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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 当前旅
游业创新的社会条件和技术基础已
经日趋成熟， 国民经济正在向高质
量发展，旅游业已经迈入创新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文旅发展的
政策环境在不断优化， 跨界资本和
研发力度在不断增加， 旅游人才从
数量和质量上都在不断提升。总之，
技术与旅游融合日益紧密。

消费升级倒逼创新

从消费环境看， 消费升级正在
持续发展， 倒逼行业创新提速。 目
前， 假日旅游消费持续多年保持增
长， 假日出游成为中国家庭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 特色旅游为游客提
供了新的出游体验。目前，年轻人已
占据旅游市场大半江山， 年轻人生
活化、 个性化的消费偏好正在主导
旅游市场潮流。

从时空拓展角度看， 旅游的季
节性特点正在不断弱化。 进入 2019
年，旅游淡旺季趋于平衡，夜间旅游
发展形势向好， 未来夜经济也是推
动旅游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从空间
角度看，在全域旅游建设背景下，旅
游活动的场所从景区景点延伸至各
类文化、休闲场所，延伸至旅游目的
地的各类生活空间。 除了常规的博
物馆、图书馆这些文化休闲场所外，
市井集市比较有烟火气的居民生活
空间也成为游客体验的一个亮点。

旅游消费升级推动了服务品质
提升。旅游消费结构日趋多元化、合
理化。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大众旅游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旺盛， 文化消费市场表现
活跃。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叠加，
让品质消费成为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旅游产

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城乡居
民旅游度假和文化休闲意愿处于急
需释放的状态。预约、分餐、适度、健
康、 绿色已成文明旅游新风尚，亲
子、家庭、文化、品质成为广大游客
新需求。 旅游企业开始加速国内旅
游市场的战略布局和产品创新。 扫
码入园、刷脸通行、无接触服务、机
器人送餐等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了消
费场景。 目前旅游消费的信心正在
恢复，产业振兴的动能开始积聚，旅
游经济触底反弹和稳中向好的趋势
仍在继续。

五种力量驱动创新

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对旅游
业创新的实践观察， 中国旅游研究
院旅游创新与 IP 发展课题组（以下
简称课题组） 研究构建了旅游创新
驱动的“新钻石模型”。 新技术、资
本、企业家能力是内生因素，市场需
求、 制度因素作为两个全局性影响
因素对技术、 资本和企业家能力等
都产生影响， 这五种力量共同驱动
旅游业创新发展。政策优化、文旅融
合、前沿科技、组织创新等创新动能
稳健发力， 政策优化营造了良好的
创新环境， 前沿科技优化了旅游全
产业链条， 文旅融合成为创新主打
方向，组织创新引领市场文旅变革，
共同促进旅游提质升级。

为了更好地研判旅游创新的效
果， 课题组从供给端和消费段分别
进行研究。从供给角度看，课题组结
合旅游业创新发展实际情况， 以国
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
（CII） 研究》 的创新指数框架为基
础，建立了区域旅游创新评价体系。
旅游创新能力评价以创新环境、创
新投入、 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为一
级指标，根据以往旅游学界、业界研
究成果设定二级和三级指标。 基于

指标框架及熵值法权重分配， 课题
组对全国 31个省（区、市）进行旅游
创新能力评价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华东、 华南地区领跑国内旅游创新
（华东和华南地区旅游综合创新能
力处于第一梯队，华北、华中、西南
地区处于第二梯队， 东北和西北地
区处于第三梯队）；科技投入的创新
贡献日益突出（区域旅游创新能力
前十位与研发投入、 知识产权产出
的前十位高度吻合）；文化资源成为
旅游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创新成为
文化和旅游双赢的连接点。

从需求角度， 课题组组织专项
调查，研究在国内 60个主要旅游城
市游客的创新感知情况。结果显示，
旅游创新初见成效，53.5%的受访
者表示效果显著； 游客对景区和住
宿的创新感受最为强烈； 科技创新
最为关注，信息和服务提升显著。游
客的反馈影射出未来的方向， 未来
还需在提高性价比、优化商业模式、
加强创新宣传传播等方面加大改进
力度。总之，游客的创新感知整体较
好， 但是未来还需要在多个领域发
力。

