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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游越来越有文化味儿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 年 11 月 8 日 赵 珊

2024 购物旅游产业发展论坛近日在上海举办。该论坛由中国旅

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与比斯特系列联合举办。中国

旅游研究院发布了《中国购物旅游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这是国内购物旅游产业首份报告，全面解读了中国购物旅游产业的

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成为旅游消费重要内容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购物已成为人

们整体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旅游消费的比重较高。世界旅

游组织将购物旅游视为一种现代旅游形式，游客在旅行决策时便考

虑购物需求的旅游被称为购物旅游。购物正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重

要内容之一，也是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旅游研究院专项调查发现，接近 95%的受访者在旅行中会

购物。此外，游客购物的主动性较强，超七成游客在旅行决策时有

购物计划。超过一半的游客表示，20%以上的花费用于购物。相比

国内旅游，出境旅游的整体花费和购物花费更高。

《报告》指出，旅行留念、馈赠亲友是游客购物的主要目的。

近四成游客在旅行中购物是为“旅行留念”，超过三成游客是为“送

家人朋友”。为“爱好收藏”和“发朋友圈、抖音、微博、小红书、

快手等”而进行购物的游客占比也较高。游客偏爱具有纪念意义和

文化特色的产品。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包括手工艺制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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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食品和各类文创产品等）是游客购物首选的品类，同时也有近七

成游客选择购买服装、鞋帽、珠宝、手表、化妆品、香水等。

具有旅游纪念价值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创新型旅游商品、社交媒

体推荐、服务态度、商品标价清晰、购物环境、休闲氛围等是影响

游客购物决策的主要因素。

体验本地生活与文化

目前，游客购物场所呈多元化特征。商业街区、特色市集等主

流零售场所是游客的主要购物地，选择在商业街区、特色市集和大

型商场购物的游客分别占四分之一。游客更加注重文化体验，文创

园区、景区、文旅商综合体、文博场馆也成为游客购物的主要场所。

购物村、免税店、奥特莱斯等折扣优惠类购物场所同样受到游客青

睐。

《报告》指出，体验性消费趋势使过去只关注商品购买的“旅

游购物”逐步转向将购物视为体验活动的“购物旅游”，复合型购

物场所正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购物旅游目的地，从购物走向休闲再到

文化体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消费者不仅追求商品的实用

性，更加重视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文化价值和情感连接。游客在旅

行中的购物消费同样如此，旅游购物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

与旅游体验紧密相连的活动。

不同于日常购物侧重于产品的功能属性，旅游购物的情感和社

交属性显著，游客除了购买地方特色突出的旅游商品外，在旅行中

也不乏时尚购物。游客对所购买的商品、购物服务和场所等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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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商品文化特色、购物场所体验活动和休

闲空间有更高的要求。

《报告》指出，购物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本地生活

体验。对游客而言，购物不仅关乎产品、纪念品的购买，也是对目

的地的探索和发现，购物是他们了解和体验本地生活的一种方式。

文化体验性的购物活动本身就是游客深度体验当地文化和生活的

重要途径。比如在云南，游客不仅可以购买到地道的普洱茶，还能

够参与茶文化体验，了解茶叶的制作过程和品茶技巧。这种将购物

与文化体验相结合的模式，不仅提升了游客的购买欲望，也增强了

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打造更丰富的新业态

比斯特苏州购物村以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事为蓝本设计，充

满浓郁的欧陆风情，游客在此除了购物，还能参与丰富的文化艺术

活动。今年国庆节假期，访客量同比增长 20%，销售额同比增长

21%。据介绍，比斯特系列的 12 座购物村分别位于世界著名的旅游

城市，是知名的购物旅游目的地，通过购物、餐饮和文化娱乐等多

种体验吸引游客。

唯泰集团中国区联席主席马克·伊斯瑞尔表示：“比斯特系列

致力于打造购物旅游目的地，深耕中国市场十年，通过本土化和创

新策略持续提升购物旅游体验。未来，我们将继续与航空公司、酒

店、旅行服务商等行业伙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助力中国购

物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很多商场、文商旅综合体、购物村、商业街区等核心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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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旅游目的地纷纷开展艺术展览、文化演出、非遗体验、美食等文

