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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发展提升无锡文旅体软实力研究 

谭军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背景下，文旅体产业已经步入“文化+”“体育+”“旅

游+”发展阶段，跨界、融合、创新成为新时代三大产业的发展主线和鲜明特征。无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在融合发展上作了不少探索。面向“十四五”时期，如何通过跨界融合为文化、旅游、体育

等产业发展寻找新动力、挖掘新空间、提升新质态、培育新优势、造就新实力，让文旅体融合发展成为推动无锡争

当高质量发展领跑者的重要抓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无锡文旅体融合发展现状与特点 

近年来，无锡积极推进“文化+”“旅游+”“体育+”等融合发展工作，文旅体融合提速明显，为推动文化、旅游、体育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成为推动文旅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一）多重利好政策推动文旅体融合创新发展 

无锡出台的相关政策已经重视文旅体融合发展，2018 年出台的《无锡市文物保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强

调大力发展文博文创业，推动优秀文博资源与创意设计、旅游、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无锡率先制定出

台了《无锡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关于推动无锡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提

出“‘文化+’融合发展行动”，强调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现已完成的《无锡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

提出要促进“旅游+”八大业态融合发展。各板块也高度重视文旅体融合发展工作，如江阴市政府印发《江阴市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宜兴也出台《宜兴市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19-2021年）》，都强调推动“文化

+旅游”，深化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发展。 

（二）重大项目引领文旅体融合发展新方向 

“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项目有效推动。一大批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利用与活化改造，先后保护性开发了清名桥历史文化

街区、惠山古镇、小娄巷历史文化街区、北仓门、礼社古街和巡塘古镇，启动周新古镇、古运河旅游度假区配套一期、接官亭

弄、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华侨城古运风情小镇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迅速。丝绸、精微绣、

紫砂、泥人、竹刻、二胡、美酒、美食等文化资源不断融合进文旅产业链，灵山文创近年来年营业收入均过亿，“无锡游礼”

已成无锡旅游文创重要品牌。一大批现代文旅项目落地。灵山胜境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入围 2019 年江苏省第二批省级重

点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总投资额超 400 亿元的无锡融创文旅城成为“文化+科技+旅游”的完美融合；“大拈花湾”项目、阳山

蓝凤凰艺术小镇正有序推进等。 

（三）节庆赛事成为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结合点 

无锡不断拓展旅游外延，积极创新节庆赛事举办形式，初步形成“以赛促旅、以旅带文”“以节促旅、以节聚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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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无锡马拉松已成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马拉松赛事之一，2019年的“锡马”共吸引 28万人观赛及旅游休闲，带动住宿、餐

饮、交通、观光等直接消费 1.8亿元，较上届增长 11%。无锡发起的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成为城市名片、文化旅游和

景观体育“三位一体”的典范赛事，是我国四大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之一。2019 斯诺克世界杯、环蠡湖国际半程马拉松、无锡马

拉松、中国（锡山）国际象棋女子名人赛、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等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其中世界跆拳道大满

贯冠军系列赛永久落户中国无锡太湖新城。各板块在重视承接重要赛事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本土赛事培育。滨湖区成功举办 16

届无锡太湖山水文化旅游节，江阴已连续举办 14届徐霞客国际旅游节。 

（四）乡村旅游项目成为文旅融合发展新增长点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无锡乡村旅游从农家乐起步，正逐步迈向“乡村旅居”和“文旅体融合”发展阶段，越来越多乡村

积极推进文旅体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江阴华西美丽乡村、璜土葡萄小镇、南闸美丽乡村、顾山红豆爱情小镇、云亭玫瑰小镇、

周庄山泉水美乡村等一批乡村旅游项目，不断注入文化内涵。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湖氵父茶旅风

情小镇、西渚云湖茶禅小镇先后成为省级旅游风情小镇。锡山区现已初步形成生态休闲、乡村观光、古镇古村、工商休闲四大

特色旅游，山联村成功申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宜兴市西渚镇白塔村、江阴华西新市村入选首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等。 

