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旅游企

业的思维方式需要与时代同步，因此旅游企业的文化应当是

前沿的。因为旅游企业只有树立起先进的观念，才能更好地

发展自己。第二个层面涉及科技的普及程度，随着计算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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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出现，旅游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第三个

层次是社会环境对旅游业影响程度，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

旅游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首要的一层要求旅游公司的文明

水平必须与当前时代的节奏相一致。第二个层次是旅游企业

文化的先进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产物。旅游行业的企业文化

应当是健全的、积极向前的，并且能够引领整个时代的潮流。

3 打好旅游企业“文化牌”的意义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旅游业已经步入了一

个创新的阶段，各种新的事物和观念不断地被融入旅游的定

义中。在这一形势下，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

行业之一，同时也是竞争最为剧烈的一个产业。面对市场的

激烈竞争，旅游行业的员工迫切地需要提高他们的市场认

知、竞争精神和创新思维。要培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人才，

必须加强旅游企业文化建设。旅游行业的企业文化可以为整

个企业及其每位成员提供方向指引。它是一种凝聚人心、鼓

舞士气、激发斗志的精神力量。它具有指导和规范员工行为

的能力，能让员工感受到强烈的责任心，激发他们持续的动

力，并转化为无尽的精神动力。同时旅游企业文化又是一种

无形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形资源所不能替代的功

能与价值，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旅游行业的企业文

化不仅能帮助员工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还能促使他们在思维

和行动上达到一致，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4 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谐发展的思路

旅游公司应当持续刷新其思维模式和观念，创新其思

考方法，并擅长从他人那里吸取经验，同时也要发挥自己的

优势。

①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建设和创新，中国拥有丰富的旅

游文化传统，美丽的山水风光，众多的文物和古迹以及众多

的名人和智者。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

等密切相关。旅游行业的企业文化就像一棵有根之树和源头

的树，它应当是充满活力的。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发展最

快的产业之一，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塑造了各自独特的旅游文化，并塑

造了各自独特的旅游风格。大规模地挖掘和利用我国的旅游

文化资源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②强调集思广益的核心价值。在旅游企业的文化建设

过程中，强调人的中心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加强对

人才的培训，我们才能提高旅游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培育他

们的共同价值观，并加强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认识，从而实

现旅游经济的真正飞跃。

③培育出独特的思维方式。其次是服务特色，服务必

须做到人性化和个性化。首要考虑的是该行业的独特性，那

些在旅游行业表现出“四不像”的司机，他们的行为和言语

都应该遵循一定的规范，与人交往和处理物品时，不能表现

得像是在进行货物运输；旅游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树立

起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内涵，并通过这种个性化的表现方

式来提升自身形象。接下来，我们需要不断追求卓越，并致

力于塑造品牌的独特风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软实

力”。旅游作为一种特殊产业，其产品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特

性和吸引力。打造一个卓越的品牌不仅是企业形象的象征，

更是一个地区特色的体现。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独特资

源，打造出“我拥有他人所没有的，而他人所拥有的，我更

胜一筹”的模式，这正是中国众多旅游公司真正体现其价值

的关键。

④以适应旅游行业新的发展趋势作为旅游企业文化的

主导方向。因此，在开发旅游产品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随

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对于休闲旅游产品和养生

保健旅游产品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旺盛，这已经逐步成为国

内外旅游行业的一种趋势和潮流。因此，在当前激烈竞争的

市场环境下，旅游企业必须树立全新的企业文化理念，使自

己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多变的需要。我们重视游客的精

神体验和文化满足感，通过欣赏生态美景、体验生态环境、

享受生态食品、感受生态文化等方式，从而实现消除疲劳、

保健养生、发展自我的目的。只有在观念上、管理方法上不

断创新，才能使旅游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在新经济时代，创

新不仅是市场经济成长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一个突出的

特质，缺乏创新思维的旅游公司将面临生存的困境。把创新

定位为旅游企业的日常目标和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对于旅

游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和与全球接轨具有极其关键的

作用。

5 “点、线、面”结合，全社会共同打造旅
游企业文化平台

5.1 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企业文化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在制定旅游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政府对产业的引

导和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影响。由于

旅游文化的综合性特质，政府的主导作用变得尤为关键。因

此，政府应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和保护。经验表

明，在中国当前的旅游行业发展阶段，采用政府主导的战略

方针是与我国旅游业实际发展状况相契合的。大力推进“全

域旅游”战略实施，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城市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舒适安全便捷的旅行环境，

营造良好的休闲娱乐氛围，推动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为了

促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政府必须创造一个积极的宏观文化

氛围。①政府应当高度关注旅游业的壮大，并采纳“大旅游”

的发展策略，鼓励全社会共同创建高质量的品牌，从而形成

一个由政府主导、各部门负责、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旅游发展模式。②政府应当指导各企业塑造独特的企

业文化，增强官方的宣传力度，以提高地方旅游的吸引力。

通过充分运用媒体的官方信息、组织和参与各种旅游交易展

览以及举办具有特色的节庆活动等手段，以提升旅游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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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③政府有责任加强对旅游的整体规划，深入挖掘旅游企

业的文化价值，以保持其持续发展的动力。④政府应确保旅

游资源的开发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同步进行。在旅游资源

的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文化也应同步参与，以确保企业的

长期和稳定发展。

5.2 直接的旅游公司形成了连贯的线路
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把建设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作

为根本方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旅游

有关的企业应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

作为行动指南，在继承中华民族卓越文化和国有企业良好传

统的基础上，坚定地树立以人为中心和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发展观念。即企业文化建设要与市场经济接轨，与时

代发展同步，与企业自身特点结合起来。“三高”企业文化

的塑造：首先是高起点的要求。其次是经营高效益。所有的

直接旅游公司都应深刻理解“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理念：

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达到高标准并明确目标时，企业文化才能

得以塑造，从而实现“高效、快速、优质、经济、节约，并

始终保持前进的动力”；旅游行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

人才是核心竞争力。最后是追求高品质。社区通过建立“学

习型组织”，使学校与企业融为一体。只有当员工具备高度

的专业素养时，他们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责任感，从而确保内

部素质的提升和外部形象的塑造，以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方

向。在社区建立以“家”为中心的文化氛围，让员工有归属感，

让客户满意是社区企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5.3 旅游相关的学院和社区共同构建了一个支持网络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物质需求已不再满足于吃饱，而是更加追求吃得好、住得

舒心。旅游学院的教育和研究活动与企业文化紧密相连，强

化了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一方面，旅游学院为企业输送

了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并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另一方

面，企业的人才也进入学院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共同推动

企业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社区文化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个社区的建筑风格、饮食偏好、

服装搭配、民间节日庆典以及歌舞表演等方面，都构成了企

业文化建设的基础要素。社区所营造出的独特氛围有效地推

动了企业文化的持续发展。游客在此不仅能欣赏到壮观的自

然景色，还能深刻体验到社区居民的礼貌和人文修养以及他

们热情好客的态度，这与木地企业文化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

的自然画卷，也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6 结语

旅游行业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强烈关联性的行业。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有自己独

特而鲜明的企业特色。通过“点、线、面”的综合应用，塑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文化高层次发展的

关键途径。以品牌为依托，塑造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旅游企

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树立自己独特的形象和风格。只

有采取这种方式，旅游企业的工作效率才能得到提升。企业

为社会带来的不仅是产品的高品质，更是旅游业快速增长的

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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