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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策略
邓微微 丁 盈

［内容提要］本文从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入手，提升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质

量，研究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策略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分别从宏观政府和微观企业的

角度，探寻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策略，并以张家界《魅力湘西》作为成功案例加以实证，结果

表明：采用该策略能够提升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的质量，有望推动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湘教通〔2022〕174 号）———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数字

化整理与应用研究。

引言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及贵州省

四个省市交界区域的71个县市。因地理位置独特，武

陵山片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特色突出。随着旅

游业的飞速发展，旅游演艺市场的竞争趋于激烈。武陵

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数量增加，质量却良莠不齐，长此

以往不利于片区内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因此，本文从

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的必要性入手，分析武陵山片

区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解

决策略，并以张家界《魅力湘西》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为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一 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的必要性分析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

2022 年，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到了行业发展的

重要位置。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的灵感来源于独

特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地方文化。发挥武陵山片区独特

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演艺产业，提升旅游演

艺产品质量，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丰富文化

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旅游演艺作为文旅产业的组成部分，是游客了

解当地特色文化的重要窗口。推出优质的旅游演艺

项目能够持续吸引客流量，为当地旅游业及相关行

业创造可观的效益。此外，旅游演艺演出需要招募演

员以及工作人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提升

武陵山片区的旅游演艺产品质量能够持续吸引游客

消费，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三）适应政策变化的需要

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促进旅游演艺

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推进旅游演艺的转型升级作为

首要任务。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和

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提升旅游演艺

品质。随着国家对旅游演艺产品支持力度的增加，旅

游演艺产业的地位也日益提高。武陵山片区旅游演

艺产品在政府正向的宏观引导下，应积极顺应政策

需求，着力提升产品质量。

二 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现状

（一）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发展总体情况

第一，产业效益可观。近年来，武陵山片区旅游

演艺业发展迅速，旅游演出收入持续增长。如张家界

知名旅游演艺项目《武陵魂·梯玛神歌》，带动全市旅

游产业收入增长超 10 亿。又如重庆酉阳《梦幻桃源》，

带动超 2万户农户增加经济收入。重庆石柱《天上黄

水》、贵州铜仁《梦幻梵净山》等演艺项目也显著拉动

了地方经济。

第二，就业机会增多。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推动

了旅游经济高速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

业岗位。在家门口即可实现就业，有效减少留守儿童

及空巢老人的数量。如沅陵的借母溪村就有数十名

村民成为当地演艺项目《狃子花开》的演员。

第三，基础设施改善。武陵山片区内的旅游演艺

公司认识到舞台设施的重要性，即使是小型演艺旅游

项目。如凤凰县竹山村的《竹山花开》、隆回县虎形山

大花瑶景区的《花瑶喜宴》，也着力增强了消费者的观

看体验。此外，武陵山片区已基本形成立体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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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澧水等航运码头恢复建设。

第四，激发行业投资活力。旅游演艺带来的经济效

益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大量资金进入行业内，带动了

一批集中在湖北恩施、湖南湘西地区的演艺产品，如芙

蓉镇《花开芙蓉》系列、通道皇都村《戊梁恋歌》等。

（二）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1 科技融合度低，表演形式传统

武陵山片区现有的旅游演艺产品很少使用 VR

（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科技来增强观众的视

觉体验。虽然在前期降低了成本，但表演的呈现效果

有限，后续发展易受限。科技含量高的舞台技术能赋

予演艺节目更多的视觉冲击，吸引更多的游客消费。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科技融合度低的传统歌舞节目

难以激发消费者的观演热情。

2 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不足

旅游演艺产品间的趋同性明显，缺乏创新力。部

分企业为迅速收回成本，重形式轻内容。如《烟雨张

家界》《梦幻张家界》等，部分演艺产品没有深入挖掘

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缺乏文化内涵。演艺产品的内

容、形式趋同，丧失了产品的独特性，同质化严重。而

高趋同性易让消费者审美疲劳，降低产品需求。

3 人才队伍建设不完善

武陵山片区地跨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

总面积达 17.18 万平方公里。但片区内仅有一所高

校，对旅游演艺人才供不应求，尤其导演、编剧等职

位存在很大缺口。大部分旅游演艺项目也忽略了对

民间艺人的培养，多数时候就近聘请村民演出，演艺

团队看似组建，但团队的专业知识储备、产品创新能

力等方面都存在不足。

三 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策略

（一）政府层面

1 加强演艺市场监管

旅游演艺产品从设计到演出都离不开良好的演

艺环境，加强市场监管是实现旅游演艺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一，要加快法治建设。落实政府监管旅游演艺

市场的责任，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大作品审核力

度，确保搬上舞台的演艺作品无不良思想导向，内容

积极向上，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

第二，要规范售票行为。依法查处各种扰乱市场

秩序的行为，如炒作高价、虚假宣传、欺诈等，维持正

常的票务秩序。

第三，要加快建设旅游演艺行业的信用体系。实

行“黑名单”制度，将旅游演艺企业及从业人员的不

良行为记入档案，依规惩处，推动旅游演艺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

2 加大资金支持

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的突出问题是运作成本高。

因此，地方政府应给予优惠政策，以推动旅游演艺产

业高质量发展。

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从财政

预算中划拨一定资金助力旅游演艺产品立项，并通

过给予税收优惠等措施减轻企业的压力。扶持优质

的旅游演艺项目，为旅游演艺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拓宽融资渠道。资金不足将造成演艺项目停摆。

