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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旅游为文化的交流和

传播提供平台，为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源动力。旅游离不

开文化，文化依赖旅游，文化与旅游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1]。

陕西文化遗产的数量和种类众多，为陕西文化旅游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互相

关联、互为促进。文化在旅游产业中如何发挥作用从而不

断壮大文化产业，旅游业如何加大文化含量而实现高质量

发展，两大产业如何实现深度融合等问题成为亟待深入研

究的课题。

在梳理国际上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发现，部分

学者的研究偏重于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Bowes

以加拿大区域遗产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文化遗产如何帮助

旅游产业渡过难关 [2]。Sarnsittiyot以泰国和老挝的宗教建筑

（寺院、庙宇）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宗教文化与旅游之间

的关系 [3]。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让两国

民众更加了解自己的民族精神 [4]。 认为文化

影视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可以推动两个行业的共同发展 [5]。

Kostopoulou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既包含文化遗产又包含当代

流行文化元素 [6]。孙维明等认为文化元素渗透到传统的旅游

行业中，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7]。王梦婷等认为文化旅

游产业是文化传承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 [8]。杜仕荣认

为应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集聚融合发展 [9]。前人有关文化旅游

的研究表明，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不仅可以促进

两个产业自身的发展，而且融合后的产业对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综合性产业链的形成都具有积

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前人已经开始关注文旅融合，但是对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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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文献很少。基于此，本研究具有一定

新意。

打造国际著名、国内一流旅游目的地以及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

中国陕西应正确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局势及多样的人

文历史背景，利用“一带一路”助力文化交流。国际传播能

力的不断增进友谊，提升陕西的知名度，更加能带动中华文

化的输出。陕西省应该不断创新对外宣传方式，通过与“一

带一路”沿线搭建合作平台，阻断文化壁垒，实现中外交流

门槛的跨越。同时，应积极创建陕西世界级旅游胜地，力争

成为世界一流国际旅游协作和人文交流的新阵地，提升陕西

中心城市的文化魅力，以国际标准优化城市环境，不断扩大

文化旅游收入的占比。通过一步一步地打造，完成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向世界讲好陕西故事、传播陕西声音，

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陕西，成为中国面

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陕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关注历史文化的“活化”与展示。例如，会动的兵

马俑、会移动的历史文物以及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的对话等

项目都可以作为“活化性”与展示项目。

②关注文化 IP的设计与传播。例如，目前西安爆红的“不

倒翁”小姐姐，已经持续为西安带来了 3年的收益增长。陕

西历史博物馆众多，除了目前已有的基于朝代元素形象设计

的唐妞、唐小西、有猫说、秦亲宝贝、城墙武士等 IP，未

来更应关注文化 IP的立体化传播。

③关注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创新。通过实施“科技 +文旅”

