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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业是传统旅游的
转型升级。旅游产业产值的逐渐
扩大，带动了文旅产业的飞速发
展。同时，国家也出台了多项发
展规划，例如国民经济发展“十三
五”、旅游业“十三五”等，都对文
化旅游的发展目标和措施进行了
详细的阐述，文旅产业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

市场前景可观
前 瞻 产 业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17—2022 年中国旅游产业发
展趋势与投资决策分析报告》中
显示，2016年，中国旅游业发展迅
速，国内旅游达到44亿人次，旅
游收入 39390 万亿元，出境旅游
1.35 亿人次，花费超过 1.1 万亿
元。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
国内旅游消费、境外旅游消费均
列世界第一。数据表明，2006—
2016年，我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
的贡献率逐年提高，由2.87%提升
至5.29%。

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
力争到 2020 年我国旅游产业规
模、质量、效益基本达到世界旅
游强国水平。在地方上，广西、
甘肃等多个旅游省市都出台了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规划方案，
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促进了
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发展趋
势良好的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将
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
要源泉。

中青旅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青旅国际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丹曾表示，中国当前面
临着文化旅游地产市场规模巨
大，文化旅游市场消费潜力巨大，
旅游消费需求增长，文旅产品升
级空间巨大的新机遇。

巅峰怡广旅游产业基金董事
总经理吴彤认为，旅游投资要用
心创内容，用心做模式。旅游

“乘”科技、文化、金融、创意、制
造、教育，将会在内容、技术、产品
等创造出更大的可能性。

多方资本注入
旅游产业拥有的良好市场前

景及逐年扩大的产值，引得众多
企业纷纷参与进来，除了传统旅
游企业，房产、金融及投资企业也
对文旅市场进行了相应布局。

万达在2010年就布局了文旅

地产，其在长白山、武汉、西双版
纳、福州多地打造的5个文化旅游
地产项目，投资规模估计近1700
亿元。华侨城集团融入了全域旅
游发展和特色小镇建设，并提出
了“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模式。
中国平安、碧桂园、华谊兄弟、海
昌集团等多家企业于2015年8月
在北京启动跨界资源整合平台

“平安文旅荟”，构建了“平台+业
态+产品+网络”立体化的商业模
式。

蛋糕诱人，自然会吸引多方
资本的参与，中外多家企业均布
局了国内的文化旅游市场，例如
上海迪士尼、北京通州环球影城
等。此外，投资公司、基金公司
等也都关注到了文旅产业的价
值。

君联资本是已投资过几十个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关项目的
企业。对旅游产业涉及的产业链
环节，君联资本投资总监邵振兴
讲到，君联资本对于旅游业中涉
及的各类服务业更加侧重，如精
品酒店、小交通（旅游目的地之间
短距离的交通运送服务）等。旅
游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除了

“游”，其他五个要素均具有投资
价值。当然，不同的景点会有不
同的机会。

而达晨文旅是国内较早的专
业投资文化旅游业的私募股权基
金，依靠湖南广电集团，在传媒行
业资源丰富，善于将旅游业和传
媒业结合。达晨文旅投资总监何
士祥曾表示，“我们想投资旅游业
的最上游环节，就是渠道和品
牌。投资的其他方向也与旅游业
结合，如电影传播跟旅游相关，投

资的电视栏目。”

文化为投资导向
企业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

热潮高涨，但在价值开发的同时
不能盲目进入，多位相关人士表
示要从产业的衍生开发、资本回
收期、投资建设等方面多加注意。

“文化和旅游两个行业在属
性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国内目
前能做到以文化企业为立足点，
将旅游做得很好的企业并不多，
尤其是一些大型文化传媒集团在
产业的衍生开发方面做得还很不
够。”邵振兴说道。

在景区投资方面，何士祥表
示，目前达晨文旅已做了一些示
范性的投资，如在新疆、宁夏地区
进行景区投资，而对于投资原则，
何士祥表示，一是不投资刚开始
运作的新景区，新景区需要的资
本量很大，而私募股权基金对回
收期通常有较严格的限制；二是
寻找“价值洼地”，尽量找到价值
被低估的景区。

“现在很多景区在建设初期
往往都要建一些大的度假村、主
题公园，破坏了文化形态。我们
要做的是小规模投资，在不破坏
景观的情况下二次提升，重点提
升品牌、渠道和其文化内涵。”何
士祥说。

总体来看，现在国内在旅游
景区投资的需求方面，往往侧重
于重资产投资，即固定资产投资，
却忽略由轻资产投资主导的内容
打造。华夏天禧资本副总裁林渝
茗表示，其实好的做法应是先做
好景区内容，形成好的旅游氛围，
然后再适度进行重资产投资。

