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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8—2021年四川省15个地级市和重庆市面板数据，对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探究

文旅融合的时空分异特征和空间演进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成渝地区文旅融合的内外因素。研究发现：文旅产业

融合度整体处在严重失调阶段，融合水平两极分化，成都、重庆显著领先于其他14市；文旅产业融合度在时间上呈

现缓慢增长态势，空间上区域一体化趋势较弱，“虹吸效应”突出，“马太效应”凸显，城市间不存在“追赶效应”，高融

合度城市融合增长更快，空间关联性呈现下降态势；旅游产业相关要素相较于文化产业要素具有更强的促融合作

用。因此，为更好地推动成渝地区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应强化落实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聚焦重大项目牵引和文

旅数字技术应用，深入实施差异化应用措施，创新文旅深度融合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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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也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文化优势是最根本、最核心、最持久的竞争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要担当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十

三五”以来成渝地区发展驶入快车道，已经成为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创新和

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也有了

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

大决策部署，以及川渝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规划的布局实施更是加快了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

合的进程，要求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

推动文旅融合，激发新动能、形成新优势。因此，在

新的发展阶段下厘清成渝地区文旅融合发展趋势，

进而科学分析文旅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探寻新时

期成渝地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路径，

对进一步助推成渝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文旅融合是当前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国内外学者关于文旅融合研究的涵盖面较广，

相关研究数量呈逐年增加态势。现有研究一方面

是围绕文旅融合的理论探讨，包括文旅融合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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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融合模式和发展机制等。文旅融合既是文化

旅游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程锦

等，2011），也是文化资源旅游化开发的过程（刘睿，

2015；张朝枝等，2020）。文旅融合并不是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简单的相互叠加，是产业内外作用力通

过相互作用、调整与反馈促使文旅产业协同的动态

平衡演进（赵嫚等，2022），也是从资源到产品、产业

的多内容融合（Brown，et al.，2000；程瑞芳等，

2020），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特点采取不同的发展模

式和发展路径（田志奇，2019；程锦等，2011）。另一

方面是聚焦文旅融合的相关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

文旅融合测度、融合影响因素、融合效应分析等内

容（Azmi，et al.，2016；Connell，2014）。分析区域的

选择上主要以全国、省级行政单位为主，研究方法

多是采用指标体系、耦合协调模型等非回归的方法

进行耦合协同的研究（殷为华等，2022；翁钢民等，

2016）。部分学者也利用固定效应等回归方法探究

了产业融合对产业绩效、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程瑞芳等，2020），认为文旅融合可以促进

产业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和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提高城市形象（Buhalis，2015）。然而已有成果

对于区域层面文旅融合的研究较为有限，研究内容

较少关注文旅融合的有机过程，尤其忽略了文化和

旅游互动融合过程的动态演变，对其研究有待进一

步深化。

成渝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文旅协同发展集群，

具有明显的巴蜀地域文化特征，但文化和旅游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较为突出，进一步厘清区

域内文旅融合发展进程中暴露出的不平衡、不充分

的深层矛盾，找到影响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因

素，着力破解文旅融合的要素配置瓶颈和区域协同

政策难题仍需要更多地深入探讨和实践验证。自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以来，相关话题已逐

