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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河南文旅产业发展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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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推动，数字经济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文旅的数字化已经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

重要动力因素。本文基于对河南文旅发展现状的研究，发现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

不足、数字融合不够；文旅产业发展薄弱，品牌化建设滞后；配套服务不完善，文旅消费水平不高；保障机制不足，高层次人才

缺失严重等方面。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及提升对策，旨在为河南文旅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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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3年2月，国务院在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指出：数字中国建设将推

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

体”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

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202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

在《“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

繁荣发展，丰富人民生活”作为文化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目标。

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推进，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1 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1.1 研究背景

河南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誉为“两手一摸春秋

文化，双脚一踩秦砖汉瓦”，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

河南文旅在发展中依托党中央的引导，秉持“以创意驱动、

美学引领、艺术点亮、技术赋能”的思想推动文旅产业的现

代化发展。2021年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文旅文创融

合战略”，指出围绕打造“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和“世界文

化旅游胜地”两大目标推动河南文旅资源的现代化发展，并

提出打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的文化品牌，推动以高质量

数字文化建设助力河南文旅的现代化实践，并将文旅文创

培育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此外，河南省数

字经济和信息化“2143”重点工程指出，打造“智慧文旅发展

工程”是数字产业化重点工程，旨在建立闻名中外的河南智

慧文旅体系。在技术推动下，河南文旅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数

字化的探索和发展趋势。

1.2 研究现状

数字经济背景下，文旅产业的发展呈现出“技术赋能，文

旅创新”的发展新景象。范周(2020)在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

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后指出，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可从内容原

创性以及内容的监管机制上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车树

林(2022)在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中提

出，科技助力文化生产、产业创新及人才赋能是文化产业发

展的新活力；王秀琴(2023)探究了数字技术助力城市文旅融

合的发展路径，指出可以运用数字技术以城市特点为底色打

造城市文旅特色IP。

董晓英(2023)以陕西省文旅产业数字化实践为研究对

象，指出在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融入科技、教育、时尚等

元素来开展产品创新，为文旅产业的创新提供了新方向。陈

浩南等(2023)从产业链视角探讨了文创产品与数字化融合

的机理，提出徽文化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是打造数字化

文创产品体系和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何瞻(2023)从文化

资源市场化角度指出，加大数字技术和文化的融合，增加消

费者对产品的体验感，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文化；高杉

等(2023)从消费创新体验的视角指出，通过场景营造实现

“人”“场”的互动模式转换，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打造开放性沉

浸式博物馆，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开辟新方式。文旅

产业正在基于技术发展优势实现快速发展，但河南文旅产

业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如何实现其高质量快速发展还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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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旅市场现状及消费者特点

2.1 文旅市场发展现状

2022年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

年)》指出，要加快推进国民旅游休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马蜂窝发布的《2021“微度假”

风行报告》显示，以“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体验为核

心”的“微度假”正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主力方式，年轻群体

总占比已经超过80%。腾讯营销洞察与同程研究院联合发

布的《中国旅行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2023年版)》中指出了

2023年旅游的四大新趋势：小众独特、自在松弛、未知惊喜、

深入当地。由此可见，“休闲”正成为当下人们旅游休闲关注

的关键要素，人们更加关注旅游带来的身心体验。报告还显

示，在行程规划上，相比2019年，高达65%的消费者不做全

程规划，63%的人不愿意排满行程。此外，报告显示，75%的

消费者倾向于小众旅游路线；65%的旅行者希望深度体验

当地的风土人情，希望以此获取新鲜的旅游体验。此外，根

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具有“小众”

或“冷门”等属性的旅游地成为新的“热门”搜寻地。基于此，

无论是从旅游消费人群的结构还是游客的整体消费诉求，

人们当下旅行更倾向于享受旅游本身，不再一味追求所谓的

“热门”景点，休闲的旅游体验正成为游客出行关注的核心

要素。

2.2 消费者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沈涵在发布

的《旅游绿皮书：2022—2023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中指出：追求个性、重视体验消费的“Z世代”群体正在成为

