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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
再生产的动力与路径

张灿 李婷

  摘要: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属于开放性服务业。随着产业间联系的加强,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的要素以网络

关系相互作用,呈现出产品跨产业再生产的态势。在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下,企业对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

与学习效应的诉求是驱使文化演艺产品在产业间再生产的内部诱因,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要素的耦合和产业功能

的互补是产品进行产业间再生产的推动力,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则最终激活了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

因产品的受众与空间影响不同,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可划分为旅游平台+游客消费层次、品牌影

响+兴趣消费层次、全民参与+大众消费层次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生产路径分别是景点化演艺、产品化演艺和生

活化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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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旅游在业态上从观光游步入品质游、深度游,在模式上由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转变。然而,消费者旅游需求的变化并没有带来行业的进一步市场细分,反而引起处于产业链另一端

的供给要素的变化①。为了给旅游者提供种类更为丰富和体验质量更高的产品,企业不断改善生产技术和

优化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等的配置,通过资本扩散、技术扩散形成产业间的技术关联和市场关联②,从而提高

产业水平,促进了产业由分立走向合作。随着产业间联系的加强,产业间的要素以网络关系相互作用,获得

了产业叠加效应。其中,文化演艺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叠加效应更甚,部分演艺产品由于其产业业态的独立吸

引力弱,对旅游目的地的依附性增强③,游客开始成为文化演艺活动的主要消费主体之一,旅游演艺、都市休

闲、旅游文创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
文化演艺产业与旅游产业要素的重新组合,使产业间的技术、市场等得以传导,实现了产业的发展与繁

荣。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将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的互动作为一种战略倡议,并针对不同地区的旅游资

源和文化演艺提出整合的措施。如石锐将旅游演出作为二者合作的产物,分析了其市场发展模式及投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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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①;Lim等通过探讨入境旅游市场与游客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以游客为导向的表演艺术是首尔旅游的一

个可持续的利基市场,可中和旅游市场的季节影响②。也有一些学者基于资源利用的视角,提出了文化演艺

与旅游产业合作发展的建议③。但是,产品的跨产业再生产不是简单的产品相加,其中包含了文化演艺因素

与旅游产业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协调,本质上是以增加产业总效益为目标而形成新的产业业态的过程,其再生

产的结果是要实现效益的增加。
基于此,本文构建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概念模型,阐释了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

生产的动力,厘清了文化演艺产品进行再生产的不同层次和路径,提出了基于再生产的旅游产业附加值提升

的对策及建议。
一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内涵阐释

(一)产品再生产的前提

产业间的关联性是产品跨产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果产业间不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跨产业再生产是

不可能发生的④。旅游业作为一种“泛产业”,资源供给、时空维度、驱动要素、消费需求的无边界特征,是引

致其他产业产品在旅游产业再生产的根本动因⑤。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间再生产是源于技术共通。技术创新与政府管制放松所带来的行业壁

垒降低,将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技术创新引致产品、业务与市场关联,而行业管制下降将引致产业的生

产成本进一步削减⑥。产业间产品再生产是技术进步、产业界限模糊乃至消失的结果,并引致某种驱动发展

的新业态在经济体内得以形成。
(二)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内涵

从本质上来讲,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反复交替、持续发展的过程,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传承与

变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是其再生产过程。
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均属于开放性的服务业,二者虽然均存在产业边界,但并不十分清晰。随着消费者

需求的不断细化,大众对文化和精神的消费需求为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文化

演艺与旅游产业的产品组合受到市场青睐⑦。自此,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相互独立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单一

的发展模式也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原有模糊的产业边界得到进一步扩张,并开始有所交叉。
为了进一步提高旅游产业附加值,一方面,需要拓展旅游市场规模;另一方面,在规模既定的前提下,需

要提高旅游业的附加值。市场规模的拓展,主要源于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相互关联,催生新的旅游业态和旅游

产品;产业附加值的增加则需要深度挖掘产品的内涵。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表征,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渗透

性,能在旅游产业中迸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也构成了产业间合作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许多文化演艺企业开始寻求与旅游企业的合作,并以盈利为目的,在旅游产业中进行商业

化运作,最终获得成功。这些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成长的微观主体,其演进促进了产业的动态发展。在企业合

作过程中,文化演艺产品结合游客的需要,基于地域、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脉络等凝练核心主题,进行

再创作,满足了旅游者对多样文化的好奇、探索及其对文化体验的需要,这一过程即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

