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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和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城乡居民对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交旅融合是实现交通功能旅游化、旅游交通便捷化和交旅产品共享化的重要方式，也是

有效激活和整合各类旅游资源的现实通道，对满足城乡居民高品质休闲旅游需求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在新发展阶段下，交旅不仅要实现深度融合，而且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二者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主要通过体制、资源、产品、科技、服务和人才等维度的深度融合来实现。促进交旅融合发展，主要有

依托交通服务设施的交旅综合体模式、依托交通道路升级的旅游目的地模式、依托交通运输工具的

旅游产品线模式、依托交通和旅游主体的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应从完善体制

机制、形成政策合力、整合资源配置、促进产品升级、激励科技创新、加快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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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问题备受
关注。2017 年，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交通运输有效供给，优
化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加快形成交通运输与
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同年 11月，交通运输
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旅游公路示范工程
建设的通知》，要求实践探索旅游公路建设经验，
为进一步开展旅游公路建设、推进公路交通与旅
游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借鉴。随着国民旅游需求的
显著增长，交通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不仅衍生出了
新的市场需求，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交通和旅游两大
产业的转型升级。 2019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加速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深化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推动
旅游专列、旅游风景道、旅游航道、自驾车房车营
地、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等发展，完善客运枢
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进交
通与旅游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交通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交旅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这标志着交
旅融合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交通运输作为人员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等空间流动的重要载体，是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旅游资源的不可移动性，旅游流的空
间位移对区域交通系统有着高度依赖性［1］，交通
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交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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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势头强劲，但纵观整个
发展历程，二者在融合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
难点，如定位不清晰、认识不到位、程度不够深、
效果不够好等，导致交通设施与旅游发展不协调、
旅游景区内部和周边交通循环不合理、交通运输
与旅游业规划联动程度不够等问题，单一化的发
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进入新发展阶段，优
质旅游产品供给不足、旅游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成为抑制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因
此，交通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要
能够为旅游者提供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基础支
撑，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有效扩大交通运输供
给，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另一方面，还需借助旅游
活动的繁荣为交通产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释放
产业活力，真正实现二者的共生共融、互补发展。

全域旅游的推进和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对
旅游业的高品质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交通产
业作为促进旅游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能够实现对
人和消费的“搬运”，从而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新
动力。交旅融合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是
实现交通功能旅游化、旅游交通便捷化、交旅产
品共享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突破“核心—边缘”发
展模式的有效途径，更是激活各类旅游资源的现
实通道。进入新发展阶段，交旅不仅要实现深度融
合，而且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在这其中深度对
接、功能提升、不断创新是关键。深入研究交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总结交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的主要模式，探索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路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交通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针对交通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

国外学者开展得较早，也较为深入。大量学者从
交通可达性的角度探讨了交通对旅游业的影响，
认为交通运输对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
直接联结了供给与需求，为旅游目的地提供了可

达性［2］。如果没有交通可达性，旅游业根本无法发
生。可达性不仅被定义为向游客提供到达目的地
的能力，而且被界定为游客在到达目的地后使用
运输服务的能力。交通可达性的因素包括交通方
式、运输网络的连接性、旅游成本等，这些因素不
仅影响着游客在途中的感知，而且影响着旅游目
的地的吸引力。交通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是多维
的，涉及交通成本变化对旅游业发展及其空间格
局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如何增强旅游目的
地的吸引力以及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交通
方式变革对旅游行为及其空间模式的影响、交通
网络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3-6］。

国内对交通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交通对旅游经济、旅游生产率的影响，
以及交通与旅游消费的关系等方面。交通设施对
旅游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的交通设施
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尽相同。铁路设施
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但二级
公路、民航航线、一级公路、高速公路和内河航道
设施均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
响 ［7］。 交通对旅游业效率的改进有着直接的促进
作用。罗金阁等基于引力模型测算和分析了粤港
澳大湾区铁路交通运输网络通达性和区域旅游
经济的关联度。他们的研究表明，交通网络结构
及其通达程度对提升区域旅游经济效率至关重
要［8］。还有学者对我国各区域旅游发展综合水平
进行了测度，发现旅游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水平
有较大的驱动作用 ［9］。影响旅游消费的因素很
多，居民收入和消费者行为是最基本的因素，但
交通条件的改善对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容忽
视。 姚红的研究证实，高铁开通既能够扩大旅游
产品的供给，又能增加居民出游的机会，从而扩
大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规模。随着我国交通条件
的不断改进，其旅游消费赋能效应还将不断凸
显［10］。

