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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夜

游、沉浸式展览展示、沉浸式

街区……随着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等技术在文旅领域中

的加速应用，传统旅游业不

断焕发新活力，智慧沉浸式

旅游逐渐成为旅游新选择，

消费者愿意尝鲜从看景到

“入景”。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

规划》指出，“加快推进以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

的智慧旅游，深化‘互联网+

旅游’，扩大新技术场景应

用。”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公

布第一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

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名

单，24 个项目入选，涵盖了

沉浸式夜游、沉浸式展览展

示、沉浸式演艺、沉浸式主题

街区等多种类型。智慧旅游

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是什么？

它将为旅游带来哪些新体

验？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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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发掘文化内涵

究竟什么是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
间？具体而言，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
间 是 指 依 托 旅 游 景 区 、 度 假 区 、 休 闲 街
区 、 工 业 遗 产 、 博 物 馆 等 场 所 或 相 关 空
间，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等数字科技并融合文化创意等元素，通过
文旅融合、虚实结合等方式，让游客深度
介 入 与 互 动 体 验 而 形 成 的 一 种 旅 游 新 产
品、消费新场景。

传统文化是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出圈”的
重要因素。正是通过挖掘、提取、展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新空间实现了文旅深度
融合，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用旅游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当游客吟诵着古诗来到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时，
还能沉浸式体验一回《夜上黄鹤楼》项目：从黄
鹤楼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择选出动人的诗文化，
结合园内景点，通过“光影+演艺”的方式，打
造出辛氏沽酒、仙子起舞、黄鹤楼变迁等沉浸
式故事场景。

同时，《夜上黄鹤楼》项目以科技赋能文
旅，通过创新的激光投影、激光动画、前景纱
屏、高压水雾等众多高科技光影技术，利用画
面融合技术，展现黄鹤楼的诗情画意；使用增
强现实技术（AR技术），让游客在园区内利用
AR 寻找 5 个“黄鹤仙子”，找到时能看到“仙
子”翩翩起舞，同时会收到来自“仙子”的互动
信息，随后游客手机上原来5个灰色“仙子”变
为彩色活化，使游客在历史、故事、场景重现的
代入感中体验到乐趣。“黄鹤楼的灯光秀通过
光 影 加 演 艺 的 方 式 ， 把 剧 情 、 场 景 、 观
众、演员融为一体，给人穿越般的体验。”
来自成都的谭先生赞叹说。

像《夜上黄鹤楼》项目一样，文化赋能使
得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在全国各地开花，为游
客提供了兼具艺术性和新奇感的旅游体验。

比如，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
区，游客们梦回大唐，饱览“火树银花不夜
天”的美景；在河南清明上河园，游客们在
IMAX 巨型球形屏幕前畅游在《清明上河图》
画卷之中，领略经典名画的动感穿越体验，
一览宋代盛景……

专家指出，科技与创意的赋能将文物故
事、历史文化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让游客
在虚拟与真实世界之间，在角色、任务、交
互中，在历史故事、场景重现的代入感中得
到立体体验。

感受“所见即所得”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泛舟湖上，在光
影变幻中感受迷人夜色，沉醉在无边秋月的

朦胧里……对于首次来到太湖之滨的江苏省
无锡市滨湖区拈花湾的游客来说，人气最旺
的项目当属“拈花一笑”夜游。

在拈花湾的《空灵之境》项目中，利用3D
灯光投影打造出一条流线型时空光影隧道，
投影、风扇自动成像，营造动态水纹灯、立
体可变色的视觉艺术效果，河道两畔加装音
响无线定位播放系统，随船而游、随船而
响，模拟鸟叫虫鸣之声。

在 AR 等技术支持下，拈花湾还开发了
“元生幻境，寻鹿元宇宙”项目，将智能化技术
与游客的赏花路线结合，对鹿鸣谷生态区进
行全景建模，制作出多种虚拟场景，推出“梦
回唐樱”元宇宙体验。游客戴上智能眼镜，可
与场景中小鹿、樱花等互动，感受真实生动
的元宇宙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实现“所见即所
得”的体验。

