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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顶层设计，探索苏州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陈来生 

作为吴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城市，作为大运河流经区域较多、文化遗产丰富的城市，苏州的文化旅游开发要坚定

文化为核、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以“全域旅游”视野，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创新创意，推进城建文旅一体化，从

而实现文化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让千年文脉绵延不息，让姑苏古城再添魅力。 

一、以“记得住乡愁”的顶层设计，做好城建文旅一体化 

经历了由最初的博物馆冻结式保护到整体的城市历史环境保护、由强调建筑年代和文物价值到强调城市生活空间永续利用

的过程，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文旅融合不仅对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是改善城市居住环境、

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1.从顶层设计着手，统筹规划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别具特色的苏州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在发展之中要延续城市文脉，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使之成

为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苏州古城有着自己鲜明的发展轨迹和个性特色，保留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地方风情，体现

着卓越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范，寄托着苏州人浓浓的乡愁记忆。虽然苏州古城保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现代化尤其是

城市化进程中，粉墙黛瓦的古城内造起不少“方盒子”和摩登大楼，与古城风貌和传统建筑不相协调，传统街区及其文化、古

城的区域轮廓与形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但弱化了城市美感，也使城市的生活情趣、城市的个性和特色荡然无存。城市是

“乡愁”的重要载体，因此，苏州的文旅融合进程要把“记得住乡愁”融入顶层设计，坚持民族性、地方性。 

2.注重城市化进程中的原生态景观保护 

要从城建文旅一体化的角度，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文化特色、建设管

理等多种因素，统筹规划，注重城市化进程中的原生态景观保护，把文旅融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注重建筑环境的设计与

历史文化氛围的营造，注重生活结构、社会风格的维护与展示；注重梯度和天际线，开发建设应体现和顺应其原有肌理。不是

每个城市都要长成巨人，苏州城建应该有自己的模样，要改变重建筑轻风貌、重局部轻整体、重外表轻功能的现象，以强化特

色、优化空间、美化环境为目标，弱化高度，注重梯度，并严格依法调控，力戒粗浅雷同、唯高唯大的建筑样式，营造错落有

致、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城市空间形态，打造苏州优美的天际线。还要注重建筑本身的形制、用材、色彩及屋顶、立面的形

式、大小，以“细腻轻灵”的构件和装饰表达吴文化的气质，建筑色彩以淡雅、朴素为基调，凸显地方风格和特色。 

二、以“全域旅游”推进文化旅游融合 

苏州要抓住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契机，积极提升旅游发展新动能，注重发展精品“全域旅游”、塑造苏式

核心品牌、打响文化旅游城市品牌、全面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跨界整合旅游资源，跨界发展旅游行业，推进文旅融合上新台阶。 

1.“全域旅游”，把古城当成一个景区，提升景区整合度和游客满意度苏州旅游资源丰厚且特色明显，在休闲旅游勃兴的

今天理应能拉慢游客的脚步，但目前来苏州游客平均只逗留 1.83天，这与苏式休闲旅游资源缺乏整体包装、产品设计和推导不

无关系。旅游业具有生产与消费统一、点多面广、小型分散、易于吸纳劳动力的特点，对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影响甚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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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三产、振兴经济的龙头产业。所以要注重跨界创新，推进“全域旅游”，促进转型升级。 

来苏州游客数量虽然逐年攀升，但在苏州逗留天数和人均消费均有待提高。游客大量增加，但逗留时间又偏短，导致旅游

消费规模小，联动效应差，而且加大了单位时间内的交通压力，使古城和热门景点严重超负荷，不但影响到游客的审美感受，

而且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影响古城和古迹保护。对热门景区应着重考虑在增加旅游收益的同时，控制住不断膨胀的游

