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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2025年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创新十佳案例”——

看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的进阶之路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2025年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创新十佳案例”——

看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的进阶之路
近日，2025 中国（厦门）休闲旅游大

会在厦门召开。会上，中国旅游研究院

课题组公布了“2025 年城市旅游休闲集

聚区创新十佳案例”并发布《从“旅游流

量”到“发展增量”的休闲集聚空间——

城市文旅品牌发展报告 2025》。报告显

示，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是“旅游城市”

走向“城市旅游”的典型实践，它既是风

景与场景交融的产业新天地，也是主客

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同时是城市旅

游形象的主要识别区。

报告指出，通过场景营造、业态更

新、文化融合、技术赋能等方式，城市旅

游休闲集聚区正在将“旅游流量”转化为

“发展增量”，成为城市更新与文旅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既要重视网红打

卡地的打造，讲好城市故事，更要融旅游

于生活，加强与游客的情感链接，以城市

旅游休闲集聚区高品质建设，推动城市

文旅品牌和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

城 市 旅 游 休 闲 集 聚 区 是
“旅游城市”走向“城市旅游”
的典型实践

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既是文旅产业

的集聚区，也是游客活动的集中地，同时

也是城市旅游形象的主要识别区。在

“旅游城市”走向“城市旅游”的每一个阶

段，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都是先行者，引

领着城市旅游的创新发展。

◆风景与场景交融的产业新天地

旅游休闲集聚区首先是集聚了一个

城市最靓丽的“风景”，如北京的中轴线、

上海的外滩等，历史建筑、生态景观和现

代文明交相辉映，渲染出一个城市的风

景特色和文化底色。但是不仅如此，它

还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等文旅要素

的集成化供给，形成多元体验和消费场

景，构筑起产业发展的新天地。

◆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 旅

游休闲集聚区突破了景区的概念，以“生

活”而不是“观光”作为发展的核心。过

去，大家总认为旅游独立于居民生活之

外，但是现在的旅游更多是游客对当地

美好生活的分享。集聚区除了有自然风

景、历史人文之外，还有商场、超市、菜市

场等一系列的生活化场景。

当一个城市、一片区域整体变成了

旅游休闲目的地，游客和当地居民共同

拥有城市资源，就会有更多人享受到旅

游发展红利，游客分享当地生活，当地居

民通过旅游来提升生活品质。不仅对于

国内旅游是如此，对于入境旅游发展也

是如此。当前的入境旅游形态也在发生

变化，很多入境游客最感兴趣的是中国

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方式。

◆城市旅游形象的典型识别区 真

正让游客记住一座城市的，可能不是那

些精心设计的宣传口号，而是那些逛过、

吃过、拍过、晒过的地方。城市旅游休闲

集聚区集结了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文旅资

源和生活场景，承载着游客的文化体验、

情感认同和消费行为，影响着游客对城

市“好不好玩、值不值得来”的价值判断，

不仅是游客活动的重要空间，更是城市

文旅品牌的典型识别区。

成都宽窄巷子、春熙路及其周边区

域，将“茶馆文化”“街头艺人”“文创消

费”等内容有机整合，营造出一种具有在

地精神的慢节奏生活氛围，为游客提供

了“有故事、有记忆、有感受”的文化消费

场景，显著增强了城市文旅品牌的情感

黏性。青岛太平角—八大关—中山路区

域，以“山海城市”与“历史风貌”相结合，

形成“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意象

符号，赋予青岛在全国滨海城市中较高

的文化辨识度。南京老门东—夫子庙片

区，通过街巷肌理的还原、文化空间的策

展与夜游体验的营造，构建出一套“可漫

游、能共情”的古都生活美学场景，激发

了众多游客对“六朝古都”的现代认同。

天津五大道—意风区一带以“民国风情”

与“中西合璧”为基调，通过建筑、骑行、

博物馆、街区演艺等多元方式展现，有效

增强了城市文旅品牌的续航力。厦门鼓

浪屿以密布的历史建筑、独特的中外融

合风貌和本地音乐文化，成为“海上花

园”城市形象的完美代表。除了现场感

知以外，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还通过游

客在社交平台的自主分享，进一步推动

了城市文旅品牌形象的放大与扩散。

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的创
新：将“旅游流量”转化为“发
展增量”