据介绍，拈花湾借助现代数字多媒体技
术 和 舞 台 表 演 艺 术 ， 打 造 沉 浸 式 体 验 项
目，使夜游游客人数大幅增加。“沉浸式体
验新空间利用数智技术拓展了认知空间，
构建了新型的故事讲述方式，展现了文旅
消费的新场景，创造了新产品，形成了新
型业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旅游研究中心
主任蔡红说。

激活文旅发展活力

“数字”和“文旅”正在双向赋能，激活
文旅发展新引擎。近年来，各地除了建设
沉浸式空间项目外，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
平台建设，搭建云端服务平台，让游客动
动指尖，就可以轻松获取服务，尽情享受
智慧出游。

在浙江，推出“浙里文化圈”和“游浙里”
两大数字化文旅应用，整合了浙江各地市景
区乐园、酒店民宿、文化演艺、民俗风物等
资源；在贵州黄果树景区，通过“时空协同的
智慧景区分时预约”模块，智慧控制实时入园
游客数量，打通时间维度及空间维度协同功
能；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部门将开
展“5G+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各地正
用数字场景为游客提供服务，推动信息技术
与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有机结合，丰富线上
服务模式。

腾讯文旅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孙晖建议，
发展智慧旅游要以需求和痛点为导向，从

“人、货、场、牌”四方面入手，助力旅游业供
需升级。其中“场”即场景，无论是线上还
是线下，旅游的核心还是基于场景化的内
容和体验。当下，体验经济成为重要的需
求和发展方向，数字科技的应用在用户连
接、内容挖掘、创意转化、数实融合等维
度让文旅业态打破时空界限，带来更多更
好体验。

本报北京电 （记者潘俊强） 近
日，在服务贸易发展高峰论坛专场发
布会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
2023》对外发布。报告显示，2022 年
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3710.8亿美
元，同比增长3.2%，占服务进出口比
重 41.7% 。 其 中 ， 数 字 服 务 出 口
2089.1亿美元，同比增长7.2%，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数字服务进口1621.6
亿美元，同比下降1.6%。

报告指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国
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从国际市场占
有率看，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占世界的
5.1%，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贸
易顺差看，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继续保
持顺差，净出口规模达 467.5 亿美
元，同比增长 55.8%。中国知识产权
使用费在细分数字服务贸易中增速领
先。出口方面，知识产权使用费、其
他商业服务、ICT服务增长最快，分
别同比增长 13.3%、7.9%和 7.7%。进

口方面，保险服务增长最快，同比增
长30.2%。

报告指出，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
把出海摆在越来越重要地位。报告通
过对 18 家中国代表性上市互联网企
业年度财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部分
数字企业出海已取得初步成效，2022
年海外业务收入快速增长。中国互联
网企业出海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出
海主体从头部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
中小企业走出去意愿不断增强。二是
出海策略从资本驱动到资本与技术并
行，企业出海进程中的技术含金量不
断提升。三是出海产品从工具类向多
品类拓展，中国出海收入前20的互联
网应用已涵盖短视频、游戏、电商、金
融、移动出行等多个领域，已不再局限
于早期的杀毒软件、浏览器。

该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
外经济研究部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联合推出。

看景变“入景”，“出圈”又出彩

沉浸式旅游是怎样的体验？
叶晓楠 周 晴

《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3》发布

今年1月，天津港建成全物联网集装箱码头，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往来穿梭，码头机械设备自
动运转，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货物在此装卸分拨转运。图为工作人员在天津港全物联网集装箱码
头技术中心调试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为“菜篮子”赋能

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博会的基质栽培展示区，
大柿子、黑圆茄和麻椒等新增加的品种个个长势
饱满。长春农博园研究员赵寒冬说：“温室通过
农业物联网对温度、湿度、光照条件等进行控制，
为种植蔬菜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我们把每个展区小环境内适合的温度和光
照都设定好，控制系统就会自动进行调节，温
度不够的时候就自动关窗、太阳光照不够时就
自动将遮阳帘降下。”赵寒冬说，这里还有智能
溯源管理系统，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可详细
了解该作物从育苗到采摘的整个过程信息，确
保产品质量。

