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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杭州文旅融合发展比较研究 

——兼谈对杭州的启示 

杨峰 

自古以来，无锡和杭州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有水乡古镇的层叠交错，更有京杭大运河的一脉贯通。两地都有

着深厚的文旅资源，文旅产业发展呈现出各自的亮点特色，具有一定的发展韧性，即使面对疫情影响，也未呈现断

崖式下滑态势。比较分析无锡、杭州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可为其相互借鉴和合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无锡、杭州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做法 

（一）“无中生有”的无锡经验 

近 30年来，无锡创新开发手法、强化产业联动、彰显品牌特色，通过“无中生有”的手法，成功打造了无锡影视城、灵山

大佛、拈花湾等一大批广受市场青睐和游客好评的热门景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环太湖带文旅产业群。 

1.无中生有，注重模式创新 

“无中生有”即通过竭力创造条件，弥补自身资源的先天不足，将原来一片荒芜之地打造成一个广受游客热捧的旅游目的

地。从 1.0版的无锡影视城，到 2.0版的灵山大佛，再到 3.0版的拈花湾，无锡均以打造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样板为抓手，从

无到有不断促进“文旅+”内容的持续更新。比如，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无锡就引入央视影视基地，按照“以戏带建”的方式，

相继打造了唐城、三国城、水浒城等多个景区，是国内最早的影视城之一，被称为“东方好莱坞”。之后，无锡影视城又率先推

出影视拍摄和旅游休闲相结合的游览模式，一度在全国掀起影视城的投资兴建热潮。又如，无锡在 20 世纪 90 年代落成开光的

灵山大佛，也是历经三年从无到有的建设，终成为中国五方五大佛之一。再比如，2015年 11月开园迎客的拈花湾，从无到有一

举成为全国热门景点，已累计接待游客 700余万人，年盈利 6亿元。 

2.与时俱进，注重产品迭代 

无锡抓住游客消费心理需求的变化，主动从传统的参观游向迎合游客精神需求的体验游转型，持续推动旅游产品迭代升级。

例如，围绕灵山风景区，连续打造了灵山大佛、九龙灌浴、灵山梵宫、拈花湾等四期产品，个个都成为热门和经典。一期 88米

高的灵山大佛建成后，次年（1998年）入园人数即突破 160万人大关，超过很多知名的佛教景区。2003年，投资 3亿元的二期

建成，核心项目九龙灌浴的大型动态青铜群雕，给游客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和心灵感受，迅速带动景区客流量超过 200 万人次；

2008年，建成灵山梵宫，于 2009年初承办世界佛教论坛，后成为永久会址，并运用大量现代光影声控技术，打造了传奇剧目《觉

悟之路》，吸引年入园游客攀上 350万人次大关；四期的拈花湾按照日式简约风格打造，又融入浓浓的江南味，形成了独特的唐

风宋韵，同时还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游览方式，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各景区从功能布局到内容设计，均紧扣禅意主题表

达，使之形成一个系列，已发展成为禅文化特色旅游产业集群。 

3.产业联动，注重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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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过程中，无锡紧密结合影视、设计、商贸、康养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整合食、宿、行、游、购、学等多种业态，形成

产业联动态势，并通过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为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比如，无锡影视城作为全国首个大规模影视拍摄

基地，已开发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唐明皇》《大宅门》等多款影视剧周边旅游产品。此外，还在环太湖地带的宜

兴板块，利用生物医药产业的优势，以及太湖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一个总投资 200亿元，以文旅+大健康为路径、以康养

为主题的大拈花湾项目，这意味着无锡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将迎来 4.0版。 

4.合作开放，注重理念更新 

无锡充分发挥下属国企灵山集团的能动作用，对整个灵山风景区进行统一开发和管理，确保了主题的延续性和业态的一致

性。在灵山景区建成开放的十年间，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 2500多万人次，入园人数位列中国主题景区前三名。年经营规模也从

1000万元增长至 15亿元以上，增长 150倍；资产总量由 100万元增长到 20亿元，增长 2000倍。近年来，灵山集团又在品牌输

出、创意输出、管理输出、文化输出等方面不断拓展新增长点，2013 年以来，已累计为南京、山东曲阜、陕西汉中等诸多城市

提供创意策划服务。比如，在南京市打造“金陵小镇”，建设过程中又与迪士尼团队合作布设大型体验馆，形成极具特色的沉浸

式体验 IP；在曲阜市打造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尼山胜境”，形成孔子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在汉中市打造“兴汉胜境”，使其成