通过场景营造、业态更新、文化融

合、技术赋能等方式，城市旅游休闲集聚

区着力将“旅游流量”转化为“发展增

量”，形成城市更新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

◆场景营造 城市旅游休闲空间的

拓展，经历了从“封闭景点”向“片区发

展”的系统跃迁。传统景点、景区和街区

等正从封闭单体走向开放片区，通过空

间串联、功能复合和体验延展，构建起多

节点、多业态的旅游休闲集聚区。全域

旅游的理念在集聚区得到最好地呈现。

西安大唐不夜城在“广场+演出”模式基

础上，整合周边街巷、文旅商业和美食空

间，形成多维度、浸入式的夜游文化消费

场景，实现和大雁塔、大唐芙蓉园等的有

效衔接。

◆业态更新 业态布局是影响旅游

空间活力的核心因素，直接决定游客的

停留意愿、消费深度与整体体验。通过

空间的整体规划和业态的有机更新，城

市旅游休闲集聚区构建起具有叙事逻辑

与多元业态的连续消费空间。如深圳南

头古城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新

地标，并未选择单一的历史复原路径，而

是引入书店、文创店、设计师品牌、咖啡

文化空间、青年创客工坊等新型文化业

态，并和片区内的中山公园、前海公园

等形成联动，共同构建起“历史文化+公

共休闲+现代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复

合空间格局。青岛市市南区的青岛老

城文化旅游区充分挖掘庭院、街区、历

史建筑等老城资源，融合时尚业态与品

牌项目，不断探索“旧里院+新经济”“老

建筑+新消费”“原场景+新体验”等多元

融合的新模式与新业态，引入餐饮、文

创、民宿等新业态 289 家，运营面积达 17
万平方米，形成涵盖食、住、购、游、娱的

综合性消费体系。

◆文化融合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旅游市场的成熟，人们的旅游需

求正在走向更多、更高的精神追求。在

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的建设实践中，越

来越强调将公共文化服务、历史建筑保

护、非遗活化等和旅游发展紧密结合在

一起，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也是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样板区。大运河杭

州萧山火车西站段历史文化街区以“历

史保护+创意再生”为理念，整合东巢艺

术公园、萧然山街文创园与五七公社文

化园区，探索形成“工业遗产活化—场景

多元赋能—全域文旅共生”的空间转型

路径。厦门市思明区在中山路步行街常

态化开展年代秀演出，举办花园音乐会

等活动，以歌声和舞姿让游客沉浸在历

史与美学当中，不仅彰显了厦门的城市

调性，也为厦门文旅品牌增添了更多艺

术气质。

◆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信

息展示、扫码购票等的辅助工具，而是主

导旅游体验设计、服务流程优化和治理

机制创新的关键力量，它系统性地重构

了旅游场景的运行方式，从行为识别、实

时调度到沉浸互动和数据联动，不断拓

展旅游的深度与广度，使得游客不再只

是“看一看”“拍一拍”，而是能够“看得

懂”“玩得深”“参与多”，推动城市旅游

休闲集聚区的旅游方式从“下车拍照”

的浅层打卡型消费，向智慧旅游支撑的

参与型“深度体验”加速转变。如深圳

欢乐海岸广泛使用 AI、AR、VR 等技术，

与光影艺术、多媒体展示等结合，打造

出海洋奇梦馆、光影艺术街区等互动项

目，让游客沉浸其中，获得更加丰富、立

体的感官体验。邯郸广府古城通过灯光

亮化、项目更新和内容创新，打造“梦回

邯郸”3D 光影秀、沉浸式游船项目等新

型体验，成功推动传统文化空间向智慧

旅游场景转型。

以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建
设推动城市文旅品牌和城市
旅游高质量发展

旅游休闲集聚区已成为城市文旅品

牌和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

如何提升旅游休闲集聚区的文化表达

力、情绪感染力、空间包容力与品牌持续

力，是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建设面临的

主要任务。

◆重网红更重长红 城市旅游休闲

集聚区汇集了一个城市最靓丽的“风景”

