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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系统回顾了2012年以来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阶段与成就，解析了文旅融合发展的精神

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采用VOSviewer对近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研究演

进脉络、研究热点与主题两方面展现文旅融合研究的进展。从2012年到2022年10月，学术界对文化与

旅游的研究历经了从相对独立研究到融合研究的转变，研究主题也逐渐从文化旅游和文化遗产旅游过渡

到对文旅产业融合、乡村旅游与振兴和文旅融合创新的研究中，研究的跨学科、跨行业和综合性特点将

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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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stag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since 2012, expounded the spiritual value, soci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conducted a bibli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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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 analysis of academic studies from two aspects of research evolu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mes by using VOSviewer. From 2012 to October 2022, academic research on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esearch to integrated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them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cultural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to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rural tourism and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nova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industry and comprehensive characte-
ristics of the research will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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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家重点扶持且相互独立的产业，中国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在各自的轨道上

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双方在产业精神、内容和价值上的耦合性又促使其经历了从尝试融合，

到部分与浅层融合，再到全方位深层次融合发展的阶段，并且作为中国旅游业逻辑的、历史的新起点，

成为现代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优势与先导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旅融合互相赋能的

过程中，中华民族悠久优秀的传统文化、风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砥砺奋进的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逐渐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塑造国民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大国外交的重要渠道[2]，同

时也为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内生动力。 

2. 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与成就 

2.1. 文旅快速融合阶段(2012 年~2017 年) 

2012年 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自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人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这一时期，文化

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迅猛发展，产业增速高于第三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并以其强大的产业

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逐步成为中国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优势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国

内部分地区逐渐形成以文旅产业为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新型产业结构。 
在这一时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赋能，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融合，无论是观光旅游、休闲

度假旅游、乡村旅游等传统业态，还是借助科技创新产生的各种新兴旅游业态，都在不同程度上广泛嵌

入了各种类型的文化元素，文旅融合的方式更加丰富和多元。以旅游为载体，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社

会主义现代文化为精神、底蕴和内涵，逐步形成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内容经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旅

游品牌不断涌现，品牌内涵不断丰富，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旅游 IP。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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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形成了“互联网 + 文化”、“互联网 + 旅游”等新型产业发展模式，文化

旅游产业借助科技创新极大的提高了产品创新的速度和文化旅游服务的水平，更好的满足了国内外旅游

消费需求。中国成为全球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请进来”

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托性产业。 

2.2. 文旅全面融合阶段(2017 年~2022 年)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沉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习总书记高度

认可文化发展对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强调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未来中国

优秀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创新与优化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方式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经。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和市场体系，创建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4]。转年，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发布《旅游与文化协同作用》的最新报告指出，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对保护与传承地方

文化、增强文化理解力、促进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5]。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发生前的 2019 年，中国入出境旅游总人数 3.0 亿人次，同比增长 3.1%；入境

旅游人数 1.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2.9%；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 1.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3%。随着出入

境旅游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文化正以旅游为媒介对“请进来”的国际友人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也乘

着旅游的东风吹向世界各地。遍布全球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及一系列旅游年活动让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更

加紧密，对内极大的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对外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

影响力，并且在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等方面成为了“神助攻”。 
2018 年初，原国家文化部和旅游部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开启“诗与远方”全方

位、深层次的融合新局面。2019 年，被视为开创新时代文化和旅游工作新局面的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

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了“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文旅融合总思路，指出要“找准文化和旅游工作的

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点，推动文化和旅游工作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着力推进理念融合、

职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及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融合等六个着力点，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协同并进”[6]。 
2019 年 7 月，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并发布《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从总则、立项和编制、衔接

和论证、报批和发布、实施和责任等方面对文化和旅游规划体系进行统一，标志着文化与旅游这两个相

互独立又颇具渊源的产业终于实现了顶层设计上的融合，文化与旅游全面融合的繁荣时代即将到来。同

年，北京市出台首个全国省级层面的文旅融合总揽性和规范性文件《关于推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意见》，提出了解决文化旅游“融什么、为谁融、怎么融”等问题的 7 个方面共 26 条工作举措。 
2021 年 6 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建设

新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旅游业体系、现代文化和旅游市场体系、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和旅

游推广体系，提高文化和旅游发展的科技支撑水平，优化文化和旅游发展布局。随后，全国各省市文化

和旅游“十四五”规划纷纷出台，其中以《山西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天津市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等为代表的部分省市更是直接将“融合”二字体现在规划标题之