（二）交通与旅游系统的联系
研究交旅融合发展，树立系统思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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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发展旅游交通看作一个系统，而不是服务旅
游业的单独的个体。正如傅云新所指出的那样，
交通是为旅游者提供其在常住地与目的地之间
和旅游目的地内部的空间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交通和旅游是国民经济中密
切相关且互为促进的两个领域，二者拥有相互利
用的资源要素，且都具备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方
式转变的重要特征［11］。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
导条件。构建起较发达的交通网络系统对优化资
源配置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旅
游系统是经济社会系统重要的子系统之一，与交
通系统密切相关。在保继刚和楚义芳看来，交通
发挥着连接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也会影响旅游者出行决策和对旅游目的地的满
意度，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12］。王新越等则
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更推进了一步，他们运用动态
因子分析法研究交通运输和城市旅游经济的关
联强度，发现旅游交通因子是我国主要旅游城市
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子之一［13］。总体来看，旅游
交通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旅游
交通是旅游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重要的旅游吸
引物，直接影响了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者的旅游体
验质量。而且，二者有不少共有的功能属性，比如
交通运输和旅游产业都具备就业增收、扶贫减贫
等功能，在服务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增
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任务
近些年，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交通条件的

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休闲时间的
增加，我国旅游需求持续增长，交旅融合的深度
和广度有了明显提高。新技术驱动所产生的影响
交通与旅游业变化的新因素、新模式与新业态，客
观上对交旅融合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与实践需
求。在此背景下，以交旅融合为背景的学术研究
逐步增多。有学者提出了交旅融合研究的三个主
要任务：科学认知旅游出行与交通活动的时空规
律及其经济地理基础；合理规划与建设旅游交通

基础设施、组织旅游运输服务，以有效满足旅游
出行需求；科学认知交通运输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促进交通与旅游协同、融合发展［14］。此外，还有学者
从微观视角探索了交旅融合发展问题，主要包括
交旅融合视角下的旅游公路建设 ［15］、服务区建
设与发展模式［16-18］、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设计［19］、大
数据应用［20-21］、高铁与旅游协同发展［22］。

（四）相关文献评述
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有关交通产业与

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涉及比较广泛，尤其是交通
对旅游业的影响、交通运输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
旅游对交通方式的选择等方面有较多研究，在很
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比如，都认识到交通和旅
游是紧密关联和互为促进的关系，二者拥有相互
利用的资源要素，且都具备拉动内需、促进经济
方式转变的重要特征。从共有的功能属性来看，
交通产业和旅游产业都具备就业增收、扶贫减贫
等功能，能够服务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
增长。但对交通运输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规律、
人文环境下交通运输对旅游地域系统的作用机
制、交通运输对旅游需求时空变化的响应机制、
交旅融合发展背景下旅游线路与产品设计、交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等研究
还较少。我国地域广阔，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以及
文化、民族和风土人情等人文环境地域差异较为
显著，具有典型的区域异质性，关于如何开展交
旅融合的差异化研究与相关政策设计，学术界的
相关研究还比较缺失。随着我国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
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二者转型升级的新
趋势。 因此，深入探讨交旅融合的理论机理、模式
与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内在逻辑

（一）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析

1.交旅融合的内涵与特征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趋势，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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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推动下产业之间交
叉渗透和互为影响，最终形成了新产业、新领域
和新业态。交旅融合则是指交通和旅游要素之间
在技术进步、设施建设、产品开发、空间优化、运
营管理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相互渗透、交叉汇合或
整合重组，彼此交融而形成的协调共生现象与过
程。此外，交旅融合还包括理念融合、技术融合和
功能融合等方面，有助于实现交通拓展旅游空间、
旅游带动交通转型的双赢发展局面。交通和旅游
的融合发展作为一种动态优化的过程，能够在实
现交通和旅游业态创新、功能升级、产业转型的
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市场需求，实现消费水平和
规模的扩大。交旅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全国许多地
区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交旅融合一般通过对交
通运输的提质升级、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市场
要素的优化配置、交旅融合的产品开发、服务水
平的综合提升等形式实现，以形成“1+1>2”的复
合叠加效应。

