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什么剧

据灯塔专业版提供的数据，

2022—2023年，每年上线的剧集数量

分别为 329 部、294 部；2018—2023

年，每年上映的电影数量分别为559

部、611部、365部、677部、378部、617

部。若以豆瓣评分8.0分作为衡量作

品是否为好作品的标准之一，其中仅

在2023年，豆瓣评分8.0分及以上的

剧集数量就有23部，电影有4部。

但近两年，真正实现“一部剧带

火一座城”现象的，也仅有《我的阿

勒泰》《繁花》《去有风的地方》等屈

指可数的几部剧。那么，什么样的

影视作品更适合与地方文旅结合，

并为之赋能？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创

作方向硕导虞晓认为，在内容上，要

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是地方本土的

故事，能够与文旅相结合，引起更多

人的情感共鸣。在题材上，爱情题

材和青春题材可能更有优势。

“首先，剧集类型与城市的适配

度是非常重要的。剧集内容需要突

出展现影视作品生动的故事和场景

设置，故事叙事、角色与环境更好地

融为一体，使观众对拍摄地、城市地

标建筑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激发观众

想要去拍摄地实地参观和消费。影

视行业的发展助力越来越多的影视

拍摄地受益于‘影视+文旅’的乘数效

应。”无限自在传媒董事长朱玮杰在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微短剧的兴起，“微短剧+文

旅”的模式利用微短剧的成本低、制

作周期短、创作灵活等特点，成为文

旅宣传营销的新赛道，开辟了文旅

推广的全新路径。

除内容、题材之外，在影视作品

的创作阶段，将景区、城市结合在内

容当中，甚至为景区、城市量身定

制，也是形成影视赋能的必要条件。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陈潇在今年

的上海电视节上透露：“《我的阿勒

泰》开播前的一个半月，我们专门把

开播的时间，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工

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部门一

起做过一个沟通，提出了五个方向的

共享共创的计划，其中包括共同创造

一个形象来代表阿勒泰旅游以马为

主体的形象，然后共同去做衍生品。

同时，我们共同做了一个基金，来帮

助相关产业的建设，还共同设计了四

条旅游线路。此外，《我的阿勒泰》用

非常现实主义的拍摄方法去做，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的一些景点、打卡

地、旅游线路都采用了比较容易串联

的方法，对旅游的拉动最大。”

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影视剧若

能够积极贴合政策乃至国家战略，

也能够为“影视+”的破圈提高成功

概率。

“实际上，像去年贵州的‘村超’

和‘村BA’、今年年初‘哈尔滨小土

豆’，其实背后有国家的政策在倾

斜、在推动。去年的央视春晚在喀

什设立了分会场，背后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一个落子，《我的阿勒泰》

这部剧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相

应的使命。”执惠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刘照慧对记者这样说道。

“随着影视剧质量的提升，有两

种效应在放大。第一个是集聚效

应。无论是城市还是特色的一些区

域，它原来的建筑，它很多一些硬件

的部分，通过影视剧能够迅速集聚

到更多的关注度，形成影响力。第

二个，随着影视剧质量的提升，事实

上它的溢出效应也在放大，原来可

能更多地是从自己的产业出发，现

在我们从实际效果来看，影视产业、

文创产业，包括它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这些都在放大。我们不要把

影视看成一个小产业，我们要把它

看作大载体。”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汤蕴懿如是说。

观察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是对运营者与管理者的一场测试
从《长安十二时辰》《去有风的地