中，从发展目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等方面对提出了“十四五”期间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宏伟

蓝图。 
截止 2022 年，在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文化与旅游融合基本形成了文化景观、文

艺演出、文化节庆、博物馆旅游、主题公园、特色小镇、乡村旅游、文创综合 IP 开发等八种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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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游、红色旅游等文旅融合创新模式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3.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价值解析 

3.1. 文化与旅游具有价值耦合性 

文化与旅游虽然具有不同的产业形态，但二者之间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文化是旅游产业的历史和

逻辑出发点[7]。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旅游产业，必须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和多元文化体系为基

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决定了旅游产业的产业价值；文化的内涵决定了旅游产业的产业和产品内涵；

文化的走势决定了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2]。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现

代文化融入旅游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旅游创新使旅游产品更加可观、可感、可参与、可体验，进而延

长旅游消费链条，增加旅游附加值，并且更好的满足游客的精神需求。旅游之于文化，能够为相对静止

的文化产业提供更加动态化的发展载体、更加立体化的传播渠道、更加广阔性的客源市场，以及创造更

加多样化的经济价值。而借助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中国的优秀文化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与市场经济近百年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精神

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融合。用文化产业的精神和智慧资源丰富旅游产业的内涵和价值，用旅游

产业的市场化价值创造思维保护与开发文化产业，从而通过二者的协同创新实现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共同

升级。 

3.2. 文旅融合的精神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8]。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 
就精神价值而言，文化对于旅游的吸引力、感染力、竞争力具有加持作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资源。国内大部分旅游景点往往凝聚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特色鲜明的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本

质上就是游客感受文化、享受文化、增长见识的文化体验过程。在旅游活动中融入和增强文化元素，一

方面能够增加旅游过程的体验感，提升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提升目的地旅游品牌的质感和品牌价值，使

旅游本身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感和不可替代的特色性，塑造目的地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发

挥旅游作为文化传播重要载体的作用，通过旅游推动文化之“魂”的落地与传播，使其在旅游之中陶冶

情操、开拓眼界，在提升文化修养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在文化之旅中得到获得感和幸福感。 

3.3. 文旅融合的社会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8]。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

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9]。 
就社会价值而言，文旅融合一来可以促进文化的深度发展，在以供给侧刺激需求的同时，反哺供给质量

的提升；二来可以促进基础公共设施建设，更好的彰显文化和旅游资源和资金在基层服务方面的效能；三来

可以通过推动城乡资源和市场互补消弭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10]。据 2021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1 年末，纳入统计范围的全国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 32.46 万个，从业人员 484.4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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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国内旅游总人次 32.46 亿，同比增长 12.8%。文物机构 1.05 万个，全年接待观众 8.46 亿人次，比上年增

长 37.3%。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84 万个，从业人员 45.3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63 万人；全年全国艺术

表演团体共演出 232.53 万场，比上年增长 4.2%；国内观众 9.28 亿人次，增长 4.4%；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

构 4.35 万个，公共图书馆 3215 个，从业人员 5.93 万人，增加 1321 人。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1132.88 亿

元，比上年增加 44.62 亿元，增长 4.1%；全国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80.20 元，比上年增加 3.12 元，增长

4.0% [11]。文旅融合在传播先进文化、提升供给质量、解决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4. 文旅融合的经济价值 

文旅融合有助于形成更加丰富多元且具有客源市场基础的文创产品和旅游产品，一方面通过具象且

市场化的产品使抽象文化可观、可感，推动了文化的落地和传播，另一方面也给予文化产业更加多元化

的收益结构，从而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创造了产业内生的经济基础。 
从经济价值创造方面看，作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文化加持能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四重价值：

首先，文旅融合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技术、新媒体、新 IP 能够延伸和丰富文化与旅游各

自的产业链条，形成政府驱动、产业驱动和企业驱动下的多产业、多行业、多企业协同发展。其次，旅

游产业带动的食、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等多行业聚集，能够增加旅游目的地

的就业岗位，并且提供大量低成本的创新创业平台，从而有效缓解目的地就业压力。第三，在旅游过程

中融入文化元素，能够延长和拓展旅游消费链条，聚集人气，并通过丰富多元的旅游与文化衍生品提升

旅游企业的盈利能力，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第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能够增加目的地的经济总量，