随着文化旅游需求提升，以
文旅为特色的小镇建设正在火热
开展。文旅小镇逐渐在旅游度假
排行榜上占得重要一席。

顾名思义，文旅小镇是以旅
游为出发点打造的小镇。文化部
艺术发展中心副主任孔蓉认为，
中国文旅特色小镇是以文化旅游
融合为依托，以文化基因和文化
元素提炼为核心，以创意和再生
设计为手段，对属地特色自然资
源、人文资源、产业资源等关联性
资源进行一体化深度整合后，以
系统化的特色文化标识为指向而
构建的文化、生态、生活、产业有
机融合的生态型空间体系。

政策发力需求旺盛
万亿级市场空间释放
文旅小镇建设的全面铺开，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层面的
大力支持。“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
把文化产业打造为国家支柱性产

业，陆续提出“智慧旅游”、“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等一系列新名词，
多省也相继推出文旅小镇建设计
划。文旅小镇已成为继全域旅游
之后又一个旅游热点。

除了政策推动，消费者诉求也
是文旅小镇持续火爆的重要原
因。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07
年，国内旅游人数14.10亿人，旅游
收入7770.62亿元；到2017年上半
年，国内旅游人数25.37亿人，旅游
收入2.17万亿元。短短十年国内
旅游人数就翻了一倍，国内旅游收
入更是翻了2.7倍之多。据国家旅
游局预计，我国旅游度假行业将形
成10万亿级支柱产业。

在旅游消费持续走高及国家
政策的扶持下，文旅小镇仿佛一
夜之间成为了市场宠儿。最新报
告指出，目前公布的两批国家级
特色小镇共403家，其中300家为
文旅小镇，全国已经有220多个文
旅小镇项目规划完成，300多个文
旅小镇正在规划。2017年9月，陕

西省宣布要打造丝绸之路起点旅
游走廊、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假
圈、黄河旅游带、红色旅游系列景
区“四大旅游高地”，提出到2020
年全省旅游特色小镇达到300个，
旅游投资高达8000亿元。

发展模式多样
特色服务塑造品牌
目前，国内文旅小镇大多呈现

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是在原
有古村镇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
二是以当地的核心景区为基础，带
动周边村镇的旅游开发；三是以文
旅地产为主要形式，人为“造镇”。

在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声浪
中，运营却是摆在众多文旅小镇
面前的一大难题。因此，建设文
旅小镇切忌浮躁焦虑。如果没有
自然环境、居住环境、休闲设施等
基础设施支撑，文旅小镇的后续
经营便难以引入产业资源。文旅
小镇的标签应该是一个宜业、宜

居、宜游的社会空间，才能吸引高
端产业、优秀人才在小镇落户，才
能吸引大量的观光客前来消费。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
开发项目时，保护当地优美的自
然环境，恢复原本的文化风貌，做
到保护性开发，还要合理引入完
备的现代化服务设施，提高旅游
及居住的舒适度。

创新盈利模式
得IP者得天下
文旅小镇典型的特点就是投

资大见效慢，做出“现象级”影响
的更是凤毛麟角。作为文旅项
目，如果仅仅是提供观赏、游玩功
能，很难持续吸引客流。项目特
色才是创富的根本。文旅小镇项
目要形成具有独特的魅力和鲜明
主题文化，达到观赏性、参与性、
刺激性、趣味性和体验性的高度
统一，尽量避免与周边旅游项目
开发的同质化竞争，才能具备聚

集消费者目光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综合考虑

项目定位与区域资源的基础上，以
文旅元素为核心打造产业链，进行
文旅产品的设计、制造或分销，以
强大的创收能力支撑整个项目的
可持续发展。其中，文旅IP是让
小镇建设更加有活力的法宝。

文旅IP代表着个性和稀缺，
以价值观、特色内容和持续创新力
为支撑点，能与其他同类IP形成
鲜明的区隔，与自身产业特色高度
契合，对市场能够形成很强的激活
效用。横店影视文化小镇，就是立
足于影视基地，并逐步向影视主题
文化小镇升级转变，共建造了明清
宫苑、秦王宫、清明上河图等近30
个大型实景拍摄及旅游体验基地，
是典型的“影视IP+旅游小镇”发
展模式的成功样本。

而在这场文旅小镇建设浪潮
中，究竟谁能勇立潮头,谁又会被
拍死在沙滩上，我们终会知道。

（本报记者吴洁综合整理）

文旅小镇概念火热 落地还需破解运营难题

多路资本布局文旅产业
应强化景区内容打造

本报记者 王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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