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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评

□□ 宋瑞 刘佳昊

意大利是欧洲文化的摇篮、文艺复

兴的发源地，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

遗产大国，有 49 项世界文化遗产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位列全球首

位。与此同时，意大利也是世界旅游大

国，每年入境旅游人次高达 1.17 亿，位

列世界第五，国际旅游收入位列世界第

六。总体而言，意大利的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在以下方面具有突出特点。

其一，文化遗产采用垂直化管理，

旅游部门主责营销。意大利文化遗产

与活动部是全面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家

机构，下设出土文物、艺术品、古建筑等

18 个保护局，直接管理全国各地的重

要遗产。意大利对文化遗产实行垂直

管理，由中央政府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文

化遗产保护开发网络，直接委任地方代

表并垂直领导。意大利国家旅游局是

意大利旅游工作的最高管理部门，负责

国家形象宣传和旅游推广，同时与文化

遗产与活动部保持紧密合作。通过这

种方式，意大利努力实现文化遗产的保

护以及商业开发过程中的旅游活动与

文化环境的协调。

其二，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实施

“文物监督人”制度。意大利关于文化

和旅游的相关法律较为完善。意大利

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意大利共和国

负责对国家的艺术、文化遗产和自然

遗产的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法》规

定，“未经有关部门的批准，禁止对在

考古、历史和人类研究等领域有价值

的文物，进行任何形式的拆除、改造或

修复。”此外，意大利还制定了《资助文

化产业优惠法》《文化遗产与景观法

典》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在旅游方面，2011 年制定的《意大

利旅游法典》明确了国家在旅游方面的

职能，对旅游职业、市场秩序、经营活

动、旅行社、旅游产品、私人主体及公共

机构权利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文物监督人”是意大利文化遗产

保护的特色之处。“文物监督人”隶属于

文化遗产与活动部建筑历史环境监督

局，他们通常拥有大学教授、著名建筑

师、考古学家等专业背景，负责监督文

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和使用，为政府的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等提供咨询建议。

其三，对文化遗产实施谨慎开发，

重视其历史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意

大利对文化遗产的开发非常谨慎，一直

秉持“除非绝对必要，文物建筑宁可只

加固而不修缮，宁可只修缮而不修复”

