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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创意是旅游业发展的灵魂和生命力，是丰富和精致旅游产品的主要途径，旅游业是创意产业的

外围产业和表现形式，为文化创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和空间。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在景区开发、

旅游品牌节庆策划、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商品开发等方面可以实现融合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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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被认为是

21 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文化创意产业在英、美、韩、加等

国得到迅速发展，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异军突起。 

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由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发展而来，但对于什么是文化创意产

业，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创意产业之父”、

英国经济学家霍金斯（John Howkins）将创意产

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

的经济部门，认为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产业

四个部门共同组成了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1] 我

国学者金元浦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现代精神

文化娱乐消费需求为基础, 以高科技手段为支

撑, 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 以文化艺术与

经济、科技全面结合为自身特征的新型产业。[2] 

一般来说，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涉及影视制作、出

版发行、广告、演艺娱乐、数字动漫、工艺美术、

旅游休闲、商务会展等的行业和领域。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强，产业链长的产业，

文化与旅游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两大产

业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具备共同融合发展

的基本条件。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

发展，不仅可以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提升旅游产

品文化内涵，同时对于加快文化资源的产业化，

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自身空间的发展以及

文化品位和软实力的提升都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互动发展的

理论基础 

什么是产业融合？我国学者厉无畏认为，

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产

品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

成新的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3] 在经济全球化、

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融合已经成

为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和

产业组织形式。实践证明，产业融合对促进传统

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促使

市场结构在竞争合作中不断趋于合理化，加速区

域之间资源的流动与重组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创意俗称“点子”或“主意”，它是科学、

思维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旅游创意就是创意元素

与旅游元素相融合后产生的具有市场价值的、富

有创造性的主意。在旅游活动日趋个性化和多样

化的今天，旅游者“求新、求奇、求特、求知、

求异”，注重体验参与以及对文化精神的追求日

趋增强，在创意理念的引导之下，将智力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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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完美结合，通过重组和整合旅游要素，

用情景化和动态化来重新定位和推出，以进一步

增强原有产品、服务的体验性和吸引力，可以适

应不断更新的市场需求，并且充分彰显旅游的魅

力。任何一种旅游创意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文

化背景下进行，但创意不是对文化的简单复

制，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和想像力，借助科技

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资源有限，创意

无限”，创意能够给旅游活动注入无限的活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意就是旅游业的生命和

灵魂。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

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

创造与提升，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和创造财

富的产业。旅游业是创意产业的外围产业和表

现形式，一方面，文化创意是丰富旅游产品和提

升旅游产品档次的主要途径，向文化创意产业延

伸是当前旅游业寻求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旅

游景区规划、旅游产品与线路开发、旅游品牌节

庆策划、旅游市场推广、旅游商品开发等都需要

借助文化创意来实现。另一方面，关注文化产品

的消费者、体验者，强调满足人们精神性、文化

性、娱乐性等需求，突出文化消费的社会及经济

价值，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文化创

意产业和旅游业一样具有产业高关联度、文化展

示性以及体验、休闲等特征。因此，将旅游业与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可以实现消费者对