为“汉文化”的展示中心。 

（二）“古今交汇”的杭州之路 

1.自然人文叠加优势显现 

从自然风景维度看，杭州城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形成了山水交融的意象，有着世界上不可多得的自然景观。尤其是作为

特别生态功能区的淳安，以千岛湖名扬四海，成为人们休闲度假胜地。从历史文化维度看，杭州是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之一，

拥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从距今 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到 5000年的良渚文化，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再到南宋时期，积淀了

大量历史人文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历史人文气质，构成了杭州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先天优势。 

2.三大世界遗产交相辉映 

世界遗产在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拉动城市旅游产业发展上，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随着游客对世遗

这一国际化文旅 IP资源的认可与好感的持续提升，各地世遗游呈不断升温态势，旅游目的地也已经成为世遗的代名词。杭州是

全国为数不多拥有三处世界遗产的城市，西湖、大运河及良渚古城遗址，已成为杭州文旅产业发展的三块金字招牌，吸引了大批

国内外游客参观游玩。 

3.数字赋能激发文旅融合活力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古城杭州增添了几分新潮元素。一方面，杭州作为网红主播的集聚地，具有极其活跃的引流基因。

日常只要网红深入杭城的各个角落，通过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宣传推介杭州的美景美食等，就能吸引大量流量前来打卡。另

一方面，数字经济产业本身也是招揽游客的一大招牌，如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等企业，已成为众多游客心目中赴杭州游览

必到的打卡地。 

4.特色旅游成为新增长点 

一是红色经典游持续火热。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一大批红色旅游资源被挖掘出来。杭州以此为契机，加大了对红

色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乘势而上推出多条红色旅游线路。二是宋韵文化逐步形成体系。从南宋御街起，一路向北，南宋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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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太庙遗址、德寿宫遗址等无不折射出古临安城的盛世芳华。这一切都是宋韵国风所引领的复古潮流文化，并成为杭州千年

古城复兴计划的重头戏。三是工业遗存游获得点赞。杭钢等工业建筑遗产作为“城市记忆”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身份”印

记，记录着主城区“退二进三”的历史周期。这些工业遗产被幸运地保留下来，并已打造为遗址公园，成为抚今追昔怀旧的好去

处。四是重大活动举办地受游客追捧。G20杭州峰会会场所在的国博中心，2022年亚运会的各大场馆，已成为当前来杭游客游玩

和追捧的新符号。 

二、无锡、杭州文旅融合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主题表达 

无锡的禅文化主题游，将佛教文化同旅游紧密联系，一气呵成，真正做到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而杭州的景点多以点状

式分布，同无锡相比，逻辑性不强，整体感、层次感不突出，景点与景点之间缺乏联系，导致全域的主题表达不够清晰，尚待进

一步聚焦。 

（二）品牌输出 

无锡的“无中生有”模式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复制推广，特别是以拈花湾为代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沉浸式体验游览方式，日

益受到游客青睐。相较杭州来看，杭州虽不乏三大世遗等全球顶尖的文旅 IP，但均不可复制推广，实现品牌输出，而一些传统

的文旅品牌，也亟待加快转型，完成迭代升级。 

（三）文旅产品 

从旅游伴手礼看，无锡创建了“无锡游礼”线上文创平台，汇集全市文旅企业旅游商品千余件，内容涵盖城市主题文创、老

字号、非遗、民间工艺、乡村旅游等多个产品类别，为游客提供更加便利、周到的旅游服务。相对而言，杭州的旅游伴手礼较为

单一，多年来延续丝绸、茶叶、藕粉老三样。尽管大量的“老字号”、非遗等产品基础条件较好，但未形成开发利用的载体，整

体性并不突出。 

从旅游项目看，近年无锡主打“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夜经济招牌，充分释放景区的夜游、夜娱、夜宿功能，形成南长

街、古运河、鼋头渚等夜游 IP，积累了大量人气。同无锡相比，杭州景区与夜经济的结合度还不高，除缺少夜游的拳头产品外，

景区整体的夜游氛围也不够浓厚，“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白天热热闹闹，夜晚冷冷清清”成为最大的痛点。诸如钱塘江、大

运河等传统夜游项目，创意还有待开发，人气尚待进一步提升。 

三、杭州文旅融合发展提升的策略 

无锡文旅产业能够在全国异军突起、冲出重围，更多靠的是对市场的研究、对品质的把控、对特色的追求以及对创新的执着，

这对于杭州目前打造 18张文旅“金名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展现“重要窗口”和“头雁风采”，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集群化，聚焦主题表达 