的原则。

上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率先提出

对历史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理念，首次

提出“把人和建筑同时保护”，即不仅保

护具体的历史建筑遗产，还要保护与之

相连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不仅对单

体进行保护，而且对古建筑成片保护。

古罗马城被完整地保护下来就是一个

典型例子。出于对地面以上建筑类文

化遗产的保护，罗马对新建筑的建造和

古建筑的修缮制定了严格程序，对风

格、色彩、体量等方面提出详细要求，以

便保持古城文化风格的统一。意大利

还划定了 900 余个“法定历史中心区”，

规定其中所有建筑物的外部结构管理

权属于国家，不得随意改变。这些规定

保护了大量古城古村的历史风貌。“原

汁原味”成为吸引游客前来体验意大利

文化的重要因素。

其四，鼓励民众广泛参与，并提供

多元化的资金支持。每年 5 月的最后

一周，意大利都会举办“文化遗产周”活

动，免费开放所有国家级文化和自然遗

产，鼓励民众参观。政府通过对遗产景

区实行门票优惠政策、定期组织学生参

观、积极策划不同形式的文物宣传和推

广活动等方式来提高民众的参与度。

在资金方面，中央政府用于文物古

迹的保护经费高达 20 多亿欧元，且拨

款逐年增加，各级地方政府也有文化遗

产保护的专用款项。政府还通过税收

优惠鼓励民间投资保护文化遗产。比

如，根据艺术奖励政策，市民向文化保

护活动捐款金额中的 65%可从各自的

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企业也可用对各类

社会文化活动的赞助直接抵税。此外，

“我们的意大利”“意大利历史建筑协

会”“意大利环境基金会”等民间团体在

推动政府建立法律、募集资金、健全制

度、保护遗产、社会宣传等方面也发挥

了积极作用。

其五，开展广泛合作，积极参与国

际事务。意大利注重加强与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旅游合作，广泛参与各类国际

组织旅游事务，提升意大利文化影响力

和塑造意大利旅游品牌。2010 年，意

大利与法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展游览

意大利项目，以此促进文化旅游线路的

保护。该协议也对英国和瑞士开放。

2011 年，意大利与法国、西班牙签署议

定书，共同进行对中国、印度与巴西等

新兴市场的旅游营销，并签署了促进亚

得里亚海与伊奥尼亚海盆旅游发展议

定书。2019 年，意大利多个大区与中

国中旅集团就意大利超级目的地计划

签署文化、旅游和商业合作备忘录，进

一步加深中意旅游合作。同时，意大利

在全球旅游道德准则制定、跨国文化旅

游线路推广、欧盟卓越旅游目的地评选

等多个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六，控制游客数量，应对过度旅

游。意大利文化旅游盛名在外，也面临

因游客过多而导致的容量超载、遗产破

坏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例如，著名的水

城威尼斯，每年接待 2200 万人次游客，

而内城居民仅剩 5.5 万人；就连圣吉米

亚诺小镇，旺季的游客接待量也远超其

接待能力。意大利政府目前已在威尼

斯、卡普里、五渔村等热门旅游地采取

限制购票、网上预约、淡季引流等手段

控制旅游人数，减少过度旅游对文化遗

迹带来的损害。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

□□ 本报记者 李琤

“许多人到名山大川的旅游景区会

因为没有网络而失联；OT A 平台定制

的服务，到了景区内戛然而止；在最美

的山顶 4G 信号却变成了‘E’……没有

网络信号的景区如何让游客享受智能

服务？”近日举办的 2019数字文旅发展

论坛上，上海创图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欣抛出他曾在景区遭遇的

种种问题。

今年起，5G 已经陆续在国内多个

城市启用试点，全面商用指日可待。中

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主任戴斌在会上提出，数字文旅的

时代已经到来，旅游业已经进入主客共

享的新时代，在技术推动下，各产业边

界逐渐消失，文旅产业需要适应并创新

商业模式。

5G让旅游更安全

5G 时代的到来、5G 信号的全覆盖

将会如何改变文化和旅游面貌？文化

和旅游产业的研发者、经营管理者、行

业监管者又将用什么样的思维和手段，

来应对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黄璜正

在参与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

交流中心、携程等联合发起的“安全旅

行和负责任旅行”课题组。他介绍，5G

技术和安全旅游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安

全旅游问题的一个重要解决方案。5G

技术可以通过物联网对景区进行观测、

监测，通过旅游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形

成旅游安全信息指数，还可以向游客实

时报送保障旅游安全信息。在旅途中，

游客可以通过 5G技术获得最优避险方

案；在遇到灾难时，被困游客可以通过

手机 APP 一键呼救。

黄璜举例介绍，在四川九寨沟景区

可以布局上千个监测器，实时监测风

速、降雨、土壤的松动程度，并通过模型

计算可能发生泥石流或者其他意外灾

害的风险。如果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或

者安全预警线，它会直接向游客实时报

送安全信息，这比传统方式更有效率。

5G技术将带来哪些变革？苏州竹

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祖望说，