文化创意产业的体验需求，促进旅游休闲业和文

化创意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旅游业也进入了重大战略调整期，促进

以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形态等为主要内容

的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升级换代，是我国旅游

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其主要内容包括：

实现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由注

重规模扩张向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转变，由

注重观光游向现代体验游的变革，以功能价值为

基础的大众化旅游需求向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个

性化体验旅游需求转化。因此，通过加强旅游业

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提升旅游产品文化内

涵，提供高档次的旅游文化产品，成为当前我国

旅游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效应 

（一）文化创意产业是把旅游业的发展引向

纵深的重要途径 

文化是旅游资源的重要内涵，是旅游业的依

托，没有文化的旅游产品是缺少生命活力的产

品，这一点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旅游活动作为

一种新型的高级的社会消费形式，往往是把物质

生活消费和文化生活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从表面

来看，旅游景区、饭店业、交通运输业和旅行社

业等行业是旅游经济收入和旅游创汇的最直接

来源，但真正吸引游客来参观游览的是中国数千

年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从旅游主体（旅

游者）来看，文化是旅游者的主要动机；从旅游

客体（旅游资源）来看，文化是旅游资源的重要

表现形式和内涵；从旅游媒介（旅行社、饭店、

旅游交通等）来看，文化是旅游业的依托。随

着 旅 游 业 在 社 会 经 济 领 域 中 地 位 的 不 断 提

升，旅游业以及旅游产品开发对文化的需求

和依赖也越加明显。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逐步转型，文化与旅游结

合的需求越来越密切。文化创意作为丰富旅游产

品和提升旅游产品档次的主要途径，在旅游业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旅游景区规划、旅游

产品与线路开发、旅游品牌节庆策划、旅游市场

推广、旅游商品开发等都需要借助文化创意来实

现，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

显。因此，深刻认识和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将传统文化发掘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将旅游业和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有机融合，是把旅游业的

发展引向纵深，实施旅游国际化战略的重要

因素。 

在大力促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我国

十分重视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一

种将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的新兴产业——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

点。据相关媒体透露，国家 4 万亿元创意产业投

资计划中将有 1000 亿元分配给文化旅游创意产

业，这些专项资金大部分将用于重点旅游景区基

础设施的改造和景区的创意规划上。北京奥运会

成功举办后，旅游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

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文化创意元素的注入也为

旅游业增添了新的动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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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创意是旅游经济的新价值增长点

和动力源泉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自身创造需求，产品

的最终需求会随着产业融合而得到提升。创意旅

游还有利于培育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

旅游时尚，突破传统旅游产品的静态和单调，吸

引旅游者的眼球与消费欲望，来实现对旅游消费

的引领，扩大消费需求，这对吸引投资，实现消

费需求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起着重

要的作用。 

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是产业融合的外在表

现，是旅游经济的新价值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是

引领现代旅游服务业的新潮流。文化创意产业与

旅游业的融合催生了许多新景点、新产品和新服

务，满足了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更高层

次旅游产品的需求。经过创新、演变、融合、再

造的新业态，将成为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主力军

和新生力量，如“网络+旅行社”模式、“网络+

旅行社+航空”模式、“旅游+演艺”模式、“旅

游+邮轮”模式、“旅游+游艇”模式、“旅游+地

产”模式等。 

目前，随着创意产业中富有科技含量的数字

媒体和游戏软件等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传统旅游

的运营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也为旅游企业的经

营模式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现代的网络和

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为旅游电子商务发展提供

了平台，为旅游推介和预定业务拓展了新的交易

市场，并且为个性化、互动性的虚拟旅游构建了

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迅速成长的携程旅行网

等旅游电子商务和旅游集散中心等业态都是运

营模式融合的典范。此外，旅游产业融合会加速

旅游产业内企业间的横向与纵向一体化发展，是

推进旅游企业集团化的重要形式，从而有助于我

国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文化旅游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

突破口 

旅游业是全球公认的关联度高、带动力强、

辐射范围广的绿色产业，旅游消费是可持续、多

层次、综合性的最终消费。旅游文化的本质特征

必然要求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优先发展文化, 

用先进文化引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

继承、发展和保护文化的功能，旅游业的发展也

有助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并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和空间。如能正确处理好旅

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的关系，而不是杀鸡取卵式、

掠夺式地或者篡改式地开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将文化产业和

旅游发展有机结合，在旅游开发中赋予鲜明的地

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可以使文化遗产保持原有的

生机和活力，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壤和传承的广度

和深度。其次，依靠市场、商品以及创意去激活

文化的本来面目，既可以使政府有了保护资金，

也可以为人们带来经济实惠，从而激发保护文化

遗产的意识。此外，利用相对成熟的旅游业已搭

建起来的市场平台，可以不断丰富文化产品的形

式和内容，高起点开拓文化消费市场，丰富文化

产品的形式和内容，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娱乐演

艺、节庆会展、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主要

途径 

（一）旅游景区开发与文化创意融合 

文化创意与旅游景区开发互动有多种形式。

一是在旅游景区景点将一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以及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传统手工技艺、民俗

