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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线上数字服务平台，与省交通厅、省市场监督局、

省信用中心、部分市州等进行共享交换数据来建设文旅

大数据中心，[5]推动四川省数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产品：“科技+演艺”，文旅产品不断丰富

近 年 来 ， 四 川 不 断 完 善 富 数 字 文 旅 产 品 。 广 元 市

剑门关景区投资近8800万元打造了实景崖壁灯光演艺秀

《剑门长歌》，以天然崖壁为幕，将剑门“天险”崖壁

与绚丽的灯光科技融合，借助全息投影、声效互动等科

技手段，综合利用戏剧、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再植

入大型通关互动游戏，让游客在行进观演中体验全感官

的户外真人“通关”游戏，许多游客乐此不疲。而在峨眉

山市，由著名导演王潮歌创作并执导的《只有峨眉山》同

样开创了旅游演艺“戏剧幻城”的全新模式，实现了艺术

要素与技术要素的高度融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游项目。

此外，借助声光电等新科技手段，《梦境光雾山》《阆苑

仙境》《梦回巴国》等一大批旅游演艺项目也逐渐成为各

地传播特色文化、丰富旅游体验的创新产品。

3、服务：创新数字技术，文旅实践更加多样

在数字文旅服务项目上，四川也特别注重创新数字

技术，开展多样化的文旅实践。例如四川美术馆开设3D

在线展览系统，打破了传统图文及音视频的单一展览模

式，创新性地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及3D空间多媒体信息集

成技术，以3D互动展陈和平面推文相结合的方式，让人

们身临其境般漫游于三维空间，观看各类艺术展览。此

外，成都市天府绿道智慧锦城绿道项目更是为成都市的

绿道加入了智慧元素，不仅通过APP、小程序和公众号

把绿道中的“吃住行游购娱”场景连接起来，为游客提

供更优质的智能化服务，而且还开放了线上导游导览服

务。游客可以利用手机查找厕所、智慧停车场、以及其

他各类信息，同时该项目还会结合游客行为分析、利用

大数据挖掘技术，建立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的智能推荐，

为绿道游客提供游前、游中、游后的全程精准服务，为

大众绿色、健康、安全出行提供智能化服务。

（三）挖掘地方特色，开发数字文化资源

四川作为文旅大省，文旅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排

在全国第一方阵。四川是巴蜀文化的核心地区，其文化

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据统计，全省现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遗名录项目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139项， [6]全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地方戏曲剧种等六大类文化资

源305.74万处。[7]在数字文旅项目开发上，四川充分开发

原有的丰富资源，因地制宜，形成了符合自身省份特色

的发展方向。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

游发展规划》，在戏曲传承振兴方面，实施戏曲振兴工

程，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推进数字化保存和传播。

作为中国戏曲大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川剧也正以多

样化的数字化形式和更多元的新媒体方式呈现，主动融

入数字文旅时代的浪潮中。同时，四川因地制宜，利用

文旅数字化推进地方发展。南充八尔湖数字乡村作为四

川 省 首 批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镇 ， 积 极 探 索 数 字 乡 村 发 展 模

式，采用5G、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AI等新技术，

将 全 镇 方 圆 3 0 公 里 范 围 内 的 环 境 场 景 进 行 1 ∶ 1 真 实 还

原，并在此基础上叠加八尔湖数字乡村相关的物联网、

信息化应用及数字化系统数据，最终在数字孪生系统上

呈现，推动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

（四）开拓数字化场景，游客体验大幅提升

近年来，四川不断利用数字技术开拓新的消费场景

和新的消费模式。2022年7月21日，四川大剧院“1元云

端看《醒·狮》”获得1040万人次关注，139万网友点

赞，4.73万多条转发和评论，平台同步热搜上榜。在消

费模式得到创新的同时，注重提升游客体验。金沙遗址

博物馆数字体验项目“考古时空门”，以金沙遗址及遗

迹馆展馆整体外观建筑的高精度三维数据采集、高清卫

星影像数据、考古发掘原始资料和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为

制作基础，向公众深度解读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前、发

掘中及发掘后的情况以及重点遗迹点位的出土状态，借

助三维建模及虚拟现实技术，依托LED墙面屏+地面屏设

备，在遗迹馆遗址展示现场，打造了可漫游、可交互的

沉浸式虚拟考古体验。通过多种技术向观众活态展示了

考古发掘的过程，普及了遗迹和出土文物丰富的背景知

识，增加了自主参观展览过程的趣味性和体验感。据了

解，自2021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该项目服务观众达

162万余人次，深受游客欢迎。

四川数字文旅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推进力度大，文旅市场反应不一

近年来，四川大力推动文旅数字化，政府出台了相

关政策和资金支持。2023年5月29日，四川省文化数字化

建设清单发布会发布了重点项目清单，其中包括61个项

目，总投资超过39亿元。此外，四川省还设立了规模3.5

亿至5亿元的数字文化产业基金，主要投向数字文创、影视

游戏、VR/AR、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9]首

届四川数字文旅发展大会在成都的召开，也进一步凸显

了四川省对数字文旅工作的高度重视。尽管四川在政策

和资金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但数字化转型在文旅市

场中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首先，部分文旅景区、

企业以及文旅从业者未能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