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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关系的梳理
经 莉

（南京市江宁区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本文简要阐述了文旅融合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对于公共图书馆如何实现文旅深度融合进行了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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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基于二者在内涵上的

紧密联系，一直以来在文化及旅游两个领域都有关于二者融合发展

的声音以及不断的创新探索。2018年 3月国家文化与旅游部的成
立，将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正式推向了快车道，同时也推动了公共

文化机构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的创新发展。本文以公共文化服务

为视角，就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发展进行一些

探讨。

1 文旅融合的基本特征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二者在某些方面的合作，也不

同于产业的融合，这主要是基于二者在功能与属性上的区别。文化

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作用，具有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

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必须要考虑到文化的这种独

特的属性和作用，而不能单纯的以经济视角来看待二者的融合，否

则必然会为二者的融合带来阻碍。

文化与旅游天然的具有相互补充的功能与作用，文化为旅游带

来丰富的内涵，而旅游则为文化带来飞翔的翅膀。二者融合，主旨是

产业与产业的融合，即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形成文旅产业链，

是二者融合在经济效益层面的价值体现。但二者的融合，并不仅仅

是产业融合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同时也表现为公共文化事业与旅游

产业所融合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即二者融合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的统一。

2 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
目前，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产业交

叉融合发展模式，一种是产品嵌入式融合模式，还有一种是文化渗

入式融合模式。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交叉融合发展模式，是基于文旅融合经

济性的一种融合模式，文化与旅游在产业空间上聚焦，在内容上交

叉，基本是属于一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文旅融合以

产业为核心，以产业经济发展为基础集合二者的优势资源，从而实

现文化与旅游产业的相互促进，形成具有文旅融合特色的产业链。

第二种模式是产品嵌入式的融合发展模式，文化以产品的形式融入

旅游事业，与旅游产品形成互补，增强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从而双

方合力共同支撑起区域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此模式下，文旅融

合不仅体现出经济性，同时也具备了公共服务的属性，具有了较好

的社会效益，文化借助旅游具备了腾飞的翅膀，旅游借助文化具备

了可持续发展的灵魂。第三种模式则是文化渗入式的融合发展模

式。文化以旅游为载体，渗透旅游的整个产业链，形成无处不文化的

旅游新态势。在文化渗入式的融合发展模式下，旅游在各个要素环

节上都将体现文化主题，游客在旅游的各个流程环节如吃、住、行、

游乐等，都将能够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3 文旅融合与图书馆事业发展
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之

一。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相对隐性的文旅深度融

合的命题显性化，公共图书馆如何实现文旅深度融合成为当前必须

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了公共图书

馆的服务创新发展问题，意义深远。

3.1 文旅融合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发展
进入 21世纪一直以来，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发展问题一直备受

关注。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图书馆在诸多方面都面临着挑

战。如读者群体的流失、信息核心地位的不断降低、公共服务乏力

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解决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发

展问题。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将图书馆与旅游相融合
的思想萌芽。伍永仁（1985）在当时已经有一定实践基础的情况下，
提出了“组织读者旅游 搞活图书馆工作”的设想；王世伟（1995）提
出了发挥图书馆旅游功能的一些构想，论述了图书馆与旅游六大要

素与三大资源体系的关系。可以说，图书馆与旅游相融合的学术研

究与实践探索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未曾间断过，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

业的发展加速以及图书馆创新意识的不断加强，对传统模式进行创

新的新型图书馆文旅融合项目不断涌现，如民宿图书馆、网红图书

馆、研学旅行等，这些文旅融合形式的出现，对于图书馆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以及公共文化服创新务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3.2 公共服务是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核心
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同时也是国家事业单位，

是集文化性、事业性、公益性等多重属性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而文

旅融合，不仅仅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更是文化事业与旅

游业的融合，是以旅游为载体，增强文化传播力，提高文化影响力，

形成文化自信心，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新型文化发展态势。

由此可见，旅游是载体，文化是灵魂；文旅融合应当是产业与事业并

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齐抓。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属性、公益属性决

定了其与旅游业的融合，必然是以公共服务作为出发点与核心要

旨，在“能融则融、宜融尽融”的原则指导下，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文

化服务与旅游业的公共服务相融合，无疑是公共图书馆实现服务领

域的拓展，旅游业增强文化内涵，实现二者相互促进、协力共进的重

要举措。如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嵌入旅游景区、线路、住地、交通服

务区域等；基层公共图书馆和乡村旅游服务中心融合；公共图书馆

开展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公共图书馆与研学旅行相融合；串联标志

性文化设施，打造旅游路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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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旅融合促进公共图书馆机制创新
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必然会触及其管理机制的变革。就

目前来看，公共图书馆的文旅融合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融合形

态还没有深入二者的深层领域，尚具有极富想像力的融合发展空

间，需要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以及公共图书馆自身层面积极培育

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机制。

基于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图书馆机制创新，涉及到了公共图书

馆的管理机制创新、服务机制创新。在国家层面以及省、市、地区层

面，应就公共图书馆在文旅深度融合方面进行必要的统筹协调，在

公共图书馆规划研究、公共文化政策制定、公共文化项目策划、专项

资金投入、绩效评估检查等方面，将文旅深度融合作为关键要素体

现出来，促进公共图书馆在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加强针对文

旅深度融合的创新变革。而就公共图书馆自身层面来说，应当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包括各级公共图书馆的馆藏特色、经费能力以及

实际需求等，结合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环境、文化特

点等因素，有针对性的开发文旅深度融合的相关项目，找准文旅深

度融合的切入点、突破口，建立健全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服

务机制，包括基于文旅融合的机构重组建设、岗位设置、馆内空间布

局、接待讲解、文化体验以及安全管理等，只有在服务层面加强针对

文旅融合的机制创新，做出适应性的应对调整，公共图书馆的文旅

深度融合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让文化借助

旅游实现腾飞。

4 结束语
早在上个世纪我国学者便提出了旅游六要素并将其称为旅游

亚文化，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旅游六要素与之都有不同程度的联

系，是公共图书馆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基础与发展路线。公共图书馆

实现文旅深度融合，需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当前我国公众对于旅游出

行的新需求，如研学旅行、休闲旅游、养老旅游、科技旅游、定制旅游

等，要将公共图书馆所能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融入旅游项目的整个

过程，推动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以满足社会公众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旅游需求，如此才能使公共图书馆的文旅深

度融合具备旺盛的生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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