随着交旅融合的不断深入，交旅融合的特征
也更加清晰，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速达性。
交旅融合发展意味着旅游者从所在地到达旅游
目的地的交通运输条件不断改善，进出旅游目的
地更加通畅高效、快捷便利，既为旅客提供多选
择性的交通组合产品，改善出行质量，提升旅游
者的幸福度，又有助于提高交通部门和旅游行业
经济效益。二是拓展性。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延
伸、交通工具的日益丰富和旅游交通条件的日臻
完善，旅游者的旅游半径必将不断拓展，对拥有
丰富旅游资源但交通不便的地区有着深刻的影
响，可直接推动区域旅游快速发展。三是可融性。
可融性是指交通与旅游属于不同产业，但又有许
多相通性。比如，都需要空间移动，都是典型的流
量经济。正是两者的共同特性，使得两者具有天
然的“可融性”，两者在融合渗透的过程中，必将
不断衍生出新的旅游交通产品和产业业态。

2.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关键
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交旅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当前，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交旅融合发展，取
得了初步成效，未来的着力点是如何实现交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那么，什么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呢？我们认为，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通过交
旅融合所形成的“1+1>2”的复合叠加效应，实现
交通功能旅游化、旅游交通便捷化和交旅产品共
享化，推动交通和旅游产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并带动相关产业和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通过交通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不
仅能够促进交通运输业提质降本增效，带动沿线
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能够深化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极，最
终实现两大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二者的协同高
质量发展。

交旅融合的目的在于实现多产业和多业态
的整合，即在旅游需求的引导下，充分整合双方
资源，有效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发展路衍
经济的同时，服务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
带动区域经济的显著增长。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深度对接。交旅融合不是交通和旅游简
单的要素叠加，而是一种互动的资源整合，是要
通过系统内部的耦合关系促成两者产生“化学反
应”，从而达到“1+1>2”的集聚效果。欲实现这一
目标，首先要厘清交旅融合“融什么”的问题。基
于产业融合理念，产业间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
一产业内不同行业相互交叉与渗透，最终融为一
体且形成新产业或新业态的动态优化过程。交旅
融合是系统性多元方式的交融，包括交通和旅
游在理念、技术、产品、功能、空间、服务等多方面
的融合。其次，我们面临的是交旅融合“如何融”
的问题，即以何种渠道融，以何种方式融。在基
础设施、运输服务和管理服务三个方面促进交旅
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出交通设施、交通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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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媒体与旅游融合的三种模式。基于此，才能
科学地回答如何促进交通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
度对接，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促进交旅深度
融合发展。

二是功能提升。旅游功能结构系统包括旅游
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交通。旅游交通作为
连接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的重要纽带，是游
客实现高质量旅游的重要前提，应当将旅游交通
作为旅游产品来考量，从而满足快进慢游的需求。
因此，交旅融合的关键还在于二者功能的同步提
升，表现为旅游业能够通过其强大的延伸产业链
功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关联发展，交通运输则通
过其对旅游空间格局、资源开发、游客偏好以及
旅游经济等方面产生影响，实现融合发展。对于
现在的交通系统而言，除了具备传统的交通运输
功能、接待服务功能外，还应增加民生功能、拓展
产品功能、延伸文化功能等，形成独具地域特色
的复合功能型交旅融合产品，最终实现从原来的
单一交通功能向综合旅游功能的转变。此外，完善
的交通枢纽网络也是汇集旅游流的基础，因此，
还应对交通枢纽功能进行系统性的提升，既要
借助枢纽功能实现对周边旅游的控制力，又要能
使目的地与枢纽功能融合发展。