提升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12]。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 年国内旅游收入 2.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0%；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数量从 2019 年的 5.8 万家增至 6.5 万家，实现营业收入 119,064 亿元，同比增长 16%；全年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 112.99 亿元，增长 30.4%，彰显出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较强韧性[13]。 

4.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研究进展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文旅融合实践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从 2012 年到 2022
年 10 月，仅收录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以“文旅融合”或“文化旅游”为主题的高水平文献

(CSSCI)就有 2408 篇之多，剔除一些会议综述、书评、报告类等无实际分析意义的文献，最终获得可供

分析的有效文献 2134 篇。本研究借助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 VOSviewer 对这十年间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

文献计量分析，从研究演进脉络、研究热点与主题两方面展现文旅融合研究的进展。 

4.2. 文旅融合演进脉络分析 

对文旅融合研究演进脉络的分析可以结合文献的年度分析进行。文献的年度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辅助划分理论研究阶段，结合文献关键词共现叠加可视化分析，更能直观清晰的划分主要研究阶段及每

一阶段的研究热点问题。本研究借助 Excel 分析软件绘制文献年份分布图(见图 1)，运用 VOSviewer 绘制

关键词共现叠加可视化标签视图(见图 2)，进而将近十年的文旅融合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4.2.1. 文化与旅游相对独立研究阶段(2012~2017 年) 
党的十八大周期内，文化和旅游快速融合，在实践中虽然涌现出诸多文旅融合的经典案例，但“文

旅融合”的概念尚未被正式提出和大规模采用。在学术研究中，文旅融合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相互赋能的交叉研究中，研究视角多立足于相对独立的单一文化产业发展或旅游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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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Year distribution map of literature o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2021~2022 
图 1. 2012~2022 年文旅融合研究文献年份分布图 

 

 
Figure 2. Evolution and trend char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research from 2012 to 2022 
图 2. 2012~2022 年文旅融合研究演进脉络趋势图 
 
展，并将文化和旅游视为彼此促进的策略或发展路径之一。如在文化研究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民

族文化、文化资源、文化生态等关键词是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而在旅游研究领域中，旅游资源、旅游

开发、开发模式、旅游经济等关键词则是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随着文旅融合概念的提出，文化与旅游

的独立研究逐渐减少。 

4.2.2. 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阶段(2018~2020 年)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融合发展，创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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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给，走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路子，推动旅游研究从传统的聚焦于单一吸引物的研究转变为聚焦旅游目

的地持续统筹发展的全域旅游研究中，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旅游资源与文化资源的融合研究。同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成立，正式提出“文旅融合”的概念。在这一阶段，文化和旅游研究开始以“融

合”为基础视角，探索“融什么、怎么融”等问题，并以在实践中相对成熟的“文化旅游”为主要切入

点，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特征鲜明的产业融合和文化消费上。在这一阶段，对文化旅游

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典型的文化遗产旅游上，保护和传承农业农事文化的乡村旅游、弘扬革命精神的红

色旅游、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空间和博物馆旅游、以及展现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辉煌成就的城市

旅游等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4.2.3. 文旅融合专题研究阶段(2021~2022 年) 
作为领衔“十四五”时期文旅融合发展的顶层规划性文件，《“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

出台迅速提升了理论界对“文旅融合新业态”的研究热度，“文旅融合”作为关键词广泛出现于研究文

献之中，2021 年也成为近十年来文旅融合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乡村振兴、红色旅游、研学旅行、

创新路径、高质量发展等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数字文旅、智慧旅游、文化创意、IP 形象等问题受

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文旅融合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助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研究阶段迈进文旅融合专题性研究的新发展阶段。 

4.3. 研究热点与主题分析 

通过对 2134 篇文献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本研究共获取 7462 个关键词，以 7 为词频统

计最低阈值，筛选得到 232 个关键词(见图 3)，其中频次超过 100 次的前 5 位关键词分别为文旅融合(439)， 
 

 
Figure 3. High frequency keyword knowledge graph for cultural and travel fusion research 
图 3. 文旅融合研究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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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diagram of cultural travel fusion research 
图 4. 文旅融合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文化旅游(188)，文化产业(129)，非物质文化遗产(115)和旅游(102)。通过 VOSviewer 软件进行共现词聚

类分析(见图 4)，识别出文旅融合研究的 5 大主题：文化旅游、文化遗产旅游、乡村旅游与振兴、文旅产

业融合和文旅融合创新。 

4.3.1. 研究主题聚类一：文化旅游 
该研究主题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文化价值、发展策略、旅游纪念品、旅游演艺