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文旅方面的已有研究主要

聚焦红色资源开发、旅游景区合作、城市旅游合作

以及促进区域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等方向，以文化

资源辨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城市文旅协同为主

（尹伟等，2022；马衍明等，2022），研究方法偏向于

定性描述，对于全区域层面文旅融合定量与定性结

合、产业与空间结合的研究较为有限，更具实践性

的政策建议不足。

以上不同视角的文旅融合理论与应用的探索

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和有效借鉴，但与文旅

融合的发展实践和引导区域发展的急迫需求相比，

现阶段对于跨区域、中观视角文旅融合的量化研

究、动态演变分析等方面的阐释仍有广阔的探索空

间和很强的研究价值。成渝地区作为重要城市集

群之一，对其文旅融合进程开展深度剖析尤为必

要。鉴于此，本文基于文旅融合水平的测度，对成

渝地区文旅融合的发展现状、动态演变、空间演进

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探索了中观文旅产业

融合的特点和规律，并基于研究结果进一步探讨了

契合该地区的文旅协同提升方向，以期为成渝文旅

的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建议，丰富现有

文旅融合研究的内容，助推成渝地区文旅融合发展

向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提升。

二、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时空分异特征

时空分异是指通过时间序列数据，纵向比较成

渝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子系统以及耦合度、融

合度的时序变化和空间分布变化。为了全面分析

文旅产业的时空特征，时序变化按照均值时间演变

趋势进行分析，空间分布选取截面文旅融合度绘制

了成渝地区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度空间分布图。

1.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依据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确定的空间范畴①，研究对象

具体包括重庆、成都、自贡、绵阳、泸州、乐山、宜宾、

遂宁、南充、达州、眉山、资阳、广安、内江、德阳及雅

安共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同时，基于数据的可得

性以及指标的科学性，借鉴既有文献（赵嫚等，2022；
于秋阳等，2022；洪学婷等，2020），以2008—2021年

为研究周期，选取文化以及相关产业机构数（个）、文

化以及相关产业从业人数（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

量（万册）、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元）、专利授权数（件）、文化从业人数占全市从业

人数比例（%）、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7个测

度指标来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选取公路游客周转

量（万人）、文化、体育和娱乐从业人员（万人）、星级

饭店个数（个）、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旅游外汇收入

（亿元）、国内旅游人数（万人）、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等7个测度指标来衡量旅游产业的发展。数据主要

来源于2009—2022年省级以及各市（州）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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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21 年统计公报，CEIC 数据库以及政府网

站，缺失数值采用插值法补齐，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对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具体测

算方法参照赵嫚、王如忠一文（赵嫚等，2022），评价

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度、融合度（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耦合度

C=0
0＜C≤0.2

0.2＜C≤0.4
0.4＜C≤0.6
0.6＜C≤0.8
0.8＜C≤1.0

耦合等级

无耦合

低度耦合

中低度耦合

中度耦合

中高度耦合

高度耦合

融合度

0.90＜U≤1.00
0.80＜U≤0.90
0.70＜U≤0.80
0.60＜U≤0.70
0.50＜U≤0.60
0.40＜U≤0.50

融合度等级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融合度

0.30＜U≤0.40
0.20＜U≤0.30
0.10＜U≤0.20

0＜U≤0.10
U=0
—

融合度等级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严重失调

极度失调

无融合

—

2.时序变化特征

根据上述指标，分别对成渝地区2008—2021年

的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指数、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指

数、文旅产业耦合度与融合度进行了测度，整理后

如图 1所示。整体变化视角上，成渝地区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耦合度波动幅度较小，融合水平不高；

文旅产业融合度呈现缓慢提升态势，由2008年的高

度失调阶段进入到 2019年的中度失调阶段。虽然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文旅产业发展遭受重创，导

致文旅融合度在 2020年和 2021年存在一定回落，

但是区域整体融合向好趋势依然存在。同时，结合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可以看出，随着

近年来国家对文化发展的重视与保护以及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成渝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文旅融合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

升，但旅游发展整体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

源的活化利用不充分、不完全的情况长期存在，这

可能是现阶段成渝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加强旅游产业的文化资源

利用，加深旅游资源的文化元素植入是未来一段时

间促进成渝地区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

城市层面文旅融合水平分化明显，内部差异较

大，可以看出较为明显地分为两个层级（见图 2）。

第一层级文旅融合水平较高，明显高于区域文旅产

业融合度均值，包括重庆、成都两市。其中，得益于

重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

成渝地区文旅融合的时空分异特征和空间演进

图1 2008—2021年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指数与耦合度、融合度均值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153



