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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文化旅游消费对物理空间有较强依赖，因而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较大。为突破物理空间局限、有效解决当前文化旅游

服务困境、满足公众迫切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建议从推进虚拟文

化空间平台建设、充实线上文化旅游消费核心产品和加强法律法规

引导三方面打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扩大文化旅游消费。

一、新冠疫情对文化旅游消费的影响

文化旅游消费对物理空间有较强依赖，包括基于自身文化

需求产生的对文化旅游消费物理环境的依赖、基于社会文化供

给产生的对文化旅游消费在地服务的依赖、以及基于文化旅游

物理空间，由自身文化需求和社会文化供给结合产生的对文化

旅游消费综合体验的依赖。物理空间运行需要物理场域，当前

受疫情影响几乎不能运行，文化旅游业成为此次遭受重创的行

业之一。根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疫情造成旅游业损失额度约

在 1.6 万亿元至 1.8 万亿元之间，旅游业恢复时间大体需要

13-15 个月左右。文化旅游产业链及部分旅游企业组织受损严

重，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并保证文化旅游消费供给。与此同时，

公众文化旅游消费心理受疫情影响发生变化，文化旅游消费信

心和出游意愿动摇。如何突破物理空间对文化旅游消费的制

约，扩大文化旅游消费成为当前难题。

二、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怎样促进文化旅游消费

互联网条件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提供数字化文化资源与

文化参与场所，搭建空间运行逻辑与行为规范，允许参与者以

虚拟身份进行文化学习、文化交流、文化需求反馈、文化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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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虚拟文化活动。打造以文化旅游资源为基础、科技为支撑的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能有效实现文化旅游消费物理环境虚拟

化、在地服务在线化，满足公众文化旅游消费空间体验，从而

突破文化旅游消费对物理空间的依赖，为公众文化旅游消费提

供新途径与新方式。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包括两个层次内涵。一是从空间物理性

去理解，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以文化旅游资源为客观基础，空间

生产出来后，文化旅游资源所体现的自然物理空间基本性质仍

然存在。单就空间物理性而言，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指文化旅游

资源消费平台，借助科技实现文化旅游资源整合与数字化，从

而突破文化旅游消费对物理空间的依赖，同时提供在线文化旅

游消费服务，满足文化旅游消费综合体验，充分释放文化旅游

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从空间社会性去理解，虚拟公共文化空

间生产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公众在线上进行文化旅游消费的

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虚拟文化空间

也是社会空间，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文化旅游消费行为及其方

式构成了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另一层含义。虚拟公共文化空间

的形成将推动公众文化旅游消费行为及其方式转变，形成良好

的空间社会关系，提升公众对文化旅游设施、产品、服务的全

方位消费体验；提高文化旅游供给水平，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

量发展。

三、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思路与路径

（一）推进虚拟文化空间平台建设，构建新型社会关系

打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首先要推进虚拟文化空间平台建

设，形成新的文化旅游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构建上下贯通、

左右联通、供需畅通的新型社会关系，形成良好的文化空间氛

围。这需要政府、企业与公众三力合发，不断加强全方位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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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畅通供需对接渠道。

文化旅游行政部门可通过网站公开规范渠道，集中汇聚已

经注册审批的互联网企业、数字化文化旅游消费平台及相关文

化企业网站，便于公众及时获取文化旅游资源和文化消费服务

信息，做好信息可查、更新及时。同时，积极组织相关企事业

单位借助“互联网+”开展针对文化旅游消费需求的网上义务

咨询、文化旅游服务指导、线上受众评估等，拓展线上文化旅

游消费服务空间。通过对企事业单位的政策引导、政策规范与

实时监管效应，时刻把握公众需求，引导线上文化旅游消费行

为与消费方式，完善互动机制，做好上下对接、供需联通。

（二）采集与收集数字文化资源，充实线上文化旅游消费

核心产品

采集与收集数字文化资源、充实线上文化旅游消费产品是

建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基础性工作。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处于萌芽的初始阶段，虚拟文化消费仍然是一种新型消费模

式，充实线上文化旅游消费核心产品，满足消费者核心利益与

需求是当务之急，也是建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最基本、最主要

的部分。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前提下，以人为中心、以文化

旅游产业核心资源为依托，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新媒体 5G

应用技术，开发线上文化旅游消费核心产品，夯实虚拟文化空

间平台基础。

采集与收集数字文化旅游资源需要关注代表性文化旅游

消费品牌和群众性文化旅游创作。在采集与收集过程中，一要

因地制宜，根据各地文化旅游消费差异扬长避短，发挥特色资

源优势，培育文化旅游品牌；二要形式多样，开发趣味性导航

与互动活动；三要具有时效性，反映当前公众文化旅游消费需

求；四要通过线上作品征集、评比竞赛、宣传推送等形式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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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文化旅游创作积极性，引导公众在文化旅游消费过程中形

成自我意识与文化认同，克服特殊时期社会文化心理压抑，激

发公众文化旅游消费信心。

（三）加强法律法规引导，提升文化旅游消费信心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支持和规范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与

数字化文化旅游消费平台建设，重点搭建省级虚拟文化空间平

台，引导相关企事业单位依据政策要求，结合地方特色与公众

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形成有重点、有方向的规划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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