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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域旅游，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聚 焦 文 旅 融 合

宜融则融 能融尽融

聚 焦

“沉浸式”旅游演艺如何深化发展

□□ 叶一剑

全域旅游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文旅

产业转型发展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对很

多地区而言，也是推动当地文旅转型发

展的最重要战略依托，尤其在那些文旅

属性和目的地属性比较明显的地区和城

市，也成为推动当地综合转型发展的最

重要的战略依托。

正是充分考虑到全域旅游发展所涉

及的区域协调发展、城市治理变革、文旅

产业转型，以及区域和城市综合性的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等一系列复

杂性问题，因此，在接下来的全域旅游发

展中，需要重点考虑全域旅游与区域和

城市发展中所涉及的一些关键领域和关

键内容的互动。

其一，全域旅游与文旅融合的关

系。如果说全域旅游较多地体现为基于

空间逻辑下的旅游转型发展思路的话，

那么，文旅融合则较多体现为跨界逻辑

下的旅游转型发展的思路，但两者之间

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甚至是互为支撑

和表里——文旅融合不但成为全域旅游

发展中最重要的策略，基于文旅融合的

旅游目的地开发、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创

新性供给，已经成为全域旅游发展中最

重要的支点；与此同时，不同空间尺度的

全域旅游发展，不仅为文旅融合提供了

基础的消费市场，而且，还为文旅融合下

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直接的资源

支持，基于全域旅游发展所构建的区域

文旅产业生态，更是为文旅融合提供系

统性的、全产业链化的支撑。

所以，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将全域

旅游发展和文旅融合统筹考虑，协同推

进，具有充分的战略合理性和现实的市

场合理性。

其二，全域旅游与区域和城市综合

转型的关系。旅游在一个地区和城市的

整体性转型发展中，其表现出来的流量

经济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对一个地区产

业的综合带动价值越来越凸显。几乎所

有行业的创新，都需要针对旅游的发展

进行跨界思考，以获得更多转型的灵感

和动力。

也正是基于此逻辑和背景，越来越

多的地方提出了“旅游+”的概念，在此概

念和战略布局下，无论是对当地的地方

政府而言，还是对于旅游产业和非旅游

产业的从业者而言，从一开始就要思考

如何将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协同

发展，将旅游产业在推动区域转型中的

综合价值发挥出来。而且，旅游产业自

身的发展也需要与其他产业和领域进行

互动，比如，与交通行业、与乡村振兴的

互动，而不是“孤岛式”的来看待旅游产

业的发展。

其三，全域旅游与文旅投资的关

系。中国正在迎来文旅投资的黄金时

代，各路资本齐聚文旅产业，可以预见的

是，文旅领域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

是中国最快的几大领域之一。随着这一

轮投资的快速推进，针对地方文旅资源

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投资门槛越来越

高，而随着地方政府针对文旅资源的产

权清晰化改革的推进，下一轮文旅领域

的合纵连横事例将越来越多，上市公司

中的文旅板块将越来越活跃。

基于此，几乎所有的省级、地市级政

府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文旅投公司，或

者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外部相对成熟的

文旅企业，并以此为平台进行区域内文

旅资源的产权清晰化改革，统筹区域文

旅市场化运营，主动推进区域内文旅领

域的创新创业，不断推动与国内投资机

构和运营团队的合纵连横，市场化和国

际化地进行资源配置，进而全面推进区

域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其四，全域旅游与创新创业的关

系。在针对品质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过

程中，越来越多的小而美的团队快速发

展，成为重塑新一轮文旅产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这就需要在地方推动区域和城

市文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给予这些团

队和品牌以足够的重视，并和区域内的

创新创业结合起来，在区域内形成针对

文旅产业的创新创业氛围、空间打造和

服务体系建设等。

此外，越来越多的平台型企业也开始

有针对性地孵化和培育自己的产品和服

务品牌，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进行产业生态

的构建。

另外值得关注的品质化产品和服务

的产生路径是，很多文旅企业甚至非文

旅企业，选择到海外并购比较成熟的文

旅产品和服务机构，进而快速引入国内

市场，这也是推动中国文旅品质化发展

的显著路径之一。

其五，全域旅游与文旅小镇的关

系。在关于中国文旅产业与投资的基本

