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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

“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

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

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高质量发展在文旅产业内

表现为文化与旅游融合下新发展

理念的应用、创新创意成为产业

发展的第一动力、区域内外整体

协调和与关联产业间的协调、对

生态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科学开

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

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

障 ；5G、大数据、智能化等新技

术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基础和条件。在良好的外部条

件下，“十四五”时期辽宁省文旅

产业应立足市场需求，以供给侧

改革为主线，用创新发展理念构

建产业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

新业态，强化产业 发展的新动

力，提高产业内外、区域内外的协

调性，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

一、辽宁省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空间布局

单福彬  程金阳

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十四五”时期辽宁省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

在于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建立“两中心、两基地、三产业带”的空间格局。

升级传统文化业和观光业、壮大康养和休闲娱乐业、培育文旅业态，以优化产业结构。从规划、政策、

统筹合作、市场秩序、机制创新等方面构建保障体系，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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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辽宁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一）建设差异化的两个中心

1. 沈阳区域性国际休闲中心

面向国内 旅 游 市场及日、

韩、俄罗斯等国际市场，全面实

施强首府战略。在历史文化保护

与开发、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

体制机制创新、对外开放合作等

方面综合施策。大力发展历史文

化体验、演出演艺、美术动漫、

文学 影 视、 会展节庆、 文化创

意、民俗体验、冰雪运动、儿童

娱乐、休闲商贸综合体等业态。

将沈阳建设成以东北风情和满清

历史为特色、以文化体验和都市

休闲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性国际旅

游中心城市、东北亚文化旅游交

流合作中心。发挥沈阳的龙头作

用，协同发展抚顺、本溪、辽阳

等地区，建设“大沈阳”国际休

闲度假目的地。

2. 大连区域性国际度假中心

对接东北亚及俄罗斯远东

地区市场，加强旅游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建设，规范服务行为，全

面提升硬件功能和服务品质。推

进滨海观光、文旅节庆、商务会

展等业态升级，大力发展邮轮旅

游、帆船旅游、房车露营、生态

养生、温泉度假、文化场馆、时

尚购物、文化交易等以中高端休

闲度假为核心的新业态。将大连

建成以滨海度假和时尚休闲为主

要功能的区域性国际度假地、时

尚浪漫休闲的国内核心城市、美

丽中国的引领城市。发挥大连市

核心区的带动作用，推进大连全

域旅游建设，带动全省滨海休闲

娱乐带的发展。

（二）建设特色化的两个基地

1. 辽西历史文化体验基地

以朝阳为核心区，辐射葫芦

岛、阜新、锦州。依托辽西地区

的三燕、北魏时期的历史，以及

红山文化、古生物化石、宗教文

化、民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资源，构建涵盖历史、科技、

文化、艺术的文博馆群。将辽西

建成历史与文化创新体验基地、

数字化文博产业示范基地。升

级现有化石馆、古生物馆、博物

馆、石窟、长城遗址、古人类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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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等文化型景区景点 ；新建 地

