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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葡萄酒体验旅游是一种新兴的专项旅游形式和旅游开发资源。立足于体验旅游的角度，分析了葡萄酒体

验旅游的开发条件，并对产品的开发提出了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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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tract: Grape wine experiencing tourism is a newly-developed toursim fad.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ape wine prod-
ucts for experiencing tourism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encing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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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验经济下， 游客越来越要求高参与性和可融入

性的旅游形式，提倡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葡萄酒旅游是

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体验式旅游形式，它将工业旅游、农

业旅游和服务业紧密结合， 葡萄酒旅游体验的氛围是将

葡萄酒和旅游相连的基本原因。在国外，葡萄酒旅游的发

展已初成规模和初见成效， 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

段，尤其是关于体验式葡萄酒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还有

待于进一步发展。

1 体验经济下的葡萄酒旅游

1.1 葡萄酒旅游的文献综述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关于葡萄酒旅游的相关研

究飞速发展。首先是关于葡萄酒旅游到底是什么的研究，
很多组织和学者分别提出了自己关于葡萄酒旅游的研

究，事实上普遍性定义的出发点都是从旅游者出发，包括

动机和体验。 澳大利亚葡萄酒酿造商联合会（1998 年）提

出 [1]，葡萄酒旅游就是游客到葡萄酒厂及葡萄酒产地的

访问，以体验独特的与品尝葡萄酒相关的生活方式，包括

饮食、观景及文化享受活动。Hall 等(2000 年)提出[2]，葡萄

酒旅游是指对葡萄园、酿造厂、葡萄酒节及葡萄酒展览会

的访问， 这种访问是把品尝葡萄酒和对葡萄酒产地的特

征体验为主要访问目的。 Charter 等（2002 年）指出[3]，葡

萄酒旅游是一种体验，它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得到，如知

名度、事件和节庆、文化遗产、饮食、好客、教育、品尝和酒

窖销售、葡萄酒团队。

在相关的葡萄酒旅游者的研究中， 也特别重点的提

到了对于旅游者体验的重视度。 Charter 等专门就葡萄酒

旅游者进行了关于旅游者的动机、 目的和其他旅游活动

的三维研究。在研究中，葡萄酒旅游者的访问被视作一个

从低到高的融入体验过程。 这种体验从品尝（仅仅）到食

用和饮用，再到文化体验、学习，最后是一种高融入，可以

看出这是一种通过提供葡萄酒旅游的各种体验元素给人

以审美和愉悦体验价值。
在体验经济的大背景下，体验旅游迅速发展，葡萄酒

旅游目的地提供了必要的旅游体验，是娱乐体验、教育体

验、逃避体验和审美体验的综合体，能够形成旅游体验的

“甜蜜地带”，使旅游者停下、参与、习得。
1.2 我国发展葡萄酒体验旅游的开发条件

艾 利 森·比 霍 等 在 传 统 的 SWOT 分 析 工 具 的 基 础

上，结合活动、环境、体验、利益因素，提出了 ASEB 矩阵，
集中分析旅游吸引物的体验性核心， 即通过旅游产品供

给以及旅游者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体验形成的旅游体验。
对于葡萄酒体验旅游来讲，通过 ASEB 栅格分析法，分析

的结论见表 1。
从表 1 分析可知，葡萄酒体验旅游在活动、环境、体

验和利益等关系到游客感受的因素上存在着较多的劣势

和威胁，最为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葡萄酒旅

游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开发模式靠舶来，开发的产品也

是以葡萄酒品尝、葡萄园观光、酒厂参观和采摘等辅助活

动为主， 缺失主题文化和具有中国特色、 地域特色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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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必要的延伸产品开发比如葡萄酒美容产品、DIY 产

品、音乐舞蹈产品等也未做到有效开发。 所以,紧紧抓住

主题文化，辅以地域特色，形成自己的特色，增加体验因

素的记忆性和独特性是最主要的。其次，地区基础设施和

专用设施的不足， 导致了没有形成品牌化的专项葡萄酒

体验旅游线路。 所以，应该在补充上述设施的基础上，形

成一定的专项线路，做到“整体营销”和“立体宣传”，构建

葡萄酒旅游产业营销平台。

2 体验式旅游产品的设计步骤

2.1 体验主题的设计
从基于旅游体验分类角度看， 体验的塑造要点在于

主体体验的多元化和支撑体验主题化。 在主体体验多元

化中要强化多感官的体验设计，鼓励顾客的参与和融入。
而支撑性体验要素则需要进行主题提炼，形成主题饭店、
主题餐馆、主题购物等主题性体验原料供给[4]。

就葡萄酒体验旅游来说， 主题性的体验应和主题酒

文化相联系，这是最为核心的旅游吸引物。和国外葡萄酒

旅游产品不同的是，我们注重了酒庄和葡萄园等展示品，
忽视了具有生命力的酒文化。 葡萄酒是一种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商品，是一种文化商品产业。 因此，葡萄酒文化

