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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的理论和路径，可为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以

湖南省汨罗市为例，通过理论探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开展研究。结果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存在“去

文化”“文化朝觐”2 种不同发展模式，在“去文化”模式向“文化朝觐”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设计可

以通过嵌入式、参与式和整合式 3 种不同的路径赋能产业发展。结论 应紧抓文化旅游产业从“去文化”

向“文化朝觐”的转型契机，充分协调政府和企业管理者、设计师和设计从业人员、消费者及普通民众

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握好设计嵌入式、参与式和整合式赋能的路径，加强顶层设计，注重设计资源对接

与扶持，普及设计教育，尽快形成有利于“文化朝觐”式旅游产业发展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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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ath of Design Enabling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Miluo City 

SHAN Na, LAN Cui-qi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heory and path of the design enabl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so tha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regional economics. Taking Miluo City of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

ple, 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namely “deculturation” and “cultural pilgrimag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deculturation” to “cultural pilgrimage”, design can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dustry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paths: embedded path, participatory path and integrated path. The opportunity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from “deculturation” to “cultural pilgrimage” should be se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managers, designers and design practitioners, consumers and ordinary people should be fully 

coordinated, the embedded path, participatory path and integrated path of design should be grasped, the top-level desig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design resourc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he docking and support of design resources should be 

focused,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that cultural pilgrimage should be fo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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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是人们在旅行过程中学习、探索、体验

和消费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经典和产品的过程[1]，是文

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带来的共赢性经济发展

模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以高附加值、

强融合性、高品牌影响力等特点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

了新的增值点，成为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

动力和文化产业保值增值的重要创新路径 [2]。据统

计，2015 年，文化体验旅游人数已经占据接待旅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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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0.7%[3]，2018 年为旅游业贡献了总收入的 39%[4]。

由于我国文化旅游产业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均衡、不充

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度不够等问题，近年来

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和文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

产业发展，提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并特别强调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度达到

12%的发展目标。设计是文化符号在旅游产业落地的

重要载体，可通过创意核心吸引物、创新旅游体验模

式、创建大产业体系和创立多元盈利模式等渠道赋能

产业高质量发展。湖南省汨罗市是著名的“屈子文化”

发源地，近年来不断致力于开拓、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对该地区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对接

资源进行解读，可以为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高质量成

长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设计赋能汨罗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背

景介绍 

1.1  文化旅游产业是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

之一 

汨罗市在文化旅游产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一是有浓厚的历史沉淀，屈原、汨罗江、龙舟、

粽子、故事会、甜酒等均是汨罗的代名词；二是社会

环境优越，汨罗市背靠洞庭湖，面向大长沙，社会、

经济和文化各界产生了大批杰出的人才；三是自然环

境优美，森林覆盖率常年保持在 47%左右，美丽乡村

旅游资源丰富，为汨罗市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保

障。依托于现有资源，汨罗市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和品牌宣传工作，举办了国际龙舟节、龙舟拉力赛、

屈原文化高峰论坛等活动，文化旅游业稳步发展，

2018 年增长率高达 18%，对汨罗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力不断增强。 

1.2  设计提升文化旅游产业的价值凸显 

设计是依附于制造业或产业需求的增值行为，在

培育经济新动能的政策引导下，设计服务实体经济的

重要作用已经受到了北京、深圳、杭州、烟台、武汉

等地区的高度重视。在设计师和设计资源的加持下，

各种爆款产品、新锐设计资源、各类大“IP”、各类

新型经济模式等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

展。除此之外，一些文化旅游目的地依托自身特色，

将设计纳入周边产品的开发中。设计赋能产业发展的

效果明显，这受到多地政府的重视，为加快探索设计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提供了参考。 

1.3  设计推动乡村建设的意义重大 

设计被视为产业扶贫、非遗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要手段。在汨罗市的发展过程中，设计可以发挥

的作用非常多：一是在脱贫攻坚决胜期，通过发挥设

计在产业扶贫中的独特优势，聚焦产品品质提升、居

民生活条件改善、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升级，面向贫困地区设计需求提供技术研究、成

果转化、信息咨询、招商引智等服务；二是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开发、创新和保护等方面，通过对能工巧

匠和民族民间工艺传承人等提供设计知识、普及培

训，可以促进非遗的再设计，也可以通过增强供需双

方的双向驱动，利用非遗文化产品及相关创意产品的

专业化、工业化、标准化、市场化和品牌化等手段，

促使非遗项目实现市场化、产业化；三是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针对差异化的地区，充分发挥设计的独特性，