文化向当地居民和广大中外游客进行展示，聘请

民间艺人在旅游景区进行传统艺术表演；二是整

合利用戏剧、曲艺、音乐、电影、电视剪纸等不

同的文化艺术手法，将民间民俗文化开发成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具有较强吸引力的表演艺术旅

游产品；三是以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为依托，融

合歌舞、曲艺、音乐、杂技等艺术，运用现代高

科技手段营造意境和氛围，打造大型文化精品歌

舞节目，使其成为景区的标志性演出等，如大

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大型

歌舞集锦《云南映象》以及杭州宋城景区大

型歌舞《宋城千古情》的成功，主要取决于

能够充分将文化创意和高科技手段结合，将

山水资源与地方文化资源有机融合，将原创

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整合。 

文化产业创意园是文化创意产业为旅游开

发提供的新载体和新形式。文化产业创意园与一

般主题公园有所不同，前者以文化产品研发为

主，旅游开发为辅,产出的是文化创意产品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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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旅游产品，而后者以提供旅游产品为主。也就

是说，文化创意园不仅是旅游目的地, 还是产业

集聚区，其实质是在文化中产生创意, 创新产品

设计理念。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文化创

意园区，如重庆磁器口民俗文化创意园，是以千

年古镇为空间背景, 通过挖掘巴渝民俗文化，开

发特色旅游商品和特色餐饮，策划特色民俗节庆

活动，打造而成的集文物古迹观光、购物、古玩

收藏鉴定、特色餐饮市场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原

貌型民俗文化创意园。[5] 再如浙江省首个文化创

意产业实验区——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其前身

是 2006 年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主场馆，拥有

五星级大酒店、游乐园、剧院、购物广场等配套

设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硬件环境。同时，动漫艺术设计、文化会展等文

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又为该园区的休闲娱乐、住宿

等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二）旅游节庆策划与文化创意融合 

旅游节庆活动的开展旨在依托某一项或一

系列旅游资源，通过内容丰富、开放性、参与性

强的各种活动项目，以吸引大量受众参与为基本

原则，以活动带动系列旅游消费和吸引投资，从

而带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使旅游节庆活动

办得具有吸引力、影响力，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避免把旅游节庆单纯办成政府的节庆活

动，需要整合政府、企业和民众力量，探索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需求，以游客满意为目标，以

资源的互补性、经济的共需性和利益的共享性为

前提的整合开发机制，尤其需要在民族特色、地

域特色、文化特色、时代特色上做文章，这就需

要文化创意。创意产业的市场交易具有主题的无

形性、品牌的增值性、价格的不确定性及信息不

对称性，这使得创意产业对中介和平台型组织十

分依赖，尤其是后者，因为依托这些组织可以明

显降低交易成本。诸如电影节、动画节、艺术节、

动漫节、画展等创意产业的节事非常频繁，目的

就是依托这一平台，在更大范围竞价，使创意产

品实现更高的观念价值，从而丰富城市的节事旅

游。[6] 

以中国（宁波）梁祝爱情节为例，从 1999

年以来，宁波市已成功举办四届梁祝爱情（婚俗）

节，并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意大利

维罗纳市结为友好交流关系城市，促成了意大利

朱丽叶铜像永久落户宁波梁祝文化公园。该节庆

活动运作成功的主要因素有：政府搭台、群众唱

戏；充分挖掘和利用民间文化（如梁祝文化的研

究与开发、梁祝文化产业园的建立等）；起点高，

立意新（如万人相亲会等活动）；群众参与广泛

（如爱情嘉年华游园活动、民间文艺大巡游等活

动）。该节庆活动已跻身“中国十大民俗类节庆”、

“中国十大最具魅力节庆”。 

（三）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与文化创意互动 

区域旅游目的地开发和营销理念大致经历

了资源导向、市场导向、产品导向、形象导向等

四个阶段。在形象导向阶段，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取决于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及其由此而形成

