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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Region Tourism Brand Design in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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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whole region tourist in Panyu, study the con-
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brand in Pany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design, explore the ideas 
and directions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brand design, and finally bring the tourists' deep experience of Lingnan cul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ervice design, field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whole region tourism in Panyu, and the 
problems in whole region tourism service of Panyu were summarized to look for design opportunities. It is an innovative 
and feasible way to design whole region tourism brand in Panyu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ervice design. It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culture in Panyu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in P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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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市场化、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

旅游休闲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兴体验消费。全域

旅游是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战略理念应运而

生的产物[1]。番禺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

通过对番禺全域旅游进行考察，引入当前设计领域热

门的服务设计理念，挖掘番禺全域旅游特色文化资源

及其文化特征，探索番禺全域旅游产品的构建与应用

的思路和方向，以提升旅客的体验满意度和番禺全域

旅游的美誉度。同时为其他地区的全域旅游产品服务

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1  番禺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全域旅游以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强调

旅游与文化资源的结合，是现代旅游发展的新方向，

同时也是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创造自身竞争优势

的重要方式。番禺区以创建“国家（优质）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契机，通过旅游休闲区点的全域整合创新、

旅游相关产业的全链融合集聚、旅游环境形象的全民

共建共享、旅游服务管理的全面提质增效等四大“发

展路径”，通过“服务流程设计”和“旅游+”促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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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番禺旅游资源 
Fig.1  Tourism resources of Panyu 

 

 
 

图 2  旅游服务三个阶段 
Fig.2  Three stages of tourism service 

 
区、城市、街镇、乡村、道路旅游吸引物体系不断完

善，旅游纵向全产业链、横向全产业群逐渐形成，优

质旅游服务、高效旅游管理提供，主客共商共建共享

局面出现，从而实现“核心景区带动片区旅游、片区

经济，片区旅游、片区经济带动全域旅游、区域经济”

发展。 
番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见图 1），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位置，是岭南的“鱼米之乡”，

岭南文化源地，各片区核心旅游资源景区点突出，其

中包括：北部片区的大学城、大学城新城的中央生态

公园、广东科学中心、岭南印象园、德康二陵，中部

片区的广州南站、长隆旅游度假区、万博商务中心、

钻汇珠宝采购中心、余荫山房，西部片区的沙湾古镇、

宝墨园、大夫山，东部片区的莲花山、海鸥岛、大岭

村、亚运城等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景区景点，为全域旅

游的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2]。 
番禺丰富的文化自然资源孕育了岭南独特的水

乡文化，推动了番禺文化旅游的建设发展。其中有以

沙湾古镇、余荫山房为代表的岭南建筑艺术，以龙舟

竞渡、沙湾飘色、沙坑醒师、鳌鱼舞、乞巧为代表的

岭南民俗文化和以广绣、广彩、广雕为代表的岭南工

艺艺术等丰富的文化资源。 

2  番禺全域旅游服务设计分析 

服务设计是一种设计思维方式，它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立场，通过对有形和无形接触点进行系统、有

组织地挖掘来创造价值，提高用户体验与服务质量的

设计活动[3]。旅游产品的核心是旅游服务，而旅游服

务的最终目的是让旅客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以前的

景点观光游式的旅游一般只要满足旅游的“食、住、

行、游、购”等基本功能即可，但在消费升级大背景

下，游客越来越重视旅游的文化体验和娱乐体验[4]。

在旅游产品服务中，一般分为旅游前、旅游中、旅游

后三个阶段，见图 2。传统的旅游产品中往往比较注

重旅游中的体验，忽略了旅游前后的旅游认知体验和

旅游后的情感体验，从而造成了旅游体验感差等问

题。因此，将服务设计的理念引入番禺全域旅游产品

中，以接触点为线索，对番禺全域旅游相关产业全链

融合、旅游环境形象等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流

程分析，帮助发现服务中的问题，重复探索和修正新

服务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为游客创造更好的

体验和价值。 
通过对番禺全域旅游产品的实地调研，分析番禺

全域旅游产品在旅游过程中几个重要的接触点，并从

中发现在旅游服务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旅游前的服务 

旅游前，游客会通过“目的地”了解目的地的代

表性景点、游玩攻略、游记等信息。旅游前的服务对

旅程体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旅游服务模糊会

直接造成旅程的行动失效。对番禺旅游服务调研发

现，在番禺旅游产品中，旅游线路规划缺乏个性、非

常单一，未能形成特色路线。“目的地”旅游信息模

糊分散，特别是在预定服务（如景点票务、交通、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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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没有智能系统的渠道，旅客都通过第三方平台