二、无锡文旅体高质量融合发展面临的短板与不足 

总体来看，无锡市文旅体融合呈现整体提升、多点突进之态势，文旅体产业具备了一定的发展规模和产业基础，但与市委、

市政府建设文化强市、体育强市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目标要求相比，与先进城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一）机构融合已经完成，思想融合尚需时日 

经过多年发展，无锡文旅体与其他产业呈现相互跨界、渗透、提升、融合特征，文旅体发展进入了融合发展阶段。目前，

无锡在相关规划、文件政策中已经注意到文旅体融合发展问题，但是融合发展还没有成为各部门、全社会高度的思想共识，各

部门、全社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融合发展对文旅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文旅体融合发展对城市、区域能级提升的功

能尚未被充分认识和发挥；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不够，缺乏对文化、旅游与体育融合发展整体性、系统性的战略考虑和架构设

计；对于如何推进融合发展，在观念、机制、制度、运营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惑、问题与障碍；推动融合发展也存在投入

不足、部门协调差、政策支持不够等困难。 

（二）资源融合广受重视，产品融合需要提升 

在资源融合上，无锡已经在“非遗+旅游”“物质遗产+旅游”“工业遗产+文旅体”“文创+旅游”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

是全国文旅体资源融合发展较早的地区。但相对资源融合，高质量的融合精品、名牌还不多。无锡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

得到有效开发，成功的文创产品不多，文创产业规模不大。总体看，无锡市在遗产旅游、宗教旅游、节庆旅游、体育旅游、民

俗旅游、乡村旅游、湿地旅游、旅游演艺、影视旅游、研学旅游、工业旅游、康养旅游、主体文化园、古镇街村旅游、文创园

区旅游等方面还存在结构性缺失，培育世界性、全国性知名文旅体融合产品潜力依然很大。 

（三）场所融合发展迅速，内容融合有待加强 

无锡旅游经济增速较快，但文化密度、品质密度、消费密度、快乐密度还不高，以文化体育为主导的旅游项目知名度不高。

无锡在物质文化遗产场所、现代文旅体项目的场所融合作了不少成功探索，如清名桥历史街区、融创文旅城、灵山胜境、拈花

湾等，但公益性、效益性文化场所，如何通过融入观赏和体验元素进行休闲旅游转化，同样，旅游交通场所、旅游食宿场所、

旅游游乐场所、旅游购物场所如何融入交通文化、餐饮文化、娱乐文化、艺术地域特色、运动体验等元素，从而使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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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场所更能够体验化和价值化，文旅体场所之间的核心内容的嫁接融合、功能叠加、效益共享，打造知名文旅体目的地等

方面步履相对缓慢。 

（四）要素融合推进加速，价值融合重视不够 

目前，无锡文化和旅游融合型项目投资及建设热度不减，各类文体场馆、物质文化遗产地、特色文化街区、演艺节目、生

态湿地、美丽乡村都在推动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要素融合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但同时，这种要素融合仍呈现粗放发展特征。各

类文化生态资源活化利用形式和途径较为单一，各大景点主要以观光业态为主，在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厕导智”九大服务要素、

“商养学福情奇文体农”九大融合要素等方面融合做得不深、不长、不全，叠加效应不大，导致在文旅体各自领域内的人才、

技术、内容、服务、品牌、资本等价值链深度融合上还做得不够。价值融合不足带来文旅体融合创新不足，缺乏具有竞争力及

市场影响力的产品。新业态创新、新技术应用、新 IP打造、新产品体系孕育、新商业模式探索、新媒体应用等领域都还做得不

够，文体和旅游之间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层面上的融合发展有待继续深化。 

（五）市场作用不断加强，融合治理需要优化 

针对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需要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治理理念、资源、

手段、方式、能力等进一步优化和提高。文旅体融合发展涉及文旅、体育、建设、民宗、城乡规划、土地、海事水利、环境保

护等多部门多个条线，各部门职责不同，多头管理现象突出。据统计，在梁溪区地域范围内的文保单位中，产权隶属市级机关

部门和市属平台公司的有 77 处，占比达到 58%，产权分割大大增加了统筹协调、资源整合、挖掘提升、串珠成链等方面的工作

难度。文体公共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之间、服务市民与服务游客之间、市场化服务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如何处理，