借助智能物联网控制技术为“菜篮子”赋能，
长春农博园并不是个例。走进重庆市垫江县沙坪
镇毕桥村党群服务中心，大屏幕上放映垫江县农
业物联网的实时监控，展示了水分、温度、虫害等
信息，并远程控制无人机喷洒农药和自动灌溉平
台。在毕桥村的国家级水稻试验基地中，插秧、施
肥、喷洒农药……这些原本耗时费力的环节，都
不再需要纯人工作业完成，从一株秧苗到一把麦
穗，数字乡村的成果跃然田间。

浙江省绍兴市围绕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
务等关键环节，广泛应用物联网技术，运用传感
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

进行控制，让“汗水农业”变身“智慧农业”，加快
了农业新旧动能转换步伐。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展‘智慧农业’，能有效解决
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等农业生产
中的短板。”

走入寻常百姓家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产业数字化加快，生
活智慧化提速。在上海市的洋山港四期码头，
岸桥自动装卸集装箱，无人导引运输车往返穿
梭。百公里外，操作员推动手柄即可远程操控
桥吊，时延仅为百微秒。借助华为物联网技
术，上海洋山港智慧港口运营模式实现新升
级，过去配载一艘船需要 4 小时，现在只需 15
分钟，码头吞吐量和作业效率居全球前列。

从智慧港口转向日常生活，来到家庭卧室，
悬挂在墙上的智能温湿度计，能够快速精准感知
室内温湿变化，并联动空调、加湿器等智能设备，
及时调出宜人的室内环境。“企业投身移动物联
网领域，拓展出了广阔市场空间。”秒秒测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梁于阳介绍。
在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新吴区）的旺庄养

老院里，每一位入住老人胸前都佩戴着一张卡
片。这张应用物联网技术的卡片可以获取老人的
位置信息，同时与移动护理系统、视频监控联动。
老人发生突发状况、跌倒、身体不适时可以一键
报警，减少意外事故发生。不仅如此，从车联网到

智慧路，从智慧校园到智慧医疗……越来越多的
物联网应用场景已经走入当地寻常百姓家。

终端用户超20.5亿

截至今年 5 月底，中国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284.4 万个，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超过 20.5 亿，
数字经济发展基石日益巩固。

世界物联网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何绪明日
前在2023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表示，中国今
年建设承载物联网的 5G 基站有望超过 300 万
个，数字经济产业化，已进入政府和企业的核
心，数字新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长30%。

中国信通院无线电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峰表
示：“近年来，中国移动物联网产业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持续引领全球移动物联网生态建设。”

目前，中国已形成涵盖芯片、模组、终
端、软件、平台和服务等环节的较为完整的移
动物联网产业链。窄带物联网已形成水表、气
表、烟感、追踪类4个千万级应用。行业应用正
不断向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
物流以及消费者物联网等领域拓展。

为持续完善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技术和标
准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8月发布了《物联
网新型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5 年，物联网新型基础
设施标准体系基本建立，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30项以上。

在制造、农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广泛应用

物联网融入生活便利多
杨俊峰 钱子豪

在制造、农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广泛应用

物联网融入生活便利多
杨俊峰 钱子豪

温室“大脑”实时监测并控制蔬菜

长势，为蔬菜种植提供适宜的生长环

境；操作员借助传感设备，远程操控桥

吊装卸集装箱，提高工作效率；智能温

湿度计联动智能设备，调整室内温湿

度，营造宜人的室内环境……这些智慧

化操作的背后，离不开物联网的支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日前公布

2023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

名单，共有139家申报单位通过评审。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物联网产业已

形成庞大市场规模，从生产制造、公共

服务到个人消费，移动物联网正加速融

入生产生活。

由凤凰数字科技、故宫出版社、重庆两江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画游清明上河——故宫沉浸艺术展》日前在重庆开幕。该展览综
合利用现代数字技术，通过全息投影、裸眼3D、8K超高清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呈现《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代城市生活。图为演员在全沉浸光影
空间内展示宋朝时期的文化生活。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江西省南昌市珠市学校万寿宫校区日前组织学生及家长走进南昌市公安
交通治理体验中心，开展一次特殊的交通安全教育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
图为在体验中心的“VR模拟训练仓”内，学生戴上VR眼镜，化身小电动自行
车驾驶员。 鲍赣生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