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年来，跟着热门影视剧打卡成为
热潮，年轻旅客喜欢带着对剧中人物与情节
的揣摩深度游览，这也成为体验式旅游的又
一亮点。综合观察，取景地旅游的消费主力
有哪些特点？

黄琳：近年来国内影游联动效应十分突
出，几乎每一个热播剧上线，都迅速带动一些
城市或景点爆红出圈。从消费人群特征来
看：Z 世代占据主力。携程旅行与爱奇艺今
年 1 月联合推出的《中国影视综取景报告》有
个数据，取景地旅游的消费群画像中，90 后
与 00 后占比超半数，达 57.51%，追求新生活
新体验的Z世代群体正在成为取景地旅游的
新生力量。尤其是上海、广州、北京、成都、重
庆等一线、新一线城市居民，这几个城市较高
的休闲指数似乎和影游结合这种新旅游形式
比较契合。

从消费心理特征来看，怀旧情感与偶像
崇拜有一定叠加效应。以Y2K（意为“20年轮
回”，指过去的美学趋势在 20 年后又被复兴、
重塑）为代表的美学复兴，古着/ccd卡片机被
热捧⋯⋯怀旧风潮再起，经典影视剧也被“盘
了又盘”，大众尤其年轻受众现在已无法满足
于单纯的“以剧下饭”的视听体验，转而追求前
往取景地旅游的视、知、觉的具身体验。

从消费行为特征来看，参与式文化激发
“种草”行动。马蜂窝和中国旅游研究院曾联
合发布一份报告，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影
视剧和综艺的影响力仅次于亲友推荐，很多
游客在观看某部影视作品后“突然动心”，想
去亲身感受，走相同的路线、去相同的建筑物
前留影等。互联网与新媒体为大众主动甚至
超前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条件，跨媒介互动中
的参与，突破传统的粉丝二创圈层，延伸到取
景地的旅游产业，大量用户“有图有真相”的
UGC 内容（如大众点评、小红书笔记等），成
为高感知度的互动营销文本，使传统的文旅
单向营销模式升级为“真实种草”“多方种草”
的互动营销，甚至很多游客并不因影视剧旅
游，而是被 UGC 内容所吸引，产生了进一步
的消费、参与、评价等行为，取景地也因此被
赋予了超越影视剧原始文本的维度，成为被
大众共同建构的旅游目的地。

记者：成都的文旅和影视在跨界联动、融
合的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新的探索和趋势？

黄琳：近两年可以看到成都文旅集团在
“影视＋文旅”的新赛道中有明显提速，进行
了许多新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将影游联动分
成“文旅+影视创作”“文旅+影视科技”“文
旅+影视服务”“文旅+影视新业态”四大板
块，探索影视场景改造为民宿、影视特效技术
应用于新媒体展览、影视服务线下消费、影视
城改造为剧本杀小镇等。目前已开发出品的

《一路唱响》《苍穹以北》等十余部影视作品，
以及拍摄中的《您好，岳父大人》等多个影视
项目，正在形成新的行业变量。

在跨界融合方面，成都文旅也是以产业
化的思维，将与峨眉电影集团联合运营“峨影
1958”项目，将中国六大电影厂之一的峨眉电
影制片厂旧址改造升级为主题文旅影视特色
街区，希望能盘活既有资源。以影视产业链
作为主线，吸纳其他优质资源，形成多维衍伸
开发的生态圈。

在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落地成都的背
景下，成都影视城也在规划建设成都影视硅
谷超高清科技创新园项目，预计到 2025 年建
成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影视基地。

记者：在抓住这个风口，展示城市品牌和
魅力方面，对成都有哪些建议？

黄琳：第一，立足本土文化，坚持地方特
色叙事。成都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和“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历史文化资源非常
丰厚，作为中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兼具广阔的
文化视野，拥有影视文旅 IP 开发的富矿。因
此，根植地方特色文化，打造本土化叙事，开
发独具地方人文特点的主题旅游线路，提炼
最具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符号，以多种形式
植入影视演艺，并衍伸开发出包括蜀绣、诗
歌、方言博物馆、川剧体验等文旅项目，形成
传统文化IP。结合独特的自然景观、竹文化、
水文化、大熊猫文化、雪山文化等，发掘其当
代价值、形成现代文旅业态，让更多成都的文
化走入影视，走向大众。