区域经济评论 2024年第1期

优势，重庆的文旅产业融合度均值最高，进入勉强

协调阶段。第二层级是低于区域文旅融合度均值

的 14 个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度均处在严重失调阶

段。其中，交通相对便捷、文旅产业发展较好的绵

阳、乐山、南充三市文旅融合水平相对较好，城市的

综合实力为其文旅融合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成都都市圈协同发展城市中，德阳、眉山、资阳文旅

融合水平较低，尤其是受到成都增长极效应影响，

资阳文旅融合水平下降明显，成德眉资一体化进程

任重道远，强有力的文旅协调发展政策还需深化落

实。此外，从融合度增长率视角看，重庆、成都两市

文旅产业融合度增长率最高，其余城市文旅产业融

合度增长幅度变化较小，文旅融合水平值偏低。结

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成都和重庆两市明显依赖于

自身强劲的经济发展水平、优越的文旅资源条件和

发达的交通条件，吸引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要素向

着两大城市转移，导致对周圈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

“虹吸效应”，文旅融合优势领先，并随着时间趋势

优势进一步扩大。

3.融合度的空间分布

本部分绘制了6个时间截面的文旅产业融合度

空间分布图演示融合度空间变化特征（见图 3）。

整体来看，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处在不断变化

中，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双核极化特征依然突

出。其中，2008 年，成渝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旅

游资源由于交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的客观和主观

条件限制，整体文旅产业开发步伐较为缓慢，文旅

融合水平较低。成都、重庆作为区域极核文旅产

业发展相对较好，融合度分别处在中度失调和轻

度失调阶段，文旅资源丰富和交通相对通达的泸

州、绵阳、乐山、南充、宜宾、达州、资阳 7市处在严

重失调阶段，而自贡、德阳、遂宁、内江、广安、雅

安、眉山 7市则处在极度失调阶段。随着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见行见效，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旅游产业

图3 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度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利用ArcGIS软件绘制。

（D-2016）

（B-2012）（A-2008） （C-2013）

（E-2019） （F-2021）

图2 2008—2021年成渝地区各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度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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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成渝地区的文

旅产业发展也进入快车道，区域文旅融合水平明显

提升，到 2019年，成都和重庆两市的文旅产业融合

水平已进入勉强协调阶段和初级协调阶段。值得

注意的是，与成都和重庆高水平的文旅融合速度相

比，自贡、泸州等 14个市的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相较

于 2013年变化不大，停滞在严重失调阶段多年，突

破自身文旅产业发展瓶颈、加快文旅融合亟待破

题。成渝地区文旅融合中心化特点日益突出，地域

文旅融合水平差异拉大，这可能与成都和重庆两城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强势发展有关，增长极“虹

吸效应”突出，两大极核城市对周围城市的“涓流

效应”不明显，导致发展不均衡现象日益突出。

三、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空间演进

为更好地探究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情

况，进一步厘清成渝地区文旅产业的融合特征，本

部分分别从一体化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两个视

角对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空间动态演进规律

展开分析。

1.一体化分析

为探究成渝地区各城市融合度差异是否会随

时间推移逐渐降低和融合水平较低的城市是否具

有更高的发展速度，对样本城市的文旅产业融合度

进行了σ收敛检验和绝对β收敛检验。在 2008—
2019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

合度的σ值上升，离差逐渐增大，区域内各城市融合

度差异难以随着时间推移靠自身发展降低，文旅融

合趋于两极分化的态势明显，这一点在前文成渝文

旅融合的时序变化特征上也能得到印证。虽然

2020年、2021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成渝地区

各市文游产业发展受挫，融合离散趋势存在一定程

度的暂时性回落，但文旅融合分化依然显著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成渝地区各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度的