三是推陈出新。交旅融合，贵在摒弃传统思
维，勇于开拓创新。在数字经济、新基建转型和智
慧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是引领交旅融合发展
的第一动力。然而，现有的旅游公路、旅游风景
道、旅游服务区、旅居车营地、交旅融合文创产品
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能够在特色、功能、价值、
核心吸引物上有创新的交旅融合产品较少，尤
其是一些交通道路的封闭性过强，对沿线土地的
利用率不高，存在路衍产业开发率低、服务品质
不高等问题。同时，大多数服务区、休息驿站等仍
处于较为传统的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经营业态单
一、商业布局简单等问题，忽视了大众在旅游途
中的体验感，难以满足人们高品质、多样化和个
性化的旅游需求。因此，还需不断创新交旅融合

的发展模式，强调交旅融合的思维创新、理念创
新、体制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人
才创新等，注重打造具有吸引力的交旅融合产品、
业态、模式，以实现交旅融合新的突破。

（二）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交通和旅游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旅游业的发展又
会进一步要求更高品质的交通服务，交通产业与
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从
旅游角度来看，一方面，交通是旅游六要素的必
备要素之一，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交通
可达性会对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客流量以及经
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交通本身也可
以作为旅游景区、景点，吸引旅游者。交通产业与
旅游产业若想实现高质量的融合发展，必须具有
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主要通过体制、资源、产品、
科技、服务和人才等维度的融合来体现［23］。其中，
体制融合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包括交
旅融合运行机制、交旅融合发展规划、交旅融合
法律政策体系等；资源融合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包括交旅融合资源的类型、数量和等
级，其中产业融合是资源融合的核心，包括上下
游产业链的覆盖程度、“交旅+”新型产业业态的
打造等；产品融合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主体，
包括产品供给的目标，现有产品的丰富度、个性
化、特色化、创新化程度；科技融合是交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包括交旅融合的信息化程度，对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普
及和应用程度等；服务融合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的过程，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运
输服务功能、管理服务水平等；人才融合是交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包括交旅从业人员的数
量、比重、学历、行业从业年限等（见图 1，下页）。

三、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模式

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将交通线
路与旅游线路、交通设施与旅游设施、交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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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资源、交通站点与旅游景点、交通主体与
旅游主体等多方面进行深度融合，从而形成交旅
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模式
主要包括：依托交通服务设施的交旅综合体模
式、依托交通道路升级的旅游目的地模式、依托
交通运输工具的旅游产品线模式、依托交通和旅
游主体的融合发展模式。

（一）依托交通服务设施的交旅综合体模式
交通服务设施是满足游客交通需求、促进地

方旅游经济增收的重要抓手，主要包括服务区、公
路驿站、慢行驿站、观景区等。随着旅游休闲、文
化传播、商品展销、高端食宿等功能的融入，交通
服务设施不再仅是解决观景、停车、加油、餐饮、
卫生间等基本功能需求的场所，而且变成一个个
小型的交旅融合综合体，能够为游客带来全方位
的旅游体验。以服务区为例，“服务区+旅游”的发
展模式取决于服务区及线外用户的需求，包含了
旅游服务、餐饮住宿、商业购物、休闲娱乐、文化
展示、接驳集散等一系列拓展服务和延伸服务
功能［24］。在距离“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
风景区仅 7 公里的武夷山服务区，除设有餐饮、
购物、休闲等区域外，还设有采摘园、户外拓展基
地等，是集“高速+生态休闲+度假购物+自驾车

营地”于一体的旅游型服务区［25］。浙江桐庐服务
区作为杭千高速公路的主要服务区，被誉为国内
首个最美高速公路旅游休闲服务驿站，服务区内
专门设有女性停车位、残疾人停车位等无障碍设
施，还能提供旅游咨询、送货到车边、上网茶吧
等 20 余项便民服务。秦岭隧道群之间的秦岭服
务区，更是变身历史文化景观，向人们展示了蜀道
的发展历史，诠释了文化、旅游和交通融合的深
刻内涵。通过从基本服务向多样化服务的逐步
拓展，依托交通服务设施的交旅融合综合体模
式，为提升公路附加值、创新旅游空间提供了新
的方式，这是市场环境下的商业选择，也是满足
游客多元化、高品质需求的重要手段，更是加快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依托交通道路升级的旅游目的地模式
作为交旅融合的重要载体，交通道路升级除