打造一村一策、一户一景，尤其在已经形成特色优势

产业的地区，可以发挥设计提升产业发展的能力，助

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发展竞争力。 

2  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的理论依据 

从旅游目的来说，有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有

“去文化”和“文化朝觐”2 种模式。在 2 种不同旅

游模式的驱使下，呈现出偶然性、观光性、目标性 3

种文化旅游方式。在“去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初期阶

段，人们处于偶然性和观光性的旅游体验过程中，而

在“文化朝觐”模式下，游客倾向于文化身份的获得

和文化价值观的体验，是一种有目的的、自觉性的向

文化资源集聚的行为，这个阶段往往会产生更好的经

济效益，需要影像再现和文化建构 2 个关键过程进行

辅助[4-5]，也就是文化符号再开发和再设计的过程。

从学术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上来说，文化旅游的

目的越来越倾向于非物质遗产生产性和数字化保护、

当代文化和创意经济[6]，为了确保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未来不断丰富文化旅游的内容和资源、加强设计

力量的介入、减轻纯粹商业行为对文化的稀释、加强

新技术应用显得非常重要，可以说实现从要素驱动模

式向设计和技术驱动模式的转型是中国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必然选择[7-9]。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的路径将是通过设计把文化符号轻度嵌入工业产品，

转变为参与到服务体验、实景演出、文化体验、体育

赛事等的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中，最终融入民众

的日常生活中，并在塑造经济发展动力、提高开发效

率、完善评价标准、提升发展质量等方面发挥作用，

见图 1。 

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 3 种路径，都需要

协调以下 3 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及企业管理

者、设计师及设计从业人员、消费者及普通民众，见

图 2。在文化旅游产业从“去文化”模式向“文化朝

觐”模式转型发展过程中，要从政府及企业管理者自

身的理念转变开始，不断发挥设计师和设计从业人员

的主观能动性，并通过消费者和旅游目的地普通老百

姓的广泛认可和参与，为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的路径提供资源支撑，实现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而提升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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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 
Fig.1  The technological roadmap for design enabl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图 2  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 

需要协调三者关系 
Fig.2  Coordinate three relationships in development of  

design enabl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3  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的主要路径 

在文化旅游产业从“去文化”低级模式向“文化

朝觐”高级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

业有 3 条不同且存在一定递进关系的路径，分别是通

过设计把文化符号轻度嵌入工业产品的嵌入式路径，

发挥设计作为经济和社会管理手段的参与式路径，普

及设计教育、引导民间力量创新文化旅游新业态的融

合式路径。 

3.1  嵌入式：通过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 

设计可以打破一般文化旅游地区旅游商品、旅游

纪念品的同质化现象，满足消费者“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的需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在促进文化旅

游产品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10]。尤其是在“去文化”

旅游阶段，旅游处在一种偶然性、观光性的行为模式

中，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较为浅显。在消费者

无目的、无意识的旅游过程中，通过设计将文化元素

嵌入文化旅游产品、纪念品、酒店、交通、餐饮、食 

品饮料等日常消费过程中[11-12]，可以增强文化旅游目

的地的吸引力，使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产生深刻的认

知，更好地理解文化内涵。未来技术和艺术等设计元

素的应用，可以更好地提升服装、首饰、交通住宿、

工艺品、旅游纪念品、食品等零售环节的利润，为旅

游目的地的老百姓创造更多的收入。例如，长白山旅

游区曾经举办过“2019 艺造中国”设计大赛，要求

设计具有长白山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构思巧妙、携

带方便、受众广泛的功能性旅游物品，如手杖、背包

及具有长白山特色的雕刻、手套、邮票等旅游纪念品

等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极大地提升了长白山旅游区

文创产品附加价值，见图 3（图片来自吉林省长白山

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3.2  参与式：发挥设计作为经济和社会管理抓手的

角色，参与体制改革，塑造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 

通过从上而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和设计思维重塑，

使文化符号在文化旅游目的地集中、高频展现，打造

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旅游氛围，是设计作为一种经

济和社会管理抓手的重要路径。例如，古罗马人征服

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总要在当地建造一些非本地风格

的罗马式建筑物，是为了通过文化符号的适时展现提

升社会管理效果。特别是在“文化朝觐”旅游阶段，

设计力量介入文化宣传中，可以营造一种开放、连续

性的“博物馆游”效用，有效提升了旅游目的地文化

内涵的解码效果，通过时刻的文化影像再现，建构消

费者文化认同感。日本鸟取县北荣町的“柯南小镇”，

就是通过设计参与社会治理，将文化元素充分地展示

在消费者眼前，使游客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充分满足游客对柯南“文化朝觐”的需求，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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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计通过产品嵌入文旅旅游产业的案例展示 
Fig.3  Cases of design embedding in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products 

 

   
 