客总量。而加大“全域旅游”开发，凸显苏州旅游“苏式生活”的特质，就是让有限资源发挥更大效益，将传统的数量增长型

模式转变为以“全域旅游”和品牌建设为核心的质量型成长模式。 

2.以“全域旅游”推进文旅创新融合 

一是转变观念，创新旅游机制。要立足“大苏州、大旅游”，从“游景点”的视角转变为“游苏州全域”的视野，从“景

区经济”的传统观念转变为“区域经济”的现代理念，从“门票经济”提升为“全域效益”，进而推动全市旅游资源的整合和

优化。有条件的景点可以试行免费，延长游人停留时间，扩大吃、住、行、购、娱等消费。当然，全免还是半免，整体免费还

是局部免费，如何限定景区的最大容纳量等，都需认真调研、科学设计和规范引导。 

二是统筹旅游产品、线路，打造苏式文化旅游体验标志性产品。要以“全域旅游”理念整合苏州的休闲旅游资源，打造“游

东方水城、品苏式生活”的主题品牌，对旅游线路进行规划调整，构筑资源、产品的规模优势，把丰富多彩的游娱活动、商业

活动、民俗活动、精品民宿等统一开发利用起来，吸引市民和游客。 

三是优化古城旅游风貌，强化古城旅游品牌。顺应市场需求，转变以园林和古城遗产观光为主的发展思路，导入遗产活化、

文化复兴理念，集中市、区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培育一批可供深入进行文化体验和生活品味的旅游产品；挖掘和开发具有苏

州特色的历史文化、地方风味与独特景观，突出个性化，注重精品化，提升参与性；营造富有独特魅力的苏式文化展示、生活

体验和旅游环境，开发出丰富多彩的文娱旅游、商品旅游、体验旅游、民俗旅游，实现古城从“固态的遗产”向“活着的艺术”

转变，把古城区整体打造成集遗产旅游、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于一体的国际文化旅游核心区，扭转人们的“碎片化”印象。 

3.重视桥梁景观的标志性作用，打造东方水城滨水景观特色 

正如早前的小桥流水人家是苏州的标志，今天天津海河沿岸风格各异、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17座大桥，就成为有别于其他

城市的名片。苏州自古以桥梁众多、各具特色的“桥都”享誉世界，但今天的桥梁建设却缺乏特色和亮点，仅有交通功能而缺

乏地方特色，更无景观功能，与苏州作为“桥都”应有的水平和特色相去甚远。首先，应该将每座桥都像做精品一样创意创新

（如天津用海河边的废弃瓷器、瓷片搭建瓷房子后因创意特色而屡获大奖）。苏州的桥梁设计和建设，除了技术功能，还须体

现景观、生态和文化等功能，在景观桥梁设计上创意展现其功能美和形式美，打造苏州桥梁的城市名片。其次，对桥梁设计应

有较高的景观要求，要多部门联合、多学科协同，建设部门也应把它作为保护和弘扬苏州历史传统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加以重

视和要求，建筑师、环境艺术师、雕塑师也应在决策伊始便介入桥梁景观设计。 

三、创新商旅文融合：优化观前格局，再造苏州商旅游憩标志性景观 

苏州的玄妙观曾被《申报》称为全郡精华所萃，与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并称为“江南三大游乐之地”。但在从传统商

业街向中心商业区转化的过程中，强调规模效应、商业利益，忽视了具有社会服务职能的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该职能的缺失成

为观前中心商业区发展的软肋，阻滞了后续发展。改造后的观前商圈也未呈现出应有的商旅游憩风貌，且在外围新兴商业游憩

区的包围之下，面临发展瓶颈，亟待提升、再造。 

1.积极应对城市重心外移和空心化趋势带来的变化，加速从传统中心商业区向现代商业游憩区转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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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前中心商业区在长期发展中树立了最能代表苏州商贸文化的形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人口、产

业等向城市外围迁移、拓展，人们对许多生活品的需求在新生活区周围新建的商业场所都可买到，城市开始出现空心化趋势，

古城中心区域观前中心商业区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必然要寻找一条发展之路，而集购物、休憩、旅游功能于一体的商业游憩

区正是可以摆脱困境的具有可行性的发展方向。要通过设施的功能化、文化的特色化与环境的生态化，展示其独特的地域特征

与地方文化内涵，彰显商业游憩区的魅力。 

2.全面导入形象识别系统，打造“充满苏州味道的古城第一商业游憩区”特色形象 

通过各方面整合，打造“充满苏州味道的古城第一商业游憩区”的特色形象。在注重古建筑之类物态文化留存的同时，加

强观前地方传统文化中精神内涵的挖掘和延续。可尝试将区内集中的道教文化、苏州饮食文化、工艺美术文化等，以合理的方

式，有步骤、有层次地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发挥商业游憩区基本商业经营功能的同时，营造出观前商业游憩区特

