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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振兴文旅行业应对策略研究—以跨省（境）重
启机制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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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环境动态变化的背景下，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发生改变，对国内文旅行业及其对外贸易产生巨大
冲击。本文探讨常态化下，社会新形势与应急新形势对跨省、跨境、跨岸文旅市场重启的影响；从公共服务角
度，针对文旅行业的振兴，提出长效控制路径、监管模式及解决机制；最后提出激励跨境重启相关政策研究，
以期为政府和文旅行业提供常态化公共事件影响下，产业复苏和公共服务完善的有效对策和措施借鉴，同时为
文旅行业提供可行的发展方案，为文旅产业适应新发展环境与后续升级创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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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ynamic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has been changing, which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its foreign trad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new emergency situation on the restart of the inter-provincial, 
cross-border and cross-shore cultural tourism market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proposed long-term control path, regulatory model and solution 
mechanism ;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search on encouraging cross-border restart,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for industrial recovery and public service improve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ormalized 
public event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 feasibl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ubsequent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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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日益显现，文旅

行业是我国对外贸易“走出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强

劲的活性领域。国内外双循环得外部影响要素不断增加，

使得作为我国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实力较弱得文旅行业

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在常态化背景下，跨境文化旅游产

业暴露出公共服务应对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致力于研

究文化旅游产业市场重启，为政府和市场提供常态化公

共事件影响下，产业复苏和公共服务完善的有效对策和

措施借鉴，同时为文旅行业提供可行的发展方案，助力

文旅产业的后续升级。

一、文献回顾

公共服务是文旅行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产

业融合发展趋势下对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服务概念的交

叉总称，由政府主导并推进的公共服务是助力文旅行业

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中包括设施功能交叉、服务对

象交叉及服务方式交叉 [1]，通过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

能够促进文化与旅游行业相互赋能，并推动公共服务供

给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发展。

近几年的研究中，众多学者主要以公共服务影响文

旅产业融合的路径或机制为研究方向，消费水平与能力

作为公共服务促进产业发展的中介因素之一，董建博等

（2021）认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为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社会环境对文旅行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刘英基等（2022）认为公共服务供

给是联结政府、企业、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桥梁和纽带。

以产业融合路径出发，公共服务建设的主要两大途径为：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转型中融入旅游要素，如研发适

合旅游需求的文创产品 ,；二是旅游公共文化服务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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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文化赋能 ,如旅游交通服务、游客服务中心等方面（金

武刚等，2019），营商环境与消费水平成为了重要因素。

当下科技的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与行业融合程

度不断加深，旅游公共服务运营平台模式从 B2B 到

B2C，APP 旅游商城从 OTA 模式转型为 OTP 模式 [2,6]，

对行业运行的透明度要求也不断提升，需要建立长效的

行业监管模式，政府主导的政策、规定支持是重要的拉

动力量，相关部门与主体企业的通力合作将会实现公共

服务扶持文旅产业发展的振兴（张伟，2021）。

二、公共服务对文化和旅游的影响研究 

在国内外形势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我国有必要以提

升公共服务促跨省、跨境、跨岸文化旅游重启 , 维持并

促进文化旅游贸易正常进行。

经济环境影响文旅行业整体规模与质量。据估算，

2020 年全年整个文化产品和文化设备消费市场至少减少

930 亿元。如何充分利用做好公共服务，促进文旅业恢

复活力，减轻内地游客面临的冲突环境和安全风险，成

为思考要点。

消费习惯转变刺激新型文旅经济增长点。疫情期间，

社会流动性大大降低，重塑了消费者新消费习惯，催生

线上消费习惯、自助生活习惯、非接触式消费习惯和健

康养生消费习惯等，“自主旅游”时代自动化的特征在

此期间更加凸显。具体来讲，消费者文化和旅游消费方

式发生较大改变。线下的文化和旅游消费受到了不同程

度的打击，但同时也催生和促进了新的消费方式；审美

对象发生转变，文化和旅游消费更关注国内市场，国内

居民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更关注国内市场、周边地区的趋

势越发明显；文化和旅游消费升级，人们对文化和旅游

消费的需求在后疫情时代明显增加。

技术环境更新行业市场研究。为了避免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给产业发展带来的打击，文化旅游产业加快了数

字化转型的步伐，依托于科学技术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已

成为文旅产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共同构建疫情防控技术合作平台，为各个国家之

间行业综合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如何构建“文旅 +”

产业合作框架，促使跨境互通互联成为疫情背景下产业

重启重要的一环。

三、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政策性研究

在常态化背景下，各地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机构密

集出台相关政策，创新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和文化内容，

研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应对策略。

智慧赋能数字文旅，探索文旅公共服务发展渠道。

构建发展“互联网 +”文化和旅游消费新模式，培育数

字文旅产业新业态；推进“网红+	直播”式、“IP+文旅”

