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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长安十二时辰”为具体案例,分析其在推动区域经济、文化传播及满足多元化旅游需

求方面的成效。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与实地考察等方法,本文详细阐述了文旅融合的价值与意义,

以及沉浸式体验经济如何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体验。沉浸式体验经济是文旅融合发

展的重要方向,其创新模式值得推广与借鉴,同时也需关注文化保护、游客体验提升及服务质量优化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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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he “twelve hours of Chang'a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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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welve hours of Chang'an as a specific case study to analyze its effectiveness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y,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meeting diversified tourism need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as well as how immersive experience economy provides consumers with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evel deep experiences. Immersive experienc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its innovative model is worth promoting and learning 

from. At the same time,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cultural protection, improvement of tourist experience, 

and optimization of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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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研究热度不断

提升。众多学者认为,文旅融合是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和内在要求[1]。研究指出,文旅融合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有效丰

富旅游产品供给,通过深挖地方文化资源将文化内涵融入旅游

项目中,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 

文旅融合在经济效益层面表现为联动效应,它能拓宽产业

发展空间,激活消费需求,拉动关联行业如餐饮、住宿、交通

等行业的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时还能够有效缩小居民

收入差距,缩小城乡间乃至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推动社会高质

量发展[2]。在社会效益方面,文旅融合鼓励各地社区通过各种形

式将当地文化融入到旅游项目,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促进文化的活态化传播,让静态的文化资源动态化,使得游客能

够在游览中亲身体验和感知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更深层次的文

化传播效果[3]；此外,文旅融合对提升城市品牌形象及竞争力具

有显著作用。有研究强调,城市文化符号的挖掘与展示可强化城

市旅游的独特性与吸引力,促进文旅文创融合达成颠覆性创意

引领,助推城市形象成功出圈,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地方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4]。 

然而,文旅融合过程中也面临如何平衡商业开发与文化

保护、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文化资源过度商业化、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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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仍需我们深入探讨

和解决。 

1 沉浸式体验经济的定义 

沉浸式体验经济不仅仅是关于商品或服务的简单交易,更

是一种以消费者为中心,强调参与、互动与情感共鸣的深度经济

体验。在体验经济中,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主动

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企业不再仅仅提供产品或服务,而是提供

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体验,这种体验可能包括感官上的享受、

情感上的满足、认知上的提升,其核心在于消费者参与和互动。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消费者对于产品或服务的需

求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功能需求,更多地追求情感上的满足和文

化上的认同。体验式经济正是抓住了这一消费心理的变化,通过

精心设计的体验活动,让消费者在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品牌所传递的情感和文化价值[5]。 

2 商业模式梳理 

传统娱乐经济这种模式主要依赖于电影、音乐、游戏等传

统的娱乐产品,通过提供内容来满足消费者的娱乐需求。在这

种模式下,消费者通过观赏、聆听或参与娱乐活动来获得乐趣

和放松。 

内容为王：传统娱乐经济注重内容的创作和制作,追求内容

的丰富性、多样性和高质量,以吸引和留住消费者。 

单向传播：在传统娱乐经济中,信息的传播通常是单向的,

即从制作方到消费者,消费者被动地接受娱乐产品,而无法实时

参与和互动。 

固定形态：传统娱乐经济的产品形态相对固定,如电影、音

乐、游戏等,消费者只能按照固定的规则和流程进行体验和

消费。 

而沉浸式体验经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为消费者打造一个

全方位、多感官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消费者可以身临其

境地参与和体验各种场景和活动,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感官震

撼和情感共鸣。 

技术驱动：沉浸式体验经济高度依赖于先进的信息技术,

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为消

费者带来更加真实、生动的体验。 

深度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消费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而是可以积极地与虚拟环境进行互动,参与其中的各种活动和

任务,这种深度互动使得体验更加深入和难忘。 

个性化定制：沉浸式体验经济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喜

好,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让消费者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到独特

的乐趣和价值。 

3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沉浸式体验经济发展与推广

意义 

经济推动,创新模式引领新消费。在经济发展方面,沉浸式

体验经济为文旅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通过像“长安十二时

辰”主题街区这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不仅能提

升景区的吸引力还可以带动周边服务行业的发展,如餐饮、住宿

和交通等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此外,沉浸式体验通过多元化的

消费模式,如票务、文创产品和体验项目的结合可以增加游客的

消费深度广度进而极大地提升了旅游收入。随着更多类似项目

的推广,沉浸式体验经济模式将进一步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 

文化传播,古今交融再现辉煌。在文化宣传方面,沉浸式体

验经济有效地传播了地方文化和历史。例如,“长安十二时辰”

主题街区通过生动的演绎和互动体验,将唐代长安的繁华和文

化精髓展现在游客面前,使他们在娱乐中了解历史。此类项目不

仅是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更是文化创新的载体。通过现代化的

手段将古老文化重新包装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满足需求,品质提升引领新潮流。在满足旅游需求方面,沉

浸式体验经济通过创新的体验方式满足了游客对高质量旅游体

验的需求。现代游客不仅仅满足于观光更希望通过深度体验获

得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精心设计的情景

再现和互动活动使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历史文化极大地

提升了旅游体验的品质。这种全新的旅游方式不仅满足了游客

多样化的需求,也提升了景区的服务水平及其品牌价值。随着市

场需求的不断增长,沉浸式体验经济模式的推广将引领旅游业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选择从而推

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 案例分析：长安十二时辰 

4.1基本概况 

“长安十二时辰”是中国首个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东侧曼蒂广场,总面积

2.4万平方米,于2022年4月30日正式营业。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共3层,以总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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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体验等多元“原唐”业态,以“攒星揽月·畅