的实践为文旅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带来新动能。

④关注文化元素的创意转化。例如，西安的文化历史

就涉及了周秦汉唐等多元文化，通过某一个历史朝代的文化

资源和文化元素的创意性研发并转化于旅游产业，都可以增

添西安文化旅游的品味，增加西安文化旅游产业的附加值和

竞争力。

游客需求是指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欲望。陕西省应当

从满足游客需求出发，以自我求变，应对万变，推陈出新，

从供给侧出发不断完善文化旅游服务保障，为其提供最佳的

文旅消费体验，推动陕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同时，陕西

省应当将“游客为本”的理念贯彻到文化旅游的每一环节中，

以满足游客需求为出发点，构建通畅文化旅游服务保障体

系。另外，还可以借助“一带一路”优势，以夯实陕西文化

旅游发展基础为目标，对文化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进行最大

化整合利用，催生文化旅游新业态和新产品，创造新的旅游

需求。

省文化软实力
就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而言，陕西应立足于自身

优势，在充分发掘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打造亮点，通过实施

“以文强旅、以旅兴文”的策略，以增量盘活存量，创造文

化底蕴深厚的特色文旅产品，提高文化旅游发展水平。例如，

可以通过设计开发“丝路之旅”的旅游线路，通过集中性对

陕西文化资源的展现以提升公众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的路径

础上进一步强化文化品牌建设
陕西当以“文化陕西”为发展目标，不断深入挖掘当

地特色文化资源文化内涵，将文化的体验性和参与性融入旅

游过程中。通过建设承载陕西历史文化的独特旅游品牌，有

效发挥特色文化在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在

此过程中，文化内涵的挖掘必不可少，这是推动陕西文化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道，是完成文化与个人的“连动”，

达到通过旅游体验传承陕西历史文化目的的重要手段。

保障文化旅游管理制度的落实

精细化管理落实在实践中可以通过“过程”和“结果”

两个方面进行控制。因此，通过建立文化旅游的“全过程”

管理和绩效评价机制，可以有效保障文化旅游管理制度的落

实。例如，目前不少景区出现多头管理，管理方互相协调沟

通不畅等，都可以通过“过程”和“结果”的考核进行控制。

通过构建文化旅游信息化管理平台，导入文化旅游景区的相

关管理部门，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益，通过信息化、一体化

和透明化的方式进行即时通信，达到多头管理的高效性与便

捷性的统一，由此解决陕西文化旅游景区缺少完善的管理机

制的问题。

游 +全域旅游”发展新局面

陕西在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未来

仍须有提升。因此，抓住当前旅游和文化旅游的结合机遇，

构建全域旅游下崭新的文旅产业新业态，可有效推动文旅产

业结构转型。陕西拥有丰厚的民俗和独特的人文基础，历史

文化、民风民俗等文旅资源丰富而具有吸引力，这些资源都

可以通过文化创意转化为发展全域旅游的基础保障。因此，

发展文化+全域旅游，应深入挖掘陕西的地域文化旅游资源，

让文化内涵赋能全域旅游，打造出文旅为特色的全域旅游，

形成风景就在路上，处处皆是风景的新局面。

“互联网 +”促进企业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便捷舒适的

产品。当前，“互联网 +文化旅游”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有助于文化旅游宽度的拓宽。“互联网 +”为陕西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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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陕西应抓住机遇，培育“互联网 +

文化旅游”新主体，构建智慧文化旅游新格局，促进文化旅

游新消费群体的生成。陕西应通过对文化旅游资源的线上线

下联动融合，创新其业态模式，为游客创造更便捷的消费场

景。同时，还应通过科技赋能文化旅游市场，通过对文化产

品内容供给的创新与创意，促进科技、文化、旅游的共赢

发展。

新的人才队伍

陕西省文旅产业应引进高素质文化旅游人才，注重文

旅人才的专业性、实用性和创新性。同时，贯彻倡导在实践

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的理念，注重文化旅游专业人才产学

研用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并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另外，

可以将文化旅游高素质人才纳入各类人才库，补充并壮大文

化旅游人才的队伍。另外，也可以通过引进文旅职业经理人，

提升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的综合运营能力，带动自有文旅人才

队伍素质的提升，形成人才支撑文化旅游项目的机制，保障

陕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蓝图

文旅产业链条的构建也可以孵化出一批新产业或新业

态，形成上下融合、横向联动、多方参与的文化旅游发展新

格局。例如，在博物馆旅游发展过程中，博物馆的多维视角

宣传、交通对接、博物馆门票销售、文物解说、旅游纪念品

的设计与销售等就成为一条精准的博物馆旅游链条，通过对

全链条的资源和创新设计，就可以形成全新的博物馆旅游新

业态，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产品或新模式，这对于文化旅游

发展大省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因此，在陕西文

化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全链条的整合和打造，是构建文

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研究在分析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背景的基础上，

树立了陕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目标，并提出了

“十四五”期间陕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六条路径，旨在

为政府部门等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政策提

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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