增长不具有绝对收敛性（见表 2），而是具有不显著

的发散特征，现阶段成渝地区各城市文旅产业融合

度水平的高低与文旅产业融合度增长率之间并不

具有相关关系，文旅融合水平低的城市，其文旅融

合增长率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在不考虑控制因

素的前提下，成渝地区文旅融合水平存在一定的

“马太效应”，融合度高的城市越来越高，低融合度

城市对高融合度城市不存在追赶效应，城市间文旅

融合水平差距不会随时间推移逐渐消除，因而需要

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政策作用加以引导和扶持，来降

低不断扩大的文旅产业融合差距。

2.空间相关性分析

从空间格局变化上，本部分采用以空间关联测

度为核心、探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分布特征的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来对成渝地区文旅产

业的融合度是否存在相关性进行了进一步测度，采

用莫兰指数进行度量（郑涛等，2017；刘佳等，

2016）。从全局莫兰指数的结果可以看出（见图4），

成渝地区文旅融合存在一定的负向空间聚集关系，

相邻城市之间的文旅融合水平差异较大，尚未形成

高文旅产业融合度聚集的城市群落。虽然 2008—
2013年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集聚趋势，但2013年后，

离差增大，高文旅产业融合度的城市更不容易聚集。

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度的局部空间自相关

演变情况如图 5 所示，区域内各城市主要聚集在

“低—高”“低—低”区域，空间聚集差异较大，区域

范围内多数城市的文旅融合水平相对落后，尤其是

居于“低—高”区域的城市（眉山、德阳、内江、遂

宁、雅安、资阳、泸州、广安、雅安、达州）较多，这些

城市虽然紧邻成都和重庆两大融合度较高的城市，

就文旅融合的效应来看，增长极城市对其的“虹吸

效应”更为突出，现阶段需要警惕文旅融合相对弱

图4 2008—2021年成渝地区城市全局莫兰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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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8—2021年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绝对β收敛

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变量

β检验

常数项

系数值

0.014
0.002

标准误

0.008
0.002

P值

0.102
0.218

95%置信区间

（-0.003，-0.030）
（-0.0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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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城市的资源流向核心城市的发展态势。区域内

暂无“高—高”关联城市，“高—低”关联区域也仅

有成都和重庆，具有强溢出效应、高文旅融合水平

的城市集群尚未形成。虽然成都、重庆两市本身是

文旅融合水平较高的城市，但是由于周圈城市的文

旅融合水平明显较低，尚未形成互动互促态势，城

市带动作用力不足，强有力的区域合作和文旅协同

机制还需强化。从发展趋势来看，2008—2021年，

成渝地区内各城市的文旅融合空间集聚变动不大，

成都和重庆两大融合水平较高的城市“高—低”聚

集态势持续，极化效应更强，自身融合水平升高，其

周边城市持续处在低融合度状态，“马太效应”趋势

更加明显；“低—高”“低—低”区域的城市一直没

有变化，且由于受到邻近高融合水平的成都和重庆

影响，持续的“虹吸效应”导致资阳、德阳等城市离

散趋势更强，自贡等市的融合洼地更加明显，侧面

反映出成渝地区现阶段的区域协同力较弱，文旅融

合离散趋势增强的发展状态。

图5 成渝地区城市莫兰散点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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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

文旅产业的融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不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本身能够影响文

旅融合的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也会影响

成渝地区文旅产业的融合进程，本部分别从文旅产

业视角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对影响区域文旅融合

的因素进行探究。

1.文旅产业内部影响因素

借助面板回归模型，以构建文旅产业融合度的

14个指标为解释变量，其中文化产业（简称C）、旅

游产业（简称T）的综合发展指数分别由7个指标构

成，以对应的文旅产业融合度为被解释变量Y。通

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基于Hausman检验选择固

定效应模型，F检验与异方差检验显著，R2大于0.9，
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文旅产业各影响因素与融

合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固定效应模型适应性较好，

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知，影响成渝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前

