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20-10-13
作者简介: 吴理财，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博

士; 郭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新华网 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 / /www． xinhuanet． com /2017 － 10 /27 /c_1121867529． htm。

2021 年 1 月

第 48 卷第 1 期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 ，2021
Vol． 48 No． 1

文旅融合的三重耦合性: 价值、效能与路径

吴理财，郭 璐
(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旅游发展目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

相应地，政府政策也经历了从文旅结合到文旅融合的转型。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的合并，也为文旅融合破除了

体制壁垒。旅游的更新升级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要求加深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加快推进文旅融合步伐。文旅融

合发展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本文主要从文旅融

合的价值耦合、效能耦合和路径耦合，论证了文旅融合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文旅融合是文化和旅游在价

值、效能和路径上实现有机耦合的一种全新发展模式，需要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探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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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并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①2018 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根据

该方案，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

部，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在发展理念、工作方式、产业引导、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原则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之路，推进文化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文化和旅游部

的成立标志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局面的开启，破除了原有部门壁垒，从机构设置的角度确立了文旅融合体

制保障、机制互补、职责整合和统筹规划的基本架构。我国地方的行政机构设置也基本遵循中央机构改革方

案的精神，设立了省级、市级和县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安排。
文化和旅游部门的整合，意在实现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达成以文促旅、以旅载文，激发文化的引导

力、治理力、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提高旅游产品品质，推动旅游高品位、可持续发展，不但要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且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旅的这一整合，被

优雅地称作“诗与远方”的结合，引发了人们对文旅融合发展的美好憧憬。

一、从文旅结合到文旅融合的政策转型

从政策发展角度看，文化与旅游之间经历了从“结合”到“融合”的政策转型。在此次机构改革前，文化

与旅游之间的结合更多的是文化与旅游两条曲线之间的点状结合，并且这种结合更多地表现为具体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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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旅游产业之间的合作，所以表现出来的还是经济产业内部的合作。各类政策文件也将各领域的发展

范畴和措施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在这个时期，文化与旅游之间是一种较为机械的结合模式。文化部门与

旅游部门的合并，打破了文化与旅游之间的体制壁垒，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旅游线性融合的需

求，也就是以价值观念点、经济增长点、社会效益点、实践路径点构成文旅之间的线性融合并逐步推进。表 1
能够更加直观地显示出文化与旅游之间从点状结合到线性融合的合作领域、合作模式和合作方式的转变。

表 1 从文旅结合到文旅融合的政策变迁

年份 发文单位 政策名称 内容 意义 领域关系

2001 国务院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快
旅 游 业 发 展 的 通
知

树立大旅游观念，加强部门协同和
地区 合 作，……完 善 旅 游 产 业 体
系，促进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强 调 以 旅 游 为 主
体 的 部 门 协 同 和
地区合作

并行

2009 文化部、
国家旅游局

关 于 促 进 文 化 与
旅 游 结 合 发 展 的
指导意见

打造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品牌，开发
文化旅游产品，推动文化旅游企业
开展合 作，积 极 培 育 文 化 旅 游 人
才、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经营秩序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 旅 游 产 业 转 型
升级，满足人民群众
的消费需求

结合点: 文化旅游
产品

2011 国务院
中国旅游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纲要

加快旅游业与文化、体育等相关产
业的融合发展，培育形成新的优势
领域，完善产业体系

提 出 了 旅 游 产 业
与 文 化 产 业 等 产
业融合的思路

结合点: 部门合作
+ 产业融合

2014 国务院
关 于 促 进 旅 游 业
改 革 发 展 的 若 干
意见

坚持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发展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相结合; 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 创新文化旅游产品

增 强 旅 游 发 展 动
力、拓展旅游发展
空间

融 合 点: 乡 村 旅
游，文化旅游产品

2015 国务院
关 于 进 一 步 促 进
旅 游 投 资 和 消 费
的若干意见

旅游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把改革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发挥
产业融合作用; 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和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计划，开拓旅
游消费空间的内容

