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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示范模式研究

刘 燕

经历“十三五”时期的发

展，内蒙古文化与旅游市场日益

呈现出旅游市场多样化、旅游业

态融合化、旅游产品丰富化、

旅游产业延伸化的发展态势。在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中，更是

秉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

融合发展理念，突出高质量发展

主题，推动文化和旅游在空间布

局、内容生产、产品业态、公共

服务、消费促进、交流推广等重

点领域深度融合、创意创新，由

此为文旅融合提供发展方向和实

践路径。目前，内蒙古文化旅游

融合在产业融合、模式创新、路

径探索上有了诸多实践，并产生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一定的带动效应，但目前关于内

蒙古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的研

究尚比较缺失，文旅融合发展示

范模式在实践层面还缺少有效指

导、权威认定和宣传推广，在理

论层面也缺少及时总结、系统归

纳和深入研究。因此，内蒙古急

摘  要 ：内蒙古文化旅游在融合发展的同时，缺少对示范模式的梳理和总结，因此示范模式的带

动作用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文章在明确内蒙古文旅融合示范模式概念、发展基础、构建机理的基础

上，结合产业发展实践，提出文化景观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式等八大示范模式，系统梳理和分析

内蒙古文旅融合示范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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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梳理和构建文游融合发展示范

模式，使文旅融合发展准确把握

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

一、内蒙古文化旅游融合

示范模式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旅

游融合已不再是二者的简单结

合，而是文化与旅游的相互延

伸、渗透、重组、替代，是逐步

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产业链

的动态发展过程。文旅融合在发

展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发展模

式。模式不是简单的类型，模式

经济学认为 , 模式实际上指的是

人们对客观事物之间规律关系、

或者是经济社会特殊经济规律外

在表现形式的总结性认识。示范

模式则在把握事物间规律和提升

总结性认知上有更精准的认识和

更大的示范带动作用。因此，内

蒙古文化旅游示范模式有两个内

涵 ：第一，它是人们对经济社会

规律的抽象认识和理论升华，因

此应该属于一种思维方式、价值

判断或认识论 ；第二，它体现在

一定经济社会形态之中反映的是

特定时期和空间内的发展规律，

并随着时空历史条件不断演化发

生变化、创新 , 体现出不同的内

容、特点与规律，否则模式将趋

于僵化而失去活力。

二、内蒙古文化旅游融合

示范模式发展基础

融合示范模式的形成，需

要具备一定的资源、技术、市场

等条件因素。资源是原材料，是

基础 ；技术是推进器，是融合示

范模式产生的活力 ；市场是源动

力，是融合示范模式产生的动力。

（一）资源禀赋 ：示范模式发

展的基础条件

文化旅游资源是文旅融合

示范模式发展的初始条件。内蒙

古有丰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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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包括地质旅游资源如高平原

景观区、山地景观区、荒漠景观

区等地质奇观 ；自然生态旅游资

源如草原、森林、沙漠、湖泊和

水域资源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如

建筑、人文活动 ；民俗文化旅游

资源如蒙古族、三少民族等民俗

文化。这些旅游资源为示范模式

的产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融合示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发

展的无限性、组合的多样性和增

值的可能性。

（二）技术条件 ：示范模式发

展的支持条件

文化旅游对技术的运用程

度决定了旅游业发展的质量与层

次。目前，内蒙古充分运用“互

联网 +”使其成为文化旅游与高

新技术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

和基础。从行业看，2017 年内

蒙古已实现监管网络交易全覆

盖 ；从地域看，早在 2017 年呼

和浩特市城乡已实现移动无线网

络全覆盖 ；从服务看，内蒙古高

速公路实现视频监测全覆盖。同

时，内蒙古运用信息通信、移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技术促进文化旅游高质量发

展。

（三）市场需求 ：示范模式发

展的动力条件

市场需求是融合示范模式

产生的动力。旅游业是以需求为

导向的产业，市场共享为旅游融

合提供了驱动力，促进旅游产业

不断融合、企业不断发展。从近

几年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内蒙古文化旅游市场需求持续扩

大，接待旅游人数、旅游总产值

持续增加。虽然受疫情影响，旅

游人数和总产值都有所下降，

但 2020 年第三季度，全区接待

国 内 游 客 5690.68 万 人 次， 已

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接待水平的

83.25%。2021 年接待国内游客

1.3 亿人次（13126.81 万人次），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1460.49 亿

