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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内在机理 促进文化带江苏段
文旅融合升级

摘要：扬州大学秦宗财研究认为，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

在机理是通过“文化意义层”“文化产品层”“文化产业层”间

的互动关系，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文化资本的有效生

产。推进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要赓续精神血脉，突出价

值向度，重视当代转化，促进三个层次精准着力，互相借力。具

体而言，要打牢研究基础，深挖文化带内涵意义；发挥特色优势，

树立文化带品牌形象；用好项目纽带，带动多方合作共建；强化

政策保障，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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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带建设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文化与旅游具有天

然的内在统一性，作为文化带建设的重要一环，文旅融合是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扬州大学秦

宗财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长江文化研究专项“长江文化与

大运河文化、江南文化的关系研究”，基于深度调查，发现文化

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在机理，分析实现长江文化带与大运河文化

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的方法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化带文旅融合升级的内在机理

根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新时代文化带

建设目标是“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

的亮丽名片”，打造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从而形

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这决定了我国

文化带文旅融合的基本目标和主要方向。相应地，文化带文旅融

合升级的内在机理可以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文化意义层”，即文化带历史文脉传承及其创

造性转化的意指实践，承载着社会集体记忆和民族身份符号，是

旅游者追寻集体记忆、寻找价值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本源所在。长

江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沟通我国中部地区东西文化、东部

地区南北文化等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需要形成宣传国家形

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从而建

构文化带的身份属性与集体记忆。

第二层次是“文化产品层”，即文化意义的符号化、产品化，

借此能够实现文化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令旅游者在追寻现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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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触摸、可感知、可消费。文化带作为旅游体验的重要形态，

需要增强可参观性生产的能力，从而提升文化意义面向国际国内

的展示水平。

第三层次是“文化产业层”，即文化产品的产业化，为旅游

者提供文化体验消费及配套服务的产业形态和运行体系。文化带

作为统筹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抓手，通过建立自洽的市场体

制和机制，推动文化带场景的产业化生产和周边产品产业化生

产，延伸其文旅融合的价值链、产业链，从而不断增强其溢出效

应。

通过对文化带江苏段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及文旅融合程

度的深度调查，发现文化带文旅融合程度主要取决于文化带内不

同区域的融合发展是否协调，而区域文旅融合的程度则受到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同步性的影响。因此，文化带

区域内的文旅融合升级，既要着力于推动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的综合水平，也应加强文化带内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

整合要素资源、调整产业规模结构、积极创新技术等途径推动区

域产业协调发展。

二、推进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的方法路径

一是赓续精神血脉。强化文化带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文

化基因的提取，建立文化基因知识谱系，讲好文化带故事，唤醒

旅游者“集体记忆”，增进新时代下其对中华文化和国家形象的

价值认同，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文化带建设的基

础性任务，为后期“产品层”和“产业层”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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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突出价值向度。文化带文旅融合建设应以中华文化重要

标志为导向，建设方向应由其价值与功能决定。一方面要突出内

向价值，面向中华民族内部的集体记忆、群体认同、国家认同形

成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要突出外向价值，面向国际文化竞争与

对话形成文化竞争力。

三是重视当代转化。强化新时代语境下文化带江苏段文化意

义的“符号化”与“产品化”，以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性的文创

产品为载体，促进文化带内蕴的无形“意义”转化为有形产品。

强化新时代语境下文化带江苏段文旅产品面向市场需求、规模化

生产的“产业层”体系建设，这是提升文化带文旅融合软实力的

有效路径，也是持续增强大运河文化带文旅市场国际国内双循环

的必然选择。

三、推进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的对策建议

1.打牢研究基础，深挖文化带内涵意义。通过政府搭台、项

目支撑、各方参与，形成研究阐释长江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历

史记忆的集体行动机制，为“产品层”“产业层”提供内容和文

化支撑。政府可以设立文化带文脉研究专项基金，引导专家学者

强化对文化带江苏段文脉梳理和基因谱系的研究与阐释。着力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取文化带江苏段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倡导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凝练文化带江苏段展现国家形象、人类共同价

值的内容，促进文化带江苏段国际化推广与价值共享。

2.发挥特色优势，树立文化带品牌形象。重视对游客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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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需求与认同的调研，完善区域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文化带

江苏段文旅品牌。目前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的做法是立足“千年

运河·水韵江苏”，打造扬州“千年胜境，精致运河”、淮安“漕

运之都，奇观运河”、苏州“人间天堂，苏式运河”等城市品牌，

引导各市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但对长江文化带江苏段尚未有明

确提法，这亟需与大运河文化带品牌战略相协同，推进两个文化

带江苏段统一品牌行动。例如在现有品牌体系基础上，继续打造

长江文化带江苏段沿线城市文旅品牌系列，在长江文化母品牌下

形成各具特色的长江城市文旅品牌矩阵。

3.用好项目纽带，带动多方合作共建。一是立足承接国家战

略重点项目建设，带动文化带江苏段文旅融合升级。以打造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样板”为目标，借助重大重点项目体系建

设，促进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多主体协同，加大对优质文旅资

源的一体化开发利用。二是以项目立项推动阶段化建设。短期以

建设文化带资源数字化公共平台为方向，推进文化资源的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中期以文化带资源产业化为方向，推进文化资源

向文化空间、消费空间集聚，打造文化带特色IP；长期以推进长

江、大运河文化带文化资源一体发展为方向，实施文化带创意城

市群文脉工程，建构文化带知识谱系，丰富文化带创意城市群的

文化资本。三是以培育科技创新型文旅企业为目标，推进文化带

江苏段资源整合、要素集聚，培育新业态、拓展新空间，实现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

4.强化政策保障，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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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虽陆续出台系列文件，在资源保护、资金支持、市场规范等

方面强化建设，但由于文化带各地区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融合程

度相异，各地市政府推出的细则、办法等应更加注重因地制宜。

一是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平台与基础设施，紧密加强区域间的联系

协同，特别是文化带区域内共有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做到共

保、共建、共享。二是加强产业技术创新与人才引进培养，鼓励

文旅企业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以创新创意拓宽文旅融合的

形式和载体渠道，增强文化带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规范

市场主体行为，健全法规条例，在鼓励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

发，促进文旅市场良性循环。

（秦宗财，系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运河文化品牌传播

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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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

中宣部、全国社科工作办公室、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省社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市

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直宣传文化

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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