化体验活动，突出线下体验的不可替代性，且已取得了较好成效，

部分零售场所成为新的城市地标和购物旅游目的地。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传统商业综合

体转型升级为文体商旅综合体，打造新型文化和消费集聚区，推动

建设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示范城市，支持老字号企业入

驻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开设旗舰店、体验店，提升旅游购物品质。

《报告》指出未来构建购物旅游目的地的四个方向：强化文化

体验，凸显鲜明特色，零售商需注重长期性和本土化，将文化体验

与自身独有的历史、地域文化深度结合；重视游客群体，提升体验

质量，了解游客的最新需求和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服务；加强旅

游业上下游供应链合作，开发体验性十足的购物旅游线路，改善当

前旅游产业价值链上购物环节薄弱的局面；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

基于数字技术不断提升线下购物的便利度，进一步丰富购物体验。

戴斌说，购物旅游是建设旅游强国、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新

动力和新路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应把购物消费等生活场景纳

入旅游吸引物范畴，真正做到“近悦远来、主客共享”。旅游业是

幸福产业、民生产业，需要树立更多美好的、高品质的购物旅游新

标杆，推动形成更加丰富的购物旅游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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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文脉永续传承构筑更完善法治屏障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4 年 11 月 4 日 评论员 栗玉晨

保护好文化遗产、传承好中华文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必

答课题。因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

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坚定文化

自信。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

代，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随着保护对象不断扩充，如何实现

应保尽保，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发展有底线、文脉能延

续，成为必须解答好的新课题。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11月 4日至 8日在北京召

开，备受社会关注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将进行三审。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介绍，三审稿明确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明确依托历

史文化街区、村镇进行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的，应当严格落实相关

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加强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严格控制大规模

搬迁，防止过度开发。这是时隔 22 年《文物保护法》的又一次全

面修订，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传承事业进入进一步依法保护管理和

科学发展阶段的新起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遍布中华大地的文化遗存，承

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赓续不绝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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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

可替代的资源，印刻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保护好文化遗

产、传承好中华文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答课题。因为，只

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

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

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41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799 个，中国传统村落 8155 个，历

史文化街区 1274 片，历史建筑 6.3 万多处。随着保护对象不断扩充，

如何实现应保尽保，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发展有底线、

文脉能延续，成为必须解答好的新课题。

当前在个别地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还存在建设性破坏屡

禁不止、保护对象不完整、保护修缮不到位、过度开发利用文物资

源导致文物破坏或损毁，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街区、

村镇以及历史建筑等问题。一些地方的古建被商业项目挤占，一些

文物古建为经济发展让路而被拆除，在舆论压力下又大举投入修复

甚至重建，劳民伤财且损失不可逆转。一些传统街区、文化村镇借

“更新”之名被搞得面目全非，割断了当地的历史文脉，造成“一

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在保护与利用之间、传承与活化之间，眼

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纠葛，让一些地方手足失措。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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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明

确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

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明确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把文物保护放

在第一位，严格落实文物保护与安全管理规定，防止建设性破坏和

过度商业化；明确依托历史文化街区、村镇进行旅游等开发建设活

动的，应当严格落实相关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加强整体保护和活

态传承，严格控制大规模搬迁，防止过度开发。这“四个明确”是

文物保护制度顶层设计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深化人们对文物价值

阐释、保护利用重要性的认识，为全面提升文物保护管理利用水平

提供了重要法治引领和保障。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文物保护法》《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为引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等行政法规为基石，相关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为补充，地方文

化遗产保护立法为延伸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增强问题意识，坚持结果导向，在

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

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的同时，更好地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

融为一体，需要法律的与时俱进，也需要各地在谋划发展时更多将

法治思维贯穿其中。

唯其如此，方能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底线红线，让中华文

脉永续传承，并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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