业中的再生产。
因此,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过程是沿循“市场边界模糊→技术和产品关联→企业合作→

产品再生产”的主线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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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动力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动力涵盖演艺产业成长的自动力和他动力,这两类动力共同作用,
促使文化演艺和旅游产业的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从而推动两大产业的发展,最终引致产品再生产。自

动力是指存在于演艺产业内部、引发演艺主体行为的驱动因素;他动力是指来源于演艺产业外部、诱发演艺

主体成长的因素。从动力主体来看,演艺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的激励属于自动力;消费者、政府和其他社会

组织等利益攸关者的驱动属于他动力,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动力模型如图1所示。

企业：追求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学习效应

产业：追求升级

自动力

消费者：旅游需求的
升级

政府：引导与支持

他动力

文化演艺

内容提供 服务延伸

旅游产业

图1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动力机制示意图

(一)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自动力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自动力既缘于企业做大做强的愿望,也缘于文化与旅游产业间天

然的互补与促进的耦合关系。

1.驱动力:企业对利润的追逐

企业作为文化演艺产品再生产的主体,对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的诉求是驱使其再生

产的内部诱因。
一是规模经济效应。传统的演艺行业发展相对成熟,市场趋于饱和,在激烈的竞争语境中,企业有进行

市场开发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诉求。而旅游业的流量规模恰好为文化演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因

此,文化演艺企业通过与旅游企业合作,为游客提供文化演艺产品,推动了演艺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二是范围经济效应。产品再生产后的旅游演艺产品不仅实现了演艺的教育、欣赏功能,而且实现了旅游

的娱乐、猎奇等功能,基于对高附加值和盈利的追逐,演艺企业与旅游企业通过控股、参股等形式实现企业融

合,融合后的企业基于“旅游+”等协同开发模式将多产业要素组合,在范围经济效应的作用下不断降低交易

成本,有效形成聚客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学习效应。旅游演艺项目的策划、设计、制作、运营管理及行业内资源整合,需要成熟的专业、技术

和管理经验等,而高管团队和核心演艺人员的专业、技术或管理经验的积淀对旅游演艺企业的学习效应有正

向的影响,企业通过增加产品的批量降低了产品成本。从1982年9月在西安推出的《仿唐乐舞》算起,旅游

演艺在我国已经走过了近40个春秋,逐渐走向成熟。优质旅游演艺剧目基于丰富的文化内涵、核心资源“版
权”等较易形成品牌,增强了对游客的吸引力。例如《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推动了众多旅游演艺项目的落

地,产业活力大幅增强①。

2.推动力:产业互补与促进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综合性、渗透性、关联性高的产业,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多个产业存在天然的耦合关

系,这种耦合关系在产品再生产中表现为产业间的互补与促进所形成的推动力:一是二者存在较强的产业互

补性;二是具有市场契合点,在再生产时能相互促进。
文化演艺与传统旅游是两个不同的产业,在功能上存在互补性。当文化演艺缺乏市场时,就难以实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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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反之,当旅游缺乏文化内容时,就缺少体验感和高品位。随着人们对休闲活动体验性、参与性需要的提

高,单一的文化演艺与传统旅游不能较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具有互补功能的两个产业,通过业务融合

却能实现协同效应。演艺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理念、创意提升了旅游的层次;旅游作为载体,传播了文化演艺

的内涵。
产业间的联系程度与产业的性质及相似度有关,性质与相似度越接近,联系就越紧密,相互促进作用也

就越强。文化演艺与旅游均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几乎可以与任何产业相关联,直接或间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

展。演艺可借助旅游的市场平台,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旅游的其他要素可借力演艺的溢出效应,带动周边餐

饮住宿等行业的发展。
在产业关联的作用下,文化演艺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与旅游业产生互动,其作用机理如图2所示。作为

体验性产品,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均涵盖了创意、生产、营销、消费和售后的价值环节,各环节的互动内容如

下:在创意环节,文化演艺产品的创意策划与旅游产业的自然、人文资源相互整合;在生产环节,文化演艺就

是旅游产品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营销环节,演艺产品提高了旅游吸引力,旅游刺激了演艺消费,二者相互

补充,相得益彰;在消费环节,游客对演艺产品的观看、欣赏丰富了旅游经历,增强了旅游认同感;最终,较为

成熟的旅游演艺产品形成,其是对文化演艺产品的再创作,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支撑,标志着文化演艺与

