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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池州旅游业不断发展，但其产品单一，旅游产品与当地特有文化资源融合不深，目前以旅游

观光为主，游客重游率也不高，需要对旅游业潜力深度挖掘。本文利用RMP分析法来分析当下池州产品、

资源和市场三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来推进池州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研究发现，目前池州相关旅游服务

配套设施不完善，大大增加旅游的不便利，并且旅游特色产品研发不够，知名度不高，无法吸引游客和

留住游客，应该完善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积极融入长三角旅游圈，并且强化旅游营销，打响池州旅游

品牌，形成自己的旅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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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zhou tourism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but its products are 
single, tourism products and local unique cultural resources are not deeply integrated, the current 
tourism is mainly based on tourism, tourists repeat rate is not high, need to tap the depth of tourism 
potential. In this paper, RMP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Chizhou product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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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rket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economy in Chizhou.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hizhou related tourism services facilities are not perfect, greatly in-
creasing the inconvenience of tourism, and tourism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not 
enough, visibility is not high, unable to attract tourists and retain tourists, should improve the local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urism circle, and strengthen 
tourism marketing, Chizhou began to form its own tourism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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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下“旅游经济”越来越被重视，而池州市也在积极开发九华山、牯牛降、杏花村等优质自然和人

文资源，不断积极探索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然而，当下池州市旅游产业是以传统观光为主，并

且产品单一、未能充分将本地特色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品融合，从而出现游客重游率不高，当地的旅游

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本研究基于 RMP 理论(资源–市场–产品)，将会进行系统的分析池州市旅游资

源、客源市场需求及产品开发现状，并且深度挖掘其旅游经济潜力，并提出产品体系优化策略，旨在推

动池州市旅游产业从单一观光向多元化、体验化升级，助力池州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 

2. RMP 分析概述 

于 1981 年由清华大学黄志澄教授提出的 RMP 分析模式，是以产品(Product)为核心，结合资源

(Resource)和市场(Market)的综合的分析方法[2]。该理论强调资源、市场和产品三要素之间的联动关系，

通过系统评估和动态调整，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并可以广泛应用于旅游规划、区域开发和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在旅游资源的研究中，RMP 分析在优化资源配置、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和指导产品创新

方面有推动作用，并未推动产业升级提供帮助。 

3. 池州市乡村旅游的 RMP 分析 

(一) R 性(资源)分析 
1) 池州市旅游资源分析 
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总面积 8272 平方公里，辖内有三县一区。东接铜陵市、芜湖市，南邻黄

山市，西望庐山，区位优势显著。池州市属暖湿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境内江河水系发达，森林

覆盖率极高，是中国第一个生态经济示范区，是安徽省旅游资源最集中、品质最高的“两山一湖”(黄山、

九华山、太平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池州是泛“长三角”地区的“后花园”，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优

良的生态环境，人文景观丰富，是理想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3] [4]。 
池州市依山傍水，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千载诗人地”。从民俗

方面来看，池州市民俗众多，有着丰富的传统并富有本地特色的民俗文化，该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鲜明的文化特色，如东至花灯、九华山庙会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根据最新的国际旅游

资源分类标准，对池州市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具体分类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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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zhou 
表 1. 池州旅游资源分布情况 

指标主类 
资源总类型数 旅游资源类型数 资源类型所占比例 资源单

体总数 
单体占总

数比例 亚类 基本类型 亚类 基本类型 亚类 基本类型 

自然

资源

类 

地文景观 5 37 2 3 

53% 14% 

14 

40% 

水域景观 6 15 3 3 6 

生物景观 4 11 2 2 4 

天气与气候景观 2 8 2 2 2 

小计 17 71 9 10 26 

人文

资源

类 

遗产遗迹 2 12 2 2 

86% 29% 

4 

60% 

建筑与设施 7 49 7 15 25 

旅游商品 1 7 1 3 4 

人文景区 4 16 2 4 6 

小计 14 84 12 24 39 

合计 8 31 155 21 34 68% 22% 65 100% 

 
2) 池州资源开发现状 
近年来，池州积极开发着本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的旅游资源，现已形成了以“名山、秀水、富硒地、

好空气”为核心的旅游品牌，并借助高铁开通、文旅融合、全域旅游等策略，实现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池州借助高铁等交通的发展，从而推出“大黄山”自由行、“大九华”观光游、“大池州”康养游等高铁

