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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也面临着新标准和高要求。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文

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亟需研究支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性公共服务体系发展路径。

在此背景下，通过分析山东省文旅产业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文旅产业科技融合现状，本课题研究构造了

三化四链五融合发展模型，即三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四链：创新链、产业链、信息链、人才

链；五融合：管理融合、服务融合、队伍融合、绩效融合、信息融合的高质量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致力于优化山东文旅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区域文旅创新性发展研究，助力推进文旅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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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also facing new standards and high requirements.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ra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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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and it is urgent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function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that sup-
port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is context,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
dustry, this project constructs a three-in-four-chain and five-in-on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l, 
namely, three modernizations: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ce, and greening, four chains: innovation chain, 
industrial chain, information chain, and talent chain, and five integrations: management integration, 
service integration, team integration, performance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ath, committed to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 Shandong,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 and help-
ing to promot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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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利益协

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中明确了我国旅游业发展基本原则，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使旅游成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

过程，推动旅游行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旅游为民，旅游带动，要关注到旅游业的综合

带动作用，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坚持创新驱动、优质发展，创新旅游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集合优势资源，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广泛地应用到行业发展当中，大兴“互联网+”数字旅游；

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守住生态底线，因地制宜地开展区域综合性文旅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实施“文旅提质赋能计划”，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助推文旅消费全面升级，

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旅游业体系。使其成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共同富

裕的重要引擎，为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 年)》中提出，强化科技支撑，供需两端发力，促进文化

旅游消费升级，着力推动产业融合、品质提升、要素集约、开放合作，打造“好客山东”升级版，开创

文化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通过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技术等与文旅产业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实施“一部手机游山东”智慧文旅工程，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关于推动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数字化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通过统筹推进文旅类行业大数据中心建设等，提升基础设施智

慧化水平。通过加快对最新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应用，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信息化水平。 

2. 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现状 

山东省是华北平原东部的沿海省份，属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是旅游胜地的不二之选。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406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杜玮，东光明 
 

 

DOI: 10.12677/mm.2024.144066 543 现代管理 
 

山东现有 A 级旅游景区 1205 个，居全国前列，历史文化方面山东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文物古迹及历代名人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有胶济线、烟大线、京沪线、京九线等铁路干线以及济青高

速、青银高速、同三高速、京沪高速、京福高速等高速公路及多条国道，8 处民用机场，众多航线贯通

全省，沟通全国，这极大地为往来游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山东省将旅游

业作为战略支柱产业，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智慧景区，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地区经济发展呈现

出良好态势。疫情过后，山东旅游市场强势复苏。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接待国内游客 6.01 亿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 7309.77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7.01%和 50.09%。 
山东省文旅资源丰富，经过各方多年的发展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文化和旅游产

品更加优质丰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正逐渐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已经逐步显现[1]。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取得积

极成效，科技成果正在更加高质量地转化成为社会经济效益，进而反向推动文旅事业的发展。 
而随着我国的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也面临着新标准和高要求。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旅游消费需求已经从低层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转变。大众旅游出行和消费偏好发

生深刻变化，线上线下旅游产品和服务加速融合，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造成巨

大冲击。 
山东文化与旅游产业体系建设突出标准化、均等化，着力提高服务效能和群众满意度。但是，公

共服务体系过多聚焦在文化服务领域，缺乏针对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中公共服务体系的系统理论研究

和实践。 
目前文旅产业融合仅有广泛而缺乏深度，存在大量的披皮工程，产业同质化竞争十分严重，行业模

仿现象泛滥，缺乏创新性，导致整体竞争力低下；产业结构亟需优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自

身的发展上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对加快文旅高质量融合造成阻碍；城乡文旅发展不平衡、区域文旅发

展不平衡的矛盾依旧广泛存在，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深度不够，不能够因地制宜地做好自身优秀历史文

化的弘扬和特色旅游产业的建设发展；文化和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完全匹配，缺乏市场调研，缺少

产品创新与技术研发，跟风现象严重，创新能力与科技融合能力低，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响应机制不完善给文旅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缺乏应急响应应对办法；文化和旅游科技

创新体系不够完善，整体创新效能不高，相关基础研究较为匮乏；文旅产业相匹配的高质量人才资源比

较匮乏，人才培养体系还不够完善[2]。 
综上所述，国内文旅产业融合研究与国外文化产业研究比较，基于政府政策为主导，以问题为导向，

更多地集中在对文旅产业融合的机理、路径、模式、测度和对策等领域的研究。支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的功能性公共服务体系亟需优化发展，其中基于大数据下文旅融合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数字化赋能文