的综合吸引力。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旅游者的

偏好以及旅游行为的变化，设计一个独特鲜明具

有较强吸引力而又真实可信的旅游目的地形象，

从而避免旅游目的地步入生命周期曲线的下滑

阶段，是一个地区旅游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建筑、美学

等多门学科知识的应用，需要认真分析旅游目的

地的文脉与地脉，要充分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科

学设计。标新立异是旅游目的地营销达到轰动效

应，有效达到占领目标市场目的的重要条件，而

其核心就是创意。例如，香港旅游发展局在策划

和推广“魅力香港，万象之都”这一旅游形象主

题时，就大量运用了文化创意的元素，采用了新

奇刺激的动画手法，并借以全新的推广计划，将

香港的万千姿彩如万花筒般同时呈现给世人面

前，世界各地的旅客可以透过亮丽缤纷的影象，

体会香港“亚洲国际大都会”的迷人魅力，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7] 

（四）旅游企业市场营销与文化创意融合 

旅游企业市场营销是指旅游产品或旅游服

务生产商在识别旅游者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确定

其所能提供的目标市场并设计适当的旅游产品、

服务和项目，以满足这些市场需求的过程，包括

景区旅游营销、酒店旅游营销、旅行社旅游营销

等。从营销种类来看，旅游企业市场营销可以分

为整合营销传播、网络营销、关系营销、危机

营销、文化营销、社会营销等。其中的文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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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是指在企业核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

营销理念和在具体的市场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

一种营销模式，即利用文化力和文化创意进行营

销。文化营销既包括浅层次的构思、设计、造型、

装潢、包装、商标、广告、款式，又包含对营销

活动的价值评判、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在文化

营销中，企业需借助于或适应于不同特色的环境

文化开展营销活动，需要综合运用文化因素，制

定出有文化特色的市场营销组合，需要充分利用

CI 战略与 CS 战略全面构筑企业文化，其运作步

骤一般分为总览文化态势、观察文化变化、捕捉

文化观念、创造文化趋势、扩展文化外延，最后

形成文化创意。 

（五）旅游商品开发与文化创意融合 

旅游商品是旅游购物资源的核心，也是吸引

旅游购物的根源。发展旅游购物是提高旅游整体

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是增加外汇收入和就业机

会，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同时，旅游购物

本身就是旅游资源，提供丰富的旅游购物资源，

满足游客的购物体验需求，已成为旅游目的地最

具吸引力的内容之一。 

旅游购物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关系尤为

密切，二者融合发展的模式多样。如在旅游商品

的开发中融入当地传统文化特色和艺术内涵，可

丰富旅游商品的内涵；将富有特色的地方传统工

艺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可开发出一批创意新颖

独特、设计精美、实用性强的旅游商品；通过电

视制作、动漫设计、软件开发等手段，可以增加

旅游商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而通过

扶持和吸引一批企业投资开发内涵丰富、科技含

量高的文化创意产品，打造一批创意新颖独特、

地方特色浓郁的文化旅游商品，形成具有一定规

模和集聚效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从而使文

化、艺术、旅游和创意产业互动，是旅游购物与

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最佳途径。如浙江义乌

市通过“政府主导，产学研合作，企业化运作”

的运行模式，创立了以商品设计研发为主要内容

的义乌创意园，该创意园旨在成为小商品研发设

计和市场创意的引擎，对推动义乌小商品品牌的

升级，提升小商品生产企业的竞争力提供了创新

平台，也为旅游购物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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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creativity, as the sou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s an ingredient that enriches premium tourism products. 

Tourism is affiliated to creative industry. It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and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tourism can have an integrated and reciprocal development in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tourism branding, festival planning, marketing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t produc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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