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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发展，元宇宙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热议，将其运用在各个领域以及相关产业是驱动经济发

展的新构体，尤其在文旅产业方面显示出高度的适配性，既继承了文化，又发展了旅游。绍兴市有着得天独

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并且在文旅探索上已有一定的成果。基于此，本文将着重分析绍

兴文旅产业与元宇宙结合的创新型现代旅游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旅游、文化和元宇宙应用相关工作者提

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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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坚持“数字赋能”原则，推动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近年来，随着元宇宙的迅速发展，为文旅产业带来了发展新思路。同时，受新冠肺

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文旅产业在近年来受到很大冲击，让科技赋能产业是必然趋势。国外，对于元宇宙结

合产业发展有一定的成功经验。同样，国内也有很多企业正在寻找突破口，其中以“文旅+元宇宙”的形式正

在广泛应用尝试。绍兴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人文精神相当之丰富。通过“元宇宙+文旅”发

展路径，能绽放出优秀历史文化气息与现代科技生活融合的新篇章。 

本文主要探讨元宇宙结合文旅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再根据其产生的应用效果助力于绍兴文旅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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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们的观点是元宇宙赋能绍兴文旅产业是新时代科技创新的现实趋势，是提高文化与旅游创新结合的

新机遇。 

2.元宇宙的科学内涵和价值阐述 

“元宇宙”一词最早来源于 1992 年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写的科幻小说《雪崩》，小说中提到“Metaverse 

(元宇宙)”和“Avatar(化身)”两个概念。在书中，作者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人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入有别于现

实世界的虚构空间。其中虚构空间是指通过技术手段打造的三维数字空间，并且与现实空间平行，人们在虚

构空间里以数字化身来替代自己本身，与真实世界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独立性，突破了空间

的限制，实现多样化的社会化交往。 

早在 19 世纪，恩格斯就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

前进”。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增强，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对技术的应用有进一步高的要求，

2021 年堪称元宇宙新年，是虚拟化人类社会的边界点 (翟崑, 2022) 。国外,早有企业针对元宇宙实施战略计

划，如，2021 年 3 月，游戏平台 Roblox 首次将“元宇宙”概念纳入招股书，成为“元宇宙第一股”。同年 7

月，全球最大社交平台 Facebook 宣布向元宇宙进发，并于 10 月正式更名为 Meta。此外，Microsoft 也公布了

“企业元宇宙”解决方案。当元宇宙产业问世后，国内文旅产业也积极探索。2021 年 11 月，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大数据中心设立了国内旅游业首个元宇宙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推动元宇宙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对“元宇宙”的概念精准理解，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从技术角度上说，元宇

宙不宜称为新技术，而 是现有 IT 技术的综合集成运用，它是信息化发展 的一个新阶段 (王文喜等, 2022)、

这意味着元宇宙是超越了现实 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 (张夏恒、李想，2022)。综上，本文认为，元宇

宙是以往科技发展沉淀后的产物，是基于扩展现实、数字孪生等多种技术融合的下一代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

态，同时也不局限于当前技术的集合，更有可能是一次数字化产业革命的契机。 

元宇宙已经受到了业界、学界等各方的关注，并引发了多元视角的产业融合，其中文旅产业与元宇宙呈

现了良好的融合趋势。从产业价值层面来看，元宇宙能为文旅产业提供更高层次的数字赋能(1)通过数字孪生，

虚拟现实等技术让游客事先了解目的地的情况，便利了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信息交流；(2)文旅产业线下与线上

有机结合，产业更加多元化；(3)帮助文旅景区、目的地丰富文旅资源。元宇宙从科幻转为现实，对未来生活

有重大影响 (林天强, 2023) 。国内外很多企业和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战略和政策来抓住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

以各自所拥有的旅游资源为基础，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元宇宙赋能旅游产业新道路。 

3.元宇宙与文旅产业融合路径 

沉浸理论(Flow Theory)最早由 Csikszentmihalyi (1975)提出。沉浸理论认为，人们在某些活动中完全投入

该情境，并且精神高度集中，会过滤掉所有不相关知觉，由此达成一种沉浸的状态。元宇宙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沉浸感，元宇宙赋能文旅产业，致使产业形成融合趋势，从视觉的交换到触觉的交融，体现了文旅产业

逐渐向以虚实相融的产业新构体发展，而沉浸感也进一步加深。同时虚拟带来的沉浸感并不等同虚幻，虚拟

作为人类对美好向往是不可或缺的 (崔中良, 2023) 。因此，可以设想元宇宙与文旅产业结合发展的创新型模

式。 

3.1 数字孪生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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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相关行业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户外体验式旅游受到严重限制。消费者进