旅产业融合中公共服务内容的研究方面，鲜有相关研究。本课题研究构造了三化四链五融合，即三化：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四链：创新链、产业链、信息链、人才链；五融合：管理融合、服务融合、

队伍融合、绩效融合、信息融合的高质量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致力于优化山东文旅融合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促进区域文旅创新性发展研究。 

3. 三化四链五融合路径优化文旅融合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提出“三化四链五融合”的山东文旅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路径，即三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四链：创新链、产业链、信息链、人才链；五融合：管理融合、服务融合、队伍融合、绩效融合、

信息融合。 
三化中数字化主要指出优化文旅发展路径的数字化“互联网+”数字旅游新模式，打造以现代技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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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的文旅发展新模式；智能化指应用大数据、AI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支付、云计算等技术，提

升现代文旅产业服务质量；绿色化是指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统筹绿色资源管理，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把对

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链中创新链指以创新激发动力、增强活力、释放潜力，推动文旅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优化，提

高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产业链指构建以传统文化产业和传统旅游产业融合为新纽带，通过加强

文化和旅游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和服务融合，构建“点状延展、带状串联、

网状统筹”的全省产业链新发展方向；信息链指以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支撑统筹区域文旅信息，在信息

管理的同时对文旅上下游相关企业进行数据分析分类定级，对游客端实现信息的简洁高效呈现；人才链

指打通高校与基层间的人才输送渠道，开展创新型旅游人才联合培养计划，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等主体间资源整合联动，优化旅游相关专业设置，推动专业升级，健全继续教育机制，培养具有

基层专业素质和运营管理能力的现代文旅高质量人才。 
管理融合主要分为旅游资源管理和行业监管管理，旅游管理重点强调整合跨区域资源要素，实现区

域统筹管理协同发展，一体化开发，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多样化特色文化旅游，推进多元功能整合。监

管融合指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旅游数据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增强文旅产业经济运行监测

体系，加强大数据分析应用，发挥旅游投诉数据的预警监督作用，建立风险分析预警监管机制，提升行

业监管水平。 
服务融合指坚持标准化和个性化相统一，优化文旅产品结构、创新文旅产品体系，通过线上云平台

数据收集和分析，针对大数据算法下不同群体的偏好推送个性定制化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开发更多高

体验性、高互动性的文旅项目。融合文旅产业上下游配套旅游服务功能，着力打造平台一条龙服务机制

并实行绩效排名分类定级，提升服务质量。支持旅行社转型升级，旅游景区等场所开展预约服务的同时，

同时应提供特殊人群关爱服务，保留一定数量的人工窗口和电话专线，为高龄及互联网不敏感人群保留

一定数量的线下免预约进入或购票名额，为其提供必要的人工服务，保证其游览顺利。 
队伍融合指构建新时代文旅服务人才培育新模式，开展创新型旅游人才联合培养新模式，推动主体

间资源整合联动，鼓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联合开展人才培育计划，培养高素质从业人

员，推动产教研融合，同时促进职业旅游教育高质量发展，打通基层高素质从业人员晋升渠道，发展继

续教育，培养具有基层专业素质和运营管理能力的现代文旅高质量人才。加大力度重点培育旅游业领

军人才、加快速度尽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变革新思路与新模式培育新技术、新业态人才。拓宽文明

旅游队伍建设思路，引导游客接受旅游地优秀文化的浸染，引导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成为优秀传统文

化的新型实践者和优秀传播者。支持行业协会等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为企业交流合作、人才培养等提供

平台服务。 
绩效融合通过构建信息服务平台健全社会第三方体系，对所管理企业及人员展开分类定级、分别管

理，形成科学有效的文旅规范监管系统，加强信息收集、管理、共享和公示，推进“互联网+”绩效管理

机制，依法依规开展违规惩戒，构建信用为基础的文旅市场新型监管机制，开展平安文旅市场建设，完

善文旅产品和服务内容审核机制，加强线上线下内容审核及动态云技术监测，建立线上云平台一体化的

跨行业、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信息融合指加强全省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全省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的数据归集、信息整合，

加快构建旅游市场智慧监管平台，着力实现监管业务全量覆盖、监管信息全程跟踪、监管手段动态调整。

在线上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全区域信息统筹管理、分类收集、全量监管，通过云计算推送到游客端，实现

信息高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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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四五”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特色 