第二，放大品牌优势，重视前端策划与后
续开发。文旅是树立城市品牌形象最具体验
感、美誉度与口碑效应的传播手段。成都作
为旅游目的地常年位居前列，备受海内外游

客喜爱，但近年来还没有出现影视植入的爆
款作品，也没有出现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一
类的热门景区，大部分的文旅热点集中在武
侯祠、宽窄巷子、锦里、大熊猫基地等传统品
牌，在新的消费时代，其品牌价值没有得到有
效释放。在影游联合中，应依托自身的比较
优势，包括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等文体旅、文旅+
科幻的重要节点，提前进行前端策划，通过系
统梳理、重点孵化、数字营销、产业布局等全
链规划，放大品牌效应，也进一步提升成都的
知名度与美誉度。

第三，立足成渝双城，拓展多城联动。成
都的影视文旅业不仅要做好本土化落地，也需
借势营销。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
发展成渝双城影视文旅产业共同体。“来了就
不想走”的成都与“裸眼8D魔幻之城”的重庆
作为西南乃至全国的热度话题城市，不仅拥有
网红外宣能力，还坐拥独具一格的巴蜀历史资
源。将影视产业置于双城文化走廊之中，共建
影视文旅投资项目，共享剧院、影视城等基建
设施，共同打造文化旅游资源，对于释放区域
价值将产生叠加效应。包括与好莱坞、宝莱
坞、伦敦、上海、厦门等产业领先区域联动，打造
兼具区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影游高地。

（黄琳：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
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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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蕙茹

全球热映的电影《阿凡达 2·水之
道》，再次向世界展示取景地张家界的神
奇山水。

从影视IP与文旅产业的叠加到催
生影视服务业，再到助推本土影视工业
发展，从欧洲到亚洲，“取景产业”已成一
些城市发展的新动能。不少地方从摄像
机镜头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全新路径。

数据显示，过去20年最吸金的200
部电影平均在1.6个国家取景拍摄。一
些地方从这一需求中看到了商机，“影视
IP+文旅小镇”的全新发展模式由此产生
并不断演进、成熟。例如，新西兰玛塔玛
塔小镇成为电影《指环王》这个大IP的
拍摄地后，一跃成为经典影视主题旅游
小镇，新西兰也化身为充满魔幻色彩的

“中土世界”特色旅游目的地，进而带动
了该国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

事实上，“取景产业”的利好并不仅
仅停留于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及对旅游业
的加持，在其背后，核心是影视服务产
业，它是现代影视工业高度专业化、分工
化的产物。

漫步在芝加哥街头，你很有可能路
过一个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数据显示，
芝加哥已成为除洛杉矶和纽约之外，美
国影视剧拍摄最多的城市之一。当地优
秀的影视人才及政府在税收政策方面的
大幅优惠，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电影工作
室和制作公司落户。影视服务行业成为
新的经济支柱和增长点。

提到“取景产业”，包括《银翼杀手
2049》《沙丘》等很多电影的取景胜地布
达佩斯也是经典案例，自20世纪90年代
末以来，其成为全球海外制作在欧洲的
一大重镇，被戏称“欧洲的横店”。许多
人早已在大银幕中对这座城市完成了一
次神游。

观察布达佩斯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路
径可以发现，其对自身的定位并未停留
于“取景地”。业内测算显示，同一项目
在布达佩斯的摄制成本大约比洛杉矶低
25%，这一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较低的人
力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出台的优惠政
策则对行业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2010年，美国最大的独立制片商罗
利制片厂和匈牙利联合投资7700万美
元的一家电影厂开张运营，占地18公
顷，包括9个摄影棚，其中一个面积达
4200平方米。制片商称它是“欧洲最好
的电影拍摄和后期制作设施”。

