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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会展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 
王冬梅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辽宁大连  116052） 

摘要：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会展作为一种新兴的会展形态，正逐步成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本
文首先阐述了数字会展的定义与特点，然后分析了数字会展在文旅融合中的具体应用，包括助力文旅产业智能升级、提升文旅产业

竞争力以及推动“IP+本地产业”的品牌升级。同时，文章还指出了数字会展助推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如配套设施建设不足、

管理机制有待优化、融合形式创新不足以及复合型人才匮乏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力求为数字会展助推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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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在此背景下，传统会展业也迎来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遇。
数字会展作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展览形式，突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智能化

的参展体验。同时，文化和旅游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近年来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文化为旅游注入更丰富

的内涵，旅游为文化提供更广阔的传播渠道，两者相互促进、

互利共赢。数字会展恰好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抓
手。一方面，数字会展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文化资源进行

创新性展示，吸引更多游客前往体验；另一方面，数字会展也

为旅游目的地提供了展示自身魅力、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平台。 
一、数字会展的定义与特点 

数字会展是一种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型会展形式。
它打破了传统会展受时空限制的束缚，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展览

内容、交流互动、商贸洽谈等活动搬到线上，使得参展商和观

众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展会活动[1]。一方面，数字会展能够最大限
度地利用网络资源，借助网络平台将展会信息传播到全球各地，

吸引更多潜在客户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数字会展可以通过

VR/AR、3D 建模等技术手段，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交互式的观
展体验，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营造虚实结合的参展环境。此

外，数字会展还具有数据化、个性化的特点。展会主办方可以

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参展商和观众的行为数据进行采集和
分析，从而洞察用户需求，为其提供精准化的展品推荐和商务

服务。 

二、数字会展在文旅融合中的应用 
（一）数字驱动，助力文旅产业智能升级 

数字会展为文旅产业注入了新的数字动能，促进文旅产业

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升级。首先，数字会展平台可以通过大
数据分析，精准把握游客的偏好特征，从而为其推荐个性化的

展品内容和旅游线路[2]。例如，智慧旅游平台可以通过分析游客

的浏览、收藏、评论等行为数据，利用协同过滤算法为每位游
客画像，进而向其推送契合个人兴趣的景区景点、特色美食、

文创产品等，极大提升了游客的参展体验。其次，数字会展可

以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
体验。游客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欣赏文物古迹、非

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AR 技术还能为游客

提供实时导览、语音讲解等智能化服务，让游客轻松玩转景区。 
此外，数字会展还能够整合文旅资源，实现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通过构建文旅大数据平台，汇聚景区、酒店、交通、

演艺等多方数据，文旅企业可以实现精细化运营和智能化管理，
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无缝化的旅游服务。由此可见，数字会展

正成为助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

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二）创新体验，提升文旅产业竞争力 
数字会展运用多样化的数字技术手段，不断创新文旅产品

的展示形式和互动体验，从而提升文旅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一

方面，数字会展可以利用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先进显示技术，
打造梦幻般的文化盛宴。游客不仅可以 360 度全景观赏文物藏

品，还能与虚拟形象进行实时互动，感受非同寻常的文化熏陶。

例如，敦煌研究院举办的数字敦煌展，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再现
了莫高窟的壁画艺术，并设置了飞天 VR 体验项目，让游客身

临其境地感受飞天的舞姿，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另一方面，数字会展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等新
媒体渠道，实现文旅产品的网红化营销[3]。主办方可以邀请知名

文旅达人、网红主播参与互动直播，通过生动有趣的讲解和实

时答疑，吸引大量粉丝观展，激发市场购买热情。同时，参展
商还可以利用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文创产品的快速销售转化，

拓宽盈利渠道。游客则可以通过弹幕、点赞等方式参与互动，

体验参展的乐趣。数字会展正成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发
展的新动能，以创新的体验方式重塑旅游消费新场景，满足游

客日益升级的体验需求，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IP+本地产业”，助力文旅产业品牌升级 
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整合和品牌塑造。数字会展

恰好为“IP+本地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助力文旅产

业实现品牌升级[4]。首先，数字会展可以联合知名 IP，开发独
具特色的主题展览，实现文旅资源的创意转化。例如，富阳富

春山居·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与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

图》深度融合，以诗路文化为主题，通过沉浸式科技手段再现
古典名画意境。游客徜徉在“春江漫游”“诗歌江流”等数字装

置中，体验“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诗意空间。同时，展馆

还推出了“隐之书”“IP 小仙”等特色衍生品，让游客在互动
体验中加深对富春山居诗意魅力的认知。这种 IP 跨界赋能模

式，不仅丰富了文旅消费内容，也为富阳塑造了“诗路文化”

品牌名片。 
其次，数字会展还能结合本土文化，开发彰显地域特色的

文创产品，提升文旅产业附加值。主办方可以充分挖掘本地文

化符号，如非遗、古建、戏曲等，进行创意设计和智能制造，
推出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文创。通过数字会展平台进行推广展

示，带动文创产业发展，实现文旅产业价值提升。例如，故宫

博物院推出的“故宫文创”数字展，以 VR 全景、互动投影等
形式，生动展现了紫禁城的历史文化，并同步上线“故宫淘宝”