元 ；2022 年上半年全区接待国

内游客 3597.82 万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 388.99 亿元。需求

作为供给侧的源头为文化旅游融

合示范模式的产生提供了方向和

发展路径，也是融合旅游发展模

式不断优化升级的核心推动力。

三、内蒙古文化旅游融合

示范模式构建机理

任何产业的发展和推动需

要外部条件的支撑，更需要激发

内部活力，内在发展的规定性和

必然性是产业发展保持持久生命

力的重要原因。

（一）政府引导，示范模式形

成的启动力

内蒙古先后制定《关于推

进城镇旅游全域化发展的实施意

见》《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

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休

闲农牧业与乡村牧区旅游发展的

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与

交通融合发展的意见》等文件，

多部门共建融合发展项目库，整

合各方资金和力量，推进融合发

展工作，这些都为融合示范模式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导向转型，示范模式形

成的驱动力

内蒙古文旅发展处于资源

导向朝形象导向、市场导向转变

的过程。初期内蒙古旅游目的地

开发多采取资源依赖型发展模

式，可以节约成本，短期内取得

最大经济效益。随着市场经济建

设的发展和文旅融合不断推进，

内蒙古文旅融合趋于理性和走向

成熟，产业发展不再单纯走资源

导向型发展模式，而是兼顾市

场，通过有意识地塑造形象来提

升整体竞争力。

（三）极点支撑，示范模式形

成的带动力

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格

局随发展阶段、发展水平逐渐演

化，良好的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

文化旅游融合多样化发展、示范

性带动。呼包鄂一小时经济圈的

形成，使区域内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成效突出，对除节点城市外的

其他地区的带动效应非常明显。

东部地区则形成以“赤峰—乌兰

浩特—海拉尔”为中心的“极点

牵引型”模式，即区域旅游产业

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和主要依靠

发展条件较好的三个中心城市、

少数景点景区、少数产业、发挥

经济中心优势 , 培育和打造集聚

发展中心和高地，使这些先发

点、支撑点产生积聚效应，使大

量资源集中在这些增长极上，然

后通过和依托“增长极”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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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旅游业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多维宣传，示范模式形

