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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涵

影视产业作为传播文化的

重要载体，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影视产业在产业属性上

有别于其他物质生产领域的产

业，不仅拥有经济属性，还拥有

社会文化属性，加快构建完整的

影视产业链，推动影视产业与

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深度融

合，对于提升一个地区的文化软

实力、培育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影视产业对地区经济

发展的带动作用分析

（一）宣传塑造地区形象

在影视与文旅产业的多元

融合中，城市成为创作与现实的

交汇点，影视作品作为一种重要

的文化表达形式，在对地区形象

的宣传与塑造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通过可辨认的城市空

间，塑造出影像叙事独特的新内

涵和新视界，展示出一个地区的

独特魅力和内涵。一部情节丰富

的影视剧，将影像空间的地区气

质反哺于真实的地理空间，使原

影视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本抽象单调的地名变得具体而

生动，不断激活地区文化效力

和影响力。例如，电视剧《去

有风的地方》主要取景地为云

南大理，通过展现乡村振兴和

少数民族特色元素如木雕、扎

染、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充分展示了当地独特的文化资

源，播出后因其高价值的内容

及较好的收视表现引发了媒体

和观众的兴趣，为后续的文旅

产品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激发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的浓厚兴趣。再比如，广

东江门是《让子弹飞》《一代宗

师》《狂飙》等 20 余部影视作品

的主要拍摄地，随着这些影视

作品的不断播出，江门的知名

度不断攀升，擦亮了“城市名

片”，使江门成为了网民心中最

希望打卡的“网红城市”。

（二）促进旅游业加快发展

影视作品通过银幕、荧屏

传播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文化

资源，能够使观众通过观看不同

类型的影视作品了解当地的自然

风光和风土人情，由此催生旅游

消费行为。通过影视作品的推

广，很多优秀影视作品的拍摄地

点都已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影视产业与旅游业跨界融合成为

新经济增长点。2023 年年初热

播的电视剧《狂飙》通过其扣人

心弦的群像叙事和扫黑行动剧情

吸引了众多观众，同时也展现了

拍摄地江门特色的骑楼建筑文化

和历史街区，展现了独特的城市

景观和文化遗产。《狂飙》的热

播使江门旅游的搜索访问量和旅

游订单量都大幅增长，不仅促

进了旅游业加快发展，也拉动

了酒店、餐饮、交通等旅游服

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携程数据

显示，2023 年 3 月以来，江门的

旅游搜索访问量同比去年同期增

长 174%。江门官方公布的数据

显示，“五一”假期前两天江门

共接待游客 76.52 万人次，旅游收

入 4.39 亿元，相对 2022 年分别增长

173.01% 和 184.29%，相对 2019 年分

别增长 34.25% 和 26.03%。

（三）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

升级

影视产业不仅拥有经济属

摘  要 ：影视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产业中具有带动引领作用，推动影视产业与

旅游业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影视产业在宣传塑造地区形象、促进旅游

业发展、延伸相关产业链等方面对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但也存在部分取景地过度商业

化、游客数量增加引发环境破坏、消费热度逐步衰减后的资源浪费等问题，需要加强内容创新，提高影

视产业核心竞争力 ；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完善宣传计划，实现整合式营销 ；培

育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定制化旅游产品 ；加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 ；加强生态

环境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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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还拥有社会文化属性，从产业

特点看，影视产业具有高度的外

部相关性，影视作品本身集聚了

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其他

艺术形式的特征，随着影视衍生

产品的不断开发，相关产业会得

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影视产业与

旅游业、文化娱乐等服务业有效

整合，不仅能够带动这些相关产

业的发展，还可以增强影视产业

本身的活力，通过产业链的不断

延伸，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而

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山西平

遥国际电影展为例，平遥古城是

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

一，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近年来，平遥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充分利用