4.1. 数字化构建“互联网+”数字旅游新模式 

塑造全方面数字化旅游新模式，整合当地实时交通道路通行情况，天气状况，旅游路线信息，人流

量等多方面信息进行数据整合，利用现代云计算技术综合打分，根据分数从高到低显示旅游路线推荐指

数。加强新型旅游云平台建设，发展前瞻性可预测旅游景区，推进预约、错峰、限量常态化，线上云平

台可提供人流量预测及分流引导建议，展示景区特色内涵、历史传统，并根据游客往期数据分析游客偏

好，为不同类型游客提供更高质量的个性化旅游新体验。 
提高旅游区网络覆盖水平，提高景区游客中心、旅游厕所、景区停车场、旅游区道路等旅游基础设

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建设数据输入功能，实时更新景区基础设施状态，对全区域进行统筹性综合管理，

鼓励旅游社和旅游区、民俗馆等加强合作，开设一定数量的线上旅游服务旗舰店，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

开展针对性、强效性的旅游营销，发展定制特色旅游[3]。 
推进文旅资源全域化全形态数据整合，对各种有保护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建成不

同分类，不同层次的资源数据基因库。将储存好的数字资源信息有效利用起来，系统、全面、立体地呈

现文旅资源。利用智能设备、新型技术开展体验式文旅，发展创意数字文旅，发展“互联网+”旅游、

VR 场景体验式旅游、沉浸式体验场馆，推进文旅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2. 智能化奠定创新性智慧旅游新高度 

提高旅游区基础设施智能化覆盖程度，发展无人化无接触的自助旅游，在线下旅游中推广对于应用

大数据、AI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支付、云计算等技术的综合运用，发展与新信息技术相融合的智

慧景区、特色虚拟现实艺术旅游区、AI 特色超现实展馆，交互式旅游艺术表演，发展高互动性、高体验

感，高沉浸式旅游。 
发展设施智能化同时兼顾特殊需求，建设定制性个性化旅游，利用好智慧旅游服务机器人，加快建

设老人友好、儿童友好、残障人士友好景区。同时，建设景区专属短期资源库，顺应大众旅游多样化、

个性化消费需求，着眼于提高旅游服务的便利度和安全性，发展共享旅游，开展租赁式公寓、共享汽车、

共享营地、共享异地归还等服务。 
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综合旅游平台，保证其具备智慧旅游路线推荐、智能旅游方案决策、智能支付、

智慧导览等数字化高水平现代旅游功能。适应现代新消费模式，积极发展夜间消费，鼓励文化和旅游场

所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利用云统计分析技术，合理延长开放时间。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是目前智慧

化导览应用的先进范例，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个性化、便捷的参观服务。游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故宫博物

院的 APP，通过该 APP 获取导览服务，不需要租借导览器等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游客可以通过 APP
获取展品信息、参观路线规划等服务。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还利用智慧导览系统实现了自动化的人流

控制，减少了人员的管理成本。又如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提供智能化的酒店管理服务，采用智能高效的服

务模式。游客可以通过手机上的 APP 预订房间、办理入住手续等，免去了繁琐的前台手续。同时，酒店

还配备了智能化的客房设备，如智能照明、智能温控等，方便游客调节房间的环境。此外，酒店还提供

了智能化的客房服务，如通过 APP 点餐、叫车、预定门票等[4]。 

4.3. 绿色化护航系统性文旅发展新路线 

新时代旅游已成为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防治理念的重要领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特色旅游道路是发展智慧文旅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用好现代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自然资源检测系统，

将各类绿色资源数字化管理、一体化维护，对绿色资源状态进行实时数据监测，将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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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形成更准确，更高效的智能绿色环境管理手段，创新资源保护利用新模式，以数据为主要支撑，

利用大数据、AI 技术、云计算等新技术让环境管理、环境监测更加有效、准确，助力文旅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4.4. 创新链激活文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内涵，加强自身优秀特色民俗文化的对外宣传展示，创新文化宣传方式，利

用旅游业涉及面广泛、带动能力强、开放包容度高、发展动力强劲的优势，高质量融合文旅发展。开发

文化开发宣传新形式，建设一批民俗文化智慧展馆文化、超现实互动文博馆；创作一批创新互动文化表

演、旅游场景体验式文化活动。 
加强区域统筹联合联动，强化系统观念，推动打造全域旅游一条龙，推进旅游业全面协调发展，将

最新数字化技术融入大数据平台建设，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大数据应用的算法模型、隐私安全、社会伦

理等基础性研究，着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云平台综合化体系化服务，提升游客体验感。开展