成的推动力

首先，影视作品提升文化

旅游知名度。内蒙古因独特而丰

富的旅游资源，成为众多影视作

品重要的取景地，随着影视剧的

热播，成为文化旅游的重要名

片。《英雄》中的胡杨林、《狼图

腾》的乌拉盖草原，都成为对外

宣传推广的重要媒介，提升了内

蒙古文化旅游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也为示范模式的形成起到作

用。其次，文化旅游赛事活动，

促进旅游目的地对外传播。近几

年英雄会使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

旅游进入游客视野，为体育赛事

示范模式的打造树立了典范。再

次，通过整合营销传播，提升旅

游整体知名度。内蒙古地区东西

跨度大，资源类型差异性加大，

旅游宣传也在整合各盟市文化旅

游资源、品牌基础上，将文化旅

游与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游等密

切结合，带动内蒙古文化旅游的

宣传推广。

四、内蒙古文化旅游融合

示范模式

（一）基于保护文化资源、整

合文化空间文化景观旅游模式

内蒙古文化景观类型多样，

数量众多，功能多样，具有很强

的旅游吸引力，基于文化景观的

独特性，主要有原真性遗产遗址

旅游和多元性文化景观旅游。原

真性遗产遗址旅游模式以元上都

遗址为代表，该模式在保证文化

景观的完整性、原生态性基础

上，开发适应景观特征的文化产

品，整合周边景点，具有很好的

示范效应。多元性文化景观旅游

模式以大召历史文化街区为代

表，在建筑改造和功能打造上既

严格按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求

又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形成了集

旅 游、 观 光、 购 物、 餐 饮、 娱

乐、休闲与一体的精品历史文化

旅游区，是首府旅游与文化融合

的典范区域。

（二）基于传承非遗文化、激

发非遗活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模式

该模式是建立在非遗资源

开发基础上的文旅消费形式，是

旅游与非遗的共融发展。内蒙古

非遗数量众多，丰富了非遗文化

旅游的内容 ；非遗分布广泛，拓

展了非遗文化旅游的空间 ；非遗

特色突出，保证了非遗文化旅游

的质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

莫尼山非遗小镇为代表的特色小

镇游、以鄂尔多斯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馆为代表的博物馆游和以

旅游那达慕为代表的旅游节庆和

大型文化活动游。这些典型模式

丰富了内蒙古非物质文化旅游的

内涵和表现形态。

（三）立足工业资源、延伸旅

游路径的工业文化旅游模式

该模式承接地区产业发展

态势，将工业与现代旅游业有机

结合，以工业生产过程、生产工

艺、工厂风貌、工人工作生活场

景以及工业遗址等为主要吸引

物。内蒙古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

牧业资源，为该旅游模式发展提

供了条件 ；资源分布广阔，延伸

各地文化旅游路径 ；较高的专业

性，拓展了文化旅游的知识内

涵。在实践过程中，工业文化旅

游形成以北方兵器城为代表的主

题公园模式，以伊利乳都科技示

范园为代表的企业参观模式。这

些模式既很好地反映了内蒙古工

业发展的特色，也在宣传与推广

企业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四）发挥资源优势、实现乡

村振兴的乡村文化旅游模式

该 旅 游 以 农 村 地 区 为 特

色，以农民经营为主题，以乡村

资源为依托，以村民活动为内

容，以促进乡村发展为目的，新

时代更是以实现乡村振兴为使

命，由此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活

动。该模式因为突出文化属性，

提高了乡村游的层次和品味 ；促

进产业升级和业态拓展，推动乡

村地区经济实现突破 ；激发乡村

文化活力，体现乡村特色文化。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以五原县

塔尔湖镇特色田园综合体为代表

的农业景观游，以鄂尔多斯达拉

特旗赵大剪文化大院为代表的农

家乐游和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哈沙图村为代表的村落游等。

这些模式探索了乡村文化旅游的

发展路径，激发了乡村文化活

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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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

（五）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精

神血脉的红色文化旅游模式

该模式是以旅游产业的形

式，将红色资源融政治性、教育

性、观赏性于一体的合理开发的

结果，是革命传统教育方式和旅

游产业观念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

结果，它较好地反映和体现旅游

业的综合功能和积极作用。内蒙

古红色文化旅游是近几年发展的

旅游类型，因其资源类型齐全、

分布范围广，也因为政策的助

推，发展速度较快，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基于

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内蒙古红

色旅游探索出以乌兰浩特“一馆

三址”为代表的参观学习模式和

以城川红色旅游区为代表的参与

体验模式。红色文化旅游的开展

加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

育，是教育功能发挥最充分的旅

游模式。

（六）拓展品牌价值、提升旅

游影响的影视文化旅游模式

该模式是由传统影视产业

与旅游产业通过价值整合、产业

融合形成的新型业态。对内蒙古

而言，主要依托的场景包括草原

在内的多样化场景，因此依托多

样化的资源，拍摄的电影也是多

样化的。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以

蒙古源流为代表的景观塑造模式

也有以额济纳胡杨林为代表的场

景驱动模式。这些模式在扩大内

蒙古旅游影响力、提升旅游吸引

力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七）打造核心赛事、扩大体

育消费的体育文化旅游模式

该模式以文化为背景，融

合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等元素，

搭载旅游产业的平台，依托体

育、文化、旅游产业人才的专业

技能，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旅游

产品，并以健康、文化为主要内

容的一种旅游方式。内蒙古体育

文化旅游有着鲜明的地方性与民

族性，体育项目丰富，同时季节

性较强，广阔的资源使体育旅游

与外界环境完美结合，配套性与

多功能性较为明显。由此形成以

“越野 e 族阿拉善英雄会”为代

表的打造精品赛事模式和以第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为代表的举办全国赛事模式。这

两种模式通过体育赛事，扩大了

旅游影响力，在短期内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是体育文化旅游的典

型代表。

（八）发扬奥运精神、打造四

季旅游的冰雪文化旅游

该模式是以冰雪文化为核

心，通过对冰雪气候资源的利用

形成参与感极强的文化旅游模

式。内蒙古资源的丰富性使冰雪

旅游资源组合度高，冰雪旅游地

域特色鲜明，产品多样。同时随

着冰雪经济持续升温，配套设施

不断完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

成以呼和浩特马鬃山滑雪场为

代表的短途滑雪游模式、以中

国·满洲里中俄蒙国际冰雪节为

代表的综合节庆游模式和以阿尔

山冰雪度假区为代表的度假冰雪

游模式。随着人们对冰雪旅游的

持续关注，内蒙冰雪旅游的发展

路径还在不断探索。

 内蒙古文化旅游融合打造

既要从宏观层面上思考文化旅游

示范模式在新时代的整体推进与

发展策略，又要从微观层面上思

考文化旅游企业的具体发展对

策，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科学

的文旅融合示范模式发展体系，

提高内蒙古文化旅游核心竞争

力，使内蒙古在文化旅游市场竞

争中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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