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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城 市 如 何 焕 发 新 活 力
——广州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调查

本报记者 郑 杨

千年商都广州越来越谙熟流量密码。在刚

过去不久的国庆黄金周，广州登上各大旅游平台

热门目的地榜单，7 天接待游客 1441 万人次，实

现文旅消费超 112.6 亿元。

接住“泼天流量”，靠的是数字技术赋能下不

断涌现的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珠江夜游单

晚发送旅客突破 4.3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汉服

游”“国乐会”等沉浸式夜游主题航班备受追捧；

永庆坊、北京路等非遗街区人气爆棚，粤剧、醒狮

等传统项目与裸眼 3D 大屏、电竞动漫体验馆、沉

浸式小剧场等新业态交相辉映；不愿去知名 IP

挤“人从众”，可选择畅游“无人之境”，坐无人驾

驶游船泛舟海珠湖，乘无人驾驶巴士看珠江畔、

生物岛等不同线路的风景，在公园露营享受无人

机“空投”外卖美食⋯⋯

广州拥有岭南文化、海丝文化、红色文化等

底蕴深厚的文旅资源，如何以数字赋能新文旅、

拉动新消费，让老城市焕发新活力，是眼前的紧

迫课题。在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创建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广州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又破解了哪些难题？

从看景到入景

观察数字科技在文旅场景中所激发的变革，

去往远离城市中心的传统景区最见端倪。国庆

长假期间，位于黄埔区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主题

文旅街区人头攒动，大型光影沉浸式舞台剧《黄

埔！黄埔！》的演员们正在这里开展快闪活动。

黄埔军校剧场有关负责人杨玲告诉记者，这

部舞台剧以军校历史为脉络，讲述了 7 位英雄的

热血故事，融合全息投影、虚拟互动等多媒体技

术，引领观众踏上一场穿越时空的旅程，至今已

演出 200 余场，吸引约 8 万名观众，获评 2024 年

“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

从“看景”到“入景”，遍布军校街区的沉浸

式、体验式、互动式场景给游客带来了更多消费

选择。参观军校旧址、走出热血剧场，游客可投

入“火线时光”主题游戏派对，在激战闯关中释放

“战斗力”；走进军校旅拍馆，留下穿越时光的珍

贵影像；玩累了可以在充满军校氛围的咖啡馆品

尝特调咖啡、在深井烧鹅博物馆大快朵颐⋯⋯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建成已有 40 个年头，

多年来一直以静态展陈、宣讲等业态为主，文旅

吸引力难以提升。杨玲透露，随着体验式街区建

成，客流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几年前，黄埔

军 校 年 客 流 量 约 200 万 人 次 ，55%都 是 中 老 年

团。如今，越来越多亲子团、研学团、工会团等被

吸引过来，预计今年客流量接近 400 万人次。景

区业态也更为丰富，引入了众多岭南特色文创品

牌和餐饮服务，黄埔军校 IP 的文旅资源潜力得

以释放，实现了良性循环。”

数字技术加持下，广州文旅行业重塑场景、

打开增量空间、推动消费升级已成趋势。广州市

社科院发布的《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4）》

显示，2023 年广州共接待游客 2.34 亿人次，同比

增长 51.8%；文旅消费总额达 3309.5 亿元，同比增

长 47.4%。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

技术促进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带动文化产业增

长和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

今年的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上，数字科技企

业带来的 XR 大空间、全息投影、裸眼 3D、体感

交互等多元数字场景，吸引了众多文旅企业关

注。“许多渴求变革的传统景区都来找我们寻求

合作。”广州科伊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展位有关

负责人吴梓琦告诉记者，顺应趋势，科伊斯已将

业务重心从门店广告领域转向文旅板块。

从景区到文化馆、博物馆，从影院到演艺场

馆，从动漫到游戏电竞场所⋯⋯数字技术正在对

广州文旅消费空间进行全方位赋能。

“未来影院”在广州呼之欲出。广州文交会

上的“宙响未来互动影院”专题展区内，VR 影

片、MR 互动游戏、AI 互动拍摄等新成果展现了

电影与元宇宙深度融合的前景。广州元思宙想

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郭政霆向记者演示一

台大型 AI 相机：“我们可以和电影院合作，生成

观众处于电影场景中的图片，增强观众的互动

体验。”

