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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背景下江门市影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路径
赵东平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江门 529000

[ 摘要 ] 本文在分析江门市影视旅游资源优势、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大湾区背景下江门市影视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提取湾区文化，塑造影视旅游特色；挖掘影视资源，促进影视旅游发展；湾区融合共

建，完善影视旅游产业链；多元线路开发，增强互动体验；树立湾区统一形象，强化宣传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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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影视旅游研究概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

亚的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影视旅游（Movie and TV 

Induced Tourism），他们认为影视旅游应界定为“所

有因影视活动的开展而引致的旅游成果”。

学者 Roger 等对影视基地旅游的兴起现象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旅客在影视作品的深刻影响下，对

影视内容产生共情效应，从而对影视片段产生实地

印证与体验的强烈心理需求，而影视基地旅游兴起

的根本在于影视作品等媒介的宣传推动作用 [1]。

影视旅游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但对当地的旅游业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刺

激区域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其兼具旅游产业联动性

的共性，对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从而产生的经济效益

更不容小觑。此外，影视旅游作为大众化的推广媒

介，对城市文化宣传、城市形象建立、城市品牌塑造

都将会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城市知名度的提升将

会促进城市的整体发展。

二  打造大湾区文化名片，强化地域文化自信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多个章节提及文化和旅游发展，提出共建人文湾区，

构筑休闲湾区，并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

活圈”确定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规划纲要》将

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带来巨大

机遇，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建设 [2]。

文化和旅游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和载体，而影视文化是一种面向大众、通俗易懂的文

化，包罗万象，综合性强，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导向

性，对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以

及娱乐大众方面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规划纲要》

也提出，要充分发挥香港影视人才优势，推动粤港澳

影视合作，加强电影投资合作和人才交流，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影视交流合作

基础实、空间大。

高度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是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壮大不可或缺的强劲动力，2000 多年同根同源、

血脉相通的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突出优势，

是打造地域文化名片的根基。以影视为载体，从兴

人文、强文化入手，充分挖掘、融合及利用岭南传统

文化优势，打造大湾区影视文化名片，提升大湾区文

化对外交流，必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

休闲湾区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统计数字

显示，广东文化产业位居全国第一，已成为全省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旅游营收也是国内最高，2019 年

是广东文化旅游融合的元年，在此契机下，广东省正

充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春风，举办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艺术节，建设大湾区影视基地，打造大湾区

电影联盟，规划创作一批反映大湾区历史人文风貌

和携手发展的文艺精品，推动影视旅游强强联合，创

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  江门市影视旅游发展现状

广东省发展影视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

势，2019 年广东的票房收入为 89.51 亿元，连续 18

年位居全国榜首，同比增长 5.63%[3]。而江门市影视

资源也相当丰富，多个颇具风情的地方成为影视机

构的“天然摄影棚”，江门籍影视明星星光熠熠数量

众多，但影视产业发展规模尚较小，未能形成产业

链。目前除赤坎影视城具备一定的接待能力和个别

个体影视公司外，尚未形成配套，设施和条件还不能

满足整个制作的要求。

（一）江门市影视旅游发展优势

1  侨乡文化地方特色突出

江门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国学大师雷

铎曾说，“‘侨’是江门最大的优势，无论从人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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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历史上，江门的华侨文化在广东地区都是独