提 出 以 培 育 各 类
文 化 资 源 为 旅 游
消费点，创新文化
旅游

隐性融合导向

2016 国务院
“十三 五”全 国 旅
游业发展规划

向区域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共建
共享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加速转
变，旅游业与农业、林业、水利、工
业、科技、文化、体育、健康医疗等
产业深度融合

推进融合发展，丰
富旅游供给，在推
进“旅 游 +”方 面
取得新突破

融合点: 区域 + 产
业

2017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国家“十 三 五”时
期 文 化 发 展 改 革
规划纲要

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
内合理流动，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
产业有机融合，扩大和引导文化消
费，提高文化产业质量和效益，发
展文化旅游，扩大休闲娱乐消费

提 出 文 化 领 域 内
部 资 源 与 产 业 的
融合发展，提出文
化旅游的概念

融 合 点: 文 化 内
部，文化旅游

2017 国务院
办公厅

关 于 进 一 步 激 发
社 会 领 域 投 资 活
力的意见

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支持社会
资本对文物保护单位和传统村落
的保护利用，探索大遗址保护单位
控制地带开发利用政策

提 出 了 文 化 事 业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的
创新发展路径

融合区: 文化事业
+ 经济

2018 国务院
关 于 促 进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要实现“旅游 +”融合发展，创新产
品供给，着力于全域旅游业全面提
升

以 旅 游 业 发 展 为
核心，提 出 了“旅
游 +”的整体性融
合思路

线性融合: 旅游 +

2018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关 于 加 强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改 革 的 若
干意见

促进文物旅游融合发展，推介文物
领域研学旅行、体验旅游、休闲旅
游项目和精品旅游线路

以文物 + 旅游为主
题，提出了文物与
旅游的融合路径

领域融合: 文物 +
旅游的领域融合

2019 国务院
办公厅

关 于 进 一 步 激 发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潜力的意见

丰富产品供给，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深 化 文 化 和 旅 游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不断激发文化
和旅游消费潜力

融合点: 文化旅游
消费

2019 文化和
旅游部

关 于 促 进 旅 游 演
艺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
中的积极作用，加大文化内涵挖掘
力度，提高艺术水准和创作质量

发 挥 旅 游 演 艺 作
为 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发展载体作用

线性融合: 原则融
合，价 值 融 合，目
标融合，路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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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文化与旅游之间经历了从“业务并行”到“产业结合”到“点状融合”再到

“线性融合”四个阶段，今后还应进一步推进从“线性融合”到“区块融合”的深度融合发展。
同时，表 1 也显示出，文化与旅游之间一直有合作的取向，但是由于文化与旅游部门分割的行政体制，文

化与旅游的合作整体上还是局限在具体业务合作、产业结合、产品合作、领域合作等相对比较机械的合作层

面。而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文件主要从文化与旅游之间更宏观的外部环境因素———文化与经济的角度以及更

多以旅游业为发展主体的角度提出，逐渐推进旅游与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虽然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合并

时间较短，但目前已经出台了《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旅游演艺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一

个切入点，在价值理念、目标导向、实施路径等方面都体现了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的精神，已不再局限在产

品、产业、业务合作等范畴。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和深度融合是未来文化与旅游领域发展的必然路径，而

且必将大有可为。

二、文旅融合的价值耦合

文旅融合发展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

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和旅游体制改革、政策变迁都是基于现实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

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旅游是人民为了获得差异化、个性化的生活体验所选择的方式。随着科技水平、文化创新水平、社会发展水

平的提高，市场营销手段、游客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的变迁，旅游业的更新发展也成为必然。文化作为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复合体，与旅游的融合可以加快旅游产业的产品升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共同作用于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文化与旅游在社会发展中都有自身的要素归属，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有与文明的内涵相契合的文化，

也有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综合，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法
律政治、风俗习惯等内容。旅游需要主要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享受和发展需要，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

文化驱使的后果。① 从旅游的发展历程上看，旅游是从古代经济交流、政治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以商贾、文人

雅士等为主要群体的伴随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差异性文化体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改