或目的地购买来到完成，造成旅游前的服务体验不佳。 

2.2  旅游中的服务 

在旅游过程中，体验式的旅游模式已成为主要的

旅游模式之一。体验式的旅游是让人们“沉浸”在旅

游情景中，而不是简单地“游走”。首先，番禺现有

的文化旅游景点多以静态观赏模式为主，旅游产品缺

乏参与感和互动性。其次，在文化的展陈方面使用的

形式也比较传统，游客在参观的过程中想深入了解当

地的文化，但又缺乏深入了解的途径与机制。再次，

虽然番禺全域旅游文化资源丰富且多样，但是对文化

的挖掘不充分，在内涵风格上不协调，存在关联度不

高、整体感不强等问题，这造成了番禺全域旅游的品

牌形象模糊，未能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最后，番禺

全域旅游的景点比较分散，公共交通不完善，资讯咨

询服务体系不完善，与追求以娱乐、休闲、审美为主

的文化旅游活动在价值取向上有距离，导致旅游服务

没能带来很好的体验感。  

2.3  旅游后的服务 

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里，消费者的服务反馈与服

务延续性也非常重要。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分

享有利于对“目的地”的二次宣传，能够提升其美誉

度。目前，番禺全域旅游服务中缺少官方服务评价与

交流服务平台，旅游后的服务没有延续性，因此大大

降低了旅客的服务体验。另外，番禺的特色旅游纪念

产品多以“土特产”为主，这些产品缺乏地域性文化

特征和创意，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3  通过服务设计打造番禺岭南水乡文化旅

游品牌 

旅游产品服务设计是从产品的整体链条来赋能，

从旅游产品创意开始，直到最后产品的迭代升级，都

需要用服务设计进行整体规划。番禺全域旅游公共服

务基本要素包括旅游基础设施、智慧旅游平台、旅游

安全管理、旅游标准体系、旅游优质服务等。其中，

旅游基础设施涉及推动“厕所革命”覆盖城乡全域，

构建畅达便捷交通网络，完善集散咨询服务体系，规

范完善旅游引导标识系统，合理配套建设旅游停车场

等；智慧旅游平台涉及旅游数据中心、旅游标识系统、

智慧旅游互动终端、游客投诉处理平台等。 
通过服务设计理念对番禺全域旅游公共服务优化

设计，有利于旅游服务品质的提升与体验优化，因此，

在对番禺全域旅游产品进行系统服务设计时：（1）构

建番禺岭南水乡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构建（移动）

互联网+旅游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3）特色纪念品设

计；（4）利用虚拟信息交互技术提升文化体验；（5）数

字影像丰富文化旅游形象内涵。 

3.1  构建番禺岭南水乡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的建立依赖于游客对旅游产品的第一

印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目的是为旅游区建立统

一、标准化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通过统一番禺全域

旅游形象，展示番禺岭南水乡文化的特色内涵，加深

游客对番禺的印象，并使其与游客产生心理共鸣，从

而吸引更多潜在的旅游客源。 

3.1.1  建立全域旅游品牌形象符号化 

全域旅游品牌形象的本质就在于提炼旅游目的

地的形象符号，利用可视化的方式将旅游品牌形象传

递给大众[5]。将文化内涵融入全域旅游和整体形象宣

传中，实施“区域旅游形象符号化、旅游产品品牌化

及符号化”战略，提炼番禺全域、各片区、各特色街

镇、特色乡村旅游形象的象征符号，以及旅游产品的

品牌符号，大力凸显番禺个性旅游形象，发展番禺优

势特色旅游产品，形成区域旅游优势特色产业。 
通过对番禺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的旅游资