方》《繁花》《我的阿勒泰》等影视作品中

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影视作品在表现

年代、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不尽相

同，但其中也有共通之处，一方面是，

“影视+”的根本基础在于优秀作品。

另一方面是，“影视+文旅”的独特魅

力在于双向奔赴。高质量、精品化的

剧集，形成了更强的情感链接、催生

了更多样的线下体验。作为城市的

管理者、文旅项目的运营方与投资

方，也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水

平，选择合适的方式参与进来，将壮

美多姿的大河山川、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图景、蒸蒸日上的都市乡村生

活，通过影视这一贴近大众、贴近生

活的艺术方式广为人知。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背后是让观众、

游客更深入地认识一座城，对于城市来

说，这其实是整个城市形象的一次重构。

我国有如此多的历史文化名

城、5A级景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城市、地区，每一个城市都有它

自己不同的人文、风貌、文化，包括特

色的美食，通过影视剧的镜头语言，

在短时间内将它放大，并把它展示出

来，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就是一种城

市文旅项目的文化重构，可以快速吸

引全国乃至全球观众的目光。

但值得注意的是，“影视+文旅”虽

然能产生“1+1>2”的效果，但对地方政

府、文旅项目运营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除了要积极拥抱，也需要以开放的心

态去积极采取新的运营方式、治理模式。

中国影视产业、旅游产业均是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市场化发展

进程，在近几年的“影视+文旅”的破

圈现象之前，也曾有过影视作品带火

某个景区的案例，其中就有只关注短

期内影视剧带来的流量，进行过度的

商业化开发，而忽视营运管理，最终

导致景区被摘牌、整改的事件。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各地要乘

上“影视+”的东风和接住“泼天富

贵”，这既需要经济、文化或旅游资源

为底蕴基础，更需要持续的紧跟时代

潮流的人为努力。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张靖超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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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长安十二时辰》到《繁花》，再到《我的阿勒泰》，在剧集收

获高口碑的同时，也为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街区、上海的黄河路以及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勒泰带去了大量的线下流量。

同程旅行方面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在年初《繁花》播出后，在

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1月5日，和平饭店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415%，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3%，“南京路步行街”

周边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9%。除和平饭店外，剧中出现的其他酒店

搜索热度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上海国际饭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61%，上海花园饭店热度环比上涨55%。同程旅行平台的“阿勒泰”和“新

疆”的搜索热度涨幅趋势与剧播时间明显呼应，在《我的阿勒泰》上线播

出后一周，“阿勒泰”搜索热度上涨了562%，“阿勒泰”词条飙升至同程旅

行小程序搜索热度前十名，此外，“新疆”整体搜索热度上涨了323%。

而这种旅游目的地被影视剧带火的现象在近几年不在少数。在国内，除

《繁花》《我的阿勒泰》外，此前《去有风的地方》带火了大理，《狂飙》让广东江门

热度居高不下，古装剧《与凤行》也让取景地缙云仙都景区成为热门打卡点。

从中不难看出，“影视+文旅”已经有了许多创新探索和成功案例。

但值得关注的是，每年国内上映、播出的国产电影、剧集等影视作品有成

百上千部，其中豆瓣评分在8分以上的也有数十部，但最终真正为地方

文旅有显著赋能的却仅有寥寥几部。同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量有百

余座，4A级与5A级景区的合计数量也有数千个，但最终凭借影视剧出

圈的也屈指可数。

那么，“影视+文旅”的破圈现象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当拥有了爆款

影视剧、历史文化名城、4A级乃至5A级景区这几大要素，如何才能形成

“1+1>2”的合力？

在近一个月的采访中，来自影视、旅游行业的多位人士向记者表示，

从影视作品出发，与文旅、演艺、非遗、科技等领域互相融合，之所以会产

生极大的“破圈效应”，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向输出，而是影视与其他领域

的“双向奔赴”。影视作品中能够引起观众同频共振、引发进一步体验的

情绪“核爆点”，与线下良好的体验互相成就、互相赋能。

从《繁花》到《我的
阿勒泰》：一部剧如
何带火一座城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国

共有14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39家

5A级景区。其中，不乏影视剧在其中

取景拍摄，一些剧集、电影在播出、上

映后，也取得了不俗的口碑，但复盘近

几年在社交媒体上与影视剧播出后成

功破圈的也仅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阿勒泰、上海市的黄河路、西安的长安

十二时辰街区等少数几个。

若抛开影视剧的内容质量的因

素，什么样的城市、景区在文旅方面

更适合与影视剧相结合？

同程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热播影视剧带动取景地旅游发展的

现象屡见不鲜，除了抓住“短期流

量”，也有不少取景地实现了将影视

剧营销作为长期有效的卖点，但能

否成功，关键还在于旅游目的地本

身的旅游资源是否具有长期吸引

力，以及基础配套是否具有足够的

服务承接力，如此，才能真正接住影

视剧流量带来的“泼天富贵”。

“被带火的地标意味着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地方

场景的适配度是非常重要的。”朱玮

杰表示，“城市、景点等地标的文化

特色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打造

具有吸引力的城市形象，才能助力

‘流量’长期持续。影视剧拍摄地往

往会形成品牌效应，吸引各地游客

前来体验剧中的场景。要不断更新

和丰富旅游产品，提供多样化的旅

游体验，避免文旅形式的单一和不

可持续性，深度挖掘和利用当地的

文化资源，开发与影视剧相关的深

度文旅项目，比如影视周、文化节、

主题展览等，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城

市形象，通过高质量的服务和独特

的文旅体验来吸引更多的游客，以

拓宽市场。”