善，普通民众也有了强烈的旅游需求。现代科技水平、文化创新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营销手段、
游客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的变迁，大众旅游业必然转向文化性旅游，在旅游中体验和享受更丰富的文化生活

样式，从而促进旅游者自身的全面发展。一般而言，旅游越是具有在地性或地方性，就越能给人以一种跨文

化或异文化的冲击和体验。有专家认为，跨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不可逆转地走进大众旅游时代，意味着旅游

已从少数人享受的权利变成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前，我国正处在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的跃迁期，旅游需求

将更加强调文化品质与精神内涵，普通民众的旅游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从“美丽风景”向“美好

生活”转变。② 早在 2009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国发〔2009〕41 号) 就明确提出把

旅游业培育成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③ 如今，旅游业已成为我国衡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重要

指标。
文化与旅游的价值耦合体现在文化与经济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与旅游业间、社会性与经济性间三个

层面。
( 一) 文化和旅游的要素互构

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重要领域，其中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但在现代社

会，文化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样也是政治和经济的构成要素。文化不仅具有价值引导功能和治理功

能，而且可以以资源的形式转换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势能，形成新的产业或经济业态。高波和张志鹏在关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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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经济发展的文献评述中，主要从作为价值观体系的文化角度，探究了当前学界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五

种观点①，其争论聚焦于文化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如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其实，根据不同文

化特性与社会发展的契合性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 正向的社会价值观、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及文化资源的

经济转换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旅游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广义上看，旅游属于社会文化的范

畴; 从狭义上看，旅游活动与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社会文化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②

国家承载着促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面协调发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责任。
旅游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法律等各个领域。旅游的本质是

以经济支出为手段、以审美和精神愉悦为目的的文化消费活动。③按照英国人类学家 E． B． 泰勒在《原始文

化》中的定义: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④ 文化是旅游中精神体验和生活体验的重

要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将以旅游业为载体，充分发挥文化的经济效能、社会效能和治理效能。至此，文

化与旅游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就形成了。
文化治理具有政治、社会和经济三张面孔。旅游也同样具有这三张面孔，过往的文旅结合，其实仅仅关

注到了文化与旅游在经济面孔上的契合性，但忽视了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契合性。文旅融合的实质就是

实现文化和旅游在要素上的全面融合，能融则融，宜融则融。文化的价值观体系与旅游的融合体现在文化对

经济的反作用中，良好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环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域之一，也深受

价值观的导向功能影响。而文化治理则更多是从政治层面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文化的治理功能更多地体

现在政府对旅游业治理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和政策执行之中: 一方面，政治如何服务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何

引导经济反哺社会。而文化资源的经济转换功能则显然是从属经济范畴，也就是文化实现其经济效能。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出文化与旅游在宏观上的耦合性。从微观角度看，通过价值观体系的正向引导功能，可以实

现旅游业内从业者和游客之间的有益互动，从业者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服务和产品，游客从旅游产品和服务

中感知价值观，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和行为方式。作为治理手段的文化，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规定旅游业的发

展导向，另一方面则通过多元参与的手段，开放旅游业治理主体准入门槛，为旅游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社会

环境;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合作，将政治治理目的通过旅游的经济途径形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互动。文化资源的经济转换功能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

长，各类文化资源都能通过旅游业实现其经济价值。目前国内兴起的乡村休闲旅游、美食文化旅游都是对以往

观光旅游的补充发展。文化以旅游业为载体，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输出结果。
( 二)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旅游业的价值互补

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将文化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为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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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或其他公益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公共文化服务; 后者是指

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① 但目前，文化与旅游的地方实践和理论发展主要集中

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包括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产业、演艺产业、动漫产业等经营性产业合作。但实

际上，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应仅仅是经营性合作，文化事业也是与旅游业互为补充的。比如，文化旅游作为

旅游分类之一，其宗旨在于提供旅客有关文化遗产与历史遗址的丰富知识。文化旅游业亦着重于历史真实

性、遗迹保存以及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这其实就需要旅游与文化事业的合作，比如说博物馆、文化馆、非遗