等。文化旅游是学者最早关注的话题，多聚焦于某一类文化旅游资源或旅游产品的开发，如节庆旅游。

黄永林(2019)指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旅游产业体系，需坚持民族性构建地域特色、坚持时代性创

造新时代文化旅游形式[14]；施爱芹等(2021)提出了开发特色节庆旅游文创产品形式和打造特色节庆旅游

IP 形象的设计思路[15]。总体来看，学者对文化旅游资源、产品的开发以及文化价值的挖掘关注较早，

研究成果丰富，为文旅融合的研究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随着文旅融合进入全面融合时期，以文化旅

游为主题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对文旅融合的研究上。 

4.3.2. 研究主题聚类二：文化遗产旅游 
该研究主题的关键词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民族村寨、文化遗产、原真性等。文化遗产

的保护利用已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对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对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推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大理论意义，文化遗产旅游的形象感知、产品开发以及与工业、农业等融合发展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

注。这一主题的研究多以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态来展开，研究重点多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和

平衡上，致力于通过旅游的手段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如任赟娟(2019)以文化遗产大省甘肃的彩陶

为例，探讨了文旅融合下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路径和智慧开发路径[16]；张魏(2020)依据遗产保护程度和遗

产旅游开发价值高低程度的组合，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模式[17]；王芳等(2021)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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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构建传统技艺文化遗产旅游活化的管理概念模型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18]。党的二十大

再次强调了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的研究仍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主题。 

4.3.3. 研究主题聚类三：乡村旅游与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要内驱力和主要抓手的乡村旅游成为学术研究的热

点话题。该研究主题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乡村旅游、农业文化遗产等，是近年来文

旅融合研究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研究内容涉及农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体现出

鲜明的交叉学科特色。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关系上，蔡新良和虞洪(2019)从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居民

收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民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五方面阐述了传统文化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

兴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提取鲜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发展全域旅游[19]。在乡村文旅融合的方式和路

径上，刘治彦(2019)指出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价值，结合旅游业进行系统开发，以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文化

的保护和发展[20]。潘颖等(2021)指出要在保护乡村传统文化资源、重视传统技艺传承人培育、加强文化

设施设计、丰富文化活动形式等多方面进行统筹规划，推进乡村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21]。陈波等(2022)
基于场景理论提出通过强化价值感知、推动乡村文化价值增值以实现乡村文旅融合的价值表达[22]。在乡

村文旅融合的保障上，作为助力乡村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化有效推进了乡村文旅产业业

态和模式的创新，网络传播使乡村文旅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传播效果更加实时化，推动了乡村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3] [24]。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继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表明未来对乡村旅游和乡村振

兴的研究将更加深入，乡村节庆、乡村民宿、乡村休闲等体现乡村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领域都将是未来的

研究热点问题。 

4.3.4. 研究主题聚类四：文旅产业融合 
在近十年的研究文献中，聚焦于文旅产业融合的研究文献数量最多，且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该研

究主题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文旅融合、产业融合、文旅融合发展、评价与测度等，研究方法多以案例分析、

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为主。 
在这一主题中，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价值已经获得学者的广泛认同。文旅融合发展的机理可

以归纳为“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对文化价值发展和产业价值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文旅融合被

认为是打破景区同质化竞争僵局、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追求、促进民族地区区域

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创新型建设、实现中华文化高效能传播、构建旅游者国家认同等的必然要求[25]-[30]。 
在文旅融合建设研究方面，学者主要从文旅融合的理念、层次、模式、路径、动力机制等方面展开

探索。文化与旅游相生共荣，理念融合是基础，职能融合是保障，产业融合是核心，科技融合是助推器

[31]。文旅融合在功能维度上是价值和精神的契合，在资源维度上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在市场维度上是

产业和行业的共生，在行政维度上是保护和利用的共赢，在人才维度上是供给与需求的匹配[32]。通过产

品融合、业态生成和要素集聚，文化和旅游在共同市场中实现价值耦合，再经由产品融合、业态融合、

要素融合、市场融合和价值融合这五个由表及里且高度关联的维度，共同构筑文旅融合金字塔[33]。 
李先跃(2019)将文旅产业融合模式概括为旅游新产品模式、新型旅游营销模式和文化产业景点化模式

[34]。张朝枝和朱敏敏(2020)提出了践行文旅融合的三个层次路径：通过建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增强文