旅游 IP丰富业态

旅游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是指基于旅游资源或旅
游地域的独特性， 在与旅游要素融
合发展的基础上， 以游客为中心创
造出的具有排他性的旅游知识资
产。 旅游 IP 的创新路径主要靠技
术、文化资本、企业家推动。 旅游 IP
通过轻资产、差异化战略、产业链打
造，不断优化商业模式。 旅游 IP 创
新的实践包括与住宿、景区出行、购
物、餐饮等产业的融合。

旅游 IP 有利于提炼旅游产品
的优质内容，丰富旅游场景的创意，
为旅游创新提供更多的方向。 对于

游客而言，通过旅游 IP 植入，打造
富有鲜明主题性的旅游目的地和优
质的旅游产品， 可以满足游客对旅
游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提升
体验；对于景区而言，旅游 IP 具有
强内容力、高排他性和强识别性，利
于景区设计独特的产品内容， 提升
景区吸引力和用户黏性； 对于旅游
行业而言，旅游 IP 促进“旅游+”复
合型发展，实现跨界融合，丰富旅游
业产品业态。

从旅游 IP 的典型应用来看，时
尚科技领衔 IP 活化，新零售助力价
值变现。科技时尚元素不断融入，让
旅游 IP 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拓展。网
红博物馆、非遗等文化 IP 推动了旅
游品质升级，科技、时尚多元素融入
IP 催生出文旅新业态。 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传播扩大了文旅 IP 效应。

市场创新推动发展

未来旅游 IP 的长效运营有待

深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品牌化长效运营。 当一个现象

级的 IP 出现之后， 旅游 IP 的运营
商不能仅仅关注短期流量效应，还
要关注长期的收益。 要向着创新品
牌的方向去发展， 最终才能实现旅
游目的地资源的持续开发和长效运
营。 需要引发游客在文化和情感上
的共鸣， 旅游品牌可以让共鸣转化
为更深刻的价值认同， 进而形成更
具有黏性的产品信任。

文化内容挖掘。 文化内涵是旅
游 IP 的灵魂。 现在，旅游市场的竞
争十分激烈，IP 的运营需要建立在
文化精髓的挖掘基础之上。 不断增
强造血能力， 将传统的文化和新的
理念融入到内容里面， 不断推出有
特色的文化或者概念， 这样才能提
升影响力。

知识产权保护。现在旅游 IP 的
概念还在提升或者快速发展阶段，
知识产权保护还集中在初级阶段，
没有成体系化的东西， 很多都处于

模糊的边缘地带。旅游 IP 是排他性
的知识资产， 知识资产的有效利用
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
应用制度下，IP 的授权、 维护需要
不断去规范， 需要建立标准或者制
度去制约， 整个产业在合规的环境
中运转，这样整个 IP 发展才能有一
个良好的环境。

市场创新推动。 市场创新推动
旅游 IP 的发展， 市场创新和 IP 发
展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方面，旅游
市场创新环境为旅游 IP 的发展壮
大提供了技术、制度、人才等多方面
的资源支持，推动旅游 IP 的内容创
造和推广维护。 另一方面，旅游 IP
作为旅游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丰
富了旅游产品的主题和创意 ，提
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为旅游创
新提供更多方向， 助力行业高质量
发展。

未来，旅游 IP 创新将向着有理
性、有温度、有品质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旅游研究院）

行业 P03中国商报·旅游导报2020年 7月 29日 星期三 责编：王一宁 校对：王坤

个性化消费主导市场潮流 技术创新进入消费场景

消费升级推动旅游行业创新提质增效

7 月 17 日
晚，江苏省徐州市
云龙湖风景区内
的徐州乐园欢乐
世界、加勒比水世
界双园夜公园活
动正式启动，徐州
乐园由此开启暑
期水陆日夜“狂欢
模式”。 图为公园
夜景。（徐州乐园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