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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旅游业需要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 
 

夏杰长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十四五”

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主要任务、重大工程和保障措施等，明确提出“旅游业体系更加健全，旅

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度不断提高，大众旅游深入发展，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不断提高”等要求，对高质量推进我国旅游业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高质量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需要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着力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深入推进大众旅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从世界旅游市场中的寂寂无名，逐渐成

长为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人们参与旅游活动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组团旅游为主逐步过渡到自助旅游为主，再进

入到散客为主的大众旅游时代。大众旅游时代的来临，人们出游次数会将不断增加，旅游消费将

向“多样化、特色化、休闲化、个性化、品质化”转型升级，寻求独特的旅游体验。这就需要我

们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推出

更多定制化和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和旅游项目，夯实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旅游的通

达性和便捷性。 

    二是以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优质高效发展。实施旅游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战略，完善旅游产业

“云、网、端”基础设施，打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计算”数字链条，推进旅游

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培育云旅游、云直播，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鼓励定制、体

验、智能、互动等消费新模式发展，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新场景。此外，要加快弥合城乡之间的

数字鸿沟，为促进乡村旅游业大发展创造技术条件。 

    三是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以红色旅游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高度重视发展红色旅游，

特别注意红色精神的时代价值，深挖精髓要义，让红色资源释放更大的活力与动力，尤其要完善

红色旅游产品体系，促进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生态旅游和运动体验旅游等融合发展，

不断延伸红色旅游的产业链和挖掘红色旅游的价值链，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又造福

当地居民，提升红色旅游发展活力。 

    四是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既需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也需要创

新供给模式，改变政府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中既是生产者又是供给者的角色，特别是要激活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建设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政府与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多方发力支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大众旅游时代，尤其

要重视旅游安全体系建设，文旅部门要实现与各级旅游应急指挥中心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

协同联动，高效对接，全面提高旅游安全监控和应急指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