图 4  日本“柯南小镇”的柯南文化元素展示 
Fig.4  Konan cultural elements of “Conan town” in Japan 

 
（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学学园”）。 

因此，为发挥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提

升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能力，旅游目的地应该不

断加强软硬件设施的文化符号设计，其中硬件方面包

括建筑物、旅游设施、雕塑艺术、博物馆群、宣传海

报、大众服装等，软件方面包含音乐、节庆、文化体

验活动、影视、服务语言、文学艺术作品创造等各种

无形方式。 

3.3  融合式：加强设计教育，引导民间力量创新文

化旅游新业态 

在文化旅游的较高阶段，旅游目的地富有特色文

化底蕴的民众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人人都是

当地文化资源的展示者、传递者，在消费主义的概念

下，这种全方位的旅游资源是文化符号的最佳展示。

尤其是在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标地区，发挥设计的

协同效益，整合非物质文化、娱乐、信息传播等手段，

借助科技、媒体、旅游等要素，实现当地百姓与文化

旅游元素、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深度融合，打造文

化主题体验游、文化访学、文化博览会、文化云旅游、

亲子教育游、文化研究会、文化社区等文化旅游新业

态。加强对旅游目的地民众普及设计教育、训练设计 

 
 

图 5  设计赋能的融合式路径 
Fig.5  Integration path of design enabling 

 
思维，是设计更好地融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

必然路径，需要政府进行长期的战略资源投入，见图 5。 

4  相关建议 

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存在“去文化”和“文化朝觐”

2 种不同发展模式，正处于从“去文化”模式向“文 



第 42 卷  第 24 期 山娜等：设计赋能汨罗市文化旅游产业的理论与路径 331 

 

 
 

图 6  汨罗市落实设计赋能的主要策略 
Fig.6  Main strategies of implementing  

design enabling in Miluo city 
 

化朝觐”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设计可以通过嵌入式、

参与式和整合式 3 种不同路径赋能产业发展，既可以

通过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又可以发挥设计作

为经济和社会管理手段的角色，参与体制改革，塑造

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还可以通过加强设计教育，引

导民间力量创新文化旅游新业态。多地政府正在积极

探索 3 种路径的落地实施方案。汨罗市是湖南省的一

个县级市，具备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也面临着尚未

打通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关键环节的困境。汨

罗市面临的问题是我国广大县域经济面临的普遍性

问题，建议从“从上至下、以点带面、以小促大”3

个方面打通设计赋能文化旅游产业的关键节点，见

图 6。 

4.1  政策层面：从上至下，加强“融合式”路径的

顶层设计 

加强对设计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认知，注重引

导、促进设计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对接。重点聚焦设计

与循环经济、基础制造业、建筑业、旅游业、农业和

饮食业等相关领域的融合发展。在循环经济再利用、

市容园林美化、居住环境改善、创新产品开发、农产

品在线销售、甜酒粽子糍粑米粉包装和屈子产业 IP

化等方面加以尝试和创新。注重利用出现的新业态和

新模式，积极打造各领域的典型样本，及时总结提取

先进经验，逐步明确发展路径。 

4.2  市场层面：以点带面，以小促大，聚焦优势产

业，引入设计资源，探索嵌入式和参与式路径 

1）利用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以点带面，

塑造设计“嵌入式”发展路径的新魅力。一是可以紧

抓屈子、粽子、龙舟等主体，利用数字化技术塑造角

色形象，例如把粽子打造成类似“海绵宝宝”形象，

把龙舟打造成中国版“变形金刚”形象等，以此带动

周边产品如玩偶、服装、包装开发；二是设计开发可

日常穿着的传统服装，鼓励汨罗市民在大型重要活动

现场着汉服，打造汨罗文化旅游“新名片”，形成文

化旅游消费新动能。 

2）利用设计类专业平台的资源聚合作用，以小

促大，以“参与式”路径为着力点，完善设计端在文

化旅游产业生态圈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完善文化旅游

产业产业链，通过产业链开放性和内部协同效应强的

优势，完善设计端（包含培训、用户研究、产品设计

等）、生产端（如生产、运输等）、宣传端、体验端（如

娱乐、消费等）、消费端的文化旅游全产业链，以设

计端发力，带动消费体验端增长，以点带面、以小促

大，更好满足感知—思考—体验—消费的全消费周期

需求。可以引进和培育优秀的设计力量，积极对接湖

南大学等设计学相关专业的优秀设计资源，培育和提

升汨罗市高职院校中设计学科的本土化设计能力；以

比赛集聚全国智力，选拔优秀作品，开发符合市场消

费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 

5  结语 

我国旅游产业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正在从“去

文化”模式向“文化朝觐”模式转型。设计的赋能发

展空间巨大，迫切需要设计师及设计从业人员的参

与。从设计嵌入式、设计参与式和设计整合式赋能等

3 条路径切入，尽快形成有利于“文化朝觐”式的旅

游产业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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