传承中心等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有关部门的文旅融合。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这些层面，并且

多据地方案例进行了文化事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探析，且集中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旅游业中的

吸纳与转化。例如，有人提出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山西省旅游业发展需要规划山西非遗旅游开

发; 山西非遗旅游价值的释放还需在非遗活态化、数字化和品牌化上努力。还有人结合山西省古村落的分布

特征，建议在现有旅游线路的基础上，以文化为切入点，制定“点—线—圈”式的旅游规划布局，以热门旅游

景点带动，以线形旅游景点串联，以圈形文化景点覆盖，施以完善的配套设施，稳步推进山西全域旅游，促进

山西旅游市场新发展。也有人指出，当前的侗寨传统体育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实属结合发展，并未做到

真正的融合，为此提出打造传统体育文化与乡村旅游品牌、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开发统筹兼顾的思

路对策，促进侗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拓展侗寨乡村旅游内涵。又譬如，有人提出吉林省旅游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吉林省历史资源独特的地缘性，加深其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对接渠道，加大对历史

文化资源的宣传扩大区域间、行业间的旅游文化交流。总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为更大范围的文化与

旅游融合提供了契机，文旅产业融合将是未来文旅融合的重要内容，文化事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势必成为文旅

融合的重点领域。
从当前的文化体制上看，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国有文化单位的文艺作品、演艺

作品以及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都能与旅游展开有效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可以丰富旅游业的文化内涵，提升旅

游产品经济附加值，另一方面通过旅游业可以放大文化的社会效益，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游客的文化获得

感，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 三) 社会性与经济性的效益共生

文旅融合的价值耦合本质上是文化与旅游间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耦合，在我国的文化和旅

游发展中体现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共

生。作为综合性产业的旅游业，包含了行、游、住、吃、购、娱等多个关联性产业，其首要指标还是以市场数据

为支撑，旅游业的经济价值不言而喻。同时，作为幸福行业之首的旅游业，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上的价

值也日益凸显，如何使游客在旅游的整体过程中感受文明力量，获得更大程度的精神满足，刺激游客的消费

欲望和提升游客在旅游消费过程中的获得感是当前旅游业发展的重点。
文化的非测量性阻碍了旅游业在文化获得感上的表达，潜移默化的文化教养效能和文明交流功能缺失

有效的表达载体。但文旅融合，则可以以旅游业的评价体系与未来发展前景显示文化对旅游的支撑作用。
作为文化与旅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表达路径，文旅有机融合能带给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经过口碑宣传

能带动更多的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参与和感受文化的浸润。
文旅融合就是期望透过旅游展现文化的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获得并非必然冲突，合理的价值

观体系导向甚至是经济效益提升的必备要素; 同时，以经济效益扩大社会效益也是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径之

一。经济效益提升是旅游业业态发展的必然产出; 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经济效益持续提升的动力源泉之一，

也是提升社会效益的必然手段，以文促旅、以旅载文就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文旅融合的效能耦合

文旅融合首先是价值的耦合，在现实中的反映就是文旅融合在效能上的耦合。根据现有的研究看，文旅

融合的首要效能集中在旅游业的经济效能中。我们可以从当前各地旅游报表中旅游人次、游客消费水平、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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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经营性收入等内容中观察到文旅融合的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的增长只是文旅融合期望效益的一个方面。
从学科立场、文化和旅游部门组建的社会性和产业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文旅融合的社会效益是未来期

望获得的重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才是文旅融合在效益耦合上的根本追求。作为文旅融合的效益

短板———社会效益，可以从未来社会发展的全面布局的角度进行思考。尤其是随着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战

略、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文旅融合在效能上可以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文化的深度发

展，在以供给侧刺激需求的同时，反过来提升供给的质量; 二是促进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实现文化和旅游的资

源和资金在基层服务方面效能的彰显; 三是促进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和市场互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 一) 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发展