一无二的。”江门市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

楼与村落”、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海外华侨

银信”以及各级非遗资源，江门碉楼是中西方文化在

这里碰撞交融的结晶，构筑了江门独具特色的侨乡

文化底蕴，而世界记忆遗产和各级非遗资源，则记载

了五邑地区华侨的悠久历史，背后蕴含着丰富动人

的华侨奋斗故事、激奋人心的华侨精神等。海外游

子带回来的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和思想，奠定了江

门侨乡文化的根基。这些作为特殊的影视旅游资源，

拥有广阔的华侨和民国风情爱好者市场。

2  拍摄地资源丰富

江门的赤坎古镇、自力村、梅家大院、水步冈宁

墟等，多个颇具特色的地方近年来被知名导演如姜

文、王家卫等相中，成为外景地被搬上银幕，有影视

机构的“天然摄影棚”之称。其中最具接待能力的

是赤坎影视城，赤坎镇有 350 多年历史，是一座具有

浓郁南国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侨乡古镇，堤西路

古民居多建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由侨胞、乡村祖尝、

商号老板兴建，是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洋建筑的结合

体，即在传统“金”字瓦顶及青砖结构的基础上，融

入当时先进的西洋混凝土建筑材料。而影视作品中

比较有影响力的如《一代宗师》《让子弹飞》《廖仲恺》

《醉拳Ⅱ》《明月几时有》等都在江门取拍摄，其资源

足以支撑立体化的旅游产品开发。

3  本地籍明星星光熠熠

江门有“中国明星之乡”之称，包括刘德华、梁

朝伟、甄子丹等一百多位艺人祖籍江门，对中国影视

界影响力巨大；江门星光公园是一个国内少有的以

明星为主题的公园，由巨星组成的群雕、120 多个明

星的脸谱墙、别具特色的明星灯柱，处处充满着演

艺元素，印证着江门作为中国“影视明星之乡”的存

在。江门籍明星多次回江门参与演出、庆典与宣传

活动，和江门有着千丝万缕情怀的当红歌星也回到

江门举办演唱会，具有极大的市场效应和影视旅游

发展推动作用。

（二）江门市影视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1  影视作品缺乏侨文化地方特色

目前已有近 90 部影视剧在江门取景拍摄，如

《一代宗师》《让子弹飞》《明月几时有》《风雨西关》

等，均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但也仅是把

江门碉楼和骑楼等作为特色外景地，题材狭窄，以民

国时期的年代剧居多，基本和江门地方历史和文化

关系不大。以侨文化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数量更是少

之又少，而且质量也不尽人意，如多年前的电影《蔡

李佛拳》本是个大好的侨文化题材，但由于没有花大

力气去挖掘和宣传，导致其票房口碑双惨败。

2  影视旅游产品开发未能形成产业链

江门目前开发的影视文化旅游产品主要有明星

公园、江门演艺中心、赤坎影视城、三家巷影视城等，

呈点状零星分布，没有连点成线，形成成熟的旅游线

路产品。每个资源地规模小，接待能力有限，无法形

成规模效应。同时，缺乏配套服务项目和设施，没有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系统的市场凝聚力。客源市场

主要为珠三角地区的短途游客、港澳过境团队和周

边自驾游客，且多为即兴性质的走马观花式参观游

览，停留时间短，无法获得与影视作品相结合的深度

体验游。

3  产品为静态观摩为主，缺乏互动与参与性

无论是江门的明星公园还是赤坎影视城等旅游

产品，均以静态观摩为主，缺乏互动与参与性，无法

满足深度体验旅游的强大市场需求。影视作品的内

容丰富性和强烈带入性，吸引着游客走进场景，走入

剧情，进行共情、体验剧中人的内心，这也是新兴深

度体验游市场的强烈需求。因此，影视产业和旅游

产品的融合发展，本应是互相需求、互相满足的良性

互动，带来产业的延伸和创意提升，实现影视、旅游、

经济、文化融于一体。

四  大湾区背景下江门市影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路径

（一）提取湾区文化，塑造影视旅游特色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同宗同源，同属于岭南文

化圈，在地理区位、语言特色、文化习俗等方面十分

相近，大湾区在文化心理上亲近感强、容纳性高，港

澳文化能快速传播到广东并被接纳，如潮流时尚、影

视文化等。

江门的侨乡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特色所在，是广

府文化和北美（欧）文化融合的完美结晶，体现了岭

南文化中西兼容、新旧兼容的特质，因此挖掘发展江

门侨乡文化作为大湾区岭南文化的亮点，可促进大

湾区文化品牌塑造，采取影视旅游的发展模式可带

来综合的市场和经济效益。大湾区经济基础、人文

环境、毗邻港澳的优越地理区位，为影视旅游发展提

供了良好基础。特别是香港，拥有近一百年的影视

产业发展史，相关管理制度成熟、完备，能为大湾区

影视旅游发展提供“拿来即可用”的经验借鉴。

（二）挖掘影视资源，促进影视旅游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有丰富的影视资源和发展基础，