享长安”“和合之美·风雅长安”“花萼相辉·夜宴长安”为主

题,打造原汁原味的全唐市井沉浸式生活体验空间、雅俗共赏的

唐风主题互娱休闲空间、琼筵笙歌主题的文化宴席体验空间,

并以“唐食嗨吃、换装推本、唐风雅集、微缩长安、情景演艺、

文化盛宴”等六大沉浸场为核心,让市民游客能够在长安十二时

辰一秒入唐,尽享唐风唐韵。 

截至2024年1月,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共接待游客超350

万人次,日均流量超7000人次,并入围文旅部第一批全国智慧旅

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先后获得国家文旅部创新

成果奖、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示范案例等奖项30余个。 

4.2街区模式分析 

长安十二时辰街区是以“唐文化为主线,电视剧IP《长安十

二时辰》为主题,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提供全方位多方面旅游

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经济发展模式。 

4.2.1唐文化为主线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借助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优越的地

理位置开发了以唐文化为主线的主题街区,街区内部唐文化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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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浓厚,故事主线明晰,使游客能够完完全全沉浸在唐朝集市里,

做一回唐朝人。该景区设立于著名景点大唐不夜城附近,受众人

群对唐文化兴趣浓厚,以唐文化为主线的主题街区契合受众人

群兴趣所在,极大增强了游客的参与兴趣。 

4.2.2影视ip为主题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在集中展示盛唐文化的同时,还依

托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人物、剧情、故事情节等搭建了

众多1:1的高还原度场景,包括靖安司、踏歌台、花萼相辉楼等

经典场景,还有通善坊、安仁坊、隐市坊等坊市。在长安十二时

辰里,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表演《万邦来朝》,该故事就是吸

收借鉴了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经典的朝拜情节。这一主

题不仅将整个场景串联在一起,还吸引了许多剧粉前来打卡,

尤其是一些具有鲜明特征的地标,为整个主题街区增长了许

多人气。 

4.2.3沉浸式体验为亮点 

沉浸式体验是整个主题街区最鲜明的特点,也是该街区最

大的卖点之一。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现场还能遇上“崔器”

“王维”“李白”等NPC(非玩家角色)演员进行现场对戏、吟诗、

互动。在街区中,人们不再仅限于观景、听景,而是置身于其中,

通过身体与物理空间的直接接触去体验、感知唐风、唐韵,他们

为游客提供良好的街区沉浸式体验,沉醉于唐文化之中。 

4.2.4提供全方位多方面旅游体验 

除了节目表演,游客互动等传统卖点以外,长安十二时辰还

和部分服装公司展开合作,租售唐朝制服并提供拍摄服务。“来

一回大唐,做一回唐朝人”让游客在这个地方拍下具有地域特色

和景区特色的照片,也为景区增加了知名度。 

除了服装与拍摄这类打卡性服务以外,景区还在地下一层

与最顶层设立餐饮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唐朝小吃这类特色餐饮

服务。在负一层,游客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全唐市井生活,可

以亲口品尝一杯用大唐手法煎出的香茗,吃一颗张小敬(剧中

人物)吃过的火晶柿子,还有杏仁酪、上元油锤、五香饮等长

安特色饮食。 

此外,景区内部还设立了周边商品售卖商店,向游客售卖冰

箱贴、帛扇等周边商品。 

4.2.5现存问题与发展建议 

综合我们所收集到的游客评价及实地考察结果,我们发现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1)客流控制：由于主题街区尚未采取有效的限流措施,导

致部分时段人流量过大,游客需花费大量时间排队,严重耽误时

间且影响游玩心情。 

(2)游客体验：主题街区在细节方面设计并不到位,存在真

人NPC互动积极性不高和设备杂音问题；一些演出没有固定的观

看点位,导致现场秩序较为混乱,后排游客观感较差；街区内没

有明确的指示牌或地图,使得一些游客常常难以辨认方向。 

针对以上存在的部分问题,我们对街区的未来发展有以下

建议： 

第一,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而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长安十二时辰”历史背景为唐朝唐玄宗时期,在街

区内部虽有大量影视剧内部的道具还原以及唐风元素存在,但

从整体来看,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文化氛围。基于此状,

主创团队可以考虑深入发掘影视剧内的文化内核,或增加更多

同一时期的文化元素,提高景区的核心竞争力,营造浓厚的文化

氛围感,使得游客能在“游”中感悟到更多历史文化知识。 

第二,加强街区服务建设。就目前街区内部情况可见,景区

内部服务人员专业性并不强,以至于给游客带来不便。街区后期

需要开展员工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同

时,也可以采取提高薪资或发放福利等激励措施来鼓励员工,促

使其态度发生转变,确保给游客带来更为满意的服务体验。 

第三,采取合理限流措施。街区可采用分时预约限制购票,

让游客自助选择进入时间进行分流并适当限制售票数量,以减

少排队等候时间,以便带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在旅游高峰期,需

由工作人员文明引导游客有序进入,增派保安人员负责维护现

场秩序。 

5 结语 

文旅融合背景下沉浸式体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不仅要求景

区有自己的文化积淀与文化内涵,还对景区场景构造与服务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餐到娱,从观景到赏剧,长安十二时辰主题

街区从多个角度为游客奉上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满足游客“来一

回大唐,做一次唐朝人”的游玩预期与向往。观一场唐风唐艺、

听一段唐音唐乐、演一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玩一回

唐俗唐趣、购一次唐物唐礼。“长安十二时辰”用沉浸式的体验

带你一秒入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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