为保障旅游演艺项目资金正常运转，应着力拓宽旅

游演艺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银行与企业合作，降低

融资门槛，多方助力演艺项目落地。

（二）企业层面

1 立足本土文化优势，提升产品创新力

旅游演艺产品的核心为文化，因此，演艺产品的

创新应把握产品的文化内核。在演艺产品的开发过程

中，企业要深入挖掘当地文化底蕴，深入广大群众，搜

集表演素材，寻找改编的创新点。在吸收本土优秀文

化的基础上精心编排节目，并积极顺应市场变化，打

造本土文化鲜明又富有创意的旅游演艺产品。

2 注重品牌建设，提高产品竞争力

品牌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灵魂。在发展前期，演艺

企业应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寻求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在

后期积极整合资源，着力培育本土旅游演艺品牌，将其

打造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符号。同时注重品牌

的宣传工作，利用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特点进行营销，扩

大品牌影响力，打造优质的旅游演艺品牌形象。

3 科技赋能演艺，升级观众体验

先进的舞台科技能够显著提升观众的视觉享

受，增加旅游演艺的经济效益。企业可引进全息投

影、舞台特效等科技手段，结合表演内容，呈现裸眼

3D 等演出效果。企业还应不断创新沉浸式体验的表

演方式，打造富有表现力与感染力的旅游演艺产品，

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旅游演艺产品的消费需求。

4 产业融合发展，提高演艺质量

产业融合发展反映了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这

种组织形式能够加强不同产业间的合作关系，达成

互利共赢的目的。演艺企业应加强联动发展，树立合

作意识，推动旅游演艺与旅游、服饰、动漫等领域融

合发展。通过打造“旅游演艺 +旅游”“旅游演艺 +文

创”“旅游演艺 + 服饰设计”等衍生产品，丰富旅游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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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产品形式，促进新业态形成，为旅游演艺行业的

不断发展注入活力。

5 注重人才培养，打造专业团队

旅游演艺的主要表演形式为文艺演出，决定了

行业有大量的人才需求。

一，引进人才。实施人才引进政策，通过高薪聘

请、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等方式，将演艺行业上下游

的高素质人才引入企业，打造素质高、能力强、擅创

新的专业团队。

第二，孵化人才。企业可以设立人才专项孵化资

金，扶持演艺和旅游相关专业的优质人才，建立专业

的演艺人才培养基地。与高校合作实习项目，通过提

供实习生岗位吸收优质的旅游演艺人才。

四 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实证

研究

（一）案例简介

张家界《魅力湘西》是张家界市历史最悠久的本

土旅游演艺项目。从初创时的小剧场发展为占地面积

超 30 亩（1亩≈667 平方米）的大型国际文化广场，年

经济效益以亿元为单位。二十年来，《魅力湘西》累计

接纳游客上千万，在演出场次、营业收入等方面均列

武陵山片区前茅。

2010 年，《魅力湘西》被列入“国家文化旅游重点

项目名录”。2014 年起，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连续

五年参加海外文化交流活动，出访俄罗斯等国。2017

年，冯小刚任《魅力湘西》项目组导演，在充分吸收不

同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改编。2023 年，复演

的《魅力湘西》日均接待游客 5000 人，实现“开门红”。

（二）案例分析

1 积极挖掘人才，文化特色突出

张家界《魅力湘西》植根湘西本土民俗，深挖当

地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走出去、请进来、出

精品、创一流”为经营理念，聘请国内知名学者、艺术

家等，并积极邀请优秀的民间艺人登台表演，打造一

支专业的创作团队和表演团队。

节目表演的内容主要为苗族鼓舞、边城、爬楼、

茅古斯舞、马桑树儿搭灯台等歌舞以及杂技类型的

表演，展现了早期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和娱乐状态。

2 硬件设施优化，注重品牌建设

张家界《魅力湘西》舞台、灯光等硬件设施实现

全面优化，同时注重增加了观众的互动体验。推出了

摆手舞、拦门酒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表演，增加观众

对本土文化的理解。

张家界《魅力湘西》注重品牌建设，加强维护品

牌形象，在营销推广模式上不断创新，依托国际旅游

城市的名片，对品牌进行全方位的营销策划。除了传

统的线下推广，还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品牌。此

外，企业还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结合文化产业

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规划，有计划地实施商标战略，并

不断完善品牌的相关保护工作。

3 政府大力支持，重视产业融合

2022 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世

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支持景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旅

游文化演艺活动。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张家界相继

出台地方旅游演艺产业政策，大力发展旅游演艺业。

《魅力湘西》自身也坚定文化市场化的信念，积极

融合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一方面，寻求剧团的结合，

打造利益一体化联盟，形成高效的节目创作机制，另

一方面，充分发挥旅行社的中介作用，创新企业的经

营模式，从家族经营转变为现代企业。

五 结语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丰富，民族地域文化特色鲜

明，培育了知名的演艺品牌《魅力湘西》，但区域内的

旅游演艺产品的竞争力不强，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

产品想要进一步打开市场，提升产品竞争力需要从

多角度着手。这一提质升级的过程既离不开国家宏

观政策的引导、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企业采

取相关措施，紧抓观众需求、加强区域间合作、应用

新型科技、打造演艺品牌、营销宣传等。只有把握好

每个环节，才能使旅游演艺产品实现全方位升级。

（作者单位系吉首大学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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