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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旅游云旅游，，不仅看上去很美不仅看上去很美
本报记者 张 雪

“你想看看黄山的日出日落吗？”“你想

看看苍山洱海的云卷云舒吗？”在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不能奔向远方的日子里，用一部

手机云游四海，或许能弥补些许遗憾。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云旅游

在疫情期间热起来，它慰藉着人们向往诗和

远 方 的 心 灵 ，也 成 为 旅 游 人 的 一 种 替 代

选择。

助力旅游业复苏

平遥古城来了，雄伟泰山来了，西双版

纳傣族园来了⋯⋯5 月 19 日，在第 12 个“中

国旅游日”开展“万名导游带你云旅游”活

动，透过手机镜头，祖国的大好河山与游客

们“云端”相聚。此前一天是国际博物馆日，

各地的博物馆接力开启直播等活动，让文物

触“手”可及。

游客们一边云游一边评论，“感谢主播

让我躺在床上看到了山顶日出”“兵马俑可

以用放大镜看细节，和现场观看有不一样的

视角体验呢”⋯⋯

随着 5G、VR 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曾经

只能通过照片、文字被记录的风景名胜在手

机上变得活灵活现，这让不能身临其境的人

们隔着屏幕找到了旅游的快乐。

“所谓云旅游，涵盖了足不出户通过数

字化、虚拟化等智慧化手段实现旅游体验的

总和。具体而言，云旅游的常见形式包括非

带 货 类 的 旅 游 直 播 、旅 游 短 视 频 、旅 游

Vlog、VR 虚拟旅游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邓宁表示。

受疫情影响，人们的旅游出行受限，这

让云旅游在短时间内聚集了令人无法忽视

的流量。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巨量引擎城市

研究院发布的《五一抖音旅行报告》显示，今

年“五一”假期，共有 2.5 亿人次在直播间跟

着导游打卡景点；网友宅家观看旅行视频，

完成了 38.5 亿次云旅游。

樊润泉是携程旅行网上的一名主播，平

时的工作是通过直播带网友打卡景区、酒店

等。他说，一场 40 分钟的直播通常会吸引

约 50 万人次观看。“透过我们的镜头和讲

解，很多人会被种草，产生旅游消费的冲动，

即使当下无法成行，也会把我们的推荐放进

愿望清单。”在他看来，云旅游虽然不能算作

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但它“种下的草”为旅游

业的复苏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疫情之下，借助云旅游的流量效应，为

疫情过后游客的回归增加了可见度和关注

度，成旅游目的地的现实需求。”飞猪旅行网

度假事业部副总经理崔宇鹏说，除了国内目

的地，众多海外热门目的地也加入云旅游的

队伍中。截至目前，包括泰国、德国、法国、

英国等国家数十个境外目的地旅游局已陆

续登录飞猪官方直播间，单场直播最高观看

量达 114.5 万人次。

将流量转化为销量

“泰山娟姐”本名张娟，是抖音上的红

人，她每周固定开播带网友领略泰山等地的

壮美风光。张娟原本是一名导游，她说受疫

情影响，旅游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整个

链条上的从业者都面临转型的问题。看到

身边有朋友依靠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张娟

决定用自己做专业导游的优势开播。

2020 年 5 月 15 日，“泰山娟姐”在抖音

上首秀，效果大大超出她的想象，“以前做导

游时，通常只面对 30 个人，现在一场直播可

以同时有几万人在线观看，最多的时候甚至

有几十万人。”网友的关注让张娟坚定了信

心，既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在直播中传递

正能量，也能利用人气为泰山特产和自己家

乡特产带货增加收入。和张娟一样，很多曾

经活跃在各大景区的导游也在通过云旅游

实现转型发展。

通过云旅游获得关注的景区、酒店、餐

饮等企业，关心着如何将流量转化为销量。

“我们会从消费者的角度体会购买者的关注

点在哪里，在拍摄过程中突出特色，在直播

时解答好各种问题，让大家看后想去体验和

消费。”樊润泉说，被成功种草的消费者可以

直接点击链接购买旅游产品，“这类产品一

般都会给消费者提供一个较长的出行时间

选择，在最终核销前可以随时退改，避免疫

情的不确定性给消费者带来损失”。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晓青表示，云

旅游的内容输出有助于扩大销售，直播是内

容转化率相当高的一种形式。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超过 80%的酒店

品牌都与携程 BOSS 直播

有过合作，44%的用户观

看直播后会在 24 小时内

下单直播间商品。

此外，借助云旅游，很

多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实现

了国宝在云端呈现、云端

讲解，积累的人气带动了

文创产品的云端销售。

在邓宁看来，云旅游能将线上的关注

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具体的形式包括，通过

云旅游产生旅游冲动，进而购买目的地、旅

行社产品；预订某些极具性价比的预期产

品，比如酒店、机票等；购买旅游目的地周边

产品，比如特产、纪念品等，这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疫情之下旅游企业的经营困难。

