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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旅游产业企业文化品牌建设融为一体，极力打造出具

有融水特色的文化民族、旅游节庆品牌。在旅游产业与文化

产业快速融合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确保旅游经济的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增强旅游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通过对当地的自然景观以

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能够为旅游业文化产业一体融合

建设提供充足的条件。

1  旅游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所谓的产业融合就是指不同产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

渗透、相互交叉，最终形成全新的产业或经济增长点。与其

他产业相比较而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具有更加天然、

更加自觉的强大生命力[1]。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

种文化休闲方式。通过旅游能够帮助人们对各地的自然景观、

民俗风情、历史知识进行深入了解与沟通，带动当地事业的

经济发展水平，为旅游目的地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和流动资

金，使当地的文化事业建设水平全面提高。通过将文化与旅

游产业的有机融合，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也是时代发展

的必然趋势。

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过程中，两者之间能够

强力互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例如。在很多的景区都会

提供各种各样的旅游纪念品和文化衍生品，通过旅游可以为

文化消费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也能够促进文化产品的传承

与保护[2]。根据相关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旅游活动中文化消费

占据 40% 以上，而在欧洲甚至超过了 50%，游客在旅游外出

的过程中，有 70% 以上的人愿意付出额外的费用来体验更多

的文化，这也表明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及融合发展具有非

常强大的市场基础和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进文化旅游

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

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推动文化元素更加新颖，从而形成全

新的文化旅游产业体验，推动旅游行业的转型发展，开拓文

化市场，促进文化消费和文化的传播。

2  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2.1 品牌建设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在文化与旅游快速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结

合两个产业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点寻求彼此融合的关键点，通

过品牌建设推动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例如，广西作

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其独特的风土民情具有非常大的特色，

所以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运用创客

创誉的平台打造旅游，加品牌加文化的发展策略，实现区域

内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强有力的品

牌文化。苗族系列坡会群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每一个坡会

群形成序列，连续不断的以苗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悼念先烈、

鼓舞斗志、交流情感、集体聚会一项盛大的传统节日，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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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日中可以让群众在相互赶坡的过程中展现彼此的特色，

促进青年男女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实现信息的传递，展现出

这一区域人民群众的生活特征和风俗习惯。

2.2 创新创意引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有机融合

在新时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确保旅游产品和旅游

服务更具有人性化科学化的特点，必须要加强对山水文化、

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冰雪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内涵进行

深入挖掘，从而形成全新的旅游热点和旅游形态，让广大游

客常来常新。

2.3 通过跨界整合实现文化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

在旅游文化资源整合与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树

立全域旅游的思想观念，提高人文、历史、自然、商业、娱

乐等各种资源的建设，推动城市公园、体育场馆、公共博物

馆、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以及基层文化活动中心等各种

基层文化设施的对外开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还

要加强对文物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更好的传播弘扬优秀的民

族文化。

2.4 依托平台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在传统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融合方案不够

科学，制定目标不够长远，这样就导致产业融合的效果不理

想，为此必须要坚定不移的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通过以高

档次建设、高品位规划和高水平经营管理实现文化旅游的融

合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做大做强。必须要打破地方

保护主义，消除行业壁垒。这样才能够促进文化与旅游行业

之间的界限模糊，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一方面要着力培育

顶天立地的大型文化旅游经济，同时要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支

持，形成既有高峰又有群山的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新局面。

3  结束语

旅游作为一项综合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最本质的内涵就

是体验文化、寻找文化差异，旅游与文化犹如孪生兄弟一般

不可分割。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如果单纯的依靠自然景观

对游客产生吸引力，那么持续时间也只是在旅游的过程中，

无法产生持续久远的影响。文化资源能够对人们的思想产生

深刻的影响，让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彼此生活和思想，让整个

旅游过程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特征，为人们提供更

加深厚持久具有魅力的回忆，勾起再去一次的欲望。通过文

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可以为旅游行业注入全新的生命

力，实现物质和精神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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