旗舰店，集中展示宫廷文化衍生品，供观众线上选购。由此可

见，数字会展为“IP+本地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以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推动文旅产业迈向品牌化、高端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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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阶段。 

三、数字会展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的挑战与对策 

（一）挑战 
尽管数字会展对文旅融合发展有巨大潜力，但它仍面临许

多实际挑战：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数字会展发展。一些

会展场馆布局不合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配套服务短缺，
难以满足“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需求，影响会展活动的顺利

开展。二是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弊端凸显。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各自为政，跨部门协调不畅，导致会展活动审批手续繁琐，
执行标准不一，增加了主办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三是数字会

展的融合创新程度不高。多数会展仍停留在将线下展览简单复

制到线上的阶段，对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运用不足，
个性化、沉浸式体验有待加强，同时国际化水平偏低，吸引力

和竞争力不强。四是会展复合型人才匮乏。高水平的会展策划、

运营、推广等专业人才十分稀缺，既懂会展又懂文旅的复合型
人才更是凤毛麟角。人才结构性矛盾制约了会展活动的创新发

展。面对这些挑战，亟需政府、行业、企业等多方携手应对，

推动数字会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二）对策 

1.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在推动数字会展与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配套设施建设是
重中之重。具体而言，首先要科学规划会展场馆选址，建议采

用“一主多副”的布局模式，在城市核心区域打造主会展中心，

在重点功能区设立分会场，形成多点布局、协同发展的格局。
场馆选址应充分考虑交通可达性，合理规划与机场、高铁站、

地铁站的距离，确保便捷到达。其次，场馆内部功能区划应遵

循“功能互补、流线合理”原则，展览区按照不同产业主题划
分展区，配置智能展示系统；会议区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大中小

型会议室，配备 5G+全息投影等数字化会议设备；商务区设立

洽谈空间、VIP 室等。同时规划建设“会展+”配套设施群，在
场馆周边合理布局星级酒店、特色餐饮、文创商业等业态，打

造便利生活圈。在智慧化建设方面，要加强物联网基础设施部

署，统筹布设各类智能感知终端和信息采集设备，搭建“云、
网、端”一体化智慧会展平台，构建智慧安防、智慧物业、智

慧停车等系统，实现场馆运营、展会服务、安防管理等全面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2.优化管理机制 

数字会展要实现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还需进一步优化管

理体制机制。当前，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会展活动和文
旅项目实施分头管理，存在多头审批、标准不一等问题，影响

了会展活动的便利化和规范化运作。对此，首先要建立健全文

化和旅游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成立会展管理委员会，整合文
化、旅游、商务、外事等部门职能，实现会展管理“一站式”

服务。其次，要完善会展审批和备案制度，建立“一窗通办”

服务平台，整合各部门审批职能，推行“一站式”网上审批。
在审批流程上，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对常规展会采用备案制，

对涉外展会实行审批制，并明确审批时限要求。同时建立绿色

通道机制，对重大会展项目开辟快速审批通道。再次，还要健
全行业自律机制，支持成立会展行业联盟，建立会员企业信用

评价体系，定期发布行业发展报告，表彰诚信经营企业。建立

健全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受理和处置各类违规行为，维护市场
秩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数字会展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制

度保障。 

3.创新融合形式 
数字会展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优势，不断创新展览内容和

形式，深化与文旅产业跨界融合。首先，要深入挖掘地方文化

资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元素融入展

览设计[5]。运用数字孪生、AR/VR 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
景，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文化魅力。并积极探索“线上+

线下”双展联动模式。线下展览注重场景化布展，设计互动性

强的体验项目；线上展览则通过数字展厅、云直播等形式，突
破时空限制扩大展览影响力。其次，要积极设计“会展+文旅”

一体化参展线路，为观众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

服务。主办方可以与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合作，推出展览参
观与旅游观光相结合的套票产品，实现展览游与周边游的无缝

衔接。此外，数字会展还要积极开展跨区域、跨国界的交流合

作，吸引港澳台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旅机构、
行业协会参与联合办展，搭建文化交流、旅游推广、投资合作

的国际平台。通过加快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模式创新，不断

拓展会展业发展新空间，推动文化、旅游、科技、商贸等多产
业融合发展。 

4.培养复合型人才 

数字会展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应当多层次、全
方位推进。在高校培养方面，建议开设“数字会展+文旅”复合

型专业，课程设置应包含会展策划、数字技术应用、文化创意、

旅游管理等核心课程，同时引入企业导师参与教学，定期安排
充足的行业实践时间。在职业培训方面，设立三级培训体系：

初级培训面向基层服务人员，重点提升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

中级培训针对业务骨干，强化项目策划和运营能力；高级培训
瞄准管理人才，注重培养战略规划和创新能力。还可以联合行

业协会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将培训考核结果与职称

晋升挂钩。在人才引进方面，建议设立“会展英才计划”，对于
具有国际会展经验的高端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配

套住房支持、子女就学等优惠政策，并给予适当的项目启动资

金支持，打造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为行业发展储备充
足的专业人才队伍。 

结束语： 

数字会展作为会展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尝试，具有显
著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为文化和旅游业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数字会展，可以实现文旅产业的智

能升级、提升用户体验、促进品牌升级等。然而，数字会展在
助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

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实现融合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高质
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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