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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海南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发展路径研究
胡杏菁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海口 571100）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下，海南文旅融合面临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应用的局限以及文化内涵的欠缺。通过梳理

既有模式与数字转型基础，相应策略得以明晰。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品创新，包括数字化文化资源转化及互动体验产品

开发；构建数字化营销与服务体系以提升效益；建立数字经济中文旅融合的保障体系，涵盖政策、技术及产业协同保障；实

施动态优化策略，涉及市场监测、产品服务迭代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衡，从而促进海南文旅深度融合，增强产业竞争力

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海南文旅融合；文化旅游产品创新；数字化营销服务；保障体系

引言：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海南文旅产业既拥有丰富

文化与繁荣旅游的优势，也面临着数字技术应用难题和文化

内涵挖掘不足的挑战与机遇。通过深入剖析其融合现状，探

索创新路径与长效机制，解决现存问题，推动海南文旅产业

在数字浪潮中突破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全球旅游市

场的综合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为后续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

有益参考，促进海南文旅产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魅

力。

一、数字经济与海南文旅融合的内涵与关联

（一）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与趋势

身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然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全

流程的运作更是推动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广泛存在的数字化

基建，像高速宽带与 5G 网络构建起互联的底层架构，云计

算提供算力支持，促使信息加速流通与处理。当下技术创新

呈井喷态势，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深度融合，重塑各

行业格局。产业边界愈发模糊，催生出跨界的新业态、新模

式，凭借其开放性与全球化特质，突破地域界限，促进资源

优化协同，为海南文旅融合引入新技术、新理念与新市场，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激发产业竞争活

力。

（二）海南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独特价值

海南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独特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以

黎苗文化为例，它在海南文化旅游中占据重要地位。黎苗文

化中，黎族的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船型屋营造技艺等极具特

色。保亭槟榔谷景区依托这些技艺建成多个非遗主题展馆，

不仅推动了非遗传承，还促进了文旅产业的发展
【1】
。黎锦作

为黎族文化的重要符号，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海南文旅部门

通过举办各类黎锦服装、黎锦文创等设计大赛，推动黎锦产

品开发、生产工艺创新及包装设计。这不仅让黎锦在现代社

会焕发出新的活力，还为海南旅游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元素。

这些黎苗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为海南旅游

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让海南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光彩。

二、海南文旅融合的既有模式与数字转型基础

（一）海南文旅融合的传统模式梳理

于文化资源利用维度，依凭历史文化遗迹与民俗文化村

落展开保护性开发举措，把相关文化景点整合进旅游线路规

划范畴，诸如海口骑楼老街，借由古建筑修缮作业以及特色

商业业态的植入，成功蝶变为兼具观光、购物与餐饮功能的

文化旅游街区。在旅游演艺范畴，全力塑造富含海南特质的

实景演出项目，深度挖掘海南民间传说、民族风情等文化素

材，并对其实施艺术化的加工与舞台化的呈现，以三亚《千

古情》系列演出为典型代表，凭借专业的表演队伍、精巧的

舞台设计以及出色的灯光音效搭配，向游客生动展现海南的

历史演进脉络与独特文化魅力，进而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夜间

文化旅游项目。至于节庆活动领域，举办包括黎苗“三月三”

在内的各类传统民俗节庆活动，组织诸如竹竿舞、对歌比赛、

传统手工艺展示等多元民俗活动形式，有效吸引游客参与其

中并亲身体验，增进游客对海南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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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步带动周边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推动当地经济向前