三位因素分别是文化以及相关产业机构数、国内旅

游收入、星级饭店个数，旅游产业是成渝地区文旅

融合的主要驱动产业，旅游承载力强于文化产业。

就旅游产业来说，公路游客周转量、文化、体育和娱

乐从业人员、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

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对文旅融合起到显著正向促

进作用，作用关联系数以国内旅游收入（0.341）关联

最强，其次为星级饭店数，这表明在影响文旅融合

的旅游产业侧，国内旅游产业效益和目的地接待环

境有助于文旅融合的进程。就文化产业来说，文化

以及相关产业机构数、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专利授权数、文化从业人数占全市

从业人数比例、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五个指标对

成渝地区文旅融合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正向

促进作用最强的是文化及其相关产业机构数和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表明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基

础和互联网普及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区域文旅产业

的融合，侧面说明了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活化利

用是新时期推动文化产业旅游化开发的重要手

段。文化以及相关产业从业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

度上会阻碍文旅融合的步伐，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

的影响系数为不显著水平下的 0.061，表明公共图

书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旅融合，但现阶段

作用效应尚未显现。

2.外部影响因素

通过文献分析，本部分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表3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显著（下同）。

影响
因素

C1
C2
C3
C4
C5
C6
C7
T1
T2
T3
T4
T5
T6
T7

具体指标

文化以及相关产业机构数

文化以及相关产业从业
人数

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

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教
育文化娱乐支出

专利授权数

文化从业人数占全市从业
人数比例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公路游客周转量

文化、体育和娱乐从业
人员

星级饭店个数

入境旅游人数

旅游外汇收入

国内旅游人数

国内旅游收入

非标准化
系数

0.000***
（4.30）

-0.000***
（-4.07）

0.000
（1.57）
0.000***
（7.30）
0.000**
（2.28）
0.264**
（2.12）
0.000***
（5.58）
0.000**
（2.11）
0.000***
（2.74）
0.001***
（3.63）
0.000***
（8.31）
-0.000

（-0.96）
0.000***
（6.77）
0.000***
（10.48）

标准化
系数

0.487***
（4.30）

-0.431***
（-4.07）

0.061
（1.57）
0.109***
（7.30）
0.079*
（2.28）
0.061*
（2.12）
0.220***
（5.58）
0.075*
（2.11）
0.083**
（2.74）
0.288***
（3.63）
0.061***
（8.31）
-0.021

（-0.96）
0.109***
（6.77）
0.341***
（10.48）

表4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影响
因素

X1
X2
X3
X4
X5
X6

Cons
R-squared：0.868

系数

0.059*
0.322***

-0.013
0.158***
0.236***
0.139***
0.009

标准误

0.031
0.098
0.024
0.042
0.051
0.019
0.025

F-test：65.637***

T值

1.88
3.30

-0.54
3.77
4.59
7.45
0.34

95%置信区间

［-0.003，0.121］
［0.129，0.515］
［-0.062，0.035］
［0.076，0.241］
［0.134，0.337］
［0.102，0.175］
［-0.041，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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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R&D内部经费支

出（X3）、第三产业年末就业人数（X4）、公路总里程

数（X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6），探究了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基础设施、产业环境等要素

对文旅融合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考虑到数据单

位不同，对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从总体来看，市场需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交通基础设施（公路总里程数）对成渝地区文

旅融合产生的影响具有更强的作用效应，影响系数

为 1%显著水平下的 0.322 和 0.236，说明地方市场

需求越强，越有助于推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开

发。交通设施的相对通达性，尤其是对区域内部分

相对交通不通畅的城市来说，也是促进文旅融合的

重要条件。相较于市场需求和交通基础设施，其余

因素影响相对较弱。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影响

文旅产业融合度，人均GDP越高，文旅产业融合度

越趋向于正向提升。创新水平对成渝地区文旅融

合的作用效应不显著，存在一定的抑制性，这可能

是由于现阶段成渝地区内绝大多数城市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独立性较

差，更多是聚焦量的提升，产业发展依赖于地区的

经济水平、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创新活动对文旅

融合的作用不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成渝地区 16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

