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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悟空””翻个翻个““筋斗云筋斗云””山西古建火出圈山西古建火出圈
▶ 孙立彬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3 年文化和

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国

内出游人次 48.9 亿，同比增长 93.3%。

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37.6亿人次，

同比增长 94.9%；农村居民国内出游

11.3亿人次，同比增长 88.5%。国内游

客出游总花费 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0.3%。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 4.2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5%；农村居民出

游花费0.7万亿元，同比增长106.4%。

《公报》显示，2023年年末，纳入统

计报送的全国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

30.4 万个。其中，各级文化和旅游部

门所属单位6.6万个，从业人员72.9万

人。全国共有 5.63 万家旅行社，全年

全国旅行社营业收入 4442.7 亿元，营

业利润37.4亿元。全国共有8253家星

级 饭 店 ，全 年 星 级 饭 店 营 业 收 入

1609.0亿元，平均房价 370.8元/间夜，

平均出租率 50.7%。全国共有 1.57 万

个 A 级景区，直接从业人员 160.7 万

人，全年接待游客57.5亿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4068.7亿元。

《公报》还显示，2023年，入境游客

8203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 1378 万人

次，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6824万

人次。内地居民出境旅游 8763 万人

次。截至 2023年年末，我国在全球设

有 48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20家驻外

旅游办事处，在香港设有亚洲旅游交

流中心，在台湾设有海峡两岸旅游交

流协会台北办事处、高雄办事分处。

截至 2023年年末，共有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1557项，共有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在世传承人2241名。

产业和科技发展不断深化 。《公

报》显示，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继续

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实施“百城百区”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

消费行动计划。印发《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指引》。推

动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及试

点城市、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建设。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试点工作，公布首批 63个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推进区域

文化产业带建设，加强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基地）规范管理。组织举

办“多彩中国 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

贸易促进活动。出台金融支持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暑期旅游景区开

放管理水平政策措施。举办全国文化

和旅游项目建设暨投融资大会，分别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完善文化和旅游部

产业项目协调推进机制，推动落实文

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

策。公布首批 2个国家文化与金融合

作示范区。推动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

REITs 应用，推动旅游业纳入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公布 50 家国

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单位。实施国有文艺院团数字

演艺“一团一品”培育开发项目，发布

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组织举办全

国演艺博览会。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3 年全国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12.95万亿元，同比增长8.2%。

2023 年，文化和旅游部持续推进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国家网

信办共同举办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数字文化分论坛，发布 2023年文化

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案例 44 个。

加强科技创新驱动，推荐立项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 2 个，发布文化和旅游创

新研发项目和部重点实验室项目 18
项，新认定 8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建

设 12 个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

心。印发《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管

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文化和旅游标准

化工作，推动出台国家标准 5项，批准

发布行业标准15项、立项28项，推进2
项国际标准立项，覆盖旅游、剧场、

图书馆、文化馆、非遗、网络文化、动

漫等领域，涉及乡村旅游、智慧旅游

等业态评价，旅游景区、饭店、演艺

新空间、网络表演等管理服务要求，

演出设备、动漫平台等技术规范，不

断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为行业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推进中国艺

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立项国家社

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51个、部级研究

项目 53个、青年科研人才扶持计划

项目 42 个。牵头推进研学旅游规

范发展，研究起草指导性文件。实

施全国文化艺术和旅游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行动计划项目39项。

近期，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

话：悟空》火爆全球。有业内人士称其

为“流浪地球之于中国科幻电影”，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本土开发商具备

了在全球舞台上展现顶级游戏工业化

水平。

在没上线前，《黑神话：悟空》官方

账号在B站就拥有粉丝350万，一条视

频的播放量即超过5000万。

与此同时，游戏中诸多古色古香、

充满中国文化韵味的历史古迹引起人

们的极大关注，而作为最多取景地的

山西省，文旅行业随之火出圈。

游戏让古建焕发新生机

“3A”游戏是指开发成本高、开发

周期长、制作精良的游戏。《黑神话：悟

空》耗资近4亿元、历时近7年、采用了

全球领先的“虚幻5”开发引擎，无论是

静态光影还是动态特效，都能达到电

影级画质。

据了解，为能再现原著中的古建

筑，制作人员走遍大江南北，建立了中

国首个古建筑虚拟资产库，海量的历

史古刹、文物古籍被还原。在渲染时，

制作人员甚至连灰尘都舍不得抹去，

最大程度地保留东方建筑的美感。由

于细节逼真，哪怕是游戏中的一把小

壶，也被网友细究是否取材于元青花

凤首扁壶。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李

洋表示，游戏中的建筑、雕塑等生动逼

真场景，高度还原多处著名历史古迹，

游戏因古建筑的美而大放异彩，静默

的历史遗迹因游戏的热度而焕发新

生。

这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带来沉

浸式体验的场景也成了文化传播的最

好载体。

美国弗吉尼亚的游戏博主特拉维

斯说：“第一次看到一款游戏能让全世

界玩家自发地去研究每一篇书页、每

一座碑文。它带来的是一场中国文化

的沉浸式体验。”