旅游线路，并联合黄山、宣城、安庆等市打造“高铁+”主题线路，推动区域旅游资源共享。2024 年“五

一”假期，池州接待游客 40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63%，旅游收入 29.92 亿元，同比增长 85.89%。并

积极进行文旅融合与创新业态，在傩仙镇融合傩文化与徽派建筑，成为夜游新地标，试营业期间单日接

待超 5000 人，而大王洞全息影像、瞬息魔方等数字技术项目增强游客体验，池州旅游资源开发已形成“高

铁 + 文旅”“生态 + 康养”“文化 + 科技”的多元化格局，全域旅游体系逐步完善。未来，池州将继

续深化大黄山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产业向高品质、国际化方向发展。但池州旅游市场上的同质的旅游产

品过多，缺乏创意，池州深度开发程度还不够深，因此池州市的旅游开发尚处在初级阶段。[6] 
(二) M 性(市场)分析 
1) 客源市场空间结构 
池州市旅游客源地域空间结构呈现近域性特征。池州市本地及省内作为基础客源市场，是池州市旅

游最稳定与最直接的客源市场。池州旅游总体客源市场集中，主要是安徽及周边省份。省内旅游市场以

皖南市场为基础，游客主要来源于合肥市场：其他省外市场则主要来自长三角市场，京津冀市场、成渝

市场、华中市场有零星分布，国内市场需要进一步开拓。池州已经初步形成全域化的多层次、多样化市

场；以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化水平比较低，入境游客少，旅游外汇收入少；总体上游客停留时间较短，人

均消费较少；在国内市场中，区域化游客占比较重，长途游客占比少：在旅游主题吸引上，宗教旅游占

比大，其他产品吸引力不足：在旅游空间活动上，以九华山为主，没有全域化覆盖到其他区域。 
2) 潜在市场的挖掘 
池州交通格局在不断优化，合福高铁、宁安高铁将黄山、池州、铜陵等皖南城市的旅游资源进行了

整合，并通过合蚌客运专线的纽带作用，可以为皖南带来更多的客流，从而推动黄山高铁旅游经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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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域的形成。并且南京、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常作为重点客源市场，与池州距离

较近、交通也方便，而且这些地区游客的文化水平和可支配收入高、出游率高，与池州之间往来密切，

对池州市旅游的感知度也比较高。池州未来以皖南旅游市场为基础,省内市场为核心，壮大长三角市场，

大力发掘京津冀、珠三角、华中、成渝等国内主要市场，并且积极拓展除日韩、港澳台、南亚、东南亚以

外的其他国际市场，形成国际化旅游市场体系[7]。 
(三) P 性(产品)分析 
1) 池州市已有的旅游产品 
池州市有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并且也开发了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涵盖文化体验、研学旅

游、生态观光、康养度假等多个旅游领域。现在池州的旅游产品形成了“名山祈福、秀水休闲、富硒康

养、诗路文化”四大核心体系，又通过高铁联动(如池黄高铁)、数字文旅(如“游池州”智慧平台)等创新

手段提升体验。未来，池州将继续深化“大黄山”区域协作，推动旅游产品向国际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以下是对池州的旅游产品的分类，具体分类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ourism products of Chizhou 
表 2. 池州市旅游产品 

种类 名称 

生态观光类 九华山风景区、牯牛降景区、秋浦河百里画廊、平天湖风景区、升金湖国际重要湿地 

文化体验类 杏花村文化旅游区、秀山门博物馆、太白吉市傩仙镇 

康养度假类 石台富硒康养游、莲峰云海健康养老基地、九华黄精康养综合体 

研学旅游类 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茶文化研学、秋浦河世路研学、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休闲娱乐类 大王洞西游幻境、蓬莱仙洞唐风诗楼露营地、平天湖路亚基地、怪潭漂流 

美食旅游类 九华素斋、贵池小粑、石台硒餐、干煸泥鳅 

节庆活动类 杏花村文化旅游节、石台茶叶节、九华花海文化节 

4. 池州旅游产品的不足 

(一) 池州相关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不便利 
目前，贵池区旅游交通体系存在显著短板。出行方式以短途客运和少量旅游环线为主，国省干线尚