2008—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耦合协调度

模型定量探究了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对其

融合的时空动态演变、一体化趋势和空间自相关性

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其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探

究。一是文旅融合总体水平较低，处于严重失调阶

段，融合水平两极分化，成都、重庆显著领先于其他

14市；文旅融合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各市发展速

度不一，发展要素向成都、重庆两大核心城市转移，

出现显著的“虹吸效应”，强有力的文旅协调发展策

略和政策还需深化落实。二是中心化特点日益突

出，形成了以成都和重庆两市为中心的空间结构；

文旅融合一体化趋势较弱，离差逐渐增大，离散趋

势明显。各城市间文旅产业融合度具有不显著的

发散特征，文旅产业融合度水平的高低与文旅产业

融合度增长率不具有相关性，城市间文旅融合的差

距难以自行解决，需要施加外力作用来加以引导和

扶持；从空间变化趋势看，极核城市对周围城市的

带动效应不明显，“马太效应”突出，现阶段空间集

聚性尚未显现，空间关联性呈现下降态势。三是影

响因素方面，旅游产业要素对成渝地区文旅融合的

促进作用相较文化要素更明显，国内旅游产业效益

和目的地接待环境有助于推进文旅融合的进程，文

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基础和互联网普及水平能够有

效促进区域文旅产业的融合；外部影响要素中市场

需求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向作用最强，经济基础越

好在一定程度上越能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

融合；中度和低度耦合协调城市独立性较差，如达

州等，文旅融合更多依赖于地区的经济水平、市场

需求等外部因素。

文旅融合是成渝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考

虑到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现状和实际可操作性，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强化落实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

由分析可知，现阶段成渝地区文旅产业的融合

还处在起步阶段，区域差异较大，建立跨区域的政

府协作机制，贯彻落实统筹协调措施迫在眉睫。一

是顶层设计细化落实。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

划纲要》《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的基础上，

从区域顶层合作、产品开发、线路设计、硬件设施等

方面落实跨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建立文旅融合发展

平台，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文化旅游线路设计和

交通联合等方面建立协作机制。二是加强资源整

合。做到先行先试，加强文化政策互惠互享，突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联动，加强资金、技术、人

才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打造一站式成渝文旅公共服

务矩阵，打破区域限制。三是优化文化旅游交流合

作模式。联合川渝文化旅游企业联盟，以整合营销

为思路，推进成都、重庆两市互设文旅深度营销中

心，加强现有图文、音频、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宣

传平台的链接和信息互动，联合对重点文旅资讯、

文旅产品进行全面、即时、立体化的宣传推广，打通

多维联合营销路径。

2.聚焦重大项目加强区域联动

由成渝地区文旅融合的空间变化趋势可知，现

阶段成渝地区极核城市对周围城市的带动效应不

明显，空间集聚性尚未显现，空间关联性呈现下降

态势，以重大项目引领有助于加快区域文旅联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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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是川渝地区可联合申请国家级重大文旅项

目落地和相关支持，发挥川渝两地西部内陆开放高

地优势，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落地重大联合项

目。二是加深重点项目优势引领，围绕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大项目、重点工程，

深入落实清单化管理和项目化推进，争取纳入国家

文旅部重点项目名单。三是着力打造高能级核心

吸引物，塑造“巴蜀文旅”品牌矩阵，在“巴蜀品牌”