广州拥有完整的影视产业链，2023 年底影视

企业突破 600 家。电影行业拥抱新技术，赋能从

立项、拍摄到后期制作全过程。“拍摄一部电影往

往需要投入几亿元资金，现在通过 AIGC 技术，

可以先用 AI 短剧集模式提前摸清观众喜好，对

未来投资更有把握。”广州市电影家协会主席、博

纳影业行政总裁蒋德富表示，电影人应该有更多

的技术想象空间，用新技术让剧本在银幕上有更

多表现空间。

数字文博的普及，让广州各大博物馆、文化

馆人气更旺。例如，南越王博物院复原了南越宫

苑曲流石渠，配合声控特效，让观众可以切换到

古人视角，沉浸式欣赏 2000 多年前宫苑内的园

林美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打造了历代

丝路航海图、遗珍探秘、海底世界等 VR 体验项

目，还将文物数字化资源应用于文创产品开发和

动漫、游戏创作，增进了与游客的互动。

新技术催生的文旅消费新业态也愈加丰富

多元。《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广

州已有网络游戏、网络动漫、虚拟现实体验项目

等 14 类文旅新业态，从《阴阳师》等游戏到《羊城

往事》等剧本杀，从广州国际灯光节等“云演艺”

到云游广州塔等“云旅游”，不断涌现的爆款产品

激发了消费热情。

从扩增量到建生态

如何加速新技术向新业态、新消费空间演

进？近年来，广州出台了《关于推进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引导性政策，

制定了《广州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8 年）》，并密集出台助推演艺、电影、

游戏、动漫等细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措施，

推动数字文旅新业态增量不断扩大，生态圈逐渐

形成。

广州数字文旅新生态的构建，在于念好育、

融、聚“三字诀”。

首先是“育”。创造新兴场景，要靠一个个细

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广州推出的一揽子举措都

是为了改变文旅新势力企业数量不足、引擎功能

不强等状况，培育一批数字文化新势力企业。

新 势 力 企 业 在 文 旅 市 场 中 扮 演 怎 样 的 角

色？记者走进沉浸式舞台剧《黄埔！黄埔！》背后

的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励丰文化副总裁李曲柳介绍，该公司以视听科技

驱动文旅新业态，已经积累了北京奥运会、广州

亚运会等诸多服务案例，业务范围涵盖“场、馆、

秀、游”四大板块。

“‘场’即剧院、剧场。当前流行旅游演艺小

剧场，比如《黄埔！黄埔！》这部舞台剧，虽然舞台

不大，但场景切换多达二三十个，靠真实搭景无

法实现，要靠大量数字内容去讲好英雄故事。对

景区、街区而言，大型演艺项目投资大，嵌入轻资

产小体量的‘微演艺’，是带火景区的最好选择。

‘馆’即展览展示，公司已完成广东粤剧艺术博物

馆等 60 多个影响力显著的项目。‘秀’即城市光

影秀，用创新的视听体验提升城市的文旅魅力。

‘游’指景区夜游，通过打造沉浸式夜游项目，拓

展景区消费增量。”李曲柳说。

广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表示，

培育更多数字素养深、文化特色明、技术专业性

强、参与活跃度高的企业主体，是广州的行动方

向。不久前，广州发布了“文化企业 30 强”榜单，

旨在发掘、培育一批有强大带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的骨干企业。

“从入选企业看，涉及的业态非常多元，涵盖

了多个新兴赛道，很多企业走在全国前列。”张跃

国说。例如，数字文博赛道上，广州力天文化科

技集团承接了广州市文化馆、珠海太空中心等文

旅地标项目，“大眼喵 MR 逛游神器”等新成果备

受瞩目；VR 装备赛道上，广州卓远虚拟现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落地 6000 余家 VR 体验馆，

