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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是近些年新兴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依托新兴数字技术，通过对信

息要素进行数字化处理，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网格化、智能化水平，为推动资源整合与优化，促

进行业转型升级，催生、衍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重构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提供支持和服务，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助于加速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

网络化和绿色化转型，不仅是实现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十四五”

及中长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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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 a kind of economic form which supported

by the Internet platform, relying on the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digital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elements, improv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the grid and intelligent level, to promote the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promo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y, and create new formats and become

part of a new industry pattern, Reconstruct th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to provide support and servic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will help accelerate the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ce, networking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base and industrial chain,

but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and long-term econom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Path research;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infrastructure

一、政策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多次强调。党的十九大

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

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简称“数实融合”）。2020年，我国“十四五”

规划更是将“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单独成章，提出“促进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都突显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入融

合的重大战略地位。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助于加速推动实体

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绿色化转型，不仅是实现我国

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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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及中长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数实融合的内涵和机制

1.数字经济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

重达到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

用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是近些年新兴的一种经济形态，内涵比较宽泛，

从其本质上看，它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依托新兴数字技术，

通过对信息要素进行数字化处理，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化、

网格化、智能化水平，为推动资源整合与优化，促进行业转型

升级，催生、衍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重构城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治理模式提供支持和服务，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

2.数实融合内涵

数实融合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实融合以“数字技

术”为核心驱动，“十四五”期间主要有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等技术。二是数实融合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以数字化知识和

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数据技术构建应用场景，数据流动

贯穿始终，打造数据化产业链，串联线上和线下业务，打破传

统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壁垒，实现智能互联、融合发展。三是

数实融合以应用场景为中心构建数字生态，如智能制造、智能

交通、智慧文旅、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政务、

智慧农业等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等业务场景新业态。

3.数实融合机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主要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

业化实现，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手段，产业数字化是最终目的。

数实融合机制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

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为数实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建立和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数实融合的新应用新场景。三是

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和新技术创新，打破技术瓶颈，夯实数实融

合的底层架构。四是优化数据流通和整合，为数实融合打好基

础。

三、唐山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情况

在“十四五”规划“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

纲领指导下，唐山市制定和发布了《唐山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0-2025）》《唐山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提出

了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的系列发展措施，以推动

唐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和

升级。其中，规划和方案都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旅游产业数

字化升级”的发展目标。

为扎实推动《方案》落地执行，唐山市政府近些年着力发

展文旅产业，推进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唐山市与中国知网等

企业合作，应用数字化手段和技术，搭建了唐山文化旅游公共

服务平台、唐山地方特色资源库和唐山市群众艺术馆数字服务

平台三个数字化平台，并于2020年5月先后上线运营。三个平台

集成了文旅资源和文旅公共服务，为市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信

息、唐山特色文化资源展示、在线互动、订单预约、群众基本

文化需求反馈等服务。

“三平台”是唐山推动文旅产业升级，实践数实融合路径

的初步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三

个平台相互独立，数据和资源独享，用户需分别登录对应平台

的地址（客户端）和账号才能使用，没有实现实质上的“智慧

服务”；二是各平台提供的更多是基础功能，数字技术应用和

创新不到位，应用场景与其他旅游服务网站同质化严重，亮点

不突出，没有突显唐山特色；三是平台线上文旅资源展示和提

供基础旅游服务为主，更侧重公共服务，没有充分发动文旅企

业的参与，忽视了线下和线上的结合，没有形成完整的闭环产

业生态。

四、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典型案例——“一部手机游云

南”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文旅产业也发展到了新阶

段。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

和深化应用使整个文旅行业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在此背景

下，为了整治云南文旅产业乱象，规范行业发展，提升旅游整

体形象，云南省政府和腾讯合作，联合打造了“一部手机游云

南”（简称“一机游”）数字化全域旅游智慧平台，该平台于

2018年10月正式上线运营，“一机游”模式由此应运而生。“一

机游”将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通过搭建“一中心两

平台”（云南旅游大数据中心，旅游综合管理平台——一部手

机管旅游，旅游综合服务平台——“游云南”客户端），把政

府侧产业治理的需求，游客端提升服务体验和服务质量的需求，

以及企业端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需求紧密、完美、完整地结合

在一起，打通了上下游全渠道链路，搭建起良性共赢的合作生

态链。

“一部手机游云南”是文旅产业数字化和产业互联的一次

成功尝试，具有广泛的推广与示范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推进数

字化政府治理实施，创造便捷、安全的数据生态环境，辅助高

效决策，协助政府掌握最新动向和游客需求；另一方面推动加

速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全域旅游的数字化样本。

五、唐山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实践路径——“一站式智

慧文旅”新生态

（一）唐山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路径

1.完善政策体系，为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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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政府应明确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对促进城市建设

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地位，引导相关部门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高度重视，提高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中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另一方面，应紧跟国家方针政策和经济发展导向，深入

解读国家、省级相关部门的政策文件，结合唐山市文旅产业发

展现状，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文旅产业专项发展规

划和目标，出台发展实施办法，为地区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

2.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筑牢硬件支

持。

一是落实政策和制度支持，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完善基

础网络、平台、基站、终端等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对传统基础

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软硬件

支持。二是积极构建大数据网络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和工业互

联网平台，优化文旅数据资源的交互和挖掘，提升文旅产业实

时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能力。三是统筹构建和优化云

平台，推动云计算的创新应用，为文旅产业数据存储和算法提

供空间支撑。

3.推进数字技术研发和创新，为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

加速动力。

一是在政策、资金和资源上对数字领域的技术、系统和软

件的研发和投入给与充分支持，特别是对致力于前沿数字技术

研发和创新的企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更要大力侧重和扶

持。二是统筹技术领军企业和科研机构关键力量，持续深入探

究数字技术在文旅产业全领域场景应用的底层逻辑，加快关键

技术、应用场景等的深入拓展研发和创新，推进研究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加速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进程。