和最多元的“场景”，这使得城市旅游休

闲集聚区拥有众多“网红打卡地”。“网红

打卡地”对于提升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

的人气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

了集聚区本身的建设，二者其实是相辅

相成的。游客可能因为“网红”有了前往

旅游的冲动，但旅游本身是综合性的活

动，是在异地的生活，需要完善的商业接

待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来支撑。“网红打

卡地”和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的关系不

能 是“ 一 俊 遮 百 丑 ”，而 应 是“ 锦 上 添

花”。只有构建起便捷的交通及相关基

础设施，培育好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和

商业环境，建立健全以游客满意度为导

向的现代治理体系，树立有温暖、真诚、

善意而有辨识度的旅游形象，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才可能可持续

发展下去。

◆重故事更重情感 真正打动游客

的不是故事而是情感。旅游休闲集聚区

建设，既要根植本地历史脉络、文化特

质，通过区域整体叙事化设计手法讲好

城市故事，更要注重和游客产生生活上

的关联、情感上的粘连，使空间成为城市

文旅品牌的可感载体。要策划高频率、

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与城市事件，持续激

发游客的参与热情和情感投入，促进游

客“时间记忆”与“空间感知”的联动。

通过微剧场、互动导览、开放讲堂、

手工 DIY 等方式，鼓励游客由“观看者”

变为“体验者”，增强其文化参与及认同

感。鼓励在地文创团队、设计师、剧场艺

术机构共同参与集聚区公共空间的内容

策划，积极开发凸显城市特色文化的微

型剧场、城市博物馆、音频导览、手绘地

图等体验产品，强化对文化资源的在地

性表达，避免模板化输出。鼓励围绕当

地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产业特色等资

源，开发系列动漫、舞台剧、短视频、文创

产品等，使文旅消费从一次性的空间体

验转向长期的品牌依恋。在保留原有街

区肌理的基础上，大胆引入当代生活元

素，增强文化记忆与现实感受之间的情

感张力。

只有在“既熟悉又新鲜”的文化场景

中，使游客在“边走边听”和“边看边感”

中逐步建构对城市的文化理解。游客才

更能真正感知城市的独特气质，形成对

文旅品牌的深度记忆。

◆重旅游更重生活 要基于美好生

活的理念来发展旅游，加强商业休闲、

居住功能、公共服务及文化设施等的综

合规划，将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打造成

为本地居民乐于参与、外地游客愿意驻

足的综合性生活空间，以实现主客共

享、情感交融。推动形成由地方政府和

文旅主管部门牵头，企事业单位、社区

组织、居民和游客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

机制。

引导居民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参

与，通过议事平台、共创市集、社区导览

等形式，提升居民对身边环境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鼓励游客以“生活体验者”而

非传统“观光者”的角色，参与城市文旅

活动，推动游客与在地社区建立情感连

接，共同营造有温度、有互动的城市文旅

氛围。加快建设散客友好型城市，强化

旅游空间的日常可使用性与弹性转换机

制，提升空间适应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

能力。促进空间从单向展示走向双向互

动，将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建设成为激

活城市活力的“生活秀场”和增强城市文

化认同的“公共舞台”，真正实现“空间共

享、功能兼容、情感共生”，推动城市文旅

品牌走向内生驱动与持续生长。

◆重宣传更重推广 要明确集聚区

的形象定位和主导风格，推动集聚区在

视觉设计、传播语言和营销方式上的协

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标签”和传

播路径。鼓励各景点、店铺结合自身文

化特色，避免内容重复、风格雷同，形成

多点联动、相互呼应的品牌传播矩阵。

提升游客的自主传播积极性，设计具有

强烈视觉吸引力的拍摄场景，设置富有

趣味和参与感的互动装置，激发游客主

动拍摄、发布和分享的兴趣，借助自媒体

渠道形成口碑式传播效应。建立包括

“文化认知度、要素聚集度、内容创新度、

游客满意度”在内的多维评价体系，推动

旅游休闲集聚区在城市文旅品牌发展和

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 中国旅游研究院 戴 斌 崔 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