香港影视一度引领华语影视、甚至世界影视，广东省

电影票房更是连续 18 年居全国省份之首，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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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巨大，另外佛山的南海影视城、中山影视

城、西樵山国艺影视城，以及开平赤坎影视城等，为

大湾区影视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挖掘江门影视资源，发展影视旅游

具有极大可行性。首先，江门类型多样、保存良好的

碉楼资源以及风情万种的川岛旅游资源，都是影视

旅游的极佳拍摄地，特别是碉楼和骑楼景观，成为吸

引众多知名导演的天然摄影棚，目前以此为背景的

影视作品已具相当市场号召力，而其受众即为江门

影视旅游发展的强大客源和潜在客源。第二，江门

悠久的发展历史培养了一代代伟大的历史名人，如

梁启超、梁思成、陈白沙、梁赞、冯如等，他们背后的

故事和文化，是江门影视旅游发展的根基和支撑，可

挖掘传记类影视题材、故居类旅游模式以及人物扮

演旅游体验等，传承历史文化，启迪教育思索。第三，

江门籍影视明星众多，市场号召力强，加上目前粉丝

经济发展旺盛，粉丝产业发展已衍生了更多新的模

式，如明星经济、IP 经济、社群经济等，为影视旅游

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

（三）湾区融合共建，完善影视旅游产业链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江门处于承东启西的

关键节点 [4]，江门应充分抓住此次契机，发挥其与广

东其他地区以及港澳融合的人缘优势、地缘优势，推

动湾区融合共建，形成合力，推动建设影视产业基地

和影视主题园区，打造影视旅游全产业链基地。

江门的赤坎古镇文旅项目融名人、建筑、电影、

故事等元素为一体，在影视旅游产品的设计时，要克

服原有的零星、点状旅游模式，要实现点线面的结

合，综合利用大湾区其他优势影视资源，包括中山、

佛山、香港、澳门等，延长影视旅游线路长度，发挥地

域毗邻优势，合理设计影视旅游六要素，完善影视旅

游的产业链。比如可以在江门游览完之后选择到澳

门去住宿，充分利用澳门发达的酒店业，同时给客人

带来不一样的“夜旅游”体验。

（四）多元线路开发，增强互动体验

影视旅游发展必须重视对线路的多元开发，增

强互动体验和文化吸引力。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

中心，不断推陈出新，既要独具特色，又要灵活机动。

主题的确定是线路开发的重中之重，必须首先确定

旅游线路的主题，提炼线路的亮点和特色，设计富

有文化内涵的影视旅游线路。在游览过程中，不仅

让游客观看到影视的拍摄地、影视故事的发生地，

更应该让其有身心投入的深刻体验。可以设计影

视场景真实再现，让游客模拟角色体会影视人物的

喜怒哀乐；可以组织影迷根据故事的情节延伸，带

领其转换旅游景点，实现跟着影视去旅游的梦想；可

以利用明星的市场影响力，组织粉丝无限接近偶像，

用明星的正能量引导社会文化发展；根据最新上映

的影视作品和开播的影视节目，充分利用网络知名

影评人的解读，发起大众影评活动，制造影视旅游

氛围等等。

（五）树立湾区统一形象，强化宣传营销

影视作品通俗易懂，传播快、受众广，影视旅游

发展对一个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品牌塑造至关重要，

因此，要把影视旅游宣传营销纳入到一个地区甚至

是一个国家对外的整体形象的高度来考虑和推动，

树立和强化“一个好的旅游形象体现的不仅是旅游

业的形象，还关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形象”

的理念，统筹考虑和整体谋划旅游宣传营销工作 [5]。

江门在发展影视旅游过程中，应立足大湾区，借

助大湾区影视发展基础，形成区域合力，充分利用好

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营

销主体模式 [6]。政府负责组织协调社会各方力量，

如旅游企业、影视公司、媒体、行业组织等，从而组成

大湾区影视旅游营销主体，树立大湾区影视旅游品

牌和独特文化形象，策划统一方案实施海外影视旅

游营销活动。这种模式能够集中、统一、高效配置各

种营销资源，从而走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的市

场营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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