现代数字技术正在让古建筑焕发

新生机，东南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助

理研究员翟飞表示，数字采集技术制

作的高精度文物模型，不但可以通过

触屏展示其表面纹饰、肌理，放大缩

小内部外部情况，还可以通过虚拟

复原技术，将其摆放到出土环境或

历史使用场景模型中，向参观者展

示其被发现时的面貌。这些技术成

果已经被广泛应用，未来也一定会

催生出更多的像《黑神话·悟空》这样

现象级文化产品，让古建筑文化实现

更全面广泛的传播。

山西借游戏火出圈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省古建筑

以“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时代序列完

整、价值内涵独特、地域风格显著”等

特点著称。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该省共有

古建筑2.8万处。其中，元朝以前的木

结构古建筑遗存 495 座，占全国总数

的85%；全国仅存的3座唐代古建筑全

部在山西省。

因此，山西成了游戏中取景地最

多的地方，36个取景点中山西独占 27
处。

晋城玉皇庙二十八星宿、隰县小

西天悬塑、高平铁佛寺彩塑、大同云冈

石窟、朔州应县木塔、朔州崇福寺、五

台山佛光寺……古老的建筑、彩塑、经

幢、石雕栏杆等在游戏中被高度还原，

让玩家在游戏中领略文物之美。

这些取景地不仅展示了山西省深

厚的文化底蕴，也为文旅产业带来巨

大流量。

在携程平台上，8月 20日0点至12
点，山西省的搜索热度环比前一日增长超

过10%，大同、朔州等城市搜索热度均环

比增长二成。此外，今年暑假期间，一些

寺庙类景区的订单量也出现了显著增长，

如山西小西天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236%。

美团数据显示，8月 20日，山西省

景区的旅游热度环比增长 156%，其中

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鹳雀楼景区等游

戏取景地的旅游热度增幅最高。

来自飞猪的数据显示，游戏上线

当天，山西旅游热度环比上月翻倍，其

中玉皇庙、崇福寺、小西天、铁佛寺、双林

寺等游戏取景地热度更是纷纷飙升。

事实上，近年来，游戏与旅游的结

合已经有过不少尝试。例如，2019年，

携程与网络游戏《剑侠情缘网络版 3》
合作推出过定制旅行线路；2021年，同

程旅游与腾讯游戏合作，以网络游戏

《天涯明月刀》为主题，推出芙蓉镇、张

家界、凤凰古城的串联线路。

携程研究院认为，游戏 IP可助力

打开文旅营销的新局面。首先，大型

知名游戏 IP的受众广泛、传播度高，有

助于打开目的地知名度，将线上游戏

热度转化为线下旅游热度；其次，此类

大型游戏 IP在海外具有强大影响力，

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沉浸式体验能够

逐步影响并吸引潜在的海外客户，从

而显著提升中国文化和旅游的全球吸

引力；第三，游戏 IP相关的活动和节日

可以吸引游客在非传统旅游季节访

问，有助于平衡全年的旅游流量。

科技日报讯 （记者 罗云鹏）“核电

工业旅游不仅为公众提供了独特的体验，更

对地方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拉动作用。”福建省

福鼎市文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施丽影说。

近日，全国首个核电工业旅游预约系

统正式上线，“核电工业旅游第一团”同期

发团，“硬核”资源开启文旅消费新场景。

数据显示，中国广核集团（以下简称

“中广核”）各核电基地迄今已累计迎来超

百万名公众参观。

记者了解到，由中广核联合旗下九大

核电基地所在地的文旅局共同打造的全国

首个“核电工业旅游预约系统”，分设“个人

预约”和“团体预约”两个通道，用户可在中

广核微信公众号与“硬核 Walk”小程序直

接选择感兴趣的核电基地进行预约。

全国首个核电工业旅游预约系统上线

的同时，《中广核核电工业旅游白皮书》也

正式发布。这是全国核电行业首份工业旅

游白皮书。

记者注意到，白皮书不仅包含中广核

九大核电基地的工业旅游路线图，还整合

了核电基地周边富有特色的旅游景点，通

过手绘地图结合文字介绍的形式，为公众

提供一站式旅游指南。

“这份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核电

行业在工业旅游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中

广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黄超说，“它不仅是

一份详尽的指南，更开创了公众了解核电

的全新模式，以及核电与地方融合发展的

共赢模式。”