式渠道探索，借助大数据平台，构建应对产证学研突发

事件的现代文旅体系。

深化文旅协同共进机制，构建文旅公共服务发展新

格局。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

机制，实质性推动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及产业政策衔接

机制；应用发展政企合作 PPP 模式，加强地方政府与当

地特色镇域村基建物联网等文旅企业产业链有机融合；

实现文旅和卫生及等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联动监防控、各

地产政研和居民与游客互相自律，强化基层治理，共建

多元智慧城管格局；强化跨国（境）信息技术及文旅合

融合，完成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文旅服务贸易双循环效

应。

文旅服务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基本要素和新基

建“电路网智能站心”七个指标，以“共建共治共享”

和“互融互补互惠”的基本理念，构建出文旅新基建促

进疫情下重启跨境旅游的衡量指标 ( 如表一 )，促进在线

跨境文旅企业积极联合，培育文旅消费热点，通过线上

业务的拓展来降低经营损失，促进优秀文旅经济效益间

快速转化，重塑消费者的体验，实现区域和城市群文旅

在较均衡的基础上追求协同、在分散布局上的优化配置，

构筑文旅一体化发展的新渠道 , 进而也能实现粤港澳大

湾区融合的目标。

表 1：跨境文旅重启衡量指标及衡量定义

公共安
全服务

疫情防护措施 医疗资源是否充足
跨境身份认证 证件认证互通

智慧旅游体验
在线线下的结合体验满

意度
公共休闲配套安全

设施
基础建设便利及卫生标

准
交通安全基础 交通工具的隔离措施

网络基础设施
讯息披露及实时地位数

据传输

供给要
素

医疗救助条件
医护设备资源数里和密

度
电子支付配套设施 无接触支付实施度
景区餐饮住宿食品

安全
食品住宿源监控点数量

应急救援保障措施
医疗急诊绿色（隔离）

通道

自驾游营地设施
是否能满足自驾游等需

求
旅游资讯服务 文旅激励因素

旅游地
安娱目

标

旅游景观资源吸引
力

“文旅 +”激励措施

特色旅游产业聚集
区

如”农村蒋色小镇”示
范基地

旅游地疫情风险等
级

疫情风险等级划分

旅区旅客人口密集
程度

旅客讯息报备及分类

四、新形势下搭建跨省、跨境、跨岸文旅市场重启

机制

常态化背景下，跨省跨境跨岸文旅业面临着游客群

体多样化、风险来源复杂化、安全形势国际化、应急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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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网络化等新形势。文旅业必须以应急形势的变化趋势

为基础，以保障游客安全为导向，协商确定应急合作机

制和模式，实现跨境文旅市场重启的目标。

搭建长效解决机制。建立旅游业专项保障基金，成

立非政府的应急性基金管理组织，通过发放低息贷款的

方式来为疫情下的旅游企业提供保障；构建长效监管模

式，推行全国公共交通出行大数据统一平台，推动交通

数据源快速融合；加快旅游产业链向上延伸，发展房车

旅游、汽车营地、主题民宿等多元化旅游业态；允许文

旅产业加快计提投资装修的折旧，相关企业可以在低迷

期间进行装修，从而更好应对疫情之后的文旅产业反弹；

政府需加强文化旅游合作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

旅复合产业群中的知识含量提升，对文旅行业的研究、

咨询、设计、营销等专业组织建立鼓励机制，推动旅游

业转型速度加快。各地政府根据情况“先行再商”，发

挥科研院所服务于社会的和“智囊团”作用，以更加准

确的了解文旅突发事件态势，发布官方决策信息，及时

跟踪事态发展；对医疗救助基金改造，积极推动跨境医

疗保险资源对接共享、互认互通，赋予其作为突发疫情

应急医疗救助职能，港澳台同胞于内地旅游可优先使用。

以广东省为试点 , 积极落实医疗保险跨境结算衔接制度

及标竿案例。

图一：解决机制图

探索高效控制路径。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韧性评估

机制，根据旅游韧性针对性地进行旅游客源市场恢复。

同时继续压实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

责任；实施旅客旅游保险快速审批互通机制 , 设定一定

增长比例留存旅客突发金，实行专款专用，一定比例留

存准备金和一定比例购买医药和医用物资 ; 积极推进文

旅行业数字化、信息化进程，将部分服务消费重心从线

下转移到线上，建立“一站式”云上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建立规范的预防 - 响应 - 恢复机制，按照统一领导、分

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响应、统一指挥，

资源共享、协同	作战，一专多能、专兼结合，防救结合、

平战结合的原则，明确规范响应程序，保证应急	控制体

系运转协调、反应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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