源优势进行梳理，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城市理念融

合起来，提升旅游品牌的文化品位。 
在番禺全域旅游的品牌形象打造中，撷取岭南水

乡最具韵味的元素——锅耳墙作为符号主体，锅耳墙

又称鳌鱼墙，是岭南民居特有的建筑形式符号，更有

独占鳌头的美好寓意。以一笔洒脱的书法线条，画出

独一无二的岭南水乡，粤韵独特的番禺全域旅游品牌

形象符号。这种视觉形象识别符号，能让受众群体与

“岭南文化”相互得到联系，从而加强传播效果。番

禺全域旅游标识见图 3。 

3.1.2  规范各类旅游标识系统 

将区域旅游地、旅游片区、特色小镇、特色村落

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营造。规范区域旅游地、各旅游片

区、特色小镇、特色村落的环境导视系统（导览系统、

配套设施等）、旅游交通导视系统、旅游资讯服务系

统和公益导示系统等，通过构建规范的旅游形象体系，

打造整体统一的岭南水乡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有利于提

升游客的旅游体验[6]。番禺全域旅游导视系统见图 4。 

3.1.3  强化品牌宣传和服务特色 

在旅游内通过各宣传平台、媒介，包括电子屏、

建筑外墙、道路两侧、公共交通、网络平台、电视频

道等，不同程度地融入全域旅游元素，将外来游客进

入番禺的高铁站、城轨站、地铁站、汽车站、高速出

口、港口码头等空间纳入游客第一印象区或窗口形象

区的建设。通过提升服务和有效管理，如多种语言、

文明语言、微笑表情、热情姿势、广府服饰等，来强

化品牌宣传和服务特色，提升番禺全域旅游的知名度

与认知度。番禺全域旅游广告宣传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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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番禺全域旅游标识 
Fig.3  Logo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in Panyu 

 

 
 

图 4  番禺全域旅游导视系统 
Fig.4  Guide system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in Panyu 

 

 
 

图 5  番禺全域旅游广告宣传 
Fig.5  Advertising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in Panyu 

 
3.2 构建（移动）互联网+旅游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对传统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使旅游变得更加便利，也在逐渐转变人们的旅

游方式。旅游行业与移动新技术的融合，有助于解决

智慧出行的问题，提供无处不在的移动化旅游服务[7-8]，

因此，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和互动优势，对番

禺全域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搭建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对 旅 游 服 务 过 程 中 的 接 触 点 进 行 优 化 设 计 。 通 过

APP、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加强区域之间、企业之间和

旅游地与游客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智慧旅游服务平台中包含了导游、地图、分享、

预定等几大功能模块  。其中在功能模块中设计有景

区导览、票务预定、食宿预定、旅游资讯、游玩攻略、

交通和天气查询等细致功能。此外，通过 LBS 定位

功能，为游客提供更为个性的旅游方案[9]。番禺全域

旅游服务蓝图见图 6。智慧旅游服务平台见图 7。 

3.3  特色纪念品设计  

特色旅游纪念品是旅游目的地历史与文化的体

现，充分反映着当地的人文特征，已成为人们旅游购

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旅游纪念品设计不仅可以带

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在

旅游过程中，游客会购买旅游纪念品馈赠亲朋好友，

或者自己留作纪念。这些具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被游

客带到了世界各地，无形中为旅游地进行了一次最直

观的免费宣传，从而为旅游地招徕更多的游客。此外，

游客一般只有在旅程中体验愉快时，才会购买旅游纪

念品来纪念这次旅游经历。因此，纪念品引起旅客的

愉快旅行回忆，激起其故地重游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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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番禺全域旅游服务蓝图 
Fig.6  Blueprint of whole region tourism service in Panyu 

 

 
 

图 7  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Fig.7  Smart tourism service platform 

 
3.4  虚拟信息交互技术提升文化体验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虚拟交互技术的日渐成熟，虚

拟交互技术具有沉浸性、交互性的特点，在电影、交

互娱乐中被广泛应用。笔者认为文化旅游中可利用虚

拟交互技术打造出番禺岭南水乡文化旅游精品。对余

荫山房、宝墨园、沙湾古镇、石楼大岭村、番禺博物

馆、岭南印象园等进行虚拟动态展示以及互动游戏，

给游客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感受和文化体验，推动整

个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升级。 

3.5  数字影像丰富文化旅游形象内涵  

数字影视技术是文化旅游内涵和形象的基本呈

现方式。通过挖掘番禺本地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借

助短视频充分发挥影像视听元素的特点，用最直接的

方式让大家认识番禺与岭南水乡文化。为旅游品牌形

象的塑造带来了新兴动力，也为番禺全域旅游发展带

来了新契机。 

4  结语  

随着现代旅游的发展，人们对旅游服务体验的需

求也越来越多，旅游服务的用户需求不再是单一的产

品，而是整体的服务体验。引入服务设计理念对番禺

全域旅游产品进行系统性设计，让接触点发挥作用，

提高了番禺全域旅游产品服务质量。系统的旅游产品

服务设计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以及

用户体验，促进旅游资源合理设计，更有效地推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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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番禺全域旅游文化，为番禺全域旅游品牌塑造打开

新思路。服务设计理念与番禺全域旅游产品的融合创

新，不仅仅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全域旅游产品升级的必

然，更是旅游产品设计从传统思维到创新思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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