中国近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殖民和奴役的屈辱史和 1949 年以来的社会发展经验，都确证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

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也从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文化的巨大变革。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提出并逐渐受到重视。文化作为隐形的社会力量往往被隐藏在权力支配关系中，作为意识形

态工具服务于政治目的。社会文化治理从政治面孔到社会面孔再到经济面孔的复合递推，体现了文化在社

会发展中的功能变迁。
与此同时，旅游也到了提质升级的发展阶段。需求端群体扩大和需求变迁是旅游供给提质升级的重要

原因。2018 年全国旅游报告指出，我国旅游业历史性转变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粗放型旅游发展向比较集约

型旅游发展转变，第二，从小众旅游向大众旅游转变，第三，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第四，从观光旅游向

观光休闲旅游并重转变，第五，从浅层次旅游向深层次旅游转变。为了满足升级的旅游需求，需要从提高旅

游产品质量、优化旅游结构、增加旅游消费增长点同时做出对应变化。以往的旅游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以景点和自然风光作为主要旅游产品，旅游体验多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旅游市场秩序颇多弊病，黑导

游、黑旅店、强制购物的事件层出不穷，旅游业品质亟待提升。特别是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也对旅

游业品质提出了更高和更加多样化的要求。这首先改变了旅游产品的传播路径，从以往游客“口口相传”的

口碑传播到网络评价的转变，使得人们可以以旅游需求为核心，在网络上对旅游地进行网络调研，选择自己

的旅游地，规划自己的旅游路线。这就对旅游产品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对于单纯观赏性的旅游产品，游

客对于活化的旅游产品和高参与性的旅游产品更加青睐。不仅如此，网络营销通过对游客需求的撬动，不断

制造各类旅游消费热点，在“网红旅游地”进行“打卡”等营销行为，激发了游客追逐潮流的旅游心理，同时也

加剧了国内旅游业的竞争。因此，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旅游业最终要回归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挖掘上。
因此，不管是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还是作为精神满足路径的旅游业，二者融合的深度价值也逐

渐凸显出来。存在于历史文物、书本、地方风俗、饮食习惯、节庆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将实现活化

发展，通过文旅融合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吸纳，通过现代科技和艺术手段转化为演艺活动、参与式体验，使游

客体验到活态文化，发挥文化在素质教化、文化传承、文明交流中的影响力。同时，文化事业单位和国有演艺

集团通过对优秀文化资源的专业研究，向旅游市场输送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既丰富了旅游市场的作品，

同时也发挥了文化的现实影响力。旅游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可以使更多主体和资本参与到文化资源

的转化过程中，全方位推动文化的深入发展。文化是旅游提质升级的关键，旅游是文化价值的外显载体。
( 二) 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

文旅融合不仅是产业融合、理念融合、效益融合，同时还包含基础设施融合和服务融合。从文旅的基础

设施融合与公共文化服务角度出发，2018 年 11 月 15 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发布了

《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 年 1 月 23 日文化和旅游部等 18 部门联合印发《加大力

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 发改社会〔2019〕
0160 号) ，前者提出要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后者提出要完善重点地区旅游

基础设施，推进多种旅游业态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文旅融合的集合域。乡村地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利用率不足等问题，文旅融合下的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建设，既能多渠道增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和供给质量，又能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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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利用率，实现公共服务的短板补齐、弱项增强和质量提升。乡村旅游是发展文旅服务融合中基础设施融

合的着重点。
从文旅服务融合的领域看，文化、旅游和公共服务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地带。马振涛认为服务融合是文

旅融合的内在黏合剂，也是落实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和“试金石”。① 其实在各地的旅游体验中，本地的博物

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服务的场馆都兼具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

的双重功能。金龙也指出研学旅游既是一种教育和学习方式，又是一种阅读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

和阅读推广职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② 以参与、体验教育为目的的研学旅游其实是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内在契合，也是文化、旅游和服务重叠的重要领域。除此之外，任何以文化知识获