在多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以及

分析人士看来，在理论上，中国的每

个城市、景区都可以为自己量身定

制一部电影、一部剧集用以宣传，但

实际上，由于旅游产业发达与否，与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

系，因此，适合采取“影视+文旅”举

措的城市或景区所在的地区，一定

有着较为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

“文旅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的保

障、经济水平的支撑。一个地方的文

旅产业的发展跟其经济发展水平有

高度相关性。国内有的地方还在走

老路子，比如依赖卖观光门票，但实

际上，景区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空洞

的。这些地方的新兴业态不够，还在

吃资源，高度依赖于垄断性的资产价

格分配，营商环境往往也相对较差。”

刘照慧对记者这样说道，“这跟经济

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就

像‘资源诅咒’，我有这些资源就够

了，不需要去努力了，你来（景区）看

就好了，但是谁会去看呢？体验内容

的升级，需要大量的投资，也需要经

济发展水平的支撑，没有这些东西的

话，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当有了更

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才能慢慢去

打造更好的场景，不过度依赖于资

源，去创造更好的旅游体验，而这些

旅游体验和内容才能够保证它可持

续地发展。”

记者了解到，在过去二十多年

里，中国的旅游产业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早年间，该行业主要依靠旅游

资源卖门票、出售纪念品，这种只是

对名山大川的简单观光，由于在消

费体验上缺乏竞争力，遇到了很大

的挑战。

刘照慧认为，未来的文旅产业竞

争是目的地化，而不是景点化。他进

一步解释道：“比如说，原来你去黄山

不会在黄山市待着，去峨眉山不会待

在乐山市。但现在的竞争是目的地

化的竞争，我去了黄山之后，还要在

黄山周边的地方来体验吃喝玩乐一

系列的生活场景和内容，这就提高了

游客对黄山市的要求，因此，黄山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服务就变得

非常重要，因为这已经变成了综合实

力的竞争。其实《繁花》带来的现象

是一个升级版的目的地旅游，游客、

消费者会因此发现原来上海市里面

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地方和玩法，从

为了迪士尼乐园而去上海变成了为

体验而去上海。类似的还有成都、西

安等城市，有非常多的文旅要素的聚

集，同时，当地城市的服务水平、服务

能力也很高。”