当前，杭州部分景区在布局上缺乏统一的主题表达。如湘湖风景区既有体现 8000年人类文明史的跨湖桥文化，又有越文化

加持，同时还有海洋公园等现代元素融入，但景点与景点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够紧密。对此，可学习无锡一个风景区一个主题表

达的方式，对各景点现有的碎片化景点资源加以统筹，从整体布局到细节打磨，均围绕同一主题进行提升，即便是小到一草一木

的布置，也紧扣主题表达，形成连点成面、一以贯之的风格。比如，可以在南宋御街突出南宋文化的主题表达，植入更多带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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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历史印记的人物典故、诗词曲赋、风情习俗等，从小吃到纪念品，从店名到地标，均彰显南宋文化特色。 

（二）坚持市场化，加快优势集成 

一要顺应游客需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投票权在于游客。无锡市之所以能够接二连三打造全国热门景点，一个重要

因素是其针对游客的精神需求，量身定制新的游玩场景，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景分离的游览方式。因此，杭州也要从游客的

精神需求入手，创设更多让游客参与其中的场景，直达游客的内心深处。比如，在西湖游的项目中，可考虑加入主题人物角色扮

演的内容，让游客在边游览边体验的过程中，幻化为“白娘子”“苏东坡”等历史名人，使其更深入了解杭州历史文化的前世今

生。二要创新产品载体。由商务、文旅等部门牵头，对“老字号”、非遗等产品进行包装，打造为旅游伴手礼，也可以通过探索

盲盒模式，给游客制造更多惊喜，带来更多超乎想象的乐趣。三要完善交通配套。无锡利用长三角的区位交通优势，吸引了来自

上海、苏州、南京等周边城市圈群体，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对此，杭州应加快构建以全域旅游为目标的综合交通集

散体系，为游客提供便利化服务。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杭州都市圈的水、陆、空、铁立体式综合交通旅游线路，顺应散客游、自

驾游的出行趋势；另一方面，加快破解景区的停车难、停车贵问题，为“多游一小时”提供支撑。 

（三）坚持特色化，增加旅游卖点 

一要突出品牌效应。发挥杭州三大世遗的虹吸效应和带动作用，围绕“千年古城”复兴计划，加快打造世遗、宋韵等文旅品

牌。比如，以西湖西溪一体化保护管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为契机，强化景区与“三圈三街三站”之间的联动，进一步

提升景区流量；在良渚古城遗址引入热点流量 IP，精心设计玉琮等文物的艺术形象，使之成为受人欢迎和追捧的元素。二要繁

荣夜间经济。整合各景区的优势资源开辟更多夜游、夜秀、夜购、夜娱、夜宿等场景，营造景区 24小时“最江南”“不夜城”

的氛围。三要植入特色文化。在旅游景点的设计上，无锡善于嫁接不同风格，融入地方特色，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表达。因此，杭

州的景点布设亦需注重个性化提升，吸引更多流量，打造更多像千岛湖粉黛花海、西湖区天目里等特色鲜明的“网红打卡地”。

同时，注重融入更多历史文化，充分展现古今交汇的历史名城风范。比如，在德寿宫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中，可借鉴西安打造盛

唐文化的做法经验，进一步呈现南宋皇城的历史风韵，将一个王朝的背影和一座城市的气质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景区的辨

识度。 

（四）坚持数字化，提升服务水平 

数字化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杭州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和优势，加快文旅融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

升景区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一要完善城市大脑应用场景。2020年，杭州城市大脑“欢快旅游”的“20秒入园”应用场景覆盖景

点达 202家，覆盖率同比增长 15%，累计使用超过 1200万人次，但与旅游总人数相比，数字化普及率仅为 10%左右，覆盖率并不

高。因此，需继续扩大布点范围，加大宣传力度，真正从游客的需求端出发，以游客使用便利化为导向，优化相关应用场景，进

一步提升数字化场景的利用率。二要推动乡村旅游上云。加快推动乡村旅游的数字化发展，全面提升乡村旅游的品位。如可利用

数字化手段，凸显各地民俗风情、土货特产的魅力，在景点推广、产品销售、游览体验等方面提档升级，持续推动民宿经济、田

园经济为代表的乡村旅游 1.0时代迈向乡村旅居的 2.0时代，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