质、科技、非物质文化、民族民

俗、名人纪念、动植物标本、遗

址遗迹等场馆。创新文旅与科学

技术的融合，推进数字技术、5G

技术、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开发

文化场馆的新型旅游产品。开发

文博影院、云展览、文博节事、

科 技赛事、民族演 艺、民族节

庆等业态。建设数字文博产业园

区、主题型文化教育园区。

2. 辽东山地康养运动基地

以本 溪为核心区， 辐 射丹

东、抚顺和沈阳东北部山区。依

托独特的生态环境、地质地貌、

森林植被、中药材等自然资源，

深入挖掘健康文化、民族文化，

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构建

涵盖医疗康复、养生养老、运动

休闲的产业集群。将辽东打造成

具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东

北特点的山地户外运动基地、生

态健康养生基地。着重培育、壮

大健康医疗、生态养生、旅游养

老等康养业态。大力发展山地自

驾、山地越野、徒步远足、极限

运动、森林瑜伽、野外拓展等运

动业态。

（三）建设主题化的三个产

业带

1. 中朝 边 关 风情与红色 旅

游带

以丹东为中心，依托山水、

边关贸易、民俗文化，着重深化

边贸旅游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建

设中朝边贸文旅产业园、特色美

食 街、民族 风情购物 街、朝鲜

族文化小镇。培育边境文旅产业

链，打造边关民族风情特色旅游

线路，打造面对朝鲜的边关风情

旅游品牌。深挖东北抗联、抗美

援朝等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创

新红色文化与民族民俗、特色饮

食、生态环境的融合。着重发展

革命纪念场馆、红色文化演艺、

革命教育培训、红色旅游小镇等

业态，建成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塑造“红

色东方之城”品牌。

2. 北方滨海休闲娱乐带

整合大连、丹东、营口、盘

锦、锦州和葫芦岛六市的沿海旅

游业，深入挖掘海洋、海岸、海

岛、冰雪、温泉、湿地、民俗等

旅游资源，升级滨海观光、水上

娱乐、海上运动、温泉休闲、冰

上运动、邮轮游艇、渔业文化体

验等业态。建设一批中高等级滨

海休闲设施和度假酒店，开辟海

上跨国（日本、韩国、朝鲜等）

邮轮精品线路。打造以休闲度假

与娱乐为主要功能，具有国际水

平的北方滨海休闲娱乐胜地。

3. 辽河流域东北民俗带

结合 辽河流域生态系统治

理，依托辽河干流丰富的生态廊

道，挖掘流域内的地方戏曲曲

艺、 民 族 民 俗、 特 色餐 饮、 农

副产品等资源，重点发展湿地

观光、温泉休闲、乡村民宿、乡

村娱乐、乡村度假、民族文化体

验、自然教育等业态 ；做大做强

滨河生态观光、乡村旅游产业集

群 ；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的乡村文

化与民族文化体验廊道。将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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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建成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关东

民俗风情的文旅产业带。

二、辽宁省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

（一）推动传统文化业态升级

以“ 文化 + 科 技 + 商 业 +”