还会持续多久

“云旅游可以看作是线下旅游无法开展

时的一种替代方案。疫情过后，云旅游的热

度肯定会有所下降，但从目的地营销层面

看，旅游博主的个人 IP、旅游短视频的视觉

冲击和旅游直播带货给出的爆款价格，已形

成营销引流和产品销售的新范式。”邓宁认

为，在这种趋势下，旅游业势必会追赶这波

流量红利。

“在云旅游的相关视频中，有大量网友

的评论和反馈，游客可以作为参考，提前获

取旅游信息，进行在线咨询与预订等。”抖音

相关负责人认为，云旅游可以成为一种常态

化的旅游目的地推广模式。今年 2 月起，由

字节跳动公益与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发起的

“山里 DOU 是好风光”项目陆续在广西、四

川、河南、山西等地落地，项目通过直播、短

视频等方式助力目的地营销，为旅游业复

苏、农民增收蓄力。抢抓云旅游营销的红

利，离不开一定的专业技能。抖音相关

负责人表示，“刚接触云旅游的地方，大

多存在缺少专业人员的问题，对运营团

队的构成、方法与规则等不了解。为此，我

们不断开展免费线上直播培训，希望能帮助

当地更多人掌握直播云旅游的技能”。

云旅游虽然无法带来身临其境的旅游

感受，但相比走马观花

式的实地旅游，云旅游借

助数字技术等丰富旅游

体验，等疫情结束后，可以

作为实地旅游的有益补充。

“云旅游直播的方式可

以讲解更多知识点，让旅游

体验更加有趣和细致。”飞猪

旅 行 网 的 解 说 达 人 陶 锐 表

示。数字化创新让博物馆

等目的地更容易接近和参

与，这能帮助观众理解复杂

且微妙的概念。飞猪数据显

示，“五一”假期，故宫博物

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恭王

府、金沙遗址博物馆 4 场直播观看

量超 400 万人次。除直播云旅游

外，飞猪还将数字技术融入博物馆

等文化类景点的旅游体验中。

可以预见，围绕云旅游的服

务创新，将不断提升景区、博物馆

等 旅 游 目 的 地 的 智 慧 化 服 务 水

平。“云旅游在提升吸引力与文化

内涵以及增强游览体验上将发挥

长远作用。”邓

宁表示。

云市集该如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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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古 市 集 、公 益 市 集 、社 区 市

集 ⋯⋯一场场市集在云端开启。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博物馆、旅游

景点、商场客流量减少，线下市集受到

不小影响。为了破局，市集运营者积

极开拓线上渠道，集聚一些小众可爱

的趣味好物、五花八门的新锐品牌，吸

引年轻人打卡“赶集”。

与传统意义上的夜市、跳蚤市场不

同，线上及线下的市集更像是一种城市

生活的载体，不只是售卖商品的场所，

更承担着城市文化内容的展示、特色小

型展览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

的社交需求，同时还为初创独立设计品

牌带来“练摊”和成长的机会，为创客们

提供“小试牛刀”的空间。根据《2021年

国货吃喝消费趋势报道》，一些市集已

成为不少新消费品牌走到线下的最佳

选择，一些新零售品牌都选择在线下市

集完成初次亮相。

随着市集数量的增加，也出现了

“市集有余而创意不足”的情况，一些

市集内容同质化，没有主打特色，主题

不鲜明，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市集品

牌等。在一些市集里，常见的仍然是

特产、饰品等普通商品，甚至部分市集

摊主将普通商品当作创意品来卖。久

而久之，降低了消费者的参与热情，破

坏了市集口碑。

当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

徒有热闹的形式、空洞的概念，市集可

能会昙花一现。如何让有意思的市集

更有意义，并长久地火下去？

回应诉求，提供沉浸式体验。逛市集，放松的是心情，感

受的是潮流。对消费者来说，他们逛市集不只是为了购买商

品，更是希望发现新鲜的事物、获得新奇的体验。线上的市集

需要提升用户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利用“场景化+特色”吸引

年轻人。线下的市集则需要不断丰富活动形式，通过举办音

乐节、艺术节，或者推出手工制作体验项目，带给人们多层次、

更丰富的体验。

重视原创，挖掘独特 IP。每座城市都有自己深厚的历

史和文化积淀，通过挖掘当地独特的 IP，结合丰富的场景、

新奇的事物等，给市集爱好者带来新奇体验，进而集聚人

气，让市集在“流量”效应中发展成为“留量”。成都的“春熙

路文创市集”就曾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在线上，

有直播带货活动，并以直播形式传播成都非遗文化等；在线

下，除了展示文创商品，还有剪纸艺术作品展、川剧表演等

文化活动，让逛市集的人可以坐下来，呷一口清茶，细品市

井生活的乐趣。

注重孵化，培育市集品牌。现在大多数运营市集的品牌

刚起步，开发形式较为单一，仅作为文创等产品的交易平台。

应围绕细分领域，通过开发多种资源，探索多元化的经营形

态，提升市集的策划和组织运营能力，培育出叫得响的市集品

牌。一个个市集看似不起眼，但只要

精心运营，就有可能成为城市中的热

门打卡地，甚至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