了能够满足旅游者在途中的体验感外，还能将原
有的通道变成旅游风景道、自驾道等，形成以交
通方式和设施为主要体验方式和目的地的旅游
形态，比如美国 66 号公路就是将公路本身作为
体验对象，而将行驶过程作为旅游目的的典型案
例［26］。就旅游风景道而言，其生态环境、森林植被
覆盖率和空气质量能够为人们提供各式各样的

图 1 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简要逻辑关系

人才融合

（支撑）

服务融合

（过程）

科技融合

（手段）

产品融合

（主体）

资源融合

（基础）

体制融合

（保障）

交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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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场景，通过将其沿线的各类资源、线路
和产品有机相连，打造新型旅游目的地，从而促
进旅游传统业态的转型升级［27］。以四川乐山大渡
河旅游风景道为例， 它将大渡河沿线的旅游资
源、佛教文化与水路、公路、铁路等交通道路联系
在一起，通过文化体验与旅游空间的有机整合，
形成了参佛、拜山、渡河于一体的交旅融合目的
地。同样，杭州千岛湖环湖骑行风景道通过将沿
线所有景区和旅游特色村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
串联的方式，融合了全域旅游各类业态，并依托
观景平台、骑行营地和精品民宿等配套设施，吸
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此外，被称作“此生必驾”公
路的 318 国道，集雪山草原、湖泊冰川的壮丽美
景和东西汉藏、南北羌彝的人文历史于一体，依
托其开放式的旅游资源，将现有道路从单一的交
通项目升级为具有市场认知度的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依托交通道路升级的旅游目的地模式的关
键在于，基于差异化的道路景观并依托现有的交
通线路进行各类旅游服务功能的创新，将小众的
自助游、自驾游目的地，转变为面向大众市场的
旅游目的地。

（三）依托交通运输工具的旅游产品线模式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要强

化交通网“快进慢游”功能，支持红色旅游、乡村
旅游、度假休闲旅游、自驾游等相关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健全重点旅游景区交通集散体系，鼓励
发展定制化旅游运输服务。近年来，随着游客旅
游需求的不断提升，交通运输服务业也愈发向品
质化、多元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游客的在地消
费更多地拓宽到在途消费，以点对点形式为主的
传统接驳工具逐渐演变为集“食住行游购娱”于
一体的综合旅游体验空间，专列客车、观光巴士、
邮轮等旅游交通创意产品应运而生［28］。以专列客
车为例，穿过粉色桃花海远眺长城的北京S2线
可谓此类模式的典型，被誉为“开往春天的列车”，
极具市场吸引力。同时，开行于四川成都的“熊猫
专列”，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研学旅游于一体，

不仅能够畅享娱乐服务，还能专享主题文化餐厅，
体验用模拟灯光打造的沉浸式夜空。 2021年浙
江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的《浙江省水运发展“十四
五”规划》中也提到，要推进“内河+旅游”的融合
发展，丰富完善水上客运旅游产品，创新交通与
经济融合发展模式。基于此，杭州西溪湿地、千岛
湖、钱塘江、富春江等多地推出了“游船夜游+沉
浸式演出”的新模式，在原有单一的游船夜游基
础上，加入不同于传统的剧场定点演出，打破
了游船空间概念，打造出水上交旅融合的新兴产
品。此外，重庆“黄金 5号”邮轮也推出了都市夜游
项目，涵盖餐厅、影院、客房、购物街、健身房、剧
院、儿童游乐场、直升机停机坪等设施，不仅能够
在江上欣赏洪崖洞的灯火及两岸风光，而且能
品尝重庆美食，体验多样化的娱乐设施，刺激游
客多重消费，成为独具特色的交旅融合创意产品。
此类依托交通运输工具的旅游产品线模式，能
很好地将旅游消费场景与公共交通融合，通过发
掘具有吸引物价值的公共交通线路项目和产品，
将运输过程变为旅游过程，将“途旅分离”变为
“途旅一体”，有效推动“交通线”引领“风景线”，
实现“诗和远方”的完美结合。