未全面覆盖重要城镇与景区，“最后一公里”交通不畅成为部分乡村旅游发展的梗阻。部分乡村缺乏串

联周边景点的专线，导致景区间联系松散，难以形成联动效应。尽管政府已着手改善，但区域内外交通

不便的现状短期内仍难以彻底扭转。作为以周边省市短途游客为主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自驾游成为主流

出行方式，这对城镇道路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亟需拓宽升级现有道路，提升路网通达性。然而，乡村道

路狭窄、停车位稀缺等基础设施局限，在节假日旅游高峰期矛盾尤为突出。面对自驾游车辆集中涌入，

乡村接待能力面临严峻考验，一旦应对不当，极易引发游客挤占公共空间、扰乱交通秩序等问题，严重

影响游客体验与旅游品牌形象。 
(二) 旅游特色产品研发不够，知名度不高 
贵池区的产品开发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多是对现有物资的简单加工包装，缺乏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创新品牌和深加工产品，难以彰显地域特色。同质化竞争激烈、文化内涵不足的问题突出，旅游产品

与景点间关联性弱，常出现“景品脱节”现象，严重制约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尽管当地政府

积极推动改善，但产品创新与品牌培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且游客对大部分非遗的认知度不高，本地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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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认知度高于外地游客。傩戏、青阳腔、东至花灯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政府在大力宣传，但许多特色

非遗只是在当地小范围流传，而外界流传度低，目前没有充分发挥非遗资源对于文旅融合的独特价值

[8]。 

5. 池州市旅游产品创新发展策略 

(一) 完善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积极融入长三角旅游圈 
池州需主动融入长三角旅游圈，强化与区域内城市的衔接融合，借此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在全国及

区域旅游网络中的地位，激活旅游业发展动能。同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进全域旅游建设，通过完

善区域交通路网、优化无障碍环境、维护旅游生态等举措，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客源共享、品

牌共建、信息互通机制，依托大数据构建高效协同的区域旅游体系与产业链条，实现多方共赢发展。在

交通方面，池州市可以开通景区直达大巴，开通一条可以串联池州市所有核心景点的交通线，推广“旅

游一卡通”，打造智慧交通，实时查看到景区交通的动态，方便旺季交通疏导以及管理。在景区卫生设

施上可以进行厕所革命，增加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等。在业态配套设施方面，餐饮企业应规范食品卫生，

引入当地老字号品牌和网红品牌。 
(二) 强化旅游营销，打响池州旅游品牌 
1) 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的旅游营销体系，整合山水生态与地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品

牌。深挖地方特色，举办池州茶文化旅游节、傩戏文化节、红色文化旅游节等主题活动，塑造标志性节

庆 IP。借助短视频，池州市可以策划有关旅游的挑战赛，邀请一些知名的博主来池州进行打卡宣传，其

次依托池州市的资源可以与一些热门综艺合作，邀请他们来池州拍摄，可以增加地区的知名度。除此之

外，池州市还可以通过举办马拉松、音乐节、环平天湖或杏花村等地方举办自行车骑行赛。强化区域联

动，联合乡村旅游集群，深化与客源地、旅游代理商合作，通过在重点城市举办推介会，推动旅游产品

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 
2) 打破旅游商品同质化困局，推动非遗文化与旅游商品深度融合。在各类手工艺品中融入文化符号，

赋予产品独特内涵。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创新开发花灯、绢扇、布鞋、农民画、雕像等多元化文创产品，

以创意设计和工艺革新，打造兼具文化价值与市场吸引力的特色商品，可以将池州市文创产品与其他产

品进行联名营销，如将平天湖与矿泉水联名、杏花村牧童与游戏动漫联名，其次可以请明星代言推广池

州市美丽的自然风光，让非遗文化可感知、可消费，实现文化传承与旅游经济的双向赋能。 

6. 结语 

池州市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的种类齐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靠近长三角经济发达城市，

开展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9]。池州市应将开发利用价值较大的乡村旅游资源

进行有效整合，并针对特定目标市场开发出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品，形成自己的乡村旅游产品品牌。在

消费者注重购物体验的经济环境下，国内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池州拥有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旅游产

业要紧跟时代、市场，在研发、生产、销售等层面需要获得政府与社会的支持，除了强调产品的本地文

化特色属性，还要分析消费者的需求，不仅能“满足”和“提供”消费，还要争取能“引领”和“提升”

消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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