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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沉浸式+互动式”“吃、行、游、购、娱”

等相结合的线下模式和打卡、直播、线上购物等形态的

线上模式，努力营造多元化消费场景，满足消费群体精

神文化需求。在搞好“大营销”推好“大项目”中，完

成了首个沉浸式主题商业街区项目。位于拉萨柳梧大桥

西 侧 的 拉 萨 印 沉 浸 式 街 区 以 其 场 景 化 、 艺 术 化 、 社 交

化、互动化、数字化、体验化的发展特点，成为西藏文

旅新亮点。同时，拉萨“中华美食·西藏味道”美食街

开街，全力构建集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为一

体的夜间经济发展体系； [6]还有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

时 代 广 场 ， 打 造 以 上 世 纪 9 0 年 代 老 电 影 为 主 题 的 “ 上

谷之夜·老电影”主题的复古潮流沉浸式夜市；以及拉

萨市城关区藏游坛城街区配合声光电光影秀、花车巡游

开 启 沉 浸 式 夜 间 文 艺 演 出 等 多 种 夜 游 休 闲 业 态 ， 获 得

“拉萨市夜间经济示范区”等企业称号。西藏秉承“以

文促旅、以旅兴商、文旅商体联动”总体思路，对综合

环境、数字化虚拟场景、沉浸式空间布局等经济配套设

施提档升级，全力构建新藏式、数字化、沉浸式一体化

的发展体系，努力激发消费者对沉浸式街区的全方位兴

趣。但从西藏的空间分布和文旅融合发展的业态构成来

看，可待发掘的数字文旅版图还有待进行多模态激活，

形成新的沉浸式文旅叙事，如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红

色文化、古村落、传统节日等资源的数字化传播与数字

化体验，可以强化游客在西藏旅游中的具身实践，从而

实 现 参 与 式 的 文 化 运 化 ， 满 足 不 同 人 群 的 多 元 消 费 需

求，以此来拓宽西藏文旅沉浸式旅游体验的新边界。

西藏文旅沉浸式新业态发展的优化策略

在 文 旅 融 合 方 面 积 极 推 动 政 策 创 新 ， 鼓 励 各 类 文

化和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借助数字化手段，更好地保

护 和 传 承 西 藏 丰 富 的 文 化 遗 产 ， 提 高 文 化 资 源 利 用 效

率，同时也为数字文旅沉浸式业态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

内容和体验形式。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游客群

体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关注群体需求变化，催生西藏

沉浸式文旅融合的多模态延伸，为游客提供多样化文旅

体验。应用耦合机制促进文旅产业与科技产业的深度融

合，提升西藏沉浸式文旅的品质与核心竞争力，通过数

字化、多模态延伸和耦合机制的应用，西藏文旅沉浸式

业态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数字化推动西藏文博事业与数字文旅沉浸式

业态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由于西藏地理空间与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在

数字文旅新业态发展中解决用户从被动接受民族文化的

硬着陆，到参与互动、交互体验，沉浸感受的软着陆，

从线下到线上，满足大众文化差异化需求。例如，“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云展览非常值得推荐，运用场

景图像信息、构建虚拟博物馆模型以及嵌入并展示热点

信息等科技手段，全方位、多角度打造虚拟漫游系统，

满足线上沉浸式观展需求。

其次，构建数字化展览与个性化展品，例如，数字

壁画、数字唐卡等非遗数字化展品与文物，通过摄影采

集 、 图 像 处 理 、 数 据 校 验 、 全 景 漫 游 、 3 D 、 全 息 投 影

等技术添加点击、滑动、触摸等互动环节，提升用户感

知效能；并通过收集、分析观看和交互数据，挖掘参观

者与用户的兴趣和关注点，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实现

传统博物馆展陈无法实现的沉浸式延展与知识板块的链

接，促进参观者对西藏民族文化内涵的深度理解。西藏

地区各大博物馆，需要通过构建数字化、沉浸式的文化

新场景和西藏文物、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创造更

加丰富的传播与应用场景，加大数字文旅沉浸式业态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尽快实现西藏优秀文化数字

化成果的全民共享。

（二）主流客群变化将催生西藏沉浸式文旅融合的

多模态延伸

在 文 化 内 容 与 文 化 服 务 更 加 多 元 化 的 状 态 下 ， 西

藏高原的文化消费方式也随之由较低层次的娱乐消遣型

向较高层次的文化型、知识型、体验型等方向发展，用

好西藏文化的流量“标签”，也需加速文旅的体验“出

圈”，在不同场景中需要关注客群变化并满足游客差异

化的需求。例如，受到“Z世代”年轻人所追捧的剧本杀

市场，可紧扣年轻人喜好逻辑推理的“冒险”精神和角色

扮演的沉浸体验“演戏”热情的群体特征，结合西藏本身

的文化特质，打造藏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剧本

+演艺”融合的社交娱乐体验，借助公共文化场景、自然

景观资源，应用脚本策划、互动演绎、沉浸体验，全面提

升沉浸式文旅体验。重点从两方面进行提升：

一是从自然的历史人文景色旅游业中逐渐转型为更

易与当地乡村文化、民族文化形成共鸣的体验性业态，

如“农文旅+剧本杀”的农旅亮点，依托风光旖旎的民族

村落，打造以古村实景、换装演绎、3D虚拟影像等，与当

地农牧民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性交互场景，以此来打造

“全员NPC”“全息剧本杀”的西藏沉浸式农旅新业态。

二是以“剧本演绎+先进数字化技术”，赋能博物

馆、图书馆、书店、景区、民宿……以西藏文化为魂，

以科技手段为形，服务于文旅行业，带动新型职业的快

速增长。同时，从内容生产到“服化道”到文旅配套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