（四）依托交通和旅游主体的融合发展模式
随着交旅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入，交通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主体之间也开始呈现融合发展的态
势。具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交通主体与旅游的
融合。一些汽车制造企业、物流服务企业开始逐
步进军旅游业，通过设立专门运营和管理交通旅
游产品的机构，拓展新兴发展领域。例如，铁路工
程建设集团成立了专门投资运营旅游业的公司，
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通过与牡丹江市的合作，建设了一批精品汽车营
地，开通了镜泊湖直升机低空观光等项目，在丰
富旅游业态、增添特色体验的同时，形成了集旅
游观光、休闲度假、自驾体验、户外运动于一体的
生态旅游产业链。二是旅游主体与交通的融合。
以在线旅行社、旅游景区为主的旅游主体开始大

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 117



力开发交旅融合产品，在便利游客出行的同时，
丰富市场供给，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十四五”旅
游业发展规划》中提到，要推动停车场、旅游集散
中心、旅游咨询中心、游客服务中心、旅游专用道
路等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基于此，同程旅
行开始加速布局智慧交通领域，利用智能技术持
续开发慧行系统，为游客破解出行“痛点”。三是
交通主体与旅游主体的相互融合。双方以成立交
旅集团的方式，将原有单一形式的交通投资集团
和旅游投资集团，通过战略转型升级为交通旅游
投资集团，比如重庆交旅投资集团、遵义交旅投
资集团等。通过双方优势资源的整合，加速交旅
融合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推动一系列交旅
融合产品的打造，促进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功
能的整合，全面推动交通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
发展。

四、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略

推动交通运输和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已成为业界共识，但二者高质量融合问题不能只
停留在理念和构想上，而是要找准切实可行的实
施方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推动交旅融
合发展的政策合力，多管齐下，全力实现其预期
目标。

（一）理顺体制机制
现阶段，交通和旅游融合体制机制仍存在一

定程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发展内容、发展方式
和发展主体的差异。交通运输向旅游产品和服务
转化的体制机制仍存在障碍，包括航空运输工具
的飞行空域、航线的前置审批问题，自驾车房车
露营地的用地问题等。因此，体制机制的完善与
磨合是实现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一
是建立健全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运行机
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在顶层设
计上持续发力，规范交旅融合的发展秩序，保障
二者可持续发展。二是持续推进交旅融合的体系
建设，将交旅融合作为新发展引擎，融入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统筹脱贫攻坚，强化
交通产业与旅游产业在市场、产业、资源、技术等
多方面的深度融合。三是推动交旅规划与其他发
展规划的有机衔接。积极推进交通运输规划、旅
游发展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等的相互嵌
入，实现多规合一，从而化解制约交旅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因素，实现二者高质量融合发展。

（二）整合相关资源
交通拥有的资源是“物”，旅游拥有的资源是

“人”，“人”和“物”的融合是高质量交旅融合的前
提。通过将各类资源有效整合，不仅能够实现交
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而且能促进地方经济和相
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是构建互联互通的旅游交
通体系。建设跨区域骨干公路网，结合县乡公路
改造工程，提高乡村公路等级，推动支线机场之
间“支支互联”，强化城市间快速联通。二是实施
“景区景点通工程”。大力建设旅游环线交通游览
体系，加强内部道路建设，全力提升通往各景区
（点）的道路质量，努力减少断头路，强化集散中
心与重点旅游景区之间的联系，以及景区与景区
之间的联系，鼓励和引导公路客运企业开辟通往
景区的旅游专线。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旅游客
运市场的监管，积极引进域外资金或有实力的旅
游客运企业。三是交通产业要以更多元、更开放的
理念助力旅游消费，为游客构建更加舒适畅通的
“快进慢游”网络，盘活路域资源，创新消费形式，
打造路衍经济。四是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交
通遗迹，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蜀道”“京杭
大运河”等，实现科学与创新相结合的保护、利
用、传承和弘扬，为创新交通旅游产品、促进二者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四是通过实施“交
旅+”战略，有效推动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通过
找准产业结合点，在推进高铁旅游、服务区旅游、
房车旅游、游艇旅游、邮轮旅游等已有的交旅融
合发展业态提质升级的基础上，开发兼具二者特
色的新业态，打通上下游产业链，通过交通旅游与