消费主流。有关研究机构对Z世代的消费数据分析显示：Z世

代中60%的群体会根据视频、影视等个人喜好规划旅行活

动；超过70%的群体愿意增加旅游过程中餐饮、住宿等相关

服务消费；注重体验和“以圈会友”也是影响其旅游的重要

因素。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也曾指出，社会的历史性

转变使得社会中的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这也促使当代青年个体更愿意“为快乐买单，为情感付费”。

Z世代作为当下文旅消费的主力军，其消费偏好的变化对文

旅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以“数字赋能，

模式创新”为导向，基于当下消费市场及消费者的变化，更好

地契合以Z世代为主要消费人群的消费习惯成为文旅产业

发展的重点。

3 河南文旅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3.1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文旅融合不够

2020年5月，河南智慧旅游开放平台首次上线，截至2022

年6月底，入驻文旅企业8544家，游客累计注册用户仅有2000

万人，服务游客出行近3000万人次。此外，河南省仅有两个“国

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洛阳、郑州，数量较少。无论是从

服务人次、服务维度还是智慧文旅发展基地方面，河南文旅

的现代化发展都相对落后，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仍是短板。

相关调查显示，2021年上半年，郑州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指数

排名较2020年提升了5个名次，但得分仅为31.1，在龙头企业

发展力指标排名中排第18位，处于全国该产业发展的第三梯

队，整体发展依旧处于全国落后水平。如果文旅资源不能借

助多功能的数字化平台实现创新发展，文化资源就很难进行

资产化发展，难以实现其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扩大化。

数字化科技创新平台少，文旅数字化程度低。河南省虽

然有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国家级平台，但面临着“数

量少，原创性较弱，转化能力不足”的困境。此外，河南省虽然

建立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但公共数字文化平台与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资源存储和共享机制建设尚不完

善。此外，由于省内各层级文旅资源的数据信息采集及管理

标准的差异性，致使线上共享程度低、协同发展效应低。数

字化的基础性建设落后，数字文旅融合不足是河南文旅实

现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难题。

3.2 文旅产业发展薄弱，品牌化建设滞后

目前，河南文旅产业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产业主

要聚集于传统文旅产品，文旅衍生产品和创新产品较少。

首先，由于河南文旅资源主要分布在省内各县市，致使

文化产业园区分布主要集中在县区，而且多以附加值较低的

传统产品为主，与数字技术结合不紧密，极大限制了文化资

源向高效益的数字文化转换。此外，各级政府分级管理的机

制加剧了河南文旅资源发展的不均衡，难以形成行业内的

协同发展效应。

其次，河南文旅产品缺乏新意，无法为游客提供附加值

丰富的产品和体验，而当下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游览”

模式向“轻松、有趣”的休闲旅行转化。此外，“注重消费体验、

追求个性”的Z世代正逐步成为文旅行业消费的主力军，缺

少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会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取生

存空间。

最后，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Z世代，更加注重文旅产

品的附加价值——品牌价值，而河南文旅的品牌化建设还

处于初始阶段。数字经济背景下，特色IP产品呈现多种形态，

如迪士尼依托电影的超级IP，打造迪士尼主题乐园、迪士尼

人物等，并授权迪士尼人物形象的品牌化联名，这既丰富了

迪士尼系列IP的内在价值，也提升了其经济价值。然而，当下

河南文旅在产业一体化发展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河

南文旅产业能否借助数字技术的优势打开文旅发展的新阶

段，关乎河南文旅产业发展的未来。

3.3 配套服务不完善，文旅消费水平不高

河南文旅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五一假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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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全省共接待游客5518万人次，较2019年同比增长21.3%；全