洞察中，一个重要的判断是：文旅产业小

镇已经成为主流的产品线和区域文旅资

源的开发建设模式。这不仅是基于传统

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的转型需要，而且，作

为特色小镇的一种，文旅小镇可以在一

个空间内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发

展，并通过小镇的建设打造面向全域旅

游的目的地和集散地，打造推动区域文

旅产业发展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

置平台。

与此同时，对于很多三四线城市而

言，文旅小镇的开发建设运营，不仅为其

区域文旅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想象空

间，而且，将对整个城市的转型产生积极

影响，对重塑城市空间格局和城市更新

带来诸多改变。

当然，在这一轮特色小镇营造中，文

旅功能也是所有特色小镇的标配，很多

小镇都明确提出要按照 3A、4A 甚至是

5A标准打造自己的基础设施和进行景

观配套。这也是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

合发展的具体体现之一。当特色小镇成

为很多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平台和资源

配置平台的时候，这些小镇也将可能成

为推动小镇所在地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

的平台支撑。

其六，全域旅游与智慧旅游的关系。

智慧旅游的发展正在得到更普遍的重视，

并越来越表现为平台的多元化和垂直化，

从之前的硬件建设阶段，进入了硬件和软

件同步建设的阶段，并将进一步进入大数

据引导的智慧旅游方向，智慧旅游和智慧

城市逐步走向融合。

另外，已经非常明显的趋势是，针对

智慧旅游的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已经覆

盖旅游的全业态，接下来需要出现一些

整合平台，这些整合平台可能是以空间

范围甚至是行政辖区为单位的综合智慧

旅游平台建设，也可能是以面向旅游全

业态和全体验周期的综合服务智慧旅游

平台。

其七，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

系。乡村旅游是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过

程中最重要的依托。从旅游消费端来

看，乡村旅游也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旅游

消费承载地。所以说，在很多地区，谈全

域旅游必谈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成为全

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山西的乡村村落分布着大量的国

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多山西最

重要的古建筑遗存也分布在这些村落

中。这就意味着，山西村落的文化资源

比全国很多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要更加

明显，也更加厚重，这些资源也是山西省

发展文旅产业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依托，

甚至可以说，山西文旅产业发展的文化

基因、文化符号和景区建设更多是依托

乡村空间来展开的，对山西乡村文旅资

源的开发利用，将直接决定山西文旅产

业转型发展和全域旅游发展的成败。

其八，全域旅游与文化创意的关

系。就全国文旅产业发展的现实和趋势

而言，文化创意产业正在迎来最好的发

展周期，其主要背景和逻辑包括：从消费

端来看，在新消费时代，对文化以及延伸

品的消费已经成为消费的主流，越来越

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当中，文化价值

的占比越来越高；从文化保护传承和活

化利用的战略和政策导向来看，也已经

非常明确，“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已经成为明确的政治共

识、战略共识、政策共识和市场共识，国

家并出台了明确的政策文本，对文化遗

产的活化利用做出专门的规定。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文创化已经

成为所有区域和城市文化价值变现和旅

游创新发展的最重要的路径依托，没有

文创产业的发展，就没有真正的文旅融

合和文旅产业的转型发展，也就没有全

域旅游的新发展。

无论是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还

是一个地区全域旅游的发展，都像区域

的高质量发展一样，是一项没有终点的

改革创新，不但在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

的特点，而且，伴随着不断出现的技术革

新、产业变革、消费升级等，全域旅游的

发展决策和项目营造，再也不可能有一

劳永逸的情况存在。

这就需要有关各方在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过程中，不但要以高质量服务旅游

消费者为念，还要坚持以旅游事业和产

业的发展助力区域综合转型为念，不但

要善于挖掘当地的独特资源禀赋，确立

独特的全域发展模式和路径，还要积极

拥抱全球旅游市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业态，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推