施丽影以宁德核电站所在的福鼎市渔

井村为例，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在核电

工业旅游的助推下，2023年春节期间，该村

接待游客数量突破 3万人，实现经济创收

约500万元。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田辉宇介绍说，宁德核电自

2017年开始探索工业旅游，经过多年优化，

已同地方文旅部门联合推出了更合理、更

丰富的工业旅游线路。

中广核新闻发言人、党群工作部主任

郭新刚说，未来中广核将继续深化核电工

业旅游发展，推动电站与所在地文旅行业

深度融合，致力于为公众带来更多有趣、有

益的核电工业旅游体验。

近日，携程、途牛等在线旅游企业发布

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这些企业营业收入

和利润均实现快速增长。通过对财报的解

读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与直播方式等

正深刻改变在线旅游行业的运行模式，与

此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整个旅游业。

积极拥抱新技术

8月27日，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

局主席梁建章与携程集团高管以“数字双

胞胎”的形式出现在线上财报会议上，用人

工智能代理（AI Agent）的形象与投资人交

流，开创了财报会议先例。

今年第二季度，携程净收入 128亿，同

比增长14%；净利润39亿元，而上年同期为

6.48亿元。

数字形象充分展现了携程

对于新技术的积极态度。梁建

章称，使用AI Agent体现了对创

新以及采用新技术推动旅游业

变革的坚定承诺。财报会议使

用AI Agent，不仅使沟通更具吸

引力，也展现了该技术令人兴奋

的应用前景。

携程发布的财报提到，AI技
术正在多个维度重塑旅游业的

未来，携程将持续加大技术研

发，以 AI、大模型等技术优化产

品和服务。

会议上，梁建章还介绍了携

程应用 AI 的具体成果——两款

内容产品，分别是基于AI驱动并

融合用户搜索数据、真实评价的

“旅行热点”和口碑榜，前者为旅

行者提供全球各地旅游热点，激

发出游灵感；后者提供涵盖酒

店、景点、餐饮及夜生活等多维

度的榜单，可以给游客提供可靠

的出游参考。AI 在售后服务方

面的成效更加显著，极大提升了

客户投诉问题自助解决率，日均节约人工

客服近1万小时工作时间。

“在暑期，很多游客喜欢带着小孩来到

呼伦贝尔大草原……”途牛旅游网CEO于

敦德通过短视频介绍旅游目的地。半年内，

于敦德已发布旅游相关短视频70多条。

为顺应用户消费习惯变化趋势，途牛

正在持续加强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运

营能力和内容的创造能力。途牛方面表

示，直播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场景化的优

势，可以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今年第二季度，途牛直播交易金额和核销

金额同比增长均超过200%。截至今年5月

底，途牛直播交易金额及核销金额均已超

过 2023 年全年。直播渠道对途牛整体业

务的贡献率继续提升。

旅游市场从观光游变成精细游、深度

游、消费者的行前问题越来越多，需求越来

越个性化、定制化，马蜂窝开发了“AI旅行

助手”产品，可以基于平台沉淀的丰富数据

给予消费者建议，大大提高用户和平台之间

的沟通效率，帮助用户决策，增强用户黏度。

“对于旅游业来说，从传统的人力作业

方式进化到数智化运营模式，数字技术的

应用对整个行业发展的贡献尤为突出。”马

蜂窝创始人、CEO陈罡说。

重塑旅游业

2020 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互联

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到 2022 年建成一批智慧旅游景区、

度假区、村镇和城市；到2025年，我国的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省级及以上

的旅游度假区要基本实现智慧化

转型。《意见》强调，“要坚持技术

赋能，深入推进旅游领域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时至今日，数字技术正逐渐

成为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

今年 2月，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布首批 42 家全国智慧旅游沉

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名

单，涵盖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

街区、工业遗产、文博场馆、剧院

剧场等，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有机融

合文化创意等元素，让游客深度

介入与互动体验，形成消费新场

景。

据测算，今年“五一”假期期

间，42家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

验新空间实现消费总额超过 2.2
亿元，吸引消费者超430万人次。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

浸”，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

泛应用深刻改变着旅游行业。

“现代科技的加持，使得旅行者的视

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被全方位调动

起来，获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感受和认

知。高度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技术为野外探

险、荒野生存等历险经历提供前所未有的

真实体验。增强现实技术将数字世界、元

宇宙嫁接到现实场景，旅行者可以超越‘物

理到场’，体验魔幻、危险、刺激的现场。混

合现实技术，比如南京夫子庙夜游，将光影

图像、书法等投影到真实的环境中，生成历

史与现实交互的体验，让游客穿越时光亲

临朱自清笔下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孙宁华在《数

字技术推动我国文旅消费的新趋势》一文

中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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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国内出游人次同比增93.3%

2013-2023年国内旅游发展情况 2013-2023年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及增速情况

游客在广东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展馆了解核电站工作原理。 罗云鹏/摄

近日，由中建三局华东公司承建的大运河杭钢工业

旧址综保项目工程正式竣工。这里曾是杭州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的厂房，在保留工业历史遗存的基础上经过改

造建设成为杭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由钢铁生

产基地蝶变为面向市民的休闲文化公园。

右图为游客在大运河杭钢公园内参观游览。

左图为大运河杭钢公园景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核电工业旅游开启文旅消费新场景核电工业旅游开启文旅消费新场景

国内出游人次 国内游客出游花费 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增长速度

中国首款“3A”游戏火爆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