发展，由此构建起以文化节庆为驱动力量的文旅融合模式，

这些传统模式在相应程度上达成了文化与旅游的初步交融

状态，为后续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铺垫了基础条件。

（二）现有融合模式下的数字化程度分析

在旅游信息传播领域，部分景区和文化场所尽管设立了

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账号，能够对外发布景点、活动以及

票务等方面的信息，但其存在信息更新滞后、完整性不足的

问题，且呈现形式仅仅局限于文字与图片，难以有效吸引游

客的目光。从景区管理来看，大型景区虽然引入了电子票务

和智能监控系统，初步实现了对游客流量的管控，但是在数

据分析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深入

了解游客的行为特征，无法为景区服务和产品的优化升级提

供坚实的支撑
【2】
。而在旅游营销方面，网络广告投放以及与

在线旅游平台的合作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数字化营销手

段较为常规，缺乏精准的定位和个性化的推荐，难以满足游

客多样化的需求。

三、海南文旅融合面临的数字困境

（一）数字技术应用的难点与瓶颈

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层面，海南文旅产业暴露出显著弱

点，一些偏远旅游景区网络覆盖呈不稳定态势，5G 基站建

设量难以满足需求，致使游客在游玩时无法顺畅使用像实时

导航、在线讲解这类依赖网络的数字旅游服务，游客体验大

打折扣。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维度审视，文旅企业因技术

人才匮乏和管理制度不完善，面对数据泄露风险常束手无

策，游客的个人信息、旅游偏好等数据安全难以切实保障，

使得游客对数字旅游服务的信任滑坡。文旅产业各环节的数

字化系统兼容性差，景区、酒店、旅行社等不同主体间信息

系统难以有效对接和数据共享，形成信息孤岛，如酒店预订

系统与景区票务系统不能互通，游客需重复录入信息，导致

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

（二）数字化进程中文化内涵的缺失与偏离

某些数字文旅产品开发陷入误区，过度追求技术呈现的

视觉效果，而对海南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缺乏深入探究与生

动展现
【3】

。以部分 VR、AR 项目为例，文化元素只是形式上

的附加，未充分挖掘其历史民俗与艺术内涵，游客体验后难

以把握海南文化的深层精髓，像海南神话数字项目重现场景

却忽略民族精神。在数字化营销中，为求流量对文化内容过

度商业化娱乐化包装，如海南传统祭祀仪式在网络宣传中沦

为吸睛表演，丢失其固有内涵与传承价值。这种对文化内涵

的不当处理，不仅干扰文化传承与传播，易误导游客，而且

严重阻碍海南文旅融合的可持续进程，不利于构建具有深厚

文化内涵的旅游品牌，削弱了海南文旅产业的长期发展潜

力。

（三）海南文旅融合宣传推广力度不够

在宣传手段上，海南文旅部门过于依赖传统的宣传方

式，如线下宣传册、海报等，缺乏创新。线上宣传渠道虽然

有所发展，但未能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优势，宣传内容

和形式不够新颖、吸引力不足。在宣传平台方面，除了主流

的旅游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外，缺乏针对特定受众群体的专

业平台。在一些文化艺术、历史研究等领域，缺乏专门的平

台来推广海南文化旅游。

营销方法上，营销活动缺乏针对性和个性化。未能根据

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和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而且在

宣传推广过程中，缺乏互动性，无法及时与游客进行沟通和

反馈。宣传推广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宣传效果不佳。一些

宣传活动没有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无法吸引更多游客关注海

南文旅融合项目。这些问题都使得海南文旅融合的宣传推广

效果大打折扣，限制了其发展。

四、数字经济时代海南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一）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旅游产品创新策略

在海南文旅产业发展中，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旅游产品

创新策略至关重要。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是关键起点，利用

高分辨率图像摄取、三维重建、音频录制等技术，对海南传

统文化资源进行全方位、精细化的数字化归档
【4】
。针对海南

历史建筑，借助激光扫描和建模技术构建数字孪生体，精准

呈现其整体风貌、内部构造及装饰元素，为后续开发提供精

准样本。依托这些数字化成果，运用 VR、AR 技术开发互动

体验产品。以海南黎锦为例，设计 AR 应用，游客扫描后能

展现黎锦的制作流程、传承脉络及应用场景，增强游客与文

化的深度交互。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个性化文化旅游产

品。通过收集分析游客数据，构建兴趣画像，利用智能算法

生成精准行程规划，涵盖景点、活动、餐饮住宿等。比如为

摄影爱好者定制海边日出日落拍摄点及特色民宿，为美食达

人推荐当地海鲜餐厅，提升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海南

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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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营销与服务提升文旅融合效益

1.解决文化内涵缺失问题

深度挖掘海南文化核心价值，如黎苗文化、琼剧文化、

南洋文化等。详细介绍黎苗文化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传统习

俗，展现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意义。通过文字、图片、视频

等形式展示文化魅力，引发情感共鸣。创新文化产品，以海

南传统建筑为原型设计 VR 体验产品，融入黎锦图案、琼剧

唱腔等文化元素，让游客感受南洋建筑的独特魅力。打造沉

浸式文化体验项目，在景区设置黎族传统祭祀仪式体验区，

让游客感受文化的庄严与神秘，深入了解文化内涵，增强文

化认同感。

2.解决宣传不足问题

拓展宣传渠道，除传统社交媒体平台外，与文化艺术、

历史研究等专业平台合作，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渠道宣

传。根据不同游客群体特点定制宣传内容，年轻游客注重趣

味性与创意，展现海南文化的时尚一面；老年群体重点宣传

康养文化和历史文化。加强互动交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回

复游客留言、评论，举办文化知识竞赛、旅游摄影比赛等线

上活动，收集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宣传策略，提高宣传效果。

五、海南文旅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数字经济下文旅融合的保障体系构建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海南文旅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构建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政策保障：政府制定专项政策法

规，明确产业方向与重点领域。设立基金，扶持创新项目，

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和补贴，推动数字化转型。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政策，营造健康规范的发展环境。技术保障：加大对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加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设施，

实现全省文旅场所网络全覆盖与高速稳定，满足游客对数字

旅游服务的需求。人才保障：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培养基

地，开设专业课程和培训项目，培育文旅与数字技术兼备的

复合型人才
【5】

。以优厚待遇和环境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赴

琼，提供技术支撑。产业协同：促进文旅与多产业深度融合。

加强文旅企业和科技企业合作，推动技术应用创新；鼓励金

融机构开发适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强化与农业、制造业

联动，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延伸产业链。

通过这些保障措施，确保海南文旅融合在数字经济浪

潮中稳步前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与

影响力。

（二）面向未来的海南文旅融合发展动态优化策略

面向未来的海南文旅融合发展动态优化策略，关键在于

构建高效的市场监测与分析体系。借助大数据技术，实时追

踪国内外旅游市场动态、游客需求和竞争对手情况，精准把

握市场趋势。通过分析旅游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舆情，了解

游客对海南文旅产品的兴趣和反馈，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基于监测结果，及时迭代产品与服务。如结合科技发展和文

化热点，在文化旅游产品中融入新颖元素，利用人工智能提

升游客体验。同时优化服务流程，以智能客服回应游客诉求，

提高满意度。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衡，在传承本土文化

基础上，依据现代审美观念进行创新演绎，满足游客精神需

求。通过持续动态优化，让海南文旅融合与时代同步，增强

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全球文旅市场中赢得显著

地位。

结语：

海南文旅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已起步探索，但仍有难题

待解，通过精准剖析融合问题并实施相应策略，在产品创新、

营销服务、保障体系构建与动态优化等方面发力，有望突破

瓶颈，彰显文化科技魅力。未来，随着技术与市场发展，海

南文旅应秉持创新精神深化融合，优化产业结构与游客体

验，凸显独特价值，在全球文旅领域出彩，实现长期繁荣与

可持续发展，为文化传承和经济增长添动力，书写融合发展

新篇章，塑造国际文旅品牌形象，迎接机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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