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斌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收官之年，突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是对我们更是一次大考。
无论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蓬勃发展的
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需求， 引发在
线游戏、阅读、文博、云旅游等新型
消费的快速增长， 还是假期旅游休
闲消费的有力复苏， 都让我们看到
文化和旅游消费的信心正在恢复，
发展的新动能正在积聚。

迎来小康旅游新阶段

有人说：“经此一‘疫’，旅游业
回不到过去了”。这个判断并不是说
新冠病毒多么厉害， 而是旅游消费
和市场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后， 大众旅游将从初
级阶段走向中高级阶段， 即小康旅
游的新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全面思
考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
发展形势、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要
有充分的市场研判、理论准备、顶层
设计和发展规划， 满足并服务于小
康旅游的时代需求。

随着人们文化权益和旅游权利
的进一步普及， 按照中等发达国家
的水平， 未来十年的国民出游率将
会达到每年 7-8 次，现在我国只有
4.5 次； 人均出游天数将会超过 10
天， 现在是 7.65天。 随着 80后 90
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 这些在物质
条件更优越、 文化氛围更浓厚的环
境中浸泡出来的“后浪”，对品质、文
化、艺术、时尚的追求，对规模化生
产、价格战、“审美泛化”等现象和
潮流的反思，都让他们的消费需
求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
式， 也将现代的文化旅游生活方式
更多指向了具有精神内核的生活美
学。

游客对自由、 品质和安全的升
级需求， 对内容产品的个性化和碎

片化需求，不仅重塑着现有供给，也
不断吸引更多跨界主体进入， 使泛
文旅行业始终处于资本活跃的阵
地。 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将会重构
小康旅游时代的供给体系， 有的商
业供给会转化为公共服务， 而传统
的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如图书馆、文
化中心、博物馆、美术馆，则可能引
入更多的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 交
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交通网络的
改善，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新基建， 让深入百姓日常生活的自
由行、自驾游更加普及。当目的地成
为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空间， 目的
地公共服务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考验。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变革，
必然要求文化和旅游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产业链助力文旅融合

过去谈旅游业， 主要是导游和
旅行社。在小众旅游的时代，这两部
分群体确实就可以代表旅游业了。
然而，大众旅游对应的是大产业。以
风景名胜、主题公园、国家公园、国
家文化公园、城市公园、郊野公园为
代表的旅游吸引物体系；以酒店、客
栈、民宿、乡村旅游接待户为代表的
旅游住宿体系； 以旅行社、OTA 为
代表的旅行服务体系； 以航空、高
铁、 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远程交通体
系；以旅游大巴、出租车、共享汽车、
共享单车为代表的旅游交通体系；
还有旅游餐饮、 旅游购物、 旅游娱
乐、安保救援体系等，已经构成了多
重、交织、互动的产业链体系，既印
证也拓展了传统的产业链理论。

文化领域过去多以传统思维提
供公共服务，如今其产业化、市场化
的进程正在加速前行， 不断突破原
有产业链条和边界， 走向大文化领
域。

从目的地建设来看， 地方经济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地标的建

设，更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展现
在游客面前的迪士尼乐园、 环球影
城，绝对不能仅仅视为一座园子。前
期的设计、施工、装备，再往前的创
意、导演、特效制作、文宣、广告与院
线运作， 后期的人力资源招募与培
训、营销组合、分销控制、财务筹划，
再往后与资本市场的对接， 技术的
响应，再加上本地化的项目公司，是
一条又一条相互支撑、 相互促进的
产业链。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解
决文化创作有高原无高峰，传不开、
留不下的问题， 当然要重视行政的
力量， 激发文化系统和文化战线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 更要发挥市场机
制在文化传承创新进程中不可替代
的作用。 这就需要培育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市场主体， 而市场主体的创
业创新结果必须推动文化产业链的
延展与完善。

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斯密—
杨格”定理，即“分工受制于市场的
广狭，又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的规
律， 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
得到了充分印证。 产业边界的拓展
与分工深化是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的， 产业链条在得到丰富和韧性的
同时，其管理难度、成本与风险亦在
放大。 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链长
制” 是直面市场转型和产业升级的
制度创新， 是地方政府主动担当
和积极作为的具体体现，其中蕴
涵着深厚的学理道理哲理。 在积
极探索的同时， 也要善于总结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此外，还
要做好政策储备， 务实高效地推进
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进
程。

旅游消费统领产业链

从市场、 需求和消费的角度来
思考旅游产业更有实践意义———所
有满足游客出行和体验需求的企业
都是旅游市场主体， 都是旅游产业

链条的一个环节。需要说明的是，它
们可能是其他领域的市场主体，还
是其他产业链条的一个环节。 从国
际经验和旅游业发展规律看， 一旦
城市和乡村成为主客共享的美好生
活空间，那些生活服务类企业，就会
既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 也为外来
游客服务。 或者说，“旅游+”和“+旅
游” 为代表的产业融合必然开始加
速。 所以，既要做产业链和创新链，
也要培育产业圈和市场生态。 千万
不能有领地意识和条线思维， 一切
为游客提供高品质服务的企业都是
旅游产业的主力军。

旅游产业链，要有“链长”，还要
有“链主”。与其他产业一样，旅游业
的创新发展也需要“链主”，即所在
领域的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 在此
意义上，“链长制” 也是行政手段与
市场力量新型共建共治的创新尝
试。大众旅游兴起后，旅游目的地建
设主要围绕资源开发和景区建设展

开， 拥有稀缺性资源的高等级景区
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标志， 景区管
理委员会、 依托景区门票经营权和
商业项目开发权的上市公司则扮演
了扩大投资乘数、延长产业链条、拉
动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角色。 当务
之急是培育壮大一批省级、 市级的
旅游产业“链主”，以及旅行服务、旅
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大数据等关
键领域的“支点”体系，从而形成“链
长———链主———支点” 的指挥、调
控、驱动和运营体系。

产业链也好，生态圈也罢，最终
还是要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 还是
要回到目的地建设上来。扩大消费，
既是旅游产业链的发展方向，也
是旅游创新链的基础动能。 满足、
引领甚至创造消费需求是产业链
与创新链的一体化实现， 不断涌现
的细分市场恰恰印证了这点。 近年
来快速增长的夜间旅游、避暑旅游、
红色旅游、 数字旅游等新兴业态消

费，正是通过“向时间要空间、扩空
间换时间”打通了细分消费的脉络，
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加 强的自驾
游需求， 也是需要时刻关注的新趋
势。

为了将这些新兴消费嫁接移植
到本地，“链长” 和责任部门在创造
性地做好目的地形象建设与营销推
广、发展规划、行业监管和公共服务
等常规工作的同时， 还要着力破解
一些制约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
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那些打基础、
立长远的战略突破点。

以体制机制创新的“链长制”为
抓手，时刻盯着游客的需求，对自己
的供给资源如掌心纹路般熟悉，对
科技、 人才有着包容式的吸纳和
试错宽容， 才能确保文化旅游业
的蓬勃发展， 才能让产业发展链接
时代需求， 让文旅融合链接美好生
活。

（作者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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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产业发展链接时代需求 让文旅融合链接美好生活

创新旅游产业链 积聚产业新动能

为激活广东
省文化旅游消费
市场，加快文旅行
业疫后复工复产，
促进广东省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创
新转化为旅游产
品， 广东省首个
“品读历史文化，
讲 好 广 东 故
事———广 东 省 历
史文化游径体验
日” 主题活动于 6
月 13 日全国“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
期间同步启动。 图
为广东省历史文
化游径精品线路
宣传图。（图片由
广东省旅游规划
与营销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