得感、艺术获得感为旅游目的的旅游体验，都与公共文化服务密切相关。以政府为主导部门提供的公共文化

服务代表着官方的、权威的、专业的服务供给，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够将现代技术手段和民间

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转换为公共文化资源和供给路径，满足游客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旅游需求。
从公共服务的地区不均衡角度看，乡村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都是薄弱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展示了当前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弱势地位，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尤其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对比较完善，质量较

高，但由于文化需求刺激不足，也存在资源吸纳力不足和利用率不高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旅融合发展来提

升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无论是全域旅游还是乡村旅游，都要在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关照下，积极鼓励对

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投资，以供给侧刺激需求，扩大消费，以旅游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能力，助

力公共文化服务宣传，刺激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游客的旅游服务需求。
( 三) 助力城乡社会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国务院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同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又发布了《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提出要促进乡村旅游区域协同发

展。乡村旅游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区域间旅游资源、客源、需求对接，同时加大城市对乡村的

人才和智力支持。③

城市和乡村地区借助文旅融合形成利益共享区域。乡村作为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集中地区，显现着

我国各族、各地区最具在地特色、质朴和生动的风土文化。乡村地区作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蕴含

丰富的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但与此同时，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近

些年在“资本下乡”的驱动下，将不少“农业村”快速转变为“工业村”，消解了农耕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生产形

式，破坏了乡村文化的本真性，并因此失去了“乡愁”。而且，大量乡村人口外流和乡村人口老龄化，以及日

益卷入个体化转型，村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日益减少，使得乡村公共性不断消解。它一方面造成了乡村文化

资源浪费，传统优秀文化资源被抛弃，农村伦理混乱等现象; 另一方面，仅存的乡村优秀文化面临着传承断裂

的问题，尤其是凸显地方风情、地区文化、民族风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困局。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代表着工业的发达、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是现代文化的集中表达区。而城市

地区的居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较早与农业生产和农业文化脱离，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地区休闲文化、自然

风光、民俗风情心存向往，成为他们的文化新需求，更愿意到农村地区体验更具差异化和个性化的生活。所

以城乡文旅融合最直观的后果就是，通过以城带乡、由工返农的方式，实现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与城市客源的

对接，既满足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基础设施、文化活动、乡风文明、产
业发展等振兴路径。乡村旅游资源和城市旅游客源需求形成了供需对接，再加上现代技术的进步，交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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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涛:《创新体制机制 促进文旅公共服务融合》，《中国旅游报》2019 年 1 月 28 日。
金龙:《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研学旅游服务创新策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 年第 5 期。
《文化和旅游部等 17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 2018 年

12 月 11 日，http: / / zwgk． mct． gov． cn /auto255 /201812 / t20181211_836468． htm。



水平的提高，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都大大减轻了游客出行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湖南省广播电视台制作了《向

往的生活》《哈哈农夫》《爸爸去哪儿》等以明星体验乡村、展示乡村慢生活类的旅游节目，成为刺激和吸引人

们尤其是年轻人到乡村地区感受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特色美食的“营销”手段。
通过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实现全面、系统发展的乡村地区不再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落后地区，而是具有

地方特色的生活区域，乡村旅游成为城乡居民交往的有效途径。同时，现代城市中的文化风情和旅游设施也

是乡村农民渴望体验和感受的，尤其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北京，更是广大生活在农村的父辈最渴望去体验

的旅游城市，上一辈人的政治情怀在以往那个年代难以实现，但随着农村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善，

农民不再受制于经济压力，到城市旅游成为广大乡村人民的一种重要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城乡的区隔为城

乡居民生产了互动的旅游市场; 究其本质，乃是因为城乡区隔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生活样式，彼此之间产

生了某种文化吸引力。总之，城乡文旅融合可以促进城乡之间资源和客源互补，良性互动，互助合作，为城乡

一体化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四、文旅融合的路径耦合

文旅融合的价值耦合和效益耦合，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那么路径耦合则为文旅融合

提供可行性论证。在路径方面，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有机、深度融合，发挥文旅融合的理性价值和社会效