了平遥古城的隔离性和历史感，

举办了七届国际电影展。在国

际电影展的推动下，平遥古城相

关产业链不断发展与升级，吸引

更多创作者来此取景拍摄、投资

兴业，成为展示山西、展示晋中

壮丽山河和独特魅力的新窗口，

促进了餐饮、住宿、交通和商贸

等相关产业的的协同发展，为晋

中、平遥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二、存在问题

（一）景点过度商业化

随着影视作品播出后地区

知名度的大幅提高，消费者大量

增加，为了满足其多样化的需

求，各地区会不断加大对拍摄地

旅游资源的商业化开发力度，增

设更多的商业设施，如餐馆、礼

品店、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

以此提高消费者接待数量。但过

度的商业化开发也会带来一系列

负面影响，如大量游客涌入可能

导致部分地区过度拥挤，影响当

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还会导致原

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遭受破

坏，特别是当爆款产品出现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跟风模仿的商品

或服务，导致产品单一化、同质

化。此外，过度商业化开发还可

能会出现为了吸引游客而推出

“套路游”“购物游”等不良旅游

方式，从而给消费带来消费压力

和不愉快的旅游体验。

（二）消费者数量增加引发

环境破坏

影视作品取景地虽然吸引了

大量游客，但也存在破坏环境的

潜在风险。大量消费者涌入后，

突然增加的人流量和产生的垃圾

可能对景点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

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电视剧

《陈情令》热播后，大结局取景

地贵州荒山被消费者踩出了一条

路，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浙

江磐安的瀑布取景地，也因消费

者增多造成了垃圾清理难题。同

时大规模的人为开发和建设可能

导致拍摄地的生态环境破坏，包

括土地开垦、建筑物和基础设施

建设等都会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

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消费热度衰减后的资

源浪费

影视作品的带火效应会带

动短期内消费者的大量涌入，促

进当地旅游业的繁荣，但是随着

客流量的逐渐减退，部分拍摄地

消费者数量会急剧减少，这将导

致部分拍摄取景地在后期运营和

维护上面临一定的困难，导致人

力、物力、财力资源投入过剩，

商业设施、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下

降，无法取得相应的经济收益，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三、发展建议

（一）加强内容创新，提高

影视产业核心竞争力

内容创新是影视产业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也是影视产业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影视产业核

心竞争力需要把创作生产更多优

秀影视作品作为中心任务，着力

打造影视精品力作，加强原创能

力建设，加大影视剧本创作专项

扶持力度，培养多类型创作风

格，增强精品剧目持续供给能力。

（二）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拓展发展空间

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业态，创

新融合发展模式，通过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加快实现影视与

出版、旅游、演艺、软件和信息

服务、商贸、时尚等融合发展，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推动传统影

视企业与互联网企业跨界融合，

加强与通信运营商、信息服务企

业的合作，充分利用互联网、移

动终端等载体，加大影视产品推

广力度，提升受众群体数量。运



48

产经 INDUSTRY北方经济

用项目众筹、大数据运用、互联

网营销等新手段，实现影视企业

创新发展。鼓励网络文学创作改

编影视产品，拓展网络文学影视

产业链。

（三）完善宣传计划，实现

整合式营销

创新宣传方式，通过多种创

新手段实施整合式营销战略，延

续热门影视剧带来的效应，引入

新的文化卖点，塑造新的城市形

象，展示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

充分利用影视文化的热度，整合

各种资源和推广手段，以深度挖

掘城市本身的文化底蕴和特色资

源，例如采取航拍、短视频制作

等方式展示地区的历史文化和自

然风貌 ；利用明星、自媒体等资

源为地区进行宣传 ；制作导览图

引导游客沉浸式旅游打卡 ；在多

平台持续发布影视旅行相关信息

等等，通过综合营销策略持续提

升城市知名度和吸引力，对地区

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培育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开发定制化旅游产品

加快培育壮大文化创意产

业，共同推动影视旅游相关产品

的开发与推广，将影视作品的

IP 价值与地区特色相结合，开

发衍生产品，从而延伸拓展文化

产业链条，丰富文化产品种类，

吸引更多消费者，进一步提升地

区的知名度。根据影视作品的题

材和拍摄地特色文化，开发相关

的定制化旅游产品，如参观影视

作品的拍摄场景、定制主题游、

沉浸体验剧情等活动，更好地满

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让他们

更深入地了解并体验影视作品的

故事情节、背景及所在地风光，

提升消费者对目的地的认知和投

入度。

（五）加强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

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能

够大大提高消费者的体验和满意

度，有助于提升拍摄地口碑的传

播。加大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的投入力度，加强景区的硬件设

施建设，不断改善道路、停车场

等基础设施，提升景区的通行便

利性。完善景区周边的住宿、餐

饮、购物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

提高旅游的舒适度和便利性。在

公共服务方面，完善公共交通体

系、旅游观光车辆等设施，提高

游客进出游览区的便捷性 ；完善

公共安全设施和服务，确保消费

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提供更为

方便的导览服务、游览路线规划

等旅游辅助服务，帮助消费者更

好地了解景区和规划旅行。

（六）加强生态环境与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取景地的自然环境、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强对

消费者行为的监管与管理，以确

保消费者在观光游览过程中遵守

环境、文物保护准则。加强环保

教育，引导消费者秉持可持续发

展和环保理念，减少对地区生态

环境的人为破坏。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地区经济发展

和城市形象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影视作品的热播，不仅可以

推动地区形象的宣传与塑造，促

进旅游业的发展，还能带动相关

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未来，需

要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创新

管理模式，逐步化解存在的问

题，通过各类政策的有序引导，

推动影视产业与文化旅游等相关

产业深度融合，使影视产业与地

区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

来，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力、增添新活力，促进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和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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