的品牌统领下，延伸出城市、产品等子品牌，构建具

有鲜明巴蜀特色的文旅品牌体系。例如，在成都、

重庆两大国际旅游城市引领下，整合三星堆、大足

石刻等知名资源，探索推进文旅融合 IP工程，拓展

“文化+旅游”产业空间。

3.深入实施差异化应用措施

研究显示，成渝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差异较

大，成都、重庆显著领先于其他14市，且达州等文旅

融合水平较低城市的文旅融合进程更多依赖地区

的经济水平、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影响，因地制宜

实施差异化对策是推动成渝文旅融合的重要内

容。一是成都、重庆文旅融合水平较高城市，文旅

融合除去量的积累，更重在质的提升。多举措、多

维度、多体系的文旅深度融合产品开发，深度融合

场景创新、深度融合市场拓展是未来阶段成都和重

庆两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向。二是眉

山、德阳、内江、遂宁、雅安、资阳、泸州、广安等文旅

融合水平明显较低城市，现阶段，无论是旅游市场、

文化资源开发，还是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能力

水平还不足，如何“活化”现有的文化资源、扩大旅

游市场规模仍是当前的发展重点。三是以成都、重

庆两大极核城市为依托尝试融合突破，试点探索整

合跨区域文旅资源，深化宽窄巷子、洪崖洞“宽洪大

量”文旅双城合作经验，加快文旅资源联动、效益分

成、专题营销等全方位的合作探索。

4.增强数字技术文旅产业应用

研究发现，成渝地区文旅融合两极分化趋势明

显，一体化趋势较弱，且旅游产业要素对成渝地区

文旅融合的促进作用相较文化要素更明显。为更

好联动各市文旅发展，弱化虹吸效应，一是以成渝

地区国家 5A、4A级景区为重点，借助数字孪生、多

语言交互等新型体验技术催生线上线下一体化、在

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文旅新产品、新体验，突破区

域限制，高水平建设跨区域一体化的智慧旅游体

系。二是推出成渝文旅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借

鉴“长三角PASS”经验，整合成渝地区景区景点，要

加快微信小程序等移动服务平台布局，方便游客获

取旅游资源信息，为游客提供更丰富和优质的文旅

服务，带来更高效、便捷的出游体验。三是成都、重

庆等文旅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要加快建设以云在

线、智能交互、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业态和消费模

式，内江、遂宁等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鼓

励立足特色资源和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文

旅特色产业，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文脉保护传承、

最美古镇古村落创建中的创新应用。

5.创新文旅深度融合环境支撑

根据研究结论，地方市场需求越强越有助于文

旅协同，交通设施的通达性对交通不畅城市的文旅

融合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创新文旅深度融合环境

支撑一方面要引导消费者需求，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等现代科技优势，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增强市场

反馈应答机制，针对消费者需求不断优化文旅产品

和服务质量，积极运用5G、超高清、增强现实、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引导和培育网络消费、体验

消费、智能消费等新模式，开发更具有地域特色的

文旅产品。另一方面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交通网络。加快遂宁、达州等交通相对不便城市

的公路交通建设，盘活既有铁路资源，打通城市公

共交通线路与主要景区交通体系，增强不同地区间

互动和交流的便捷性，提高成渝地区内部的交通通

达性，打通全区域文化和旅游资源共享与整合的路

径，提升消费者文旅体验。

注释

①具体包括：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涪陵、綦江、大足、

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璧山、铜梁、潼南、荣昌、

梁平、丰都、垫江、忠县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

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平武县、北

川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

源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15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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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eng-Yu District

Zhao Man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level of 1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using panel data spanning from 2008 to 2021.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integration while empirically exam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The results reveal significant imbalances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corridor，with Chengdu and Chongqing notably leading among the 14 cities studie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has experienced slow growth，limited trend in regional integration，and a
noticeable siphon effect. Furthermore，a“Matthew effect”phenomenon i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and indicates an absence of
catch-up among cities. Cities with higher integration levels tend to be more integrated overall，with declining spatial correlation.
Additionally， factors related to the tourism industry exert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promoting integration compared to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erefore，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area，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prioritizing
major projects and adopt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cultural tourism，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and innova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environments.
Key Words：Cheng-Yu District；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Regional Integration；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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