有的文化氛围。 

3.结合商业游憩区的特征和要求进行改造和提升 

首先，要保持繁荣而有特色的商业性，凸显老字号的价值和作用。其次，要构建完善的商业游憩产品体系，注重购物休闲

的人性化需求，通过商品陈列、空间规划、色彩配置、音响效果、游憩设施、休闲功能的完善和员工素质的提高，提供更人性

化的购物与休闲体验。要丰富功能、完善设施，改进交通循环和停车设施，提供便捷的商业游憩环境，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生态

环境。其三，要重视观前夜生活体系的构建，要将苏州城市文化特色与观前商业游憩区特色相结合，利用观前街上的老字号、

道教文化、饮食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再增加一些有品位的小型音乐厅、文化展馆，以及品位高雅消费适中的娱乐场所，提高

观前商业游憩区的可游性，打造自己的夜文化特色。 

四、创新推进旅游与演艺融合：完善和提升苏州旅游娱乐要素 

多年来，苏州一直致力于打造一台能反映苏州的旅游资源和文化特色、满足中外游客夜间文娱和本地市民文化需求的综艺

演出，但时至今日，苏州尚无一台令人慕名而来、看了交口称赞的旅游演艺，这与苏州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旅游大市的地位

很不相称。 

1.创新理念，政策扶持，规划引导，营造氛围 

旅游演艺是旅游六要素中“娱”的核心内容和旅游中的“活文化”。苏州在制定旅游文化产业规划时，要把发展旅游演艺

业作为重要内容，明确发展目标，制定发展措施，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投资导向上给予引导，加大对有潜力的旅游文化项目

和相关文化演出单位的政策扶持力度。还可学习长沙，采取课题立项、项目招标等方法，推动旅游文娱的研发和启动。 

2.以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培育旅游演艺市场 

发展苏州旅游演艺项目要紧紧把握现代旅游的理念和规律，实行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加强旅游演艺专

业人才的培养和相关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建立旅游演艺项目研发的商业化运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成能够带动直接相关产业、

配套服务产业和音像版权产品，形成完整旅游演艺产品产业链的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演艺虽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因投资很大，

决策要慎重，要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避免昙花一现般的自娱自乐。 

3.要突出地域性、挖掘文化性、形成独特性，打造苏州旅游演艺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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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娱产品既有有形性又有无形性，附加价值较高但又易于模仿的特点，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原则，形成具有苏

州自己特色、风格的品牌。比如，结合苏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做足古老苏州、文化苏州、天堂苏州的文章，如寒山寺的“江

枫渔火”、苏州古代婚嫁与节庆的习俗及盛大场面、古贡院考试、抛绣球订亲等观赏性、参与性皆强的文娱产品。要注重文化

性、参与性和趣味性，如评弹和昆曲，不但可以静态地听，而且可以动态地教。 

4.立足游客需求，不断创新发展 

首先，创意要新，雅俗共赏。其次，兼收并蓄，常变常新，注重互动。要不断改进演出内容和表演模式，摒弃单调、僵硬

的传统模式，引入生动、幽默、互动的元素，传承剧场文化本土化、市场化的一面，同时在舞台节目的高雅化、专业化、艺术

化上狠下功夫，在节目编排、灯光舞美、主持水平、互动效果等各方面下功夫，立足现代演艺，高起点、大手笔、多形式，融

入高水准表演的“雅”、观众参与互动的“闹”、幽默滑稽的“笑”，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观赏者的消费心理，牢牢吸引

观众。 

五、创新推进旅游与节庆相融：提升苏州旅游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节庆活动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节庆活动更是旅游市场营销方法中最鲜活、最生动的内容，也是活跃城市文

化氛围，提升城市美誉度的有效途径。因此，要大力挖掘民俗资源，推进旅游与民俗融合，打造新的民俗节庆产品。除了做好

每年一届的苏州国际旅游节和寒山寺听钟声两大品牌节庆活动，还要整合全市旅游节庆活动，加以分类指导，重点培育一些新

的、有影响力的节庆品牌，尤其是中秋游石湖、荷塘月色的“荷花生日”、鉴真高僧的东渡文化等具有苏州本土特色的节庆。

开发模式上要坚持政府引导，民众参与，市场运作，加大品牌节庆培育和相关扶持，强化节庆开发的市场化，完善节庆活动配

套产品，合理安排时空，时间上淡旺季相结合，营造旅游地持续的旅游气氛和热点，空间上以“点—轴”开发模式形成空间上

相对集中、功能上各有侧重的节庆活动集中区，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