的提炼成为体验式葡萄酒旅游产品的设计中首先解决的

问题。 完成一种中国酒文化和葡萄酒文化的融合 （见图

1），也成为发展的重点。

通过主题文化的分析，可以分地域、分体验项目进行

主题化设计，用葡萄酒文化进行包装，用体验旅游理论知

道项目策划和产品建设。
2.2 场景设计与活动方式

体验旅游是一个需要有空间和时间支撑， 体验式旅

游强调要设计一个舞台剧，游客是演员，景区是剧场，员

工是导演，通过一系列的主题活动，通过主动设计—目的

地建设—现场解说—引导体验的方式， 适时的引导游客

参与其中，三者齐力打造快乐体验秀[4]，葡萄酒体验式旅

游产品活动地点及方式见表 2。
除了固定的场景体验外， 不同的体验环境的设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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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葡萄酒主题文化复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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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发展的方向，葡萄酒旅游目的地中除了葡萄园、酒

庄、酿造厂外，还可以根据其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设

计具有自己特色的附属功能区，比如公园、水景野餐区、
剧场、商品零售区等。
2.3 体验式旅游纪念品设计

旅游纪念品是体验式旅游产品设计中创新过程中很

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使体验存留时间变长，通过纪念品

还可以将个人体验与他人分享， 由于纪念品与其具有的

回忆记忆有关，因此价值很高。就葡萄酒体验式旅游纪念

品设计来讲，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有已形成的例子（见表

3）[5]，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吸收有益的部分，将具有中国特

色、地区特色的东西融入进去，形成产品系列。

3 结语

葡萄酒旅游这种专项旅游形式具有强主题性、 参与

性及分享性和唯一性， 应该在进行规划发展的过程中重

视研究其本身的特性，在调查其各种特性的优劣势，从而

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并切实体现体验式旅游的要求，
设定主题、策划活动、引导体验、体验回馈。从而使葡萄酒

体验式旅游产品朝着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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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保健酒由于配方成分不同， 其药香并不十

分浓烈，有的相对“柔和”一些，如果按一般作法也采用浓

香型白酒作为基础酒，其风味质量也算可以，但其口味风

格平平，缺少典型性。 但如果采用其他香型如米香型、清

香型白酒，其酒香和药香融合更绝妙，醇、甘、回味顺畅，
口感更好，口味独特，产品质量更上一层楼。 采用各种香

型的白酒作为基础酒，还要考虑到白酒中，特别是米酒中

都含有高分子的不饱和脂肪酸乙酯物质，如棕榈酸乙酯、
油酸乙酯、亚油酸乙酯，这些物质都能溶于乙醇中，但它

们的溶解度与温度和酒度息息相关，随着酒度、温度的降

低易形成絮状沉淀析出，影响产品的外观。 因此，必须采

取相应的工艺措施来降低高分子的不饱和脂肪酸酯。 如

采用冷冻法、吸附法、自然沉淀法等。 而且每个保健酒应

对采用的基础白酒质量指标都应有相对应的理化指标范

围，如酒精度、总酸、总酯等，以确保该保健酒质量的一致

性。
3.5.3 采用其他酒为基础酒

如果采用黄酒、果酒等发酵酒作为基础酒，应考虑到

发酵酒酒度低，氨基酸含量高，酒体厚实；而一般药材提

取液也会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醇溶性物质， 用黄酒或发酵

果酒作为酒基， 势必影响药材醇溶性有效成分在酒基中

的溶解度，影响产品质量的稳定性。用发酵果酒作为酒基

要考虑果酒中有较多的果胶质， 长久贮存果胶会产生絮

状沉淀物，影响产品外观等因素。

4 结语

保健酒的生产因生产周期较短、投资较少、经济效益

显著等特点越来越受到厂家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酒的要求越来越高，并日趋多

样化。 不仅要求酒应有诱人的色、香、味，要求低酒度、醇

和、谐调，还希望酒有一定的滋补作用和疗效，有典型性。
本文通过上面的探讨， 对广东保健酒 5 个关键工艺技术

提出几点认识， 希望能给广东保健酒厂家提供一定的参

考， 进一步提高保健酒生产工艺技术水平， 生产出高质

量、稳定性好、符合国家标准的、有饮用价值的保健酒，以

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饮料酒卷 (第二版) [M].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2000.
[2] 郑建仙.功能性食品(第二卷) [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473-475.
[3] 陈韬声.葡萄酒、果酒与配制酒生产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

版社,1991.

!!!!!!!!!!!!!!!!!!!!!!!!!!!!!!!!!!!!!!!!!!!!!!!!!
（上接第 132 页）

刘天质，曾玩娴，洪瑞泽·对广东保健酒生产工艺技术的几点认识 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