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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直播成文旅消费入口

来源：经济日报 2024 年 11 月 20 日 黄 鑫

塘厦碌鹅、冼沙鱼丸的烹饪技巧，观音山的徒步路线，东莞的

各色美食、美景成为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流量密码”，本地商家、

景区纷纷注册账号发布短视频。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深圳

大学城市传播创新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短视频直播与东莞文旅研

究报告》提出，短视频和直播正成为大众了解地方的新途径，不断

吸引游客前往打卡消费，文旅消费实现了从线上种草、下单到线下

体验的转化。报告分析，短视频和直播以游客体验、市民生活为切

片，将历史故事等文化元素融入山川街巷，实现地域文化、自然风

光、人文景观的破圈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网络视频研究中心主任王晓红表

示，短视频直播重塑了文旅生态，让线下旅行变成日常生活中可以

随时随地展开的多媒介作用、多形态叠加、多功能交织且虚实相生、

线上线下连通的活动。实现了人们无需远行也可以远游，无法在场

也可以同场的跨媒介活动，是数字时代文化流通的主导模式，而跨

媒介旅行就是数字时代文旅产业的新常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安分析，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多主

体参与文旅资源挖掘，助力中小城市增加曝光度，各类美食探店、

自然风光打卡等短视频直播成为游客了解一座城市的新方式。这些

真实展现的人间烟火，不断吸引游客线下打卡，促进了餐饮景区消

费的增长，使得景区商家直接获得用户反馈和新客群，也能帮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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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沉淀文旅资源、提升服务，使城市文旅从符号化的表浅传播走向

对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助力。

王晓红认为，直播所具有的生产个体化、传播过程化、营销短

链化、应用界面化的突出优势，重构了旅游生产与消费形态，加速

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同时，共时体验、即时消费的直播缩短

了文旅产品的供应链和商业转化的价值链，助力形成“短链”文旅

经济。

“短视频促进了文旅宣传的人格化、情感化传播。短视频把最

精彩的内容进行聚焦和盘点式提炼，配合真实故事和独特景点，强

化了情感体验，放大了情绪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冷凇说。

此前，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缺少知名景观，较难吸引游客。

对此，张志安分析，在短视频直播语境下，景观因素正在消退，不

再成为城市文旅最吸引人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崛起的场景。美食

餐饮、城市生活、自然景观都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连接，一座

可接近、可吃、可看、可玩的城市形象瞬间立体起来。年轻人能够

消费得起的、能互动和体验的、可以获得情绪价值的场景，是当前

城市文旅的魅力所在。

王晓红认为，过去，旅游地的商务资讯与游客是脱节的，双方

信息只能在交易环节才能对接，且通常伴随着第三方中介。如今，

大众可直接在直播中体验风土人情，实地探店、欣赏观景的意愿被

激发。景区、主播、游客、商家共同参与的直播生态，不仅让旅游

地的商品和服务在成行前可直抵消费端，也激发了消费意愿，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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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线下客流转化，有助于拓宽文旅消费场景。

文旅产业的深刻变革仍在继续，只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带动

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王晓红表示，文旅主播要提升综合素养，助力

打造精品文旅品牌；旅游地要鼓励在地居民利用直播推广当地特色

产品，调动在地居民的参与和创造力；直播平台要加强内容规范，

建立内容创作者、平台和在地服务商的良性互动链条，保障消费者

获取真实可信的信息并获得良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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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文旅互促的良性循环

来源：光明日报 2024 年 11 月 22 日 岳富贵

近日，河北张家口崇礼的几个滑雪场陆续开板并迎来开门红。

各滑雪场全方位提质扩容，丰富场地类型，扩大雪具租赁区并增加

索道、魔毯运力，更注重滑雪游客的体验感。后冬奥时代，崇礼依

托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人文景观，“搭乘”京张高铁，对接

京津资源，加速文旅融合，成为京张文化旅游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放眼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在探索文旅融合的过程中积累了有益经

验。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是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

成为支柱产业。这为我们加快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任务。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可以为数字技术提供广阔的应

用场景和海量数据，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文旅产业能耗低、

污染小，也是大有可为的绿色产业。此外，伴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

的要求不断提高，提升旅游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的旅游体验十分必

要。人们对个性化、创意化生活不断追求，特别是年轻人参与、互

动、体验消费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我们积极推进文化旅游业的多样

化发展，创造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产业蕴含着巨大发展空间。我国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

对 GDP 的贡献已超过 10%。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的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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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2024 年国庆假期国内旅游出游 7.65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长 5.9%，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0.2%；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7008.17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6.3%，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7.9%。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

开辟出发展新空间，如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全国乡村旅游人次年

均增速超过 20%。也要看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增长前景可观，

形成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将产生 1+1＞2 的放大效应。

  深挖文化内涵，筑牢文化之根。工文旅、农文旅、商文旅、研

学旅、红色旅等形式，可以让消费者在享受自然之美的过程中更好

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感知中国、热爱中国；把博物馆、图书馆、

美术馆、文化馆、非遗中心等融入旅游发展中，可以让消费者在旅

游过程中了解和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要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为基础开发文创产品、旅游项目，提升服

务产品的质量与水平。

  激发消费意愿，挖掘消费潜力。通过创造新的消费形式，推动

文旅产业快速发展，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比

如，一部电影、一场演出、一个展览、一档节目，都会吸引众多游

客前往打卡，带动当地住宿、餐饮、娱乐、特色产品的销售，带来

可观的旅游收入。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后 10 天，来西安

的外地游客到店堂食订单量同比增长 387%，外地游客酒店和民宿

订单量同比增长 339%，外地游客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28 倍。这些

都显示了文化产品对旅游消费的巨大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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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融合，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

好发挥政府在整体规划布局、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形

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多向互利发展模式。比如，湖

北宜昌文旅部门坚持“宜荆荆都市圈文旅产业发展联盟”轮值制度，

深化博物馆联盟、文化馆联盟、图书馆联盟交流合作，加强节庆赛

事活动合作等，让政府与市场双向奔赴，为宜荆荆都市圈文旅融合

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此外，还需健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统筹协

调机制，提高政策精准性、协调性、有效性，推动多要素在区域间

顺畅流动，加快形成统一的文旅大市场。

  （作者：岳富贵，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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