文化和旅游行业大数据应用的算法模型、隐私安全、社会伦理等基础性研究。 
以科技推动文化更快融入旅游项目，深入发掘地方特色文化，通过线上云平台体系支撑，为本地旅

游提质点彩，以特色文化作为新的旅游推广亮点，搭上当代文化复兴风潮快车。 

4.5. 产业链引领文旅融合发展新方向 

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链“点状延展、带状串联、网状统筹”的全省文旅产业链新格局。以文旅融合为

传统文化产业和传统旅游产业融合新纽带，加强文化和旅游上下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服

务融合。鼓励文旅企业延长产业链推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鼓励企业产业链数字化技术创新，以新技术

支持产业链提质升级。 
改造提升演艺、娱乐、工艺美术等传统文化业态，提高创意设计发展水平，促进创意设计与实体旅

游经济、风景区当地生产生活、游客消费需求对接。响应品牌建设，推动助力泰山游、三孔文化游成为

世界级山东旅游名片，围绕儒学文化、齐鲁文化、沂蒙红色文化等游学地标打造山东品牌。 

4.6. 信息链形成文旅发展新保障 

拓宽文化旅游传播渠道和数字文旅服务应用场景，打造“互联网 + 公共文旅”，加强官方文化旅游

部门，文旅研究机构和数字科技企业的对接合作，将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作为信息链基础支撑，区域统筹

信息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收集储存分析数据[5]。积极开展多方面数据测评标准修订，分类整理云平台数

据形成路线游客偏好，制定个性化旅游路线推送，收集旅行社旅行路线评价及反馈做好排名打分机制，

旅游相关产业做好大数据量化评比机制，集中数据统一管理，集中反映，使游客在云平台上对各类景区

状况一目了然[6]。 
构建云平台诚信评价体系和好客服务质量监管体系，健全云平台旅游投诉快速响应处置机制。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进全省旅游产业数据统计流程体系，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分类定

级，评选发布齐鲁文旅名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年度人物及企业，对其进行资源政策奖励，拓宽文旅企

业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文旅企业多样化融资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4.7. 人才链增添文旅发展新活力 

开展创新型旅游人才联合培养计划，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间资源整合联动，推

动共享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加快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调整方法，构造亟需的从业人员培训机制，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4066


杜玮，东光明 
 

 

DOI: 10.12677/mm.2024.144066 547 现代管理 
 

如适合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发展特征和需要的从业人员，加大力度重点培育旅游业领军人才、加快速

度尽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变革新思路与新模式培育新技术、新业态人才。 
推进文旅从业人员等级考评机制改革，建设线上云课堂，补全在职从业人员培训空白，鼓励高水平

从业人员培训深造，建设继续教育机制，打通基层实践从业者理论研究道路和晋升渠道，培养具有基层

专业素质和运营管理能力的现代文旅高质量人才。 
优化旅游相关专业设置，推动专业升级，完善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大力发展更高层次的

旅游管理教育，加强高校的旅游管理学科建设。促进旅游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展学生基层实习实训。 
以企业为重点推进云平台资源协同创新和产业成果转化。支持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围绕文旅产业

现阶段亟需关键技术开展协同创新，加快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引导高校将文旅产业现存实际需求作为

科研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同时可进行专业人才的提前培养，相关企业可参与并制订成果转化方案，完

善高校科研后评价体系，将科研成果产业性转化作为项目结项和人才量化评价的重要内容[7]。 

5. 结语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积极寻找文旅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各衔接点各环节的对接点，将千年优秀

文化底蕴融入现代旅游，提升新时代旅游的内涵品质，又以旅游巨大的发展带动力促进优秀文化的传播

与消费，实现优秀文化产业和现当代旅游产业的双向融合、相互促进。以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沂蒙红

色文化等为底蕴，重点围绕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融入大数据云科技，构建线上数据平台，

实现利管理、便游客、集质量、保安全、向发展的文旅发展新模式，打造全方面多层次的精品旅游发展

体系[8]。山东文旅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三化四链五融优化路径，从创新、绿色、服务、管理、人才等

多方面对优化区域文旅创新性发展研究提供有力支撑，着力打造区域一条龙式文旅发展新思路，推动形

成区域管理高效、游客使用便利、数据全面清晰、发展道路明确的创新型区域协调发展道路。“三四五”

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路径拓展了新时代新征程文旅发展的新思路新路线，提出了区域文旅绿色协调发展，

更好地解决了新时代文旅产业如何才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为区域文旅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

可借鉴依据，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实现文旅公共服务体系信息数据的更高质量融合利用，实现资源的更高

效率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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