旅游产业充分融合。

策划、融资

表演

宣传促销

观看、欣赏

节庆、纪念

资源规划与开发

消费与生产一体

价格、促销、渠道

旅游综合消费

新的路径支撑

创意环节

生产环节

营销环节

消费环节

售后环节

资源整合

演艺成为旅游产品

演艺提高旅游吸引力

演艺产生参与感

旅游演艺兴起

旅游刺激演艺消费

旅游经历增加认同感

价
值
环
节

文化演艺 旅游产业

图2 文化演艺与旅游产业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互动示意图

(二)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他动力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既受到旅游需求升级的拉动,也受到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二者共同

拉动和激活了产品再生产。

1.外部拉动力:旅游需求的升级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不断升级的旅游需求从外部拉动了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

产业中的再生产。尽管旅游业被称为永远的“朝阳产业”,但传统观光游因大众化、单一性及季节性明显等特

点使其边际效用降低,越来越多的旅游者产生了差异化体验和综合服务的需求,促使旅游格局由资源导向型

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传统旅游借助自身边界模糊的特性,将与其他产业合作进行产品再

生产视为转型的可行选择。在此过程中,文化演艺作为一种以文化理念、价值观传播为核心的内容端行业,
无疑对传统旅游业产生了吸引力。

此外,新一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生活方式的变革,人们对

旅游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传统观念将旅游动机锁定为观光、休闲娱乐,因此,人们只需被动地参观,无需产

生心理共鸣,对旅游资源的认识也仅限于自然风光与名胜古迹。如今,“求新、求异、求奇、求美、求知”成为旅

游者选择旅游产品和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标准,游客为了提升自我而旅游,主动参与、深度体验成为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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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内容,除了有形资源外,许多无形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元素。这些变化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演艺

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
简言之,需求和观念的变化对旅游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旅游业需要更多地整合无形资源,以实现非价

格竞争;此外,传统旅游业也需要一些内容产品来中和季节性波动这一明显的缺陷。在此语境下,文化演艺

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正是适应人们日益提高的旅游需求而诞生的,需求和观念的转变拉动了文化演艺

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

2.外部激活力:政府的引导与支持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另一个外部因素是政府的引导和相关政策的支持。
政府的引导是保证文化演艺融入旅游产业,并与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激活力。为了顺应文

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趋势,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举措来促进再生产工作持续健康开展。如国

务院提出将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①,将旅游业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②,都是一种

政策性的引导和支持。这些政策大力推进了旅游与文化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
在相关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均得到快速发展③。政府对产业管制的放松降低了产

业间要素流动的壁垒,进一步促进了产品再生产。从宏观层面来看,许多文化与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纷纷提

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推进文旅融合,如丽江、桂林等旅游目的地整合《印象·丽江》、《印象·刘三姐》等实景

演出实现了融合;从微观层面来看,许多民营资本已进入文化演艺与旅游业之中,其中既有万达、华侨城、中
青旅等巨型企业,也有华强方特、长隆、华谊兄弟等中型企业,这些资本对市场变化有敏锐的把握,对新产品

的开发更灵活,它们也成为催生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核心要素。
综上,政府通过政策激励演艺与旅游资源的整合,强化了产业政策的落实,助推了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

产业中的再生产。政府政策以及相关部门的规划引导为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提供了支持,在
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再生产的广度与深度。

三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层次与路径

(一)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层次

基于企业的逐利性、产业的耦合性、游客的需求和政府引导四种因素的作用,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

中的再生产成为一种趋势性的产业发展方向。在再生产过程中,因旅游演艺产品的受众与空间影响不同,形
成了再生产的三个层次。

1.第一层次:旅游平台+游客消费

因当地需求较小,许多地方表演艺术受资金、人才流失等因素影响而逐渐萧条。在旅游需求的刺激下,
以游客为导向的地方表演艺术作品被整合进旅游业中,使日渐萧条的文化演艺市场得以回暖,旅游产业也因

平滑了季节性效应而得以持续发展。旅游将文化演艺与景区的其他产品打包,为游客提供愉悦的、体验性的

旅游感受。此时,文化演艺作为旅游业的产品供给者,将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列为目标受众,借助旅游的引导

性消费(组合套票、赠送等形式)和平台的支持得以发展,从而实现了文化演艺产品的再生产。

2.第二层次:品牌影响+兴趣消费

部分演艺产品本身具备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如杨丽萍的“孔雀舞”,在云南、其他省市乃至海外都有较大

影响,已成为赴滇旅游的吸引物之一。这类演艺产品以一种相对独立的业态与旅游业产生互动。一方面,文
化演艺的品牌效应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旅游吸引物;另一方面,旅游业的繁荣也