化的旅游吸引力，通过集体记忆的可参观性生产加强文化的展示性和可参观性，以及通过面向游客的文

化展示产业化延长文化旅游体验的产业价值链[35]。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动力机制驱动下，文旅融合会形

成不同的模式和路径，如在数字经济时代，城市文旅融合呈现出供给侧改革驱动下的产业链重组模式，

文化需求导向下的产业链价值共创模式和数字技术推动下的产业链延伸模式[28]。此外，文旅融合消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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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新需求和由此带来的融合效益也会促使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组织融合与市场融合[36]。在文旅融合的过程

中，构建一个健康的文旅融合生态系统，建设和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尤为关键[37]。 
文旅融合的保障机制问题是学者探索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对制度保障、智力保障、营销

保障、技术保障和公共服务保障的研究中。在制度保障方面，促进文旅融合，要由管理部门做好政策引

导，编制文旅融合发展的科学规划，建立政府服务平台和二元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化旅游部门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协调并完善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协作机制[29] [38]。在智力保障方面，树立行业人

才培养的“全球观”“科技观”和“体系观”是破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需求与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的基础途径[39]，要综合依托高校教育资源、科研机构、培训机构、产业和薪酬吸引力等培

养文旅融合人才[29]。在营销保障方面，数字文旅将为文旅融合带来新机遇，旅游目的地在注入文化的同

时应运用互联网思维提升产品及营销创新，利用游客消费需求构建旅游目的地营销新机制[40]。在技术保

障方面，5G 技术、VR、AR 等虚拟技术、知识图谱和 GIS 技术等全面推进了智慧文旅的建设[41] [42]。
在公共服务保障方面，要建设主客共享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可以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转型中融

入旅游要素，也可以在旅游集散中心、旅游交通服务、旅游标识系统、智慧旅游等方面进行文化赋能，

提升旅游设施的文化性[43] [44]。 
在这一阶段，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文旅融合的评价与测度问题展开研究。石燕和詹国辉(2021)以江苏省

为例构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45]；唐睿(2022)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发现，

政府能够通过优化公共资源再配置和激发市场潜力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效率的提升[46]。一些学者从机构改

革的视角、文旅产业融合的“双循环”动力机制以及文旅融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等角度对文旅融合的

效果及作用进行了评价[47] [48] [49]。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发布将把文旅融合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和细分化的领域，“文

旅+”、文旅融合创新等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4.3.5. 研究主题聚类五：文旅融合创新 
“创新”一词本就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动态性，对文旅融合创新的研究伴随着文旅融合的研究展开，

未来也将持续下去，但创新的内容却有所不同。现有的关于文旅融合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文化业

态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上，如博物馆旅游、研学旅行、红色旅游，研究内容主要以文旅融合的模式、制度

和政策创新为主，如傅才武等(2019)总结了创新文化与旅游管理体制与政策模式的创新经验[50]。文化与

旅游融合需要探索政、产、资、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开发出符合政策法规、受到市场认可并

能创造良好经营收益的文旅产品[25]。在文旅融合的业态创新方面，钱兆悦(2018)探讨了文旅融合背景下

博物馆公众服务的新思路和新方法[51]；鄢莹(2019)以研学旅游、网红图书馆和民宿图书馆三种文旅融合

的典型实践为例，探讨了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发展问题[52]；陈建明(2021)从创新主题、资源要素、市

场需求、运营模式四个协同角度挖掘图书馆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践途径[53]；刘思得(2022)基于动态能力

理论系统分析了基于知识创造的红色文旅资源服务动态能力的作用机制[54]；柴寿升和孔令宇等(2022)基
于共生理论提出了台儿庄古城红色文旅融合的提升路径和突破模式[55]。在文旅融合的保障创新方面，多

位学者突破传统文旅的思维模式，从数字沉浸、影视互动等方面进行了探究[56] [57]。研究发现数字视域

下的文旅融合能推动智慧旅游的路径创新，利用数字技术等资源发展旅游市场，促进旅游文化和景点革

新，实现旅游的高质量发展[56]。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守正创新，未来文旅融合创新研究的范畴将更加广泛，对创新内容的研究也将逐

渐从关注行业融合的宏观视角过渡到关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中观和微观视角上，研究的跨学科、跨

行业和综合性特点也会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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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文化和旅游产业实践从快速融合到全面融合的十年，也是文化和旅游研

究从独立研究到融合研究的十年。这十年的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证明，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是保护

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也是为旅游业发展注入生命力，全面提升旅

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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