累计接待体验人次超 1 亿。

其次是“融”。传统文旅场景为数字新业态

提供的空间有限，广州积极探索“文旅+”模式，

从“文旅+动漫”“文旅+电竞”到“文旅+装备制

造”等，在文旅产业与千行百业融合中，孕育出让

数字新业态大显身手的空间。

文旅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开拓了

数字赋能文旅装备产业的广阔蓝海。今年的广

州文交会上，广州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打造的

《无界》沉浸式造梦空间展示了前沿文旅产业与

智能声光电设备的精妙结合。广州市文旅装备

行业协会副会长魏来指出，“跨界融合”成为文旅

行业迈向的下一个台阶，广州市文旅装备行业协

会致力于打通“硬件+软件”产业链上下游，引进

大量行业优秀企业，以沉浸式空间、光影秀等方

式呈现文旅产业与数字科技的相互赋能。

“夜经济”是广州以数字新业态点亮文商旅

融合空间的一大亮点。近年来，广州发挥北京路

步行街、广州塔、正佳广场、长隆旅游度假区 4 个

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引领作用，探索多

样化夜间沉浸式体验新模式，擦亮“羊城夜市”城

市消费品牌。北京路作为全国首个元宇宙非遗

街区，以虚实结合的广府特色非遗市集激发游客

的夜间消费热情；广州长隆打造“水上乐园+电

音节”，不断刷新游客接待量纪录。

最后是“聚”。聚合产业链上下游优势，才能

厚植数字文旅新业态生长的沃土。近年来，广州

发挥文化产业园区资源共享、产业互补的优势，

不断扩大特色园区增量，提升特色集群竞争力。

目前，广州市各类文化产业园区达 700 余家。

元宇宙是文旅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为推动元宇宙产业发展，南沙区、黄埔区、天河区

等相继建设各具特色的元宇宙产业园区。黄埔

区元宇宙数字文化产业园涵盖场景打造、云计

算、VR 设备等关键领域，搭建起高校、政府、企

业间的良性互动平台；天河区的元宇宙数字艺术

研究创新基地围绕作品孵化创作、

智库构建、人才培养、重大项目落地等方

向发力。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总工程师李若岚表

示，目前广州正打造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文化装

备制造 3 个营收千亿元级的文化产业集群，动漫

游戏、新媒体娱乐、娱乐智能设备制造等文化新

业态特征明显的赛道成为带动增长的引擎。据

统计，广州动漫产业总产值占全国产值 20%以

上；游戏产业营收规模超千亿元，约占全国三分

之一；网络音乐总产值约占全国四分之一。文化

装备产业走在全国前列，游戏机产品占领全球市

场 20%的份额，灯光音响产业集群占全国灯光音

响设备产值的 48%。

创新转型乘势而上

广州文旅新业态发展优势明显，但也面临数

字核心技术有待提升、文旅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

等一系列挑战。

多位专家指出，广州应抢抓文旅消费需求升

级的机遇，直面挑战，乘势而上。“广州具有丰富

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文化消费水平处于全国

前列。当前数字化浪潮迭起，广州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发达，数字市场氛围浓厚，数字消费群体持

