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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美食旅游逐渐成为了一种倍受推崇的旅游方

式，以品味旅游目的地特色美食、感受饮食文化为主要目的的游客日益增多。河北位于华北平原，拥有

悠长的历史，丰富的美食资源，天然的资源优势使得河北美食旅游资源市场的开发前景一片大好。本文

使用SWOT分析法，就河北美食旅游的现状，从旅游者的角度对河北美食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威

胁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探索河北美食旅游开发的主要问题，并借此研究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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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opular way to travel, to tas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food, feel the food culture as the main purpose of tourists increasing. Hebei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has a long history, rich food resources, the innate resource ad-
vantages make Hebei food tourism resource market development prospects are very broad. In this 
paper, SWOT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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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and threats of Hebei cuisine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bei cuisine tourism, to explore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bei cui-
sine tourism, an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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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饮食对于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在旅游的食、住、行、游、娱、购产业链中，“食”可以通

过味觉直接给旅游者带来旅游感受[1]，而随着现代旅游业正由观赏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过渡，食品将更

有助于提高目的地的文化魅力，以及游客们到访目的地时的可能性[2]。随着旅游业与餐饮业的不断融合，

“食”作为旅游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使美食旅游逐渐被人接受。随着美食旅游的兴起和普及，对于美食

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美食旅游可以在当地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多方面产生促进作用[3]。
因此，对美食旅游开发和发展路径的研究对于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食旅游的发展必不可少。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优势，河北美食资源得天独厚颇具特色，为河北美食旅游的发展奠定

了雄厚的资源基础。 

2. 河北省美食旅游概况 

(一) 美食旅游简介 
美食旅游是一种比较新奇的旅游形式。美食旅游又被叫做食品旅游、饮食旅游，一般以品尝地方特

色美食、了解美食文化为旅游动机[4]，是指游客通过美食或美食资源以满足自身需要，实现旅游动机的

旅游方式[5]。美食旅游将食品和旅游融为一体，是旅游的一种类型，是旅游者被“美食”所诱惑而产生

的。 
美食旅游有着区域性，由于中国幅员广阔、领土覆盖面大，又因各个地方的天气、地理、特产、风

俗、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使得中国各个地方不同民族特色的食物特点千姿百态，因此美食旅游也就呈

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独特性[6]。美食旅游最主要的吸引物之一就是各种风味的美食特色，这也是旅游资源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由于这些旅游资源在地域上的不同划分，才产生了美食游客在空间

上的流动，是引起游客以旅游形式实现美学与享受目的的根源[7]。 
(二) 河北省美食旅游简介 
河北又称冀，下辖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市、张家口市等十一个地级市，首府为石家庄。而河北省

也可以叫做燕赵，因为早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如今的河北省辖区就主要位于燕国和赵国的境内[8]。
河北省同时拥有高原、平原、山区、丘陵、海滨和湖泊等地貌，内环京津、东邻黄渤海地区，西为太行

山区地，北部为燕山山地，燕山以南为河北冲积平原，其他地区全部为张北高原，辖区国土面积约 18.88
万平方公里。中国河北省南部与河南省接壤，东南与山东为邻，东北地区与辽宁毗连，西部与山西衔接，

西北部与内蒙地区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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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是我国唯一兼具高原、平原、山地、丘陵、滨海和湖泊六大地貌特征的省份，其地形地貌类型

众多且气候温和较为适宜，历史文化渊源深厚且土地自然资源充足，使得河北的自然景观资源得天独厚，

传统民俗文化与民族民间艺术也丰富多彩，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旅游资源大省[9]。据统计，目前河北省内

共有各级各类景区名胜四百余处，其中就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共有十一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多达一百四十个。还包括五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四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五处；国家级森林公园十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七处；新增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十个。河

北不论从资源数量还是从价值上来讲，都可以称为全国旅游资源大省。 
河北美食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物华天宝，许多风味小吃如保定驴肉火烧、正定八大碗、承德羊汤

和土特产品如京东板栗、赵州雪梨、沧州金丝小枣、宣化龙眼葡萄等都有拥有着重要地位。独特的自然

地域、历史人文环境孕育出了丰富多元的食物与文化，为河北省美食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

虽然河北美食资源得天独厚，然而河北美食旅游依然存在着发展不足、存在感极低等诸多问题。 

3. 河北美食旅游的 SWOT 分析 

(一) 优势 
1)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河北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资源大省之一且位置得天独厚。河北是我国唯一兼具六大地貌特征的

省份，所以河北省具有既得天独厚又丰富且多彩的自然景观，地形地貌类型齐全和气候条件温暖适宜，

为河北省旅游业蓬勃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辽阔的国土和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还滋生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

俗文化和民间艺术。据统计，目前全省已有各级各类景点名胜四百多家，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三个，国家

五 A 级旅游景区十一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近一百四十个，形成了具有河北省特色的文化旅游系统。

而河北省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优势，环绕着我国首都北京，联接首都与全国各地的重要交通枢纽，