目前，塞尔维亚、迪拜、阿布扎比等
地也正摩拳擦掌加入“战场”。面对不
断加剧的竞争，已经站稳脚跟的布达佩
斯在继续为电影制作提供美景及优质
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发力，凭借在影视
服务行业中的技术及政策积淀，壮大匈
牙利本土电影业。匈牙利国家电影基
金扶持的影片已经先后捧回柏林国际
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奖，匈牙利电影成为世界电
影瞩目的焦点。从“制造”到“创造”的
努力，初显成效。

取景产业
全球城市发展新路径

影视作品与取景地的相互成全由来已久，但
影视作品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热度衰减是其自然
规律。要想有效借力影视剧实现持续发展，文旅
行业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和突破？

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硕
士生导师黄琳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挖掘内
涵，及时转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魏翔教授曾经把影视剧带来的网红效应比作“烟
花效应”，非常形象。烟花会吸引人的注意力，会
照亮下方胜景，但一个城市的文旅产业要保持长
久的吸引力和关注度，甚至作为城市名片带动城
市品牌的提升，就需要形成新的业态承接支撑。
例如西安，在影视剧带来热度后，开发的“长安十
二时辰”主题街区，很好地落地并放大了西安传
统文化与旅游业态的融合，形成了游客对古时长
安、今日西安的全新认知。

二是强化体验，构建沉浸式新场景。未来的文

旅产业在沉浸式体验上还会出现更多的新需求与新
业态，影视热度打开后，需要配套各种体验感强的旅
游、演艺产品，满足游客线上云游+线下拓展。英国
的“未来博物馆”项目，东京“虚拟涉谷”，长沙“文和
友”、苏州“姑苏八点半”夜经济都是典范。

三是延展 IP，资源焕新。也就是延展 IP 的
长尾效应。将现有 IP 进行联动开发，实现单一
IP向IP+系列的转变。

四是丰富线上“云游”，布局元宇宙等智慧形
态。目前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推动文旅元宇宙的
平台搭建，创造了多维、非线性的旅游时空。未
来还可以拓展数字藏品、数字资产、文物区块链
等资源活化利用。

悬疑大师希区柯克说，电影是和世界城市的
一次拥抱。

希望这样的拥抱更热烈，更持久，那么，我们
的文化环境和精神生活也将发生更美妙的变化。

近年来，热门的影视剧带火
了不少旅游目的地。随着大众
化旅游时代的到来，追求高品质
体验成为主流。有着影视 IP 加
持的取景地，风光和体验更加新
奇有趣。

春节假期期间，旅游博主果
小桃开始追《狂飙》。她惊讶地发
现，这部剧不是在某个影视城搭
棚拍摄的，而主要在广东江门取
景，后来看到《狂飙》主演张颂文
夸了江门 30 多条微博，她决定“狂
飙”去《狂飙》的拍摄地，“说实话，
以前我只是听说过江门，如果不
是这部剧，我可能不会来这里。”

《狂飙》《满江红》《去有风的
地方》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
后一次。城市特有的景观和人
文特质，决定了一座城的气质，
而导演在为不同类型影视剧选
景时，也考虑到城市本身气质对
影片的赋能。在四川省社科院
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
生导师黄琳看来，影视剧的快速
发展和消费文化审美的多元化，
也带来取景地选择出现一些变
化趋势：一是类型化特征明显。
如北京上海的都市风格，厦门青
岛的浪漫清新、宁夏甘肃的粗犷
古朴、武汉重庆的市井烟火等；
二是场景化特征。影视文艺本
质上是对生活与意义的追寻，近
年来的影像叙事逐渐抛弃宏大
叙事，转而深入故事核心，注重
通过角色所处的社会与生活场
景，折射复杂现实与人性幽微，
很多走红的取景地都是特定的
故事场景，如《少年的你》里的魁
星楼、《疯狂的石头》里的长江索
道、《你好，李焕英》最火地点甚
至是取景地湖北襄阳一个主角