国民经济 NATIONAL ECONOMY118



制造、物流、文化、体育、农业、康养等相关产业的
融合，催生新的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以珠江为例，应通过将其码头岸线资源、港口
配套资源等交通资源与沿线的红色教育基地等
红色旅游资源相结合，充分发挥其港口文化、海
丝文化等优势，在打造沉浸式红色旅游体验的同
时，进一步推动邮轮、游艇的联动发展。此外，就
资金资源而言，交通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各类市场
主体可以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创新项目投
资模式，破解资金筹措难题，为实现交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三）促进产品升级
目前，交旅融合的产品开发仍存在定位不明

确、地方特色不突出、规划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例如，在
旅游公路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或规划部门对
当地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不够，定位
不明晰，规划设计理念较为固化，导致交通运输
公路在建设时缺乏地方特色，与沿线的旅游景
观、历史文化等不相匹配，缺乏吸引力。为此，一方
面，要明确优质旅游产品供给的不同目标。面向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的国内游客的优质旅游产品
和面向国际大循环背景下的入境游客的优质旅
游产品供给是不同的，通过交旅融合所实现的文
化传承和文化传播也对应着不同的要求，对于具
有重要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交通遗迹遗
存，应当进一步推动交通文化发展与交通精神
的传播。另一方面，应当深度整合交通运输与旅
游资源，促进交旅融合产品的提质升级。交通产
业在发挥承载、运输作用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
创新创意优势，将交通资源转化为交通创意，深
入挖掘地方特色。就旅游公路而言，应当在遵循
交通和旅游各自规律的基础上，打造集交通运
输、旅游体验、生态景观、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创新型交旅融合道路，深度串联各地优质旅游
资源，建立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环线，推动交旅
融合产品升级。就旅居车营地、旅游驿站而言，可

以将其打造成为高品质的区域性旅居车网络，开
发具有通达性、娱乐性、教育性等复合功能的交
旅融合产品和路线。就低空旅游而言，在注重旅
游观光的同时，还应加入研学、运动体验等主题
产品的打造，加速低空旅游与休闲度假、野外探
险、农林观光、婚礼庆典等业务的跨界融合，有效
提升低空旅游产品的消费者黏性。通过实现交旅
产品的创意融合与提质升级，形成一批具有高知
名度的交旅融合品牌，示范带动交旅融合的高质
量发展。

（四）推动科技创新
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等新兴技术

的不断发展，以及以智能、融合融通为特征的新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深刻地影响了交
旅融合的发展［29］。然而，现阶段交旅融合仍存在
数据未共享、智能化程度不高、缺少智慧决策支
持平台等问题。因此，以科技创新赋能交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成为应有之义。为此，一要建立交旅
融合大数据中心，实现基础地理信息、交通基础
数据、视频监控数据、环境信息、景区信息、游客、
事件的融合，破解智慧化服务与信息孤岛的矛盾。
就游客而言，可以通过计算分析其交通需求、客
源地信息等，实现旅游交通的精准服务。 就景区
而言，通过将交通和旅游两大行业的数据融合，
能够实现景区接驳运输监测、交通态势分析、周
边道路态势监测，提升景区周边道路运行情况的
监测、保障和信息服务水平。比如，可以利用大数
据，实时发布景区游客人数、景区游客舒适度指
数等，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二要打造交旅融合数
字化平台。通过建立涵盖旅游资源信息服务、全
景漫游展示、环境动态监测、智慧出行、智慧泊
车、无人机监控等子系统的交旅融合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推动“数字平台出游网”建设。三要通过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技术加持，快速布
局智慧交通领域，让远方更易抵达。通过推动智慧
交通行业在公交、枢纽、停车、车辆监管、道路数
字感知等方面的应用，提升交通运输数智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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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技术下沉”推动欠发达地区、乡村地区汽
车票的数字化，提升支付方式的多样性和出行轨
迹的可追溯性，打通更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四要通过发挥智慧产业的牵引作用，将传统的高
速公路、铁路等与仓储物流、乡村旅游、产业扶贫
等融合，形成轻资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
“新基建+新消费”的发展新模式。

