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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期 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
如何提升旅游消费成色

春光无限好，出游正当时。发展旅游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从中央经济工作
会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到成都今年经济工作重点聚焦“九个有力有
效、三个特别注重”，强调“扩大内需要有力有效”⋯⋯如何提振旅游消费，以及如何加快释放旅
游业韧性强、潜力大、产业链长的优势，恢复消费，成为当前各地方政府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

本期《锦观智库》对话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显波和西华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副主任
陈睿，分别从超大城市和文旅新场景的角度，给出问题的答案。

“文化创意”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陈睿：是的，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文化
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文化产业数字
化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2016 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
念。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
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
学习、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在文化产业

中的应用不断深入与普及。这反映出，数字化对
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和产业结构的促进与改变，
已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与重视。

因此，我认为，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文化创
意”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这种要
素能够与资本、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
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参与生产流通过程，并在一定的
条件下产生倍增效应。这使得对“文化产业”的传统
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文化产业不仅仅包括自身涵
盖的各种子产业，还可以依托“文化创意”这一新的
生产要素，参与相关产业，如旅游业、农业、制造业
等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引领经济快速发展
的新兴力量，是促进城市发展、推进产业升级
的新引擎。而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可视化和

智能化似乎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你是如何看待的？

锦观
智库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显波

“旅游消费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
要地位，是整体经济发展和经济循环的重要组

成部分。”李显波说，一方面，旅游消费在整体
居民消费中占比较大。以2019年为例：中国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6.63万亿元，其中国内旅
游收入57251亿元，国内旅游消费占总体居民
消费支出的比例在19%左右；另一方面，旅游

消费的综合贡献和综合带动效应较大。旅游
业覆盖的行业部门较多，而且还有上下游拉动
和配套关系，2019年中国旅游业对GDP的综
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超过
11%。旅游消费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从风景到场景
如何看待“文旅新场景”

西华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副主任 陈睿

文旅新场景是综合性的生活与消费的新经济集成平台

陈睿：一般来说，广义的“数字文创”可以理解
为推动数字技术全面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包括旅
游产业）的价值链全过程。对于文旅产业来说，就
是应用数字技术对国内外潜在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进行精准分析，从用户群体细分、旅游路线选择、文
创产品设计等方面，综合提升消费者在消费全过程
中的体验水平与用户价值。2023 年成都市《政府
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促进大众旅游、智慧旅游、

生态旅游，加快恢复入境旅游，推出‘最成都·文旅
新场景’100个”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在我看来，“文旅新场景”是承载“三城三都”
具体实施的基本单元，核心是多种产业要素的集
成与融合。“三城三都”涉及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
业、体育产业，以及餐饮业、音乐产业、会展业等产
业形态。因此，对文旅新场景的理解应不仅限于
狭义的“文旅”范畴，不同于风景，它是综合性的生
活与消费的新经济集成平台，是推进业态融合、价
值链融合的重要抓手，其基本目标是实现生产者
与消费者、多种不同业态之间的“价值共创”。

具体到文旅产业，数字技术是怎样与文旅
场景进行深度融合的？

锦观
智库

成都要破解同质化，对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创新
打造“文旅新场景”，成都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什么？

锦观
智库

旅游消费的含金量有多高？

对于超大城市如何促进旅游消费，李显
波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提高旅游业发展的
统筹和设计能级。“用好旅游业这张王牌并
不容易，一个城市哪些内容可以旅游化，可
以通过旅游来放大综合效应，需要有专门的

旅游研究机构进行常态化研发和跟踪。”
二是进一步加强旅游业集群建设。要

利用好大城市紧凑、密集的空间布局特点，
以集群理念打造超大城市旅游升级版。

三是深度构建文旅融合格局。文化是
旅游发展的魂，“文旅同口径覆盖”的要求越
来越高。建议超大城市要按照“文化一般可
旅游、旅游必定有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为

旅游赋能、与旅游融合。
四是积极谋划特色旅游供给。“旅游目的

地吸引力的成色几何，永远是旅游发展的第一
命题。它考验的是有没有本事引起游客的兴
趣，从而吸引游客进行消费。”超大城市要紧密
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积极谋划特色旅游
供给，在带给游客精彩的同时，让城市自身也
更加精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尹婷婷

超大城市的旅游消费如何升级？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成色几何，永
远是旅游发展的第一命题。它考验的是
有没有本事引起游客的兴趣，从而吸引
游客进行消费。

李显波认为，除了数据足以说明旅游消
费的巨大经济价值外，促进旅游消费、推动
旅游业发展，在超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中也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旅游消费能够为城市引流、带人
气，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如今

以人为主的创新型经济时代，一个超大城市
如果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流，那么其经济
增长动力必将是强劲的，其创新创业的土壤
也必将是肥沃的。这就是所说的“旅游搭
台、城市唱戏”。

二是旅游消费是宣传推广新潮流、新生
活方式的重要渠道，是推介城市、构筑城市
口碑的重要载体。旅游行为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念旧又喜新”，而超大城市一般都拥有

比较厚重的历史，同时又是创造新潮流、新
生活方式的重要主角。

三是旅游消费是检验城市综合环境的
试金石。游客亲自体验之后形成的城市口
碑，会比花钱做广告更有效、更深入。“试想
一个城市能够善待游客，充分替游客考虑，
愿意把本地市民拥有的生活样态、享有的服
务尽可能地向外来游客开放，那么它也一定
能够善待外来企业和市场主体。”

旅游消费和超大城市有何渊源？旅游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念旧
又喜新”，而超大城市一般都拥有比较厚
重的历史，同时又是创造新潮流、新生活
方式的重要主角。

“与拥有绝版山水风情的旅游城市相
比，超大城市自然景观并不突出，但却都是
旅游消费的重要基地城市。”李显波分析指

出，超大城市促进旅游消费有其独特优势，
主要缘于两点：

一是超大城市是功能、潮流和人流交汇
的重要节点。超大城市一般都是国家中心
城市或经济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
辐射力，因此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旅行。

二是超大城市拥有庞大的人口和消费体
量。超大城市无论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人
口基数都甚为庞大，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较
高。伴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旅
游消费意愿和能力越来越强，超大城市的巨型
体量就是确保旅游基本盘的重要支柱因素。

超大城市的旅游消费“卖点”是什么？与拥有绝版山水风情的旅游城市相
比，超大城市自然景观并不突出，但却都
是旅游消费的重要基地城市，其独特优
势在于“节点”和“体量”。

2019年国内旅游消费占总体居民消
费支出的比例在19%左右，从这个占比来
说，没有人敢轻视旅游消费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

精彩观点

陈睿：在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关键是如何破
解产品与服务的同质化？因此，如何进一步挖掘
成都本地的特色文化资源，在产品和服务的内容
与形式上进行创新？是成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成都要根据市场变化和不同客源群
体的需求，依托现有的文旅景点，推出一批具有新

意、差异化、细分化的特色文旅产品。积极应用数
字技术，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延长游客停留
时间。重点发展基于元宇宙相关技术的虚拟旅
游、研学旅游、网红民宿等，持续推进成都本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施世界一流博物
馆创建计划。此外，也可以将场景打造与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通过推进打造“天府古镇”“川西林
盘”品牌建设，助力田园林盘农耕消费区的建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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