益是当前文旅融合必须思考的内容。
( 一) 文化理念注入，发挥文化要素的治理效应

不管是作为文明的文化，还是作为知识的文化，抑或是作为精神的文化，都显示了文化对人、制度和社会

的巨大影响力。文旅融合的首要路径就是将文化理念注入旅游之中。什么是文化理念呢? 就笔者的理解而

言，文化理念是要发挥文化的正向价值导向和实践取向功能，更具体的表达，就是价值观和文化治理理念。
前者充分体现了作为价值观的文化对行为的引领作用，而后者则反映的是文化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

治理效能。
不同领域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缺少了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导向。塞缪

尔·亨廷顿在其编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收入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主

要探讨的是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的进步，其成败有多

大，又是怎样形成的。① 但这本书并不保持一致论调，且整本书忽而宏观，忽而微观，虽然不能总结出价值观

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这一问题的答案，但普遍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有增进或抑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作用。不

同国家、地区、种族、身份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政治引导下，会产生不同的社

会影响效果。该书的作者基本都是从研究群体对象内部提炼该地区的价值观内容，并分析该价值观对本地

区的经济或者政治产生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但从这些学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价值观的正向性、正
确性以及与所属国家、地区、群体内部文化的契合性，是价值观正向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

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是国家、社会、个人

的价值目标和准则。如前所述，文旅融合在价值上是耦合的，这种耦合性就在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统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还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来看，都符合人类社会和国

家发展的目标和需求。更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中所追求的目标，同时

也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它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导向，

从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文旅融合是国家在文化和旅游发展上的一种意志表达，更具体来说是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

文化和文化治理往往具备政治的面孔，因为一定时期的文化观念总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阶级统治

提供合法的意识形态支持。进入现代以后，文化治理的社会面孔越来越重要，并日渐渗透于社会的每一角落

乃至意义和价值领域。如今，文化治理又日渐深入到产业发展之中，常常以其经济面孔示人，许多国家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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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直接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驱动力，表征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① 把握、理解和利用文化治理的三张面

孔，是做好文旅融合所必备的知识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作为治理要素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功能和

价值。尤其是在当前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更应该警惕被经济裹挟的文化沦为经济的附庸，文化消费主

义的发展掩盖了文化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不管是作为治理术的文化，还是作为软实力的文化，都表达

了文化在政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对外和对港澳台旅游交往的过程中，旅游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

道之一，国家需要用文化塑造统一的价值追求和行动逻辑，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前提下实现国家

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人们期望实现的文化在文旅融合中的治理效应。
( 二) 打造文化品牌，发挥产业聚合效应

当前我国旅游业的宣传还是以景点特色为主，全域旅游时代的开启、各类特色旅游崛起，使得旅游业面

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品牌凝聚着产品的价值、定位、形象，是消费市场中产品识别的渠道，旅游业也同样需要

品牌来塑造自身。目前，旅游电商渠道包括去哪儿网、携程网、马蜂窝、飞猪、途牛等多个网络品牌。2005
年，中央电视台全面实施品牌化战略，国家品牌计划中也有部分城市推出自身的旅游品牌，以期望获得更好

的市场营销效果。国家品牌除了营销目的外，还代表了一种国家权威性，是一种品质保证。在全域旅游的背

景下，由各级政府以地方旅游特色为重点推出文化旅游品牌将会是一项有益的尝试。旅游品牌要彰显自身

的文化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要进行更加生动的形象展示，吸引游客。比如，上海市被普遍称为“魔都”，上

海市的二次元文化产业是国内的重要集聚地，举办了很多二次元活动，吸引了很多二次元爱好者到上海进行

旅游消费。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发展、民族宗教、生态发展等因素，不同地区文化各有特色，作为旅游

体验的主要内容，文化品牌将是旅游品牌打造的有力手段。
通过文化品牌的打造，发挥产业的聚合效应。具有自身特色文化品牌的旅游产品，更容易在旅游市场中

被识别出来，也更容易成为投资商和游客的选择。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一旦有了自身的文化品牌，就