4.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治理，为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筑牢

安全底线。

一是推进数据要素赋能。推进文旅政务数据共享融通，完

善数据采集规范与标准，加强跨部门数据对接，建设一体化智

能数据平台。二是推进社会数据开发应用。引导专题数据资源

汇集，带动民用、商用数据协同发展，鼓励文旅企业、文旅行

业协会和科研机构等主动积累数据，建设、完善文旅行业数据

库。三是强化数据安全建设。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技术水平，完

善数字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加强云平台数据安全防护、隐私数

据防泄漏、网络风险预警等技术应用，保障网络安全。

5.优化数字产业生态，为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良好发

展环境。

一是加强人才培养。联合发挥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

方作用，健全数字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多层次培养人才，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队伍。二是壮大多元企业。着重

培育平台企业，扶持和支持文旅行业龙头企业，鼓励企业加强

数字技术应用和自主创新，发展精专型数字服务企业，为文旅

产业数字化发展保驾护航。三是提升创新能力，发挥高校、科

研机构的关键支持作用，鼓励企业多方深度合作，联合攻关和

创新，协力突破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技术瓶颈，开拓全新业

态蓝图。

6.深化与京津合作，为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打造集群化效

应。

一是协同产业体系。支持电信运营、制造、IT等行业龙头

企业到唐山协同开展文旅产业产品研发、服务创新及综合应用

示范；加强与北京、天津文旅数字新生态应用场景的合作，加

强数据互通和资源整合。二是加强科技合作，积极支持鼓励两

地企业和科研院所在唐山市设立合作研发机构，推动文旅产业

领域数字化方面的技术交流和深度合作，充分借助北京、天津

成熟的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模式、技术和平台，提升唐山文旅

数字产业实力。

（二）构建唐山特色“一站式智慧文旅”新生态

唐山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应在践行上述实践路径的基础上，

学习和借鉴“一部手机游云南”的成功经验，聚焦业态模式的

优化升级和改造创新，打破现有“三平台”各自独立、资源独

享的壁垒，推进数据和平台集成融合，建设“一站式智慧文旅”

新生态。“一站式智慧文旅”应由唐山市政府引导，坚持市场

主导，发动关联企业深度参与，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以游客需

求为核心，围绕游客“目的地”深耕智慧服务建设，通过各方

数据整合和资源传递，打通产业上游下游联通渠道，构建唐山

市（可拓展至京津及周边其他城市）全域旅游数字生态共同体。

“一站式智慧文旅”的总体架构设计如下：在确保网络、

基站、终端等基础设施层有力保障的基础上，构建“1+2”智慧

平台，即“一个中心、两个平台”。“一个中心”指唐山文化

旅游大数据中心，运用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集成现有唐山名

人、唐山方言、唐山精神、唐山旅游、唐山文物、唐山近代工

业、唐山非遗、冀东文艺“三支花”8大基础数据库，实现数据

融通和资源共享，为旅游行业的业务应用、决策分析提供支撑

服务，是智慧平台的数据层；“两个平台”分别指旅游综合管

理平台（政府端、企业端，后端管理平台）和旅游综合服务平

台（游客端，前端窗口平台），旅游综合服务平台集成唐山全

域甚至北京、天津和其他周边城市合作地区各类文化旅游资源

及服务，为用户提供统一的服务入口，是集信息发布、文旅活

动、数字资源等于一体的文旅服务综合平台，是智慧平台的平

台层。“1+2”智慧平台的架构联结政府端、企业端和客户端，

实现了数据的集成共享和优化整合。在此基础上，结合应用数

字技术，精准定位客户需求，建立丰富的应用场景，形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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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服务发布层。

“一站式智慧文旅”以“1+2”智慧平台为支撑，通过数字

技术驱动和数据资源整合，建设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整的数字

生态，联结政府端、企业端和用户端，形成了三方共赢的良性

发展业态，如图1所示。政府端角度，由于平台集成智能信息查

询、服务预定、酒店管理、导游管理、旅行社管理、投诉管理、

退货管理、诚信评价、综合考核等智慧管理功能，政府可通过

智慧平台获取更加及时、完整、准确的目的地动态信息，精准

掌握游客需求，从而提供更高效的智慧公共服务。企业端角度，

智慧平台能够实现旅游资源要素数字化、产品管理和交易服务

在线化，企业能依托平台获取更丰富的销售渠道和营销资源，

争取和整合更多元的线上线下客源，这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营

业绩，还有助于推动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促进企业长足

发展。游客端角度，游客作为平台的使用者，通过客户端操作

即可获取丰富的文旅资讯，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消费中享受一站式智慧服务，获得便捷、贴心、周到的用户体

验。由此，智慧平台在政府端、企业端和游客端之间形成闭环

效应，有助于推动唐山文旅产业全面优化升级。

智慧平台搭建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构建应用场景要结合

唐山文旅行业现状和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唐山文旅资源优势，

精准定位用户需求，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和潮流，有效应用多种

数字技术，提供具有唐山特色和亮点的差异化服务，让游客获

得顺畅、有趣、极致的用户体验，以此打造标杆性文旅产业数

字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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