“这就类似于网红城市。打造

网红城市不是目的，促进城市经济

繁荣是目的，网红营销是一种城市

品牌推广的手段。”清华大学爆点战

略营销顾问孙巍表示，旅游经济只

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

部。完全依靠旅游经济，通常城市

也不发达。因此，一座城市、一个地

区除了旅游经济，还需要发达的服

务业和生产制造业。

当一部影视作品与城市、

景区在内容上进行了深度结

合，同时这座城市、这个地区也

有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服

务承载能力，是否就意味着“影

视+文旅”就一定能够出圈？

在采访中，多位影视、旅游

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分析人士均

认为，影视能够带来较大的吸

引力，但是如果要把它更好地、

更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关键还

是要重视建成后的运营工作，

形成长尾效应。

在采访中，多位旅游行业

人士提到了西安的长安十二时

辰街区，并将其视作“影视+文

旅”融合现象中通过运营而实

现长红的一个标杆。

公开资料显示，2019 年 6

月，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

由雷佳音和易烊千玺联合主演

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一夜

爆红。该剧成为当年热门影视

剧，一大批外地游客在影视剧

的带动下，来西安旅游。电视

剧播出后，陕西文化产业投资

控股集团（以下简称“陕文投”）

将项目落地的目标瞄准了坐落

在大唐不夜城核心区的曼蒂广

场。曼蒂广场周边特色唐文化

旅游项目林立，但贴近日常生

活的市井文化类项目尚属空

缺，而《长安十二时辰》影视剧

就将长安市井进行了精彩展

示，是符合项目文化定位的影

视IP。2022年4月，长安十二时

辰街区正式建成并开业。

长安十二时辰街区由剧集

《长安十二时辰》美术指导杨志

家及原班美术人员设计搭建，

项目以3层楼总计2.4万平方米

的立体商业空间为载体，涵盖

长安小吃、主题文创、特色演

艺、沉浸游戏、文化包间、场景

体验等业态，并注入了电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IP和唐风市井

文化内容，还结合原剧特色，设

置了“攒星揽月·畅享长安”“和

合之美·风雅长安”“花萼相辉·

夜宴长安”等主题，让游客能够

在长安十二时辰迅速进入剧

情，并体验唐朝市井文化。

“《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

是 2019 年在网上火起来的，我

们推出长安十二时辰街区是在

2022 年，刚开始有人说这是网

红项目，最多火半年。但是我

觉得能够让一部剧，包括文旅

项目火下去，还是要形成长尾

效应。”作为陕文投参股的公

司，陕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邹林丰介绍道 ，从

2022年开业，已有450万游客来

该街区参观游玩。

邹林丰总结了长安十二

时辰街区持续火热的经验：

“第一，运营管理团队要有强

大的共情能力 ，因为一部剧

能在全国爆火一定有非常强

大的故事性，包括它的历史、

文化、冲突，这需要项目运营

者对它非常熟悉，而且能够抓

住它里面感人至深的点，或者

是惊心动魄的点，把这些点通

过 文 旅 的 运 营 手 法 放 大 出

来。大家在几年后回到长安

十二时辰这个街区项目中 ，

都能瞬间记起剧中曾经最刺

激的点。”

“第二是运营能力，把一

部剧能落到线下，需要各项运

营。当时做完这个项目的时

候我们准备退出了，然后找专

业的运营团队来运营，但是发

现没有一个团队能把剧里面

涉及的人物、音乐、表演、情绪

管理等一系列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自己来

管，管理上非常细。”邹林丰

说，“第三是创新能力，剧只是

带给大家在某一个时间、某一

个历史时刻、某一个关键人物

的剧情，但是把它延伸出来，

是基于历史人物、形象 IP 延展

出来的。《长安十二时辰》讲的

是 24 小时的故事，但也是在讲

大唐文化。在长安十二时辰

街区里面我们不断去创新，把

大家熟悉的李白、杜甫、贵妃

等历史人物落地到街区，进行

了一系列的延伸。同时，把剧

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故事，在平

日里面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在

七夕节是什么样子，在中秋节

是什么样子，我们把每一个节

庆的文化根据剧的表现形式

都延伸出来，让大家在不同的

时间来到长安十二时辰街区，

都有不同的感受。这就需要

一个团队来进行不断的创新，

把这部剧进行放大。

作为运营宣传的主要平

台，记者注意到，许多国内的景

区均在抖音平台开设了账号。

其中，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

粉丝量超过了 20 万个，这一数

字不仅远远超过西安的许多著

名景区，而且与其他被影视剧

带火的景区相比，也是遥遥领

先。在小红书平台上，长安十

二时辰主题街区的粉丝量也同

样有着明显的优势。

“长安十二时辰街区很典

型，里面涉及了很多场景，比

如说 NPC 角色的加入、跟游

客之间的交互互动，都是通过

运营让游客有代入感、体验

感。”刘照慧说，“运营是个系

统工程，是文旅行业中非常核

心的板块。再好的文旅项目、

文旅资源，都需要好的运营，

最基础的运营是服务保障，比

如接待服务，保证游客的正常

体验 ，能够让游客正常地参

与。更高级的运营还来自营

销，产品的推广，和游客之间

的交流，把体验感、把这个故

事交付给游客，像演艺的运营

是通过演员的演出和观众互

动，如何能够让演员的状态表

现更好，让你有代入感、沉浸

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运营

的一部分。”

孙巍也表示，“影视+文旅”

两个 IP 联动会加大成功的概

率，但需要两个 IP 的配合到

位。因为最终打动影迷的是剧

情，打动消费者的是文旅体验，

在“景区体验剧情”需要很好的

设计，才能真正联动成功。

对于这种影视IP与文旅的

融合以及相互赋能的情况，汤

蕴懿人为，从未来的前景看，新

消费在影视产业的产业链上面

可以延长，然后形成很多新的

消费场景、新的消费模式、新的

产品。这是值得行业更深入探

索、优化与提升的。

“在这些新模式、新场景、

新产品里面，我们也要有一种

新的治理模式，采取一种更包

容的态度。如果线下治理跟不

上的话，反而会形成一些灾难，

所以怎样把这样的流量变为销

量，同时也通过这样的销量更

好地提高地方发展的质量，这

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汤

蕴懿说。

3.如何火

长安十二时辰街区“长红”的启示

关键是接住“泼天富贵”

好剧为地方赋能

《我的阿勒泰》亚洲首映，导演滕丛丛、主演马伊 等出席。该剧热播并带火了阿勒泰和新疆的旅游。 视觉中国/图

2.什么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