手机和可穿戴装置通过 VR 技术、5G

技术串联起来，可以为文旅行业带来巨

大改变。如游客不仅可以看到历尽沧

桑的历史遗迹，还可以通过先进技术身

临其境地感受遗产地背后的文化底蕴，

产生崭新的体验。

科技助推旅游业转型升级

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需要看到

5G的普及过程正在推动文化和旅游行

业的转型升级。在广西旅游数据中心

主任莫明建看来，“5G可能会带来的体

验和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单一的观光体

验产品向复合型、有深度和个性化的旅

游产品延伸。技术的发展将会一定程

度上加速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旅享视界创始人廖宇提出“5G 时

代独行难，众行易”的观点。廖宇认为，

业界要进行破坏性的创新，需要重构一

个新的组织，打造一个新的平台，帮助

百万导游进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帮

助数万家传统旅行社解决数字时代面

临的问题。

事实上，已经有公司走在探索前

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

源国和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

入境游已经成为从旅游大国到旅游强

国转变的必经之路。如何助力中国打

造海外游客梦想的目的地，谷歌中国大

客户部政府行业高级经理高洁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

谷歌通过洞察海外用户、绘制数据

画像以及给各个目的地提供旅游营销

方案 3 个维度来帮助中国的旅游目的

地走向海外。高洁介绍，了解游客、旅

游目的地形象建设、积极宣传“一带一

路”倡议是目的地营销的三大核心要

素。他们发现，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

速，尤其是 5G时代的到来，当下的消费

者呈现出对新鲜事物越来越感到好奇、

对信息的索取越来越予取予求、获取信

息时越来越缺乏耐心 3个趋势。

谷歌目前已经研发出一系列基于机

器学习、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的旅游相

关产品，这些产品会根据个人的偏好、使

用习惯来调整产品页面，为游客提供不

同信息。高洁认为，未来自动化、数字化

和智能化是营销的主要方向，用户的生

命周期价值也是企业需要重视的。

此外，阿里云创新中心（无锡高新）

负责人郭炯明提到，5G 带来的是高速

率、低时延。当 5G来临后，游客可以获

得更好的 VR、AR 体验，在家就可以感

受旅游的魅力；5G还可以促进智慧旅游

的进步，涉及无感购票、自动指引、智能

监控、安全防范、智慧餐厅、文物保护、景

区运营等领域，构成一个全面而完善的

智慧旅游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这一过

程中也会催生很多文旅创新企业。

智能服务将不被锁“门外”

5G的发展对包括文旅行业在内的

各个行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增长百倍的

传输速度将使文旅产品供给结构、需求

结构、供需对接发生深刻变革。

戴斌提到，近 10年来，大众旅游兴

起，跟团游比例逐渐下降。有多种原因

导致这种变化，除了游客消费观念的日

益成熟、旅行经验的日益丰富和旅游环

境的日益提升外，最关键的还是移动互

联设施带来的便捷。

“今年‘五一’，重庆洪崖洞游客量

增长了 179%，庞大客流涌入给旅游安

全带来挑战。”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主任刘旗介绍，重庆在洪崖洞区

域建起了电子围栏，实时监测客流、疏

导客流，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应对挑战。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电信与中国浦

东干部培训学院建设的党建演示厅中，

通过 VR、5G 等技术复原了红军过草

地、爬雪山的一系列震撼场景，并远程

与陕西延安、江西井冈山等地景区进行

实景化嫁接，学员用设备实时体验，其

授课效果比传统的教学效果更好。

“随着 5G的普及，智能服务将不会

在景区内‘停滞’，旅游景区也许可以率

先实现无人驾驶，游客搜救可以通过手

机直接定位……”李欣畅想在数字时代

文旅发展的未来景象。他认为，5G 还

将在文旅领域推动消费互联网、产业互

联网、公共互联网“三网融合”。其中，

公共互联网是公共服务的互联网化，全

国数以万计的文化场馆、旅游单位都需

要接入公共互联网。如何把三网很好

地连通整合、资源互动、用户共享，是核

心问题。

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意大利旅游发展的基础，高度重视文化遗产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是其旅游政策与战略的核心。目前，意大利已正

式签署协议，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

意合作将更加紧密。了解其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经验及其所面临挑

战，将为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实践以及中意两国交流提供重要参考。

意大利文旅融合发展的经验与挑战

如何让景区真正智能起来

当文旅融合迎来 5G 时代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一隅 本报记者 鲁娜 摄

登顶后手机没有信号，许多人旅游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