可以在旅游的食、住、行、游、娱、购中添加自己的文化元素，发挥文化对不同产业的聚合效应。故宫博物院在

文化品牌塑造上的成功之处值得借鉴。北京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资源丰富，政治意涵深

刻，经济发展迅速，故宫博物院通过文创发布了多个“现象级”文化创意产品，通过与美妆行业、电商行业和

餐饮行业等的合作，将故宫中陈列的历史文化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改变了以往故宫

仅通过购买门票的方式进行观看游览，非专业人士很难感受到展览品、布局、建筑等蕴含的丰富内涵的现状，

充分发挥了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功能。
在当前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旅游产品想要获得市场的青睐，首先要有品牌作为产品价值和特色的表达，

品牌同时也包含着品质、服务等一系列的内容。不管是作为政府发展经济的旅游领域，还是作为企业生产的

旅游产品，都应该树立品牌意识，尤其是在市场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品牌更是产品宣传过程中的辨

识焦点，以好的产品加好的宣传吸引游客体验和消费。
( 三) 引导多元参与，发挥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互补效应

文旅融合绝不仅仅是文化和旅游部门的工作内容，文化与旅游的深入融合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

支持。政府作为各地区文化和旅游工作的管理者、指导者和规划者，对文旅融合负有价值导向的重要责任，

在文旅融合的深度开展中还承担着文化与旅游间具体的牵线搭桥的功能，在文旅融合的实践中，承担着资本

和市场监管作用。但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来促进文旅融合的话，容易出现对文旅融合干预不当、监管不力、投
入不足等政府失灵的现象。同样地，资本对经济价值的敏感度决定了它在文旅融合中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

重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市场经济存在着盲目性和自发性，容易出现市场失灵，

一味地追求经济产出，忽视文旅融合过程中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果。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不断提升，治理的话语在全社会普及开来，治理的内涵也逐渐被

理解，公众的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文旅融合需要地方民众、专业研究人员、政策研究院、社会组织、演艺团体

等社会主体的参与。文旅融合面向的是以游客为主的大众社会，从民众到游客之间的身份转变过程中，文旅

融合的环境、内容、形象都是先被社会所感知的。在文旅融合中，要树立对接民众需求的高质量供给意识，以

社会评价作为文旅融合产出的评价指标体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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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文旅融合中，要坚持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互相弥补的多元参与路径，充分发挥各主体在文旅融

合过程中的优势，避免各主体单独行动所产生的弊端。在文旅融合的价值导向、资本介入、融合内容、融合模

式、效益产出等过程中，摆正各主体的立场和角色，构建主体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功能，实

现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避免低俗化、低质化和同质化的旅游产品。
以往文化与旅游产业间的合作为文旅融合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没能破除体制性障碍，文旅合

作始终停留在具体领域和部分层面上，缺乏有机性。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

断提升，旅游发展目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旅游本身就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旅游的更新升级更要加深与文

化的融合，体现出文化的创新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文旅融合是新时代旅游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

是文化焕发生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旅融合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性耦合，有利于促进

文旅深度发展，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融合等现实效益性耦合。价值观引领、文化治理和多元参与的

路径耦合则是文旅融合的价值耦合的具体表现和效能耦合的实践形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旅融合

是文化和旅游在价值、效能和路径上实现有机耦合的一种全新发展模式，需要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探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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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le Coupling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Value，Efficiency and Pathway

WU Li-cai，GUO Lu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60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tourist develop-
ment has now entered a new stage． Accordingly，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also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mbining cultural tourism to integrating cultural touris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ultural sector and the tourism
sector has also broken dow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The renewal and upgrading
of tourism and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both require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and culture and acceler-
ating the pace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t development is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people＇s new expectations for a bet-
ter life． This paper mainly demonstrates the reasonableness，leg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cultural and tourist integration
from the value coupling，performance coupling and path coupling of cultural and tourist integration． It is a brand
new development model in which culture and tourism are organically coupled in terms of value，efficiency and path，

and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explored in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upling; cult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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