省旅游收入310.1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7.69%。全省旅游

人均消费562元/人，远低于云南的998.5元/人、浙江的1183元

/人。此外，据携程旅行发布的《2023年五一出游数据报告》显

示，郑州荣登“五一”最强周边游“吸金力”前十名榜单中的第

四名。由此可见，河南文旅的市场规模及发展潜力巨大，但是

市场的消费能力在我国文旅市场中依旧较低，消费潜力有待

进一步提升。

基于旅游消费者调查，游客对旅游消费体验的满意度

是影响其消费意愿度的关键要素，但河南文旅在消费服务

上还存在诸多不足。由于文旅运营端对消费者的了解不足，

导致河南文旅的景区官方网站的使用率差强人意。这不仅

会导致资源浪费，还会严重影响游客的游览体验。此外，游客

的停留时间也是影响游客消费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河

南文旅还是以传统的模式来服务游客，即主要依靠景区的

历史底蕴吸引游客，还未运用景区的创新服务实现对游客

吸引力的加码。虽然河南文旅也在逐步借助数字技术提升

对游客的服务，但多停留在对原有服务的逐步优化方面，并

未实施引发质变的升级措施。数字文旅发展中，智慧服务的

打造和发展是河南文旅发展中的又一挑战。

3.4 保障机制不足，高层次人才缺失严重

河南文旅发展虽然受到了政府的关注，但政府对其发

展缺少更加具体化的顶层设计。首先，缺乏合适的管理机制

促进河南文旅资源的统筹开发管理，这对实现资源效应的

最大化是一个难题；其次，文旅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涉及相关

较多，如何吸引行业从业者进入行业，如何同步开展行业间

的协同快速发展关乎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效果。此

外，人才缺失是影响其发展的直接挑战。河南作为农业大

省，整体经济发展相对较弱，再加上文旅行业的数字化发展

还处于初始阶段，对从业人员而言，无论是行业发展前景还

是薪资待遇的吸引力都远低于北京、上海等城市，这必将成

为河南文旅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大瓶颈。

4 数字背景下河南文旅产业发展路径

4.1 加强基础数字设施建设，深化数字融合文旅产业

发展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文旅产业发展的整体性

布局。引领并鼓励数字及人工智能产业的集群化布局和发

展，深化网络、通信等基本设施的优化建设，为文旅产业的

数字化发展做好基础性准备。联合多方资源，拉动产业化投

资，创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示范基地，打造一批标志性

引领性数字文化项目，为河南文旅的数字化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拓宽数字与文旅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首先，加快“互联

网+旅游”的跨界融合，打造集旅游、消费服务及政务管理于

一身的河南智慧旅游开放平台，推动文旅资源数字化，实现

河南文旅的创新性发展；其次，促进文旅融合数字化的场

景创设及数字化服务的发展经验，以特色的中原黄河文化、

殷墟文化、东京文化等为立足点创设专属的数字化文旅融

合场景，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旅游体验，在虚拟真实的场景中

完善创新性服务；最后，开辟数字文旅融合的途径和传播模

式，焕发河南文旅产业发展的新生机。将技术手段与文化产

业相融合，用AI、VR、AR、5G等数字技术矩阵创新数字文化

优质内容表达方式，搭建线上线下数字化融合项目，让“尘

封”的历史及文物“活”起来。综上所述，河南要加大数字经

济发展的物理性基础建设，积极促进文旅资源数字化转化，

以此推动实现河南文旅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4.2 依托数字技术优势，加大文旅产业品牌化建设

河南文化历史资源丰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5项、各类博

物馆384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0处，分布在全省多个

县市。河南文旅应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加大对省内各个层级

文旅资源的统管。首先，基于各文化产业园区的数字化建设，

加快智慧文旅在具体实践中的发展进程；其次，依托数字技

术推动线上文旅资源的链接，促使河南文旅资源由线下的

“点”状分布升级为线上的“网”状结构，打造文旅资产化的

核心结构；再次，运用数字文旅的线上发展优势，吸引文旅

相关产业进入与发展，并促使其发展为文旅资产化这个核心

资产机构的枝干，促使文旅产业逐步向精细化和专业化发

展；最后，依托河南深厚的传统文化，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河

南文旅的特色品牌。深挖殷商文化、炎黄文化等蕴含多重价

值和历史底蕴的文化故事，积极探索运用5G、VR、AR等新

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助力河南传统文化的品牌化建设。

围绕“华夏古都、中国功夫、殷墟文化”等河南文化名片，借助

数字技术打造融“策划与传播”于一体的新媒体推广矩阵，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助力“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品牌的