续壮大。建议广州从多方面发力，加快构建数字

文创新消费产业生态，激活消费新空间。”中国人

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教授

表示。

广州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用数字技术

打造更多现象级文旅产品，让“老 IP 有新玩法”，

精准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广州文化产业发展

报告（2024）》显示，在数字技术全链融入文化产

业的背景下，广州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等

环节的数字核心技术依然较为薄弱，与产业数字

化的需求不匹配，供需结构亟待优化。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尹涛建

议，广州应推进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

时赋能需求侧改革，打通联结文化供给与消费的

堵点。一方面，强化文化科技原始创新，突破一

批共性、关键技术，建设文化关键核心技术发源

地；另一方面，不断扩大高品质文化内容供给，打

造文化产品创作最佳地。

解决文旅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不敢转、不

愿转、不会转”难题，是广州面临的又一挑战。《广

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4）》指出，当前，一批新

型文化企业数字化并不充分，运营模式、产品类

型、消费场景相对固定，产业链和价值链较短，面

临着拓展价值空间的挑战；同时，传统文化企业

受技术、成本等现实条件约束，在数字化转型时

往往遭遇困境，浅尝辄止。

对此，李曲柳建议，广州应进一步搭建平台，

通过一批重大项目把各领域头部企业聚集在一

起，引领行业共同转型发展。尹涛认为，广州应

构建文化企业梯队培育机制，发挥龙头企业带动

作用，推动国有文化集团、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

不同所有制和规模的文化企业协同发展，构建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

如今，各大城市在文旅领域的竞争愈加激

烈，面对进一步打响城市文旅 IP 的迫切需要，广

州正加速打造国际演艺中心、世界电竞名城、国

际灯光音响之都。未来，还要充分发挥数字文化

创意产业的引擎作用，持续擦亮广州城市品牌。

金元浦建议，广州应狠抓城市文脉 IP 的总

纲，建设富有文化底蕴、折射历史厚度、兼具时尚

气息的沉浸式消费街区、城市未来社区和社区美

学空间，推出一批互动性强的沉浸式体验活动，

放眼全球讲好城市故事。

为新业态培育成长沃土
文旅产业拥抱数字化革命，其面貌已发生

根本性改变。一边是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研学

游如火如荼、博物馆门庭若市、演出业迎来爆

发式需求等；另一边是数字科技成果耀眼，人

工智能、元宇宙、数字人、互联网文化娱乐服务

等不断创新突破。文旅产业与数字科技融合

发展的新需求新趋势已经形成。

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正在悄然改

变，新业态的勃发更加需要依靠市场内生动

力。新的趋势，使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原始创

新”的挑战。有专家形象地将这种转变比喻为

从“种树”转向“种蘑菇”——数字时代，政府已

不可能再用“种树”的方式精准识别扶持对象，

而要用“种蘑菇”的方式，创造适宜新业态企业

大量生长的养分和环境。千年商都广州焕发

文旅消费新活力，正是政府积极转变思维、激

发市场内生动力的体现。

涵育文旅新业态，靠“硬科技”更要靠“软

文化”。发展文旅产业最终是为了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各地在新业态、新消费场景

上的比拼，并不是谁的“硬科技”越多就越能取

胜，更关键在于谁拥有稀缺的好内容、好创

意。广州对参与文旅新业态体验人群的调查

显示，35 岁以下人群更关注新业态的交互性、

挑战性，35 岁及以上人群则更关注情感共鸣和

慢休闲需求。在以数字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发

展过程中，广州注重内容创新与技术创新“两

手抓”，以搭建平台、示范引领等多种方式，激

发各类经营主体从时代之变、消费需求之变中

汲取灵感、创作内容，从而使文旅“爆款”产品

不断涌现。

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不宜盲目追“新”追

“热”，而要着眼本土资源禀赋和特色文化内

核，打造出形神兼备、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新场

景。广州在引入元宇宙体验、数字音乐等新业

态过程中，注重激发本土企业创造力，打造出

广府文化沉浸游、黄埔军校文化舞台剧、4K 粤

剧创新电影等一批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新场

景，有效拓展了本地游、近程游等“微旅游”消

费，使传统 IP 成为“近悦远来”的文旅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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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景区、数字文博、元宇宙观影⋯⋯如今，在数字技术驱动下，文旅融合已进

入沉浸式体验阶段。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新业态，也成为各地提升文旅产业竞争

力、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举措。广州拥有丰富多元、底蕴深厚的文化旅游资

源，传统文旅产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如何用数字科技打开

文旅消费新空间，塑造新业态发展优势，让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2024 广 州 文 化 产

业交易会上展出的 VR

游戏装备引人驻足。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广 州 锐 丰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打 造

的 沉 浸 式 数 字 艺 术

体验空间。

（资料图片）

今年国庆长假，

广州黄埔军校主题文

旅街区开展的快闪活

动吸引了众多观众。

杨 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