目前还存在认识上、制度上、资源上的问题。另外，文旅体融合发展还面临开发强度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饮用水源地保护红线等方面的刚性制约。 

三、无锡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与目标 

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重点是以文体再造旅游产业发展新优势，以旅游拓展文体产业发展新空间，以文旅体融合培育产业

发展新业态，实现城市空间有机更新。 

（一）立目标，明确文旅体融合发展新要求 

推进文旅体融合发展，需要明确旅游产业的核心地位，即以旅游为核心，以文化、体育为两翼，通过“文旅体+”不断延伸

文旅体融合产业链，继而构建无锡文旅体融合发展的经济地位目标、发展定位目标和发展结构目标，共同构成文旅体融合发展

的战略目标体系。经济地位目标。争取在 2025年，无锡旅游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性支柱产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体育产业占 GDP比重达到 1.5%以上，成为高增长产业之一。发展定位目标。推进“江南文化名城”“世界旅游名城”“国

际赛事名城”三大名城创建。努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江南运河文化展示传播示范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区”“国家文旅融合产业示范区”。结构定位目标。载体功能更加完善，重视文旅体融合发展载体的多元化、梯度化发展，形

成“文旅体廊道-特色小镇-景区园区-特色街区、公园-文旅体综合体”梯度载体体系。 

（二）理思路，实现文旅体融合发展新跨越 

提升无锡文化、旅游、体育软实力，关键是要充分认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宏观背景，紧紧抓住大众旅游时代到来这一战

略机遇，围绕推动文旅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不断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旅游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

要性支柱产业、体育产业实现高速发展的目标定位。明确总抓手，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域旅游是文旅体融合发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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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点，要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的体制观、资源观、产品观、业态观、发展观，推动全域旅游成为无锡旅游发

展的战略任务。明确主渠道，实施文创融合引领战略。通过文创提升工程，推动旅游商品向旅游文创转变，旅游文创向大文创

产业转变，已经成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明确引爆点，实施赛会节庆撬动战略。需高度重视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

节庆经济，在文旅体融合发展中，强化以赛事旅游、会展旅游和节庆旅游引爆发展旅游产业新业态、增强旅游目的地吸引力、

不断延伸旅游季节链。 

（三）促全域，构建文旅体融合发展新空间 

推进全域旅游，关键是要实现“全空间、多产业、大协作”发展，实现全资源整合、全产业融合、全方位服务、全社会参

与和全流程保障的旅游全域化发展格局。主动融入国家战略部署。推进无锡文旅体融合发展，需要深入对接自由贸易试验区、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国家战略。无锡作为太湖流域临湖城市，太湖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可

通过对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对接无锡太湖湾科创走廊，规划建设“太湖湾文旅走廊”。科学规划产业空间布局。树

立空间规划的共同价值取向，形成以国土空间综合规划为统领，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环保规划、文化产业专项规

划辅助的空间规划体系。培育“江南运河文化产业带”“太湖文化旅游康养带”“宜南生态文化旅游带”“滨江生态旅游风光

带”文旅体四大融合发展带，构建“宜南休闲旅游集聚区”“江南运河文化传承展示区”“尚贤河都市休闲旅游区”“环蠡湖

夜生活现代文创旅游发展区”四大主题文旅融合创新发展区。 

（四）深融合，培育文旅体跨界发展新动能 

促进文旅融合，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促旅”，不断推进文化特色塑魂、文化品牌赋能、文化展演活游、

艺术工艺创品、IP价值整合，在业态、产品、技术、IP、商业、营销等方面形成文旅融合创新结构,推动文化创意化、文化业态

化、文化主题化、文化品牌化、文化体验化、文化游乐化、文化互动化、文化情境化。促进体旅融合，“以体强旅”，大力发

展体育旅游，培育赛事经济，不断推动旅游市场从“吃住行”到“游购娱”，再到“运健学”的提档升级。推进文旅体融合，

推动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共融共生、共建共享，推进理念融合、职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及对外和对我国港澳

台地区的交流融合，构建具有无锡特色的大文旅体 IP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