完善和升级，为文化资源的IP化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此外，

借助数字技术，促进区域文旅IP品牌的多业态、多维度的衍

生和发展。借鉴故宫博物院及“唐宫夜宴”等文化IP的创新

方式，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物故事及艺术形象，构建“文

旅+历史故事”的叙事模式，催生数字文化的IP化。结合消费

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趋势催生IP的衍生化产品，如动画、影视、

图书等文化创新产品，以此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文旅品牌

和文化IP实现产品的丰富化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

4.3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升级，全面提升顾客消费满意度

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优势、借鉴“胖东来”服务客户的

意识升级游客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提升其体验满

意度、激发消费动力，形成持续不断的消费流量和持久的消

费能力。基于顾客满意度模型，重点从消费者价值感知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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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异议”处理两个维度展开管理。其中，消费者价值

感知具体可从加大基础服务配套建设、加强消费市场管理、

提升基础服务质量三个方面开展。第一，借助数字基础设施

建造观光游览、餐饮住宿、购物消费等一体化服务平台，提

升当地特色文旅产业吸引力，实现游客出行的“减负”和“增

效”；第二，加强区域消费市场管理能力，提升对服务体系的

管理效率和效果。游客消费体验关系到游客在该区域活动

的方方面面，如在高峰区的酒店、餐馆及交通的服务质量及

市场监管力度等，全方位地提升游客的消费体验。如2023年

的“五一”假期，优秀的城市管理能力让淄博一度成为全国

游客心中的旅游“胜地”；第三，提升基础服务质量。基于游

客需要和现实场景，设置城市移动厕所、区域游览智能提醒

及排队提示等基础服务，从细节处提升消费体验。

此外，提升消费者异议处理的效率和效果。基于数字技

术，打造游客服务中心，形成“中心统管，区域处理”的管理模

式，河南省文旅厅作为全省文旅服务的监管中心，负责监管

省内文旅的服务质量，各个游览区自行处理游客异议问题。

基于各区域问题处理能力，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并以此实

现对消费者服务质量的有效提升；关注宣传内容的呈现方

式，加强景区的口碑管理等。基于数字技术赋能，升级消费服

务的维度，提升消费者体验的满意度，以此实现河南文旅形

成持续快速的现代化发展。

4.4 完善数字文旅发展机制，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完善文旅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保障性制度及措施并推

动其快速落地。首先，以郑州为核心，协同国内数字经济发展

的先进区域形成发展优势并吸引各类发展资源汇聚于此，

促进其为全省文旅的数字化发展赋能；其次，促进基础设施

与文旅、交通、服务消费等协同发展，实现“1+1>2”的协同效

应。伴随文旅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政府要加大对产业及其关

联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帮扶性政策

的制定及实践，从产业发展和市场运行的维度促进产业的

创新性发展。

此外，促进数字文旅发展的人才保障机制建设。推动以

郑州大学为代表的河南高校与以河南博物院为代表的文旅

资源部门建立数字文旅研究中心，加强数字文旅领域交叉

学科建设和产教融合发展，加快培养市场要求的复合型人

才；推动高校研究成果与商业的联合发展，加快理论研究的

产业实践化发展进度。制定相关人才机制，吸引全国优秀人

才参与河南文旅的现代化建设，并以此为河南文旅快速发

展带来稳定的人才供给。同时，政府机构及文旅企业要提升

人才待遇、加强专业培训，为河南文旅的高质量发展做好人

才队伍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文旅产业的现代化发

展迎来了全新机遇，全国文旅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为了快

速推进河南文旅现代化进程，实现其发展成为河南省支柱

性产业并将河南打造为全球性旅游胜地的发展目标，河南

文旅需基于加强基础数字设施、深化数字技术和文旅的融

合程度，加快文旅品牌化建设进度，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服务

升级，持续完善产业发展机制，从而推动河南文旅产业实现

现代化建设和快速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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