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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挖掘发展潜力？

“文娱旅游”，文旅发展的新方向
如何更好挖掘发展潜力？

“文娱旅游”，文旅发展的新方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文娱旅游

还有哪些深层含义？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大剧院院长王

宁带来提案，建议丰富文化供给，以精品

演出激发消费动力。

“近年来，文化艺术演出整体呈现积

极向上的发展趋势，但仍面临高品质文

化供给及艺术普及力度不够、艺术与科

技融合不足等问题。”王宁建议，树立精

品意识，在丰富演出形式的同时，严控演

出质量，弘扬主旋律，顺应市场需求，创

作更多具有竞争力、吸引力、“叫好又叫

座”的爆款作品。

“要让更多人了解艺术、爱上艺术，

进一步挖掘文化消费的潜在受众。”王宁

建议，深化艺术普及，全面推行菜单式、

订单式服务机制，通过公益演出进社区、

医院、学校，研发美育课程、举办艺术展

演等方式，“滴灌”式培养年轻群体，以全

民美育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新技术的普及让艺术表达更多元，

打开了文化消费的更多可能。王宁建

议，借助新技术，拓展舞台呈现边界，丰

富艺术表达，利用全息投影等打造高质

量演出体验。突破演出空间限制，将表

演艺术与旅游业、会展业、娱乐业等有机

结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演出项目。

“还可以多层次开发与表演艺术相

关联的衍生产品，把新业态、新产品、新

样式与新消费有机融合，培育新的消费

热点、亮点和增长点。”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院长吴

若山对此表示，首先需要注重挖掘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做好

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其次是要增加有效投资，既要关注

旅游景区的升级改造、智慧旅游设施的

建设等方面，也要加大旅游产业和其他

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旅游+文化”“旅

游+体育”“旅游+艺术”等多元化的发展

模式。

◎ 记者 刘 青◎ 记者 刘 青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7处提及文旅，“文娱旅游”作为新的消费增

长点之一被首次提到。这不仅体现了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更折射出对当

前经济形势的深刻洞察。

值得注意的是，“文娱旅游”除了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早在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已经被强调。那么，“文娱旅游”作为

近两年的一个全新提法，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文旅发展的新方向。

近几年的确出现了很多以文化促进旅游，变革传统讲解模式的创新游

览观演方式，以沉浸式演艺宣传特色文化的现象，越来越多消费者愿“为一

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文娱如何打造文旅呈现新场景，激发文旅融合新动能，成了大众关注

的热点。

在过去几年，以室内剧场为主要旅

游演艺形式正在改变。我国最早的“印

象系列”大型实景演出，掀起了国内旅游

演艺“你演我看”热潮。

今天的场景穿越、专属情境、沉浸

式、观众与演员互动、行进式演艺体验向

IP化、平台化发展，全新的”边走边看”行

进模式已经开启。

在去年国家评选的 40 个旅游演艺

精品目录中，行进式演艺占近一半的比

例。随着杭州大丰《今夕共西溪》的成

功，全国各地各种行进式演艺+夜游模

式正成为一种燎原之势。该项目在今年

进入了第一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

新空间的培育试点名单。

台州临海则打造了国内首个以瓷窑

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宋韵文化互动体验

项目——《寻·梅浦宋韵》，依托当地的梅

浦窑宋韵生活馆，以传奇的秘色瓷为主

线，将“风雅处处是平常”的宋韵生活态

度化作触手可及的宋韵风雅体验项目。

“目前，演艺中的科技呈现在文旅融

合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中山

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张骁鸣说，但并非

所有演艺项目都可以“出圈”，所谓的高

品质只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在于对市

场动态和传播节奏的精准把捉。

如果过夜游客量不大、周边客源也

不充足，上马演艺项目就得慎重些，起码

投资和场地的规模应加以严控。

对此，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

组书记、厅长陈广胜在 3 月 3 日至 4 日

时，深入东阳横店调研大视听产业发展

和文旅“爆款”培育工作。他在“补短板”

和“拓链条”的要求中提到，要合力做好

横店整体风貌的提升，谋划好进城大道，

进一步提升游客“第一印象”；要做优“夜

游”文章，打造具有游购娱丰富业态、浓

郁烟火气的精品街区；通过完善高铁、快

速专线、空中航线等基础设施，以及建设

高端酒店、精品民宿等配套设施，更好吸

引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此外，积极推动视听产业向影视后

期制作等环节延伸，多途径创建人才教

育培训载体，努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和价值链；要抢滩“虚拟”前沿，推进从实

体摄影棚向虚拟摄影棚、传统影视城向

智慧影视城转型跨越，并通过构建一站

式数据仓、建立协议共享和交易机制，积

极开拓影视产业新“蓝海”。

“演出+旅游”衍生出了诸多文旅新

场景，展示了文旅融合的巨大潜力。

2023 年被称为国内演出市场的“大

年”。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

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 315.41 亿元，

较2022年同期增长453.74%。其中，演唱

会市场迎来爆发窗口期，调研数据显示，

跨城观演成为主要消费趋势，演唱会经

济的持续升温同步推动其配套服务产业

链的发展，与旅游资源、网络表演、夜间

经济、数字产品、商业空间等形成更多元

化的融合业态。

同时，一座城诞生一部剧，一部剧带

火一座城，影视与旅游的彼此联动，再一

次印证了“影视 IP+城市”对文旅的正向

价值。

而反哺于真实城市的地理空间，一

些影视文旅景区也推出文娱类 IP活动吸

引年轻人，比如广东共青团推出的红色

主题“剧本杀”《百年风华》，横店影视城

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推出红色主题

“剧本杀”《自我觉醒》，以新颖、潮流的形

式吸引大众探寻百年大党的红色密码。

凭借观众能够与演员近距离沟通的

“沉浸式体验”，小剧场演出亦深受受众

青睐。例如“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

在互联网上再一次爆火，整个剧场就是

一间布满机关暗道的客栈，观众置身场

景中，演员会多次与观众互动，有人会被

选中参与剧情，从“看戏人”成为“入戏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高舜礼认为，文旅演艺的主要观

众是游客，就得考虑游客的欣赏习惯和

心理诉求，就得像对待其它类型的旅游

产品一样，做好定位、创意、策划。

也就是说，这款产品应是由演艺创

演方和旅游企业共同完成，需要进行很

多的沟通、磨合与协作。

要注意在现实中，由于“艺术门槛”

的原因，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旅游企

业缺少参与的深度，甚至几乎参与不了

意见，创演团队说怎么着就这么着，这就

很容易埋下落地后失利的隐患。

旅游演艺，“智慧”时代需摸准市场规模

歌、剧、戏，游之有理外需注意“艺术门槛”歌、剧、戏，游之有理外需注意“艺术门槛”

多元化供给，探索“有文有武”的发展道路

▲台州梅浦宋韵

▲横店剧本杀

▲舟山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