（五）提升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是交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一是做好交通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配套设施建设。一方面，
构建高效率的“快进”网络。提升干线公路的技
术等级和路况水平，充分发挥对沿线景区景点的
串联作用，优化高速服务区、旅游驿站等的服务
配套设施。持续推进航空运输服务创新，提升个
性化服务水平，优化旅客体验，增加航空旅行的
吸引力。另一方面，构建高品质的“慢游”系统。根
据沿线自然景观、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和旅游资
源，打造集畅通、体验、娱乐、运动、康养、文化于
一体的复合型交旅融合线路。注重对沿海、环山
等地公路建设，加强对自行车道、步道等慢行设
施建设，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乡村旅游线路建设，
提高农村公路网密度和通达深度。二是充分拓
展交旅融合的运输服务功能。根据旅游业的实际
发展需求，优化配置旅游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客
运班次，加强服务景区客流的公共交通运输组
织。例如，强化城乡之间客运线路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旅游服务质量，开发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族
特色线路，增添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专线和旅
游班车，支持闲置客运巴士向旅游专车的转型升
级。同时，注重交通站点的有序衔接，构建层次分
明的交旅服务网络。三是提升交旅融合管理服务
水平。通过建立共享的交旅融合信息服务平台、
数据收集系统和智能指挥中心等，实现对旅游客
流在流量、流向、流质、流效等多个方面的有效管
理，加强部门间协作，做好旅游安全工作，完善网
约车管理，多渠道丰富“最后一公里”出行方式供

给，共同解决好游客出行可能遇到的难题。同时，
健全并完善交旅行业的服务监督机制与评价模
式，打造宜居宜游的交旅融合高质量服务网络。

（六）加快人才培养
交旅人才的培养是引领交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应优化顶层设计，通过推
进学科建设、调整专业设置、引进教育新理念、革
新教学方法、搭建人才集聚高地等方式，从政策
层面打破交通人才和旅游人才培养各自为政的
现象，为交旅人才培养提供行动指导。同时，还应
拓宽培养渠道，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注重资源共
享。另一方面，应当注重交旅实践平台的打造，鼓
励建设交旅融合创新创业基地、交旅融合研学
基地、交通和旅游产业学院等，开展交旅融合创
意策划大赛、交旅融合论坛等竞赛或项目，在提
升专业能力的同时，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随
着时代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交旅融合人才需求的
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一要
强调积极向上的素质要求。在推动交通强国和旅
游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提升交旅人才的思想政治
素养显得尤为必要。交旅从业者应当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强调自身服务意识、强化
自身抗压能力，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增强自身责
任感与使命感。二要强调综合型知识要求。既要
掌握交通产业和旅游产业宏观层面所需的基础
性专业学科知识，又要提升跨学科知识掌握能
力，加强交通、旅游、文化、体育等不同专业间相
互渗透与联系，掌握多学科视野，打通专业壁垒，
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复合型交旅人才。同时，
还应加强语言能力的提升，注重国际型人才的
培养。三要关注新技术运用能力要求。随着科技
的不断发展，交通和旅游领域对新兴科技的应用
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对交旅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要在深刻把握交通和旅游领域关键
技术要素的基础上，提升对新技术、新业态的掌
握能力，如视频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创新策
划能力、新技术运用能力等。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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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XIA Jie-chang LIU Yi-ju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and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mass tourism,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tour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functions, the convenience of tourism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haring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products.
It is also a realistic channel to effectively activate and integrate all kinds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satisfying the high-quality leisure tourism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should not only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but also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s, resources,
products,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talent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there are mainly four modes which are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complex relying on
transportation service facilities, tourism destination upgrading of transportation roads, tourism product line
of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subject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we need to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m policy synergy, integrat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e product upgrading, stimul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peed up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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