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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间 维 度 与 空 间 包 围 感 的 利 用 、 环 境 反 馈 、 多 感 官 刺

激、权威性或客观真实性、使用“实时”或“戏剧性时

间”、社会参与、心理意象、艺术形象、灯光效果。从

以上要素中可以看出，各种沉浸要素的叠加与组合对于

个体受众的沉浸体验效果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同时展陈

与环境所具备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构建沉浸要素的多元性

与复杂性，因此在诸多要素中厘清数字文旅的沉浸式体

验机制与数字技术的不同特质，研究如何激活人的被动

反映和主观带入性的“心流”体验，为沉浸式文旅奠定

了理论基础。

（二）“体验经济”夯实沉浸式文旅的产业基础

目 前 国 内 国 外 有 关 “ 心 流 ” 体 验 的 研 究 开 始 出 现

产业转向，从最主要的个体研究中追求最佳体验感的主

动性，转向为产业对游客沉浸感的氛围营造研究。当前

我国一系列学者对虚实共生、智能互动、场景营造围绕

产 业 层 面 进 行 多 维 度 探 讨 ， 分 析 经 济 增 长 的 追 求 与 支

撑，研究视角逐渐切入“体验经济”兴起的底层逻辑。

通过现实场景中“体验经济”带动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快

速发展表征，从而放大我国起步晚，但优势强劲的“声

量”。2023年4月中关村中恒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发布

《沉浸式文旅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年度）》报告，

此报告是国内关于沉浸式新业态发展的综述。阐述全球

经济形态从“产品经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

的转型与流变。[3]从形态特征入手，重点阐述了所具备的

文化和科技高度融合、知识与技术密集、模式创新与网

红效应以及附加值高等特征。提出“‘体验经济’的核

心为‘沉浸式体验’，是以文化创意为主导、以信息技

术集成为支撑，通过虚实结合空间创意和智能互动的业

态创新，构建沉浸式互动叙事的体验场景，多方位、全

角度调动观众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进入沉浸的互

动叙事环境中，建立和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代入感和共

情感，形成极强趣味性和感官震撼”。从报告内容中可

以反映出“体验经济”的经济增长带动性，通过文化创

意与技艺的迭代融合，是夯实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基础。

（三）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下沉浸式文旅产业的特

征与机制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的介入使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发展场景不再是静观的景观对象，而

是继承VR/AR/MR、3D全息、多通道投影、LDT、多模态

智能交互等大量的前沿科技成果，用既定体验的标准，

突出技术与文化创意结合的感官式沉浸的特征。同时，

沉浸式文旅产业的消费主体也正在转向个性化体验以及

自我价值认同的“Z世代”群体（具体指1995年至2009

年之间出生者），时尚、文化、社交、体验化等方面的

需求，以密室产业和剧本杀产业为主的沉浸式剧本娱乐

行业规模增长空间巨大。创新迭代、层出不穷的文化与

科技的深度融合与故事性驱动，构建了“Z世代”故事式

沉浸体验消费的群体特征。此外，随着文化旅游向“体

验经济”的转型，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城市公共空间活

化、夜间经济、城市会客厅、老工厂利用、城中村改造，

传统景区提升和产业升级中的文旅演艺、展演融合、文旅

特色小镇、夜间经济、网红景区打造以及乡村振兴中的村

落转型升级和民宿游等，加快发展全域旅游以想象式沉

浸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模式，彰显出推动我国城市

更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与消费升级的强大引擎。　   

西藏数字文旅沉浸式业态的发展现状

数 字 文 旅 深 刻 演 进 了 西 藏 在 地 文 化 的 意 义 表 达 ，

可克服复杂且恶劣自然地理条件的束缚，幻化出对西藏

地域空间和精神与气质的向往，从而加速对西藏文化和

数字化融合的产业发展。沉浸式业态在西藏高原的蓬勃

兴起，进一步为本土景观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及对文旅产

业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数字化对文旅景象、形象、文化

的凝练与改造，从而引发沉浸式“心流”体验的活跃度

跃升与新兴文旅领域的转型升级。西藏在文旅融合实践

中 ， 把 高 质 量 发 展 放 在 聚 焦 “ 四 件 大 事 ” 、 聚 力 “ 四

个 创 建 ” 的 大 局 中 ， 从 编 好 “ 大 规 划 ” 、 建 好 “ 大 景

区”、推好“大项目”、做好“大服务”、搞好“大营

销”中释放出对沉浸式文旅发展的巨大潜力，并赋予了

其新业态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沉浸式展陈释放西藏文旅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 西 藏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的 进 程 中 不 断 聚 焦 稳 定 、 发

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守护西藏历史文脉与民族文

化精粹，不断探索和研究西藏民族文化与发展时尚的融

合，推动数字文旅走深走实，在西藏各大博物馆建设与

沉浸式体验中成果凸显，同时也渐成风尚。据2024年3

月31日西藏全区文物局局长会议传出的信息，2023年，

西藏博物馆体系愈加健全，全区43个博物馆、陈列馆、

纪念馆年参观人数达200万人次。全国6565家博物馆备

案名录中西藏自治区占有13家。例如，坐落在拉萨的西

藏博物馆，馆藏文物涵盖古今，主要有印信封诰、古籍

文献、瓷器玉器、唐卡造像、牙雕漆器等类别藏品，其

中 珍 贵 文 物 达 4 万 余 件 套 。 [ 4 ]展 陈 “ 雪 域 长 歌 —— 西 藏

历史与文化”“离太阳最近的人——西藏民俗文化”和

“雪域丰碑——西藏革命文物展”充分展示西藏地区历

史发展进程与文化面貌，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提供了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