为文化演艺拓展了国内外市场。此时,文化演艺的受众不再局限于游客,而是游客与本地民众基于兴趣的自

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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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层次:全民参与+大众消费

演艺融入旅游的第三个层次是将旅游目的地营造成为全民演艺的舞台,借助科学文明的食、酒、茶、药等

文化场景中的生活歌舞演艺传承目的地深厚的文脉渊源和文化内涵,游客亦可参与庆祝、狂欢、表演等,如
“三道茶歌舞表演”、“彝族敬酒歌”、“堆谐表演”等,不仅营造出了地域文化氛围,而且使游客由观赏仿景观、
仿文化到了体验真景观、真文化。相关研究表明,一些非营利性表演艺术组织,通过从地方政府、基金会和公

司获得的捐赠支持来开展艺术表演活动,带来了当地游客数量的增加①,这缘于演艺的大众化给游客带来了

更高的参与度和更好的体验性。
全民参与的演艺不再以剧目形式呈现,而是与目的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演艺的供给不以企业

为主体,而是将原住民与游客都纳入到生产者范畴中,让游客在一种陌生的文化氛围中,体验异质异域文化

的神秘、古朴、纯真或浪漫,体会异质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
(二)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路径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层次与范围不同,其再生产路径也不同。依据本文所划分的三个

层次,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可归纳为景点化演艺、产品化演艺和生活化演艺三类,如表1所

示。
表1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路径

再生产路径 业态类型 业态特征 代表性项目 项目地点

景点化演艺

综合性艺术表演

传统曲艺及延伸业态

大型舞乐史诗 《天鹅之死》 俄罗斯

传统竞技运动表演 斗牛表演 西班牙

百老汇 百老汇歌剧 美国纽约

相声 德云社 中国北京

产品化演艺

山水实景演艺

原生态民俗风情表演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印象·刘三姐》 中国桂林

大型红色圣地实景演出 《印象·井冈山》 中国井冈山

歌舞宴 弗拉明戈歌舞表演 西班牙

大型旅游歌舞晚会 《丽水金沙》 中国丽江

生活化演艺

民风民俗的大众呈现

传统节庆与仪式

歌舞之乡 歌舞 中国新疆

音乐之都 随处可听的演奏 奥地利

生产生活仪式 水稻插秧仪式 日本

传统节庆 亡灵节 墨西哥

  1.旅游演艺景区:景点化演艺

景点化演艺是指文化演艺成为景区的一个重要景点,具有旅游吸引物的功能。相关研究指出了文化演

艺对吸引游客的重要性,并为文化参与和旅游客流之间的紧密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②。景点化演艺一般表

现为综合性艺术表演或城市传统曲艺及延伸业态的旅游展演。
综合性艺术表演包括歌舞剧及传统竞技运动表演等。这类表演往往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场面宏大,由

专业文艺团体或演员来承担演出任务,对硬件设施有较高的要求;同时,演出时间和地点比较固定,以地方文

化、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等为题材,特色鲜明、形式新颖,被誉为了解当地文化的窗口,因而能吸引世界各地

的旅游者及当地民众观看。如俄罗斯歌剧、西班牙斗牛、英国马术等,这些知名表演也几乎成为旅游者在景

区的必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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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演艺产业:产品化演艺

产品化演艺是指文化演艺被作为旅游的某一价值环节呈现给游客,如被誉为“世界级创新”的我国实景

山水演出类剧目,通过将演艺产品的特色与旅游景区的特点融合起来,把演艺产品需要体现的故事或意象主

题,完美地融入到山水实景中①。演艺剧目升级为旅游演艺产品的过程,是集视觉、听觉等,融演艺与旅游为

一体的匠心之作。室外演出的选址或山水湖面,或草原缓坡,体现了旅游目的地的地理风貌;室内演出将旅

游景区文化融入剧场设计中,并呈现在演艺作品中。如《印象·井冈山》的“生生不息———火”剧目,让游客在

欣赏、互动、感悟中体验到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不仅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又彰显出地域文脉之精

髓。
此外,一些原生态民俗风情表演基于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原汁原味的表演形式,极大地升华了旅游品

位,契合现代人追求自然、回归传统和渴望真实精神消费的需求。如被誉为西班牙国粹的弗拉明戈歌舞表演

将歌曲、吉他和响板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为旅游者提供了震撼的感官体验,又体现了西班牙南部慷慨、狂
热、豪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3.旅游演艺城市:生活化演艺

