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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金融“活水”赋能文旅
浙江提前完成文旅领域全年 3000 亿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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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 青 通讯员 徐雨阳 供图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11月8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投

融资对接活动在杭州举行。本次活动由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中国人民银

行浙江省分行、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主

办，旨在服务全省文旅企业做大做强、促

进重大文旅项目融资对接，进一步促进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活

动已连续举办两年，活动有效推动了文

旅金融合作，促进了文旅领域企业融资

和社会资本投资，业已成为服务全省文

旅企业做大做强，促进文旅行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陈广胜指出，今年以来，全省文

化广电旅游系统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在推动项目建设、助力企业融资、

扩大产业投资等方面打出“组合拳”，有

力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9月底，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实

际 完 成 投 资 3020.7 亿 元 ，已 提 前 完 成

3000亿元的年度目标任务。

陈广 胜 强 调 ，进 一 步 办 好 文 旅 产

业投融资对接活动，一要先“筑巢”再

“引凤”，持续打造服务优质的产业投

资热土。近年来，浙江省扎实推进文旅

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文旅投资“双百计

划”，全力培育一批有内涵、叫得响的文

旅爆款。未来，浙江文旅将持续在产

业 布 局 、资 源 开 发 、产 品 设 计 上 下 功

夫，端出更多要素匹配、业态新颖、市

场广阔的项目清单，激发资本市场的

投资热情。

二要引“活水”促“活用”，持续深化

互利共赢的金融合作模式。文旅产业具

有蓬勃生机和发展韧性，与金融行业和

资本市场有着丰富的契合点。希望政银

企彼此同向奔赴，协同创新金融合作模

式，努力构建多措施并举、多平台互补、

多层次保障的文旅融资生态链。

三要变“输血”为“造血”，持续探索

一体贯通的投资运营模式。希望更多有

实力的投资方可以尝试躬身入局，支持

探索从投资建设到管理运营一体化、一

条龙的有效模式，通过高质量运营实现

多方共赢和项目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张

全兴表示，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积极作

为，支持文旅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接

下来，还将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全力做

好下阶段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

保障工作。

会上，共签署合作投资项目及意向

投资项目 39 个，累计签约（意向）金额

217.85 亿元。有关金融机构与 48 个文旅

项目达成融资合作协议，签约意向合作

金额达 243.6 亿元。浙江省文化广电和

旅游厅分别与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农

业银行浙江省分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农业银行浙

江省分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建设银

行浙江省分行、浙商银行、浙江农商联合

银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兴业银行杭州

分行、杭州银行、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

发布相继金融产品；省旅投集团发布融

资租赁产品；杭州市萧山区、宁波市奉化

区、舟山市嵊泗县作重点文旅招引项目

推介；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

州、台州、丽水等地作文旅项目推介。

▲陈广胜致辞

近年来，文旅产业凭借其独特的文

化魅力和丰富的旅游体验，逐渐成为推

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然而，资

金的匮乏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

碍。金融机构的介入，无疑是促进文旅

产业快速发展的强大推力。同时，它也

为文旅产业的推广和营销带来了新的

思路。

浙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较为活跃

的省份之一，其文旅产业的发展尤为引

人注目。如何让金融更好地助力浙江

文旅出圈又出彩，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

题。

以西湖为例，这个浙江文旅的标志

性景点，不仅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还

通过金融创新实现了新发展。西湖景区

的数字化改造，就是金融与文旅融合的

一个成功案例。

可见，金融资本的投入，不单单可以

提升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智能化水平，还

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去年，西湖区

元宇宙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挂牌，成为首

家入驻中心的元宇宙产业公司，目前已

有超过200家企业入驻文三“元宇宙商业

街”。此外，通过引入金融资本，相关金

融产品如旅游保险、分期付款等也为游

客提供了更多便利，提升了游客体验。

然而，金 融 助 力 文 旅 并 非 没 有 挑

战。如何确保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

避 免 过 度 商 业 化 ，是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在西湖的案例中，金融支持并没

有破坏景区的自然美和文化内涵，反

而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理，实现了文化

和经济的双赢。所以，金融与文旅融合

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金融资本的引入，必须与文旅产业的长

远规划相结合，确保资金的使用能够促

进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仅仅

追求短期利益。

当然，创新不只体现在产品上，更在

服务模式上。金融机构应在深入洞察文

旅产业的特性之后，提供更为精准和个

性化的创意与服务，以适应市场的动态

变化，并满足文旅产业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融资需求。

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能够

为文旅产业开辟新的增长路径。开发与

文旅紧密相关的金融产品，将有助于吸

引更多投资者关注文旅产业，进而为该

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此外，金融支持文

旅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与支持。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

激励金融机构向文旅产业提供资金援

助，并对金融活动进行监管，确保金融支

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我省有许多

得到金融大力支持且获得成功的文旅项

目。乌镇的数字化转型，就是金融与文

旅融合的另一个成功实践。通过引入金

融资本，乌镇实现了从传统水乡到现代

智慧旅游目的地的蜕变。金融资本的介

入，为乌镇的文旅项目提供了资金保障，

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可

见，金融与文旅的良好融合，不仅能够提

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还能促进当地

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从哈尔滨的冰雪热，到淄博的烧烤

热，再到甘肃天水的麻辣烫热，诸多现

象级文旅事件的背后都离不开各地金

融部门的积极响应和众多金融机构的

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已然不再是单纯

的资金提供者，而是成为文旅产业发展

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个角色的转变，

不仅能为金融机构带来新的业务增长

点，也能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更为坚实

的支撑。

得益于金融支持，浙江的文化旅游

产业不仅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而且通过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文

化金融租赁、旅游产业基金等，皆得到了

多元化的发展。这也真正促进了文旅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其“出圈出彩”。

金融+文旅，跑出加速度 ◎ 记者 贾 露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江南君z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