动各个行政层级下的全域旅游迭代创新

发展。唯有如此，方能推动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的建设不断迈入新阶段，并以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建设切实推动全域旅

游和旅游业的大发展、新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

□□ 李兆睿

经过多年发展，旅游演艺已成为我国

诸多旅游目的地的标配。在日趋激烈的

市场竞争环境下，现有的旅游演艺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营收增长乏力，“沉浸式”体

验演出却异军突起，表现令人瞩目。从以

传统定点剧场为特点的1.0时代，到以《印

象刘三姐》为代表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的

2.0时代，发展到了如今以“沉浸式”体验

为特点，让游客参与式互动、行进式体验

的3.0时代，旅游演艺从形式到内容都在

快速升级优化。

中国旅游演艺年度报告数据显示，

2018年沉浸式演出全国新增加 11台，演

出总台数 23台，同比增长 76%，“又见系

列”占沉浸式旅游演艺票房的比重达

53%，《知音号》排名第二占比 11.4%，沉

浸式演出呈现大幅增长态势。沉浸式体

验剧情的塑造、口碑式的营销手段、零距

离的主客角色关系成为旅游演艺企业在

旅游演艺 3.0竞争中争夺年青一代消费

市场的共同策略。为了更好地推动沉浸

式旅游演艺的发展，需要重视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了解年青一代消费者的需

求。随着“95后”初入职场以及“90后”收

入日益稳固，这些互联网“原住民”逐渐

成为沉浸式旅游演艺消费的主力军，他

们是一群在“娱乐刷‘抖音’、议论发‘微

博’、购物上‘淘宝’”的环境中长大起来

的年青一代消费群体。面对这些年青一

代的消费者，旅游演艺企业要在体验场

景设计、主题内容选择、空间氛围营造等

方面更加贴近他们的需求；要借助大数

据分析工具，了解他们的观演需求和偏

好，从而打造出能真正打动年轻观演群

体的旅游演艺作品。此外，要多关注年轻

群体的亚文化圈的主要变化，关于年轻群

体的社群特征。这样旅游演艺企业就能在

不断精耕细分市场的过程中，生产出针对

适应新一代主流消费人群主题偏好的“沉

浸式”演艺内容，从而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

找到创新发展的方向。

第二，要打造精品内容，注重细节和

仪式感。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旅游演艺

企业要以内容为王，在打造剧情时要善

于讲故事，讲好故事。首先，旅游演艺企

业应通过对当地特色历史文化的深入发

掘，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获得愉悦的

同时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特色文化，获得

更多文化滋养。其次，“沉浸式”体验演

出极大拉近了观众与演员的距离。旅

游演艺企业需要在细节安排、仪式感设

计等方面进一步下足功夫，真正使游客

融入剧情中、“沉浸”到剧情中。如《知

音号》演出将门票设计成复古船票，并

提供自愿更换的“复古怀旧风”服装。

贴合主题的细节设计不仅能够深化剧

情内容内涵，还能提升旅游企业服务质

量，树立品牌效应。最后，旅游演艺企业

还要把握好剧情节奏，使剧情整体上衔接

有序，张弛有度。

第三，要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

华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这里

的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还包括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

旅游演艺企业要弘扬高尚的爱国

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和

塑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角色形象。

作为文化传播载体，传播优秀的中华文

化是旅游演艺企业所必须承担的职责，

也是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渠

道。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演艺企业要注

重对历史名人故事的发掘、利用，注重

经典文学形象的现代表达和创意，要善

于结合时代需求，真正做好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文章。《哪吒》《大圣归

来》等取材于传统文化的电影大获成

功，预示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再创意的

巨大市场空间。

在演艺作品角色塑造过程中，企业

要注重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要注意从观

众视角、百姓视角来塑造人物角色，有

“人间烟火”气息，更容易让观众有代入

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更容易在

触动观众心灵中获得对作品的好评和

认可。

“沉浸式”旅游演艺《知音号》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文化和旅游全域融合涉及多考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