生活化演艺是指演艺元素融入旅游地的生产、生活中,通过当地居民向游客再现旅游地的生产、生活方

式,从而使游客对旅游城市形成真实的体验与体会,逐步构建起旅游地的城市文化主题。在实践中,文化演

艺生活化往往通过民风民俗的大众呈现与传统节庆及仪式来体现,即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地方经济共同发

展的多赢模式,即“景区游,社区体验文化演艺”的景区社区联动展演模式②。
许多地区与民族以能歌善舞著称,歌舞已成为他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了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主

题。例如,随处可见的大音乐家们的铜像或大理石像、公园里的露天音乐演奏会、街头巷尾的日常演奏共同

构建了“音乐之都”维也纳;新疆维吾尔族因这里“有腿的都会跳舞,80%的人会弹唱”而被誉为歌舞之乡,蜚
声中外。这些目的地的演艺与城市已融为一体,游客一旦进入城市空间,就能获得演艺体验,演艺已成为它

们的旅游品牌和城市名片。
此外,作为文化演艺的组成部分,一些传统节庆与仪式上的文艺展演也为文化演艺融入旅游业提供了思

路。如日本部分旅游城市通过向游客再现水稻插秧仪式,展示了日本的传统祭祀文化③;墨西哥人在每年的

亡灵节,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来祭奠亡灵,意在与逝去的亲人一起欢度节日,体现了阿兹特加人的哲学观念和

习俗,这些传统节庆与仪式进一步强化了旅游城市的文化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有别于上述三类旅游演艺业态,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通过城市传统演艺的延伸来挖

掘城市文化资源,拓展城市旅游功能,衍生出一类各具特色的旅游演艺新业态。最典型的当属百老汇,作为

西方戏剧业的巅峰代表,每年都有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纽约欣赏百老汇歌舞剧,由百老汇剧院的艺

术表演增加的就业岗位及其对纽约经济发展与城市品质和品位的提升,使其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

者。
四 推动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建议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路径,预示着二者的“创造性转变”,旅游从有形资源导向转向文化

等无形资源导向,这种趋势性的变化使旅游演艺得以快速发展。为推动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

产,使旅游演艺得以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企业层面:深度挖掘旅游演艺的文化内涵

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为各自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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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形成的新业态———旅游演艺是21世纪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①。然而,作为再生产的主体,许多企业

仍处于观望状态。因此,各利益攸关方要认识到跨产业再生产是一种趋势,旅游演艺也不仅是一般的景点演

出,企业需要深入挖掘、策划演艺剧目的文化内涵,深度开发演艺剧目衍生的产品与服务,并系统性地将其整

合在一起,形成跨行业、复合型的旅游演艺产业链,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
(二)产业层面:支持具备再生产条件的产业组织发展

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最终体现在两类产业组织的融合上来。虽然旅游演艺发展的根本动

力是市场的需求,但是市场需求需要大量的产业组织去发现和满足,以凝聚成规模化的产业。因此,除了相

关产业政策支持外,政府职能部门应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旅游演艺的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基础服务的供给

领域,支持涉旅企业开拓新的业务领域,鼓励通过业务合作甚至兼并重组实现企业融合乃至产业融合。
(三)政府层面:加强旅游演艺发展的规划引导

在旅游演艺的发展中,资本类、服务类、产业类、资源整合类企业识别再生产、抓住再生产机会主动作为

固然重要,政府层面的规划引导也是推进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实践中,首先,
要尽可能消除条块分割的行业政策壁垒,为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提供有效的制度环境;其次,
政府要出台优惠政策及平台支持来引导产品跨产业再生产;再次,作为文化服务业,政府需要为各类企业营

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如加大版权、专利权、知识产权等的保护力度,为产品再生产提供政治法律环境的保障。
综上,不同于传统以技术推动的产业间再生产,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是消费需求的升级

引致的,政府管制放松激活了产业间再生产的动力。在旅游消费的驱动下,在政府主导、产业倡导和企业实

施的背景下,文化演艺产品的特色优势被充分挖掘并进行科学化“再生产”,通过“以文促旅、以旅兴文”的方

式实现了市场化转变,这一模式为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路径和参考依据。
尽管本研究基于案例归纳与理论演绎总结了几种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模式与路径,但

这种再生产是一个传承与变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尚需探索多类别、多层次、多路径的再生产

模式和内容,来促进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的再生产,切实实现旅游经济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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