“ 躲 雨 的 地 方 ”。 三 是 小 众 文
艺。近年来影视剧取景地不少
是 一 些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小 岛 、小
镇、小村庄，但在影视世界中，其
别有风韵的古朴、清新、悠远、宁
静等文艺特质被挖掘出来，唤醒
了 人 们 心 底 的 岁 月 情 怀 。 如
2014 年上映的电影《后会无期》
让浙江的东极岛至今依然位列
文 艺 青 年 的 旅 游 目 的 地 榜 单 ，

《山海情》中宁夏闽宁镇的老街、
古树、旧宅，《大鱼海棠》云水谣
古镇的斑驳阳光⋯⋯

从《好雨知时节》《功夫熊猫》《前任攻略 3》
《亲密敌人》《摩天大楼》，到《我的姐姐》《紧急公
关》，近年来，成都已成为国内最热门的影视取景
城市之一。单是去年，就有黄渤主演的《学爸》、王
宝强自导自演的电影《八角笼中》、迪丽热巴的新
剧《公诉精英》等几十个剧组在蓉完成拍摄。今
年，《你是我的英雄》刚刚在成都影视城杀青，2月
14 日，全程取景成都、展露“成都味道”的电视剧

《您好，岳父大人》又宣布开机。
这些影视作品，让游客心中原本抽象单调的地

名，变得具体而生动，有了色彩、声音和气息。“成都
文旅出品”的《您好，岳父大人》把镜头聚焦在成都的
社区里、家庭、派出所等生活气息十足的景象，制片

人赵斌介绍，不但部分演员是成都人，一些台词也将
用成都话说，让观众感受到成都不仅好吃、好玩，而
且这里的人相亲相爱，“幸福城市”绝非虚名。

近年来，影视作品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然而，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并非易事，北京交通大学
副教授王靖雨认为，“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运行逻
辑，当地政府企业支持，深挖地方特色文化，以人
为本进行影视创作。”王靖雨进一步表示，“无论是
通过影视剧宣传传统文化，还是通过影视作品呈
现城市面貌，影视 IP 都如新鲜的血液，能够给城
市品牌塑造带来新的生命力。要想通过影视作品
讲好城市故事，就要把情融入景、把史刻入景、把
文化载入景，让内容和文化实现双向奔赴。”

最近两个月，几座城市
火了，半数人跨省去打卡影视
剧取景地：电视剧《去有风的
地方》热播，游客在凤阳邑的
石板路上排起了长队，这个苍
山脚下的千年村落“起风了”；
被电影《满江红》带火的太原
古县城，“豫剧+摇滚”的配乐
声中，平均每天迎来5万余人
打卡；还有一个是锁定年度剧
王的《狂飙》，为取景地江门

“狂飙”带货，骑着小摩托化身
“旧厂街”一员的游客，甚至推
出多款“种草”攻略。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
座城成全一部剧。近些年，
影视旅游正在成为新的趋
势，影视剧也成为城市表达
的新窗口。影视产品和城市
文旅的关系愈加融合，日趋
深厚。

剧集如何化身为城市文
化名片？爆款带来的热度能
够续航多久？从根本上来
看，它始于影视作品的影响
力，有世界级的爆款，才能打
造出世界级的文旅景点，随
之深刻改变当地的产业格
局，这被反复验证过。就像
《指环王》之于新西兰，《权力
的游戏》之于北爱尔兰。影
视旅游在全球范围内势头正
劲，真正深层的逻辑，值得从
业者细细揣摩。我们也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文旅新IP诞
生出更多元、更多姿的形态。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你
种草

了吗

剧与城
之间的奇妙反应

内容与文化的双向奔赴

如何放大“烟花效应”

张家界地貌是电影《阿凡达》潘多
拉星球的主角

成都文旅出品的首档综艺节目《一路
唱响》中，歌手李健那句“谁拒绝成都，谁
就拒绝了生活”流传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