所以河北省不仅成为周边地区市民出外观光的选择，而且成为首都国内国际的旅客分流疏散的交通枢纽。

通过几年的交通建设和开发，河北如今已经形成了综合、高速、便利的陆海空交通立体网络，促进了河

北旅游的开发，带动了美食旅游的发展。 
2) 美食文化历史悠久 
河北省饮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河北省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考古表明

河北省先民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黄帝时期，就结束了历经几十亿年的烘烤、石烹的传统生活，而步入以

水作为传递热能的蒸煮法和气蒸法饮食时期[10]。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河北美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深受长

江下游的不同文化比如北部区域的游牧民族文化、中原地区文化、齐鲁文化、宫廷传统文化等的影响，

呈现出包容性强、风味和烹饪手法多变的特点[11]。河北省饮食经过了数千年漫长的发展演变逐渐产生了

内容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河北省菜系也慢慢形成了如今宫廷塞外菜、直隶官署菜、冀中南平原地菜和

冀东沿海菜这四个流派，很多小吃的背后都有着各自的历史典故，在饮食传承过程中得以保留和丰富，

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元素[12]。 
3) 美食资源丰富且风味独特 
河北省美食资源丰富且风味独特。河北是中国重要粮食产区，物产极为丰富，许多小吃特产和特色

菜肴都在美食界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以保定的为代表的直隶官府菜如总督豆腐、上汤酿白菜、炒代蟹、

抓炒鱼等被列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秦皇岛的八仙宴，河间的驴肉火烧，石家庄藁城的空

心宫面，唐山的蜂蜜麻糖，以及白洋淀的全鱼席等均为具有特有风味的河北省传统名食。盛产生长在坝

地的名贵菌类口蘑、号称“太行三珍”的花椒、核桃和柿子销量很高。号称“山菜之王”的蕨菜，也在

国内和国外市场供不应求。龙兴贡米、晋州鸭梨、宽城板栗、满城磨盘柿、串枝红杏等特产，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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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高的同时产量全国首位。 
(二) 劣势 
1) 景点分散且设施不完善 
河北省旅游面临着一系列难题，不利于美食旅游的发展。尽管河北省有着大量的人文自然景观旅游

资源，但大多景区分布散乱，可以构成连续旅游线的景区集中于承德与秦皇岛区域，其他市区的景观规

模较小而散乱，更适宜附近地区市民的一日游，周末旅游[13]。其次景区周围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一些景

区交通公路不完善导致景区周围堵车严重。 
2) 饮食缺乏地方特色 
河北地区饮食缺乏地方特色。如今交通越来越发达，由于来自各地人员的大量迁移与融合，在很多

城市我们都可以品味到来自各地不同口味的食品，这点在包罗万象的河北省体现的更为突出。调查发现，

河北省内河北特色冀菜馆远不如披萨汉堡等西式快餐店以及川菜馆甚至大盘鸡等外省特色菜馆多。且团

队旅客在省内各地吃的是千篇一律的廉价团餐，虽然河北省特产菜肴很多，可是游客很难吃到地道的特

色美食，因此很难感受到河北省的地方饮食独特文化。 
3) 美食旅游产品参与性不强 
如今，河北省内对传统美食及旅游商品的后续研究与深层次发掘仍不足，且部分传统旅游产品并不

重视人文底蕴，游客在体验时也只是品尝了菜品，无法了解到商品背后的文化意蕴。如今经济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崇尚可以深入其中、亲身参与的体验式旅游方式。游客亲身了解食品制造流程或参与

食品制造可以产生更深入的印象，进食时的愉悦感会更强。然而，河北省内区周边的餐饮场所并没有创

新的体验式食品旅游景点，因此游客大部分食用的是经过加工后制作完成的产品成品，缺乏美食旅游产

品体验的参与性。 
4) 对于美食旅游的宣传营销不足 
对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户外媒体等投放的旅游广告的调查后得出，河北省投放的旅游广告主要

是对旅游景点和线路的宣传，但是对美食旅游文化的挖掘力度和传播能力还非常欠缺。例如，《舌尖上

的中国》对传统菜烧南北的做法、营养价值作了详尽阐述，让游客们有了认识中国张家口食物文化的机

会，但正是这样的介绍与传播屈指可数[14]。这使得人们对河北省美食文化、风味小吃和地方特产知之甚

少。近些年来，河北省内的如承德、张家口、秦皇岛等重点旅游城市都举行了美食文化节，但是活动上

介绍和发掘的河北省特色食品很少，更多的就是介绍外地的名食[15]，这导致了游客只知承德避暑山庄，

不知平泉羊汤；只知道秦皇岛山海关，不知长城桲椤饼。 
5) 美食品牌产品较少 
河北省美食街、美食景区、美食观光线路少且没有产生巨大集聚作用、拉动作用和辐射影响的龙头

企业，知名度影响力低下且产品质量水平不高，河北特产品牌如金凤扒鸡等并没有德州扒鸡或紫燕百味

鸡那样的知名度。我省不能深层次地对核心食品旅游资源加以发掘运用和有机融合，无法建立起在国内

吸引力高且竞争性强的知名美食品牌或景区，不能起到对旅游行业的推动导向作用。 
(三) 机遇 
1) 交通和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河北旅游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不断完善，石家庄地铁项目不断建设，京张高铁的投产、津石高速公

