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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已成提振消费、引领复苏的先锋

文旅供给侧改革，不断寻找“出圈”新密码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显示，得益于政策红

利、需求释放和产品创新等因素，2023—

2024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

望实现 25%-30%的增长，将有超过 4 亿

人次体验冰雪休闲，冰雪休闲旅游收入

有望达到5500亿元。

文旅市场热，得益于供给创新。当

前，许多景区和文旅相关企业紧跟文旅

消费新趋势，打造文旅新产品、新业态、

新场景，推出更多符合游客需求的优质

产品和服务，激发文旅市场更加强劲的

活力。

“现在能明显感受到文旅市场热度

回升。”浙江杭州西湖满觉陇“澜舍”民宿

的负责人陆珊说。她经营民宿 12 年多，

紧跟文旅消费升级不断推出新服务。从

以前以住宿为主，到现在打造更加丰富、

多元、有文化味的住宿体验。“民宿的一

楼改造成了茶室和会议室，不仅可以为

游客提供服务，也能承接小型的团建业

务。入冬以来，民宿推出的围炉煮茶项

目受到很多客人的欢迎。”

陆珊说，随着文旅消费升级，游客

不再只是看风景，而是想深入当地生

活、品味当地文化，享受更有文化味的

旅行。为满足消费新需求，民宿将发挥

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的优势，推出新产

品和新服务，让更多客人在体验西湖美

景的同时，感受茶文化魅力。

文旅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

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

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文化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新动

能带动作用全面凸显。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

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

增长点。”

当前，我国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深化，推动文化休闲、旅游出行

等需求集中释放。面对新趋势、新方

向，文旅市场该如何实现文化和旅游

的深度融合？如何实现“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以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

供给升级 业态多元

“今年，我们制定实施若干政策措

施，积极推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提质扩容，引导旅游业态创新

发展。”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马力表示。他说，与此同时，也推进文化

产业、旅游业与体育、健康、商业、餐饮等

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健康文旅、文体旅、

茶文旅等融合发展新业态。

“文旅消费已成为一个提振消费、引

领复苏的先锋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创意

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洋洋表示，文

旅业要通过新的消费业态、新的消费场

景和新的体验空间，用新型增量性内容

把消费链条拉长，提振人均消费，进一步

解决旅游业“旺丁不旺财”等问题。

“当前，很多城市十分重视马拉松赛

事的举办，将体育赛事与城市品牌打造

紧密结合。以‘村超’为典型的具有乡村

气息的体育赛事也成为乡村体育旅游发

展的亮点和切入点。”在北京体育大学体

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副院长蒋依依看来，

体育旅游产业链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赛

事，游客往往因一个体育赛事奔赴一座

城，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杭州第 19 届

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等国际赛事本身就

是一个 IP。蒋依依认为，各地如何建立

体育赛事体系，常态化举办赛事活动，持

续性吸引游客，以及差异化打造体育赛

事是需要思考的地方。

近年，各地争相举办的各种音乐节

无疑成为最火爆的业态之一。作为音乐

节中的领军者，音悦文化科技创始人

CEO、迷笛音乐传媒 CEO 尹龙表示，

“各地如果想通过举办音乐节来高效推

动旅游消费扩容、提高音乐节综合效

益、促进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就需要在机

制和创新上发力。”尹龙介绍说，我国音

乐节大部分依靠政府补贴，收入主要来

源是门票，而国外很多成功的音乐节大

概 50％的收入来自于门票，30％的收入

来自于赞助商，20％的收入来自衍生

品。这就需要专业机构、景区、政府等多

方协同，让音乐节的收入比例更加合

理。此外，也要创新。各地、各景区要结

合当地的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产品，做

出可以吸引游客的演出内容，包括音乐、

地方戏等。

另一方面，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

入和旅游产业跨界融合，研学旅行市场

需求不断释放，研学旅行行业规模和市

场空间广阔。研学旅行以参观、学习和

交流为目的，以“游”为核心，注重体验。

《2023 年版研学旅行产业规划专项研究

报告》显示，我国研学旅行发展较晚，然

而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随着研学旅

行成为在校学生的刚需，同时，寓教于

乐的研学产品需求也将大大上升，以家

庭亲子为主体的研学旅行市场规模或将

进一步扩容。预计未来 5 年，研学旅行

的市场规模可达到千亿元。

《2023 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指数报

告》显示，数字技术在文旅产品、演艺服

务、文博机构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

泛，AI、VR/AR 等为数字文旅的发展增

加了十足的活力，文旅元宇宙产品和服

务也陆续上市，成为数字赋能文旅产业

的重要趋势和未来持续的增长热点。

作为刚刚举办了亚运会的杭州，一

直在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方面走在全国

前列。

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旅发展

中心主任周围说，数字化是近几年杭州

旅游业发展关注的重点，杭州成立了专

门的机构做旅游信息数据收集。根据

数据分析，除了发展夜经济，杭州围绕

早茶早餐、早市早集、早起运动，提出发

展“晨经济”，并拓展数字化沉浸式空

间，丰富供给。

“在杭州停车场有一句标语——

‘先离场后付费’。杭州通过大数据等

技术，优化城市旅游资源配置，让游客

在杭州逗留时间不增加的情况下‘多游

一小时’。杭州停车场就是其中的应用

场景之一，我们希望将时间价值转变为

经济价值和社会责任。”周围说，“我们

还将政府数据面向全社会公开，上线

‘杭州文化和旅游数据在线’平台，平台

支持实时文旅数据在线查询、即时下

载。我们希望能够为文化和旅游从业

者、研究者、公众提供丰富多元的可视

化数据，更好地为游客服务。”

“近年来，中国电信在文旅消费新

体验层面也进行了很多尝试，如5G飞跃

九寨沟项目、元宇宙烟花表演等。”中国

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文宣产业研究院高

级专家张从龙认为，AIGC（生成式人工

智能）是当前智慧旅游绕不开的话题，

可以提供个性化旅游线路推荐以及定

制化服务，提供旅游景区智能导览或对

客服务，通过数字人推动创新智慧营

销，还可以分析游客游览的兴趣点，助

力推动旅游项目产品迭代升级。

“文化和旅游复苏是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关键着力点。”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

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文化科技融合

非常重要，要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建

设，积淀人文数字资产，着眼于中国文

化认同的文化自信的整体消费，促进数

字文化贸易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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