的模式推进传统文化产业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加快高新

技术、装备在演艺娱乐、工艺美

术、游戏游艺、出版印刷等传统

文化产业中的应用，提高产业的

附加值。扶持戏曲曲艺、音乐舞

蹈、动漫美术、演艺演出、文学

影视创作等业态，推出一批文化

演艺精品。推进文博业与数字化

产业融合，建设智慧文化场馆，

打造云展览、虚拟现实体验、文

创产品、文化游戏等产品。加强

理念创新与科技创新，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做强创意设计、文创

产品生产与销售。发展具有辽宁

特色的艺术欣赏 游、文化会展

游、动漫体 验游、艺术品鉴赏

游、文化艺术研学游、文化休闲

游等新型文旅产品。

（二）推进传统观光业态转型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观光游

览是辽宁省旅游业的重要构成部

分，有鞍山千山、本溪水洞、大

连金石滩、盘锦红海滩、沈阳植

物园等著名景区。辽宁省观光业

的转型需要将自然资源与科技、

健康、教育、商贸等要素实现互

补式 对 接， 拓展 度假、 康 养、

教育功能，开发休闲、度假、娱

乐、文化体验等产品和服务，增

加传统景区的吸引力和盈利能

力。鼓励传统景区积极开发文创

产品、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等

具有文化内涵和创新创意的特色

旅游 衍生品 ；鼓 励互联网、5G

等新技术在传统景区的应 用，

开发相匹配的 VR 体验、智慧导

览、云直播、智慧管理、智慧营

销等产品和服务。

（三）加速健康养生业态建设

健康养生正成为新时代公

众的新需求，且增长迅速。将健

康养生作为“十四五”时期辽宁

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可以有效满足公 众的新需求。

依托辽宁丰富的健康资源和良

好的生态环境，推进“生态 + 养

生 + 商业 +”的发展模式，将健

康、养生、医疗要素与文旅资源

融合，全面发展以康体养生、医

疗保健、运动健身、休闲度假为

主导功能的大健康旅游产业。创

建一批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养生

养老度假基地、运动健身休闲基

地，开发特色医疗、身体康复、

中医药养生、心理治疗的项目。

建设医疗养生旅游产品开发和推

广平台，开发与中医药及民族医

药相结合的健康旅游产品，开发

特色康养食品和保健品。

（四）创新休闲娱乐业态发展

顺 应公 众需 求变化 趋 势，

推进文化、艺术、体育、健康、

娱 乐要素在传统娱 乐业中的融

入，发展新型休闲娱乐业态。加

快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画

廊、演艺场馆、复合型书店、特

色影院、特色体育场馆、主题型

游乐场馆等室内文化休闲业态的

发展。壮大面向青少年、婴幼儿

的儿童娱乐、儿童体验、青少年

拓展训练、青少年艺术培养等业

态 ；壮大面向普通公众的音乐、

表演、艺术鉴赏等业态。扶持乡

村休闲娱乐、乡村文化艺术、乡

村体育运动等业态。推 进传统

旅游景区、文化场馆开发适宜的

休闲娱乐项目。创建一批演艺基

地、艺术基地、文化街区、主题

乐园、场 馆集群、特色 运动基

地，打造新时代休闲娱乐产业发

展集群。

（五）培育文旅产业新业态

随着文旅产业供给侧改革

的不断深化，一批参与感强、体

验性强的文旅新业态纷纷崛起。

“十四五”时期，辽宁省文旅新

业态发 展，在于推动文 旅产业

与科技、商贸、农业、体育、医

疗、养老、工业等产业融合，创

新科技、农业、水利、森林、工

业、体育等资源的利用，以“集

群化”“特色化”“主题化”“差

异化”“高质量”为导向，形成

多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的态势。重

点在于 结合 5G 建 设， 加 快 VR

文娱体 验、智能演 艺、5G 云游

戏等业态 ；结合城市建设，发展

城市休闲综合体、主 题休闲乐

园、科技教育等业态 ；结合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培育邮轮

旅游、商贸旅游等业态 ；结合体

育赛事，发展低空飞行、赛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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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足球篮球等赛事旅游。

三、辽宁省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保障体系

（一）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高水平编制辽宁省文旅产业

发展的总体规划，明确产业的空

间布局、结构体系、发展目标和

重点业态。立足全省发展规划，

编制重点业态、重点项目的发展

规划，明确重点业态与重点项目

的发展战略、主要内容和主要措

施。坚持“多规合一”，加强文

旅产业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国

土空间、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文化保护和乡村振兴等规划

相衔接，实现不同规划之间的有

效协同。提高规划的执行力度，

把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纳入各级

政府的工作部署，实现全省文旅

产业的整体协同。

（二）强化政策支持引导

发挥好各级政府政策的引导

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

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文旅产业。

创新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

设立文旅发展基金 ；支持社会资

本与政府合作建设文旅大项目。

推 进文旅项目产权与经营权交

易平台建设，积极引导预期收益

好、品牌认可度高的企业探索采

用收费权、经营权抵 （质） 押等

方式融资筹资。积极挖掘传统文

化的内涵，鼓励社会主体对优秀

文化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和传

播，鼓励对优秀文化的多元化开

发利用。适度扩大文旅产业用地

供给，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和乡村

旅游项目的用地。大力发展对外

文旅服务贸易，扶持具有辽宁特

色的文旅产品和服务出口。

（三）推进区域内外合作

在全省统筹规划下，建立省

内各地区间的合作机制，明确各

地的角色，整合资金、人才、政

策协同推进项目开发、线路设计

和公共设施建设 ；加强省内各地

区间的游客互换，促进游客合理

流动。联合吉林、黑龙江和内蒙

古，共同培育东北文旅品牌，协

同打造东北特色文旅线路。与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客源地

建立协同推广、游客互换的合作

机制，实现互惠互利。加强与韩

国、日本、俄罗斯的合作，联合

开发出境游线路，推进国家间的

文旅项目开发，吸引各国演出团

队入驻辽宁景区（园区、街区、

酒店）；推进国家间的游客互换。

（四）建立良好市场秩序

建 立完善市场监管工作 联

席制度，明确联席会议各成员单

位的职责 ；加强部门联合执法检

查，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 ；开展行业指导、专项

督查，以净化市场环境、规范市

场秩序，营造诚信经营、文明消

费的良好环境。建立健全信用体

系，推 进文 旅行业协 会发 展，

加强行业自律。加快各类服务标

准体系的建设，强化游客投诉处

理，提高游客满意度。加强市场

安全综合治理，提高行业安全意

识，确保交通、食品、卫生等重

点环节的安全和设备设施安全运

行。

（五）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国有文化、旅游资源的

市场化改革，吸引各类社会资本

投资文旅产业。推进国有景区所

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打

造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推动景

区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探

索建立文旅产权交易市场和投融

资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

辽宁文旅产业。鼓励文旅企业通

过资源整合、资产重组、收购兼

并、连锁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

扩大规模、提高效益。支持文旅

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化各

级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能和职责，

完善综合协调机制，统筹解决产

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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