路的建设通车等都是河北旅游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2) 国家政策的支持 
中央的政策措施，特别是雄安新区创建、推进京津冀协同规划、“一带一路”规划、深化环渤海区

域经济协作规划以及二零二二年由北京与张家口共同筹办的冬奥会等让河北省旅游在高水平发展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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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载难逢的发展契机。 
3) 河北省政策的扶持 
河北省政府越来越重视旅游的发展，“十三五”期间在旅游政策扶持下河北省旅游业实现跨越提升，

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成效显著。如今也处在“十四五”规划时期，河北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当今时

期是推动河北旅游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提出要重视挖掘提升“燕赵美食”，深入挖掘冀菜文化传统菜

系和民间传统风味小吃，创新性发展“新派冀菜”、新建美食街区美食品牌等目标。 
(四) 威胁 
1) 河北美食旅游相关学术研究少 
河北省的食品旅游研究的进展比较落后，目前有关河北省食品旅游有关问题的研究非常少，在中国

知网中对“饮食旅游”、“美食旅游”、“餐饮旅游”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出上千篇文献论文，但与河

北有关的相关论文却仅有两位数。对于河北美食旅游也没有相应的重视，未能发挥河北美食旅游助推河

北旅游产业的发展的作用。 
2) 游客需求逐渐个性化 
如今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逐渐全民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的娱乐

项目。随着旅行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旅行经历的日益累积，旅游者的要求越来越个性化，对旅行商品的

需求也日益增加。单纯的品尝逐渐难以满足旅游者对该地区独特旅游资源的期待。 
3) 与其他省份竞争激烈 
被河北包围着的首都北京市的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与河北接壤的河南等省份也颇具竞争力。河北

省内旅游资源的分布比较散乱，很多景点面积都较小而散乱，在路程上花费的时间过长且缺乏规模优势，

必然没有相应的旅游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因此无法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景点对抗。其他省份美食

也为河北美食旅游带来威胁，北京驴打滚、山西刀削面、河南胡辣汤等地方特色美食也都名声响亮。 

4. 河北美食旅游的发展路径 

(一) 深入挖掘河北美食文化 
河北特色美食在历史的继承和发扬中浓缩着丰厚的人文内涵，利用政府的政策扶持来挖掘提升“燕

赵美食”。深入发掘民间传统小吃和宫廷塞外菜、直隶官府菜、冀中南平原地区菜和冀东沿海菜等传统

河北名菜的同时创新发展新派冀菜系。深入挖掘传统美食背后的文化意蕴，让游客在吃的同时了解到美

食背后的当地民风文化。 
(二) 开发特色美食旅游区 
在海滨、坝上草原、燕山、太行等重要的旅游区域，以河北特色小吃、特色菜为核心吸引物，建立

新型的美食旅游景点和街区。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并开展能够让游客亲自感受美食制造过程的美食旅游

沉浸式体验项目，并利用发展美食街、建设历史文化主题酒店、建设演艺类餐厅、开展国际重大美食赛

事等方法，把河北的美食旅游做大做强。 
(三) 构建特色美食品牌体系 
建设特色美食小镇，塑造著名河北菜系特色酒店和特产馆，建设河北省旅游餐饮品牌体系，努力提

升旅游饮食服务水准，提升美食产品质量，凸显河北省菜系的优势与特点，充分结合地方传统民俗文化，

高标准严要求，以“京畿福地、乐享河北”品牌推动建立具有竞争力的饮食名牌和产业集群。同时做好

推广，一方面可通过地方广播电视、本地新闻网络栏目等传统方式聘请著名作者记者采访推广，另一方

面还可充分利用新型渠道如小红书、微博、微信、抖音等移动互联网平台，利用聘请有一定粉丝基数的

网络红人现场拍摄视频打卡的方式等进行宣传推广，以此提升河北省美食企业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与知名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6199


张姝馨，李子薇 
 

 

DOI: 10.12677/sd.2023.136199 1761 可持续发展 
 

度，进一步推动河北旅游产品向高档化、国际化发展。 
(四) 跨区域整合旅游资源 
通过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京津冀一体化的同时整合旅游资源，突破行政区域边界，与周边地区携

手把食品旅游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旅游目的地的整合的同时打造美食旅游一体化，三地通过各自发挥

自身长处，从而形成整体优势，有效吸引更多游客。如打造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西苑温泉度假村、南

大港旅游度假区等的同时实现美食资源的整合，在景区推出河北菜，或推出新的京津冀美食旅游路线，

让旅行者游玩一趟体验三个地区的特色美食，为河北旅游创建新地标。 
河北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物华天宝，发展美食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借助交通系统完善和政

策支持，未来发展充满了机遇。然而河北美食旅游仍有着景区分散、缺乏特色、相关研究较少、与其他

省份竞争激烈等问题和威胁。基于此，可以通过深入挖掘河北美食文化、开发特色美食旅游区、构建特

色美食品牌体系、跨区域整合旅游资源等手段促进河北美食旅游质量逐步提升，做大美食旅游，促进旅

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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