行旅游活动，其目的是寻找体验与其日常不同的别样生活、氛围和场景。文旅产业的发展与消费者体验的感

受程度是分不开的，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与期待，再多的投入也会被打折扣。面对疫情冲击，很多企业也都在

寻找技术方面的创新，运用现有的数字孪生技术把现实场景搬到线上，如故宫博物院将故宫所有开放区域转

化为“全景故宫”复刻在屏幕上。在这基础上，故宫还利用更高层次的孪生技术且借助 XR 终端设备，把所

有体验场景从平面二维拓展至立体三维，3D 渲染技术和 VR 等技术，将表演的全方位画面展现给用户，利用

独特的沉浸体验让观众身临其境地融入故事中，使得文旅元宇宙体验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真正实现“足不出户”

完成旅游。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打造《大唐·开元》，按照真实比例构建长安城数字建筑沙盘，开发出虚拟的

古代长安城，让游客不限地点、时间在线上实现“大唐不夜城”。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将运用虚拟现实等技术，

游客们上传自拍照，可自动生成与自己的样貌相似的名为“旅人”的虚拟形象，巨大鲸鱼内的虚拟世界中漫

步游览。 

元宇宙的运用，将在此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利用技术，可以将难以到达的目的地进行虚拟空间“身临

其境”，甚至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也可以重现，同时在虚拟空间旅行过程中，游客们可以邀请好友陪伴，不在

拘束于好友的现实空间位置，从而共同见证美好的虚幻场景，游客们可以通过在虚拟空间内对历史场景进行

重塑，并且不会对现实场景产生破坏，这满足了游客们的好奇心，也保护了历史文化资源。。 

3.2 扩展现实型应用 

增强现实是将虚拟信息投射到现实世界中，虚拟和现实巧妙融合，以增强体验感。在文旅产业中，利用

元宇宙技术，比如，增强现实技术可以赋能主题乐园等现实载体，实现虚实交互场景的创新。如此，场景的

呈现效果不再从“二维界面”的移动设备上欣赏“三维展示”，而是变为在交互终端上以“三维空间”观看“三

维效果”，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真实感和沉浸感。相关应用如，2021 年 11 月，迪士尼首席执行官 Chapek 声明，

“元宇宙“将是迪士尼的未来”。同时迪士尼提交的现实场景中的虚拟世界模拟器”专利也已经获得批准。 

在国内，增强现实技术在文旅产业中也运用较广。例如，自然历史博物馆将 AR 技术运用在化石展览中，

游客们通过应用程序将手机覆盖在化石上，可以看见动物“原地复活”。拈花湾文旅，以景区地标拈花塔为核

心，运用 AR、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打造出了水柱轻缠拈花塔，菩提静立花塔尖，灵光一现玉手出，佛莲开在

云之巅的奇景。吴志强院士提出的“福元宇宙是基于人人都可构筑的愿景”是 2022 年 7 月，第五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上的核心思想。 

未来，不同地区可以将各自的特色文旅元宇宙融合，打造出文旅元宇宙生态圈，发挥产业集群新优势。 

3.3 数字原生型经济体 

目前数字藏品是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应相应的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具有唯一性、不可

复制等特征。该技术有助于明确在元宇宙中“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文旅项目的创作者可以加入元宇宙。通过

特有的开放性和沉浸感将文创设计师、特色农家馆、旅游从业者、商品集市共同组织在一起，形成旅游地独

有的文创风情。这过程中，设计与销售融合更具人情味，多方达成“共建共营”的理念，让资源与人才更具多

样性，合力解决文创衍生品价格高、质量低等问题。国内有些企业已进行了尝试，并收到了很好的反馈。例

如，2021 年 10 月，湖北省博物馆将“越王勾践剑”制成数字藏品，吸引了 60 万人在线抢购。同年 11 月，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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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链宝藏计划上线了西安首个 3D 建筑模型的数字藏品“大唐开元·钟楼”、“大唐开元·小雁塔”。2022 年 3

月，泰山景区推出了首期四款数字藏品。 

近几年，文旅数字藏品逐渐呈现多样化发展，社会关注度和大众认可度逐渐提高，借助于区块链技术，

数字版权的保护使得人们更加愿意去尝试新技术带来的文旅生活化。当然，目前在我国数字藏品中运用较多

的 NFT 技术有一定的争议，所以未来需要在探索过程中进一步考量(冯学钢&程馨, 2022)。NFT 指非同质化

通证，实质是区块链网络里具有唯一性特点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是一种可在区块链上记录和处理多维、复

杂属性的数据对象。NFT 产品在市场炒作行为带动下的价格有时会脱离其正常估值水平出现大幅下跌现象(刘

晓欣, 2022) 

4.元宇宙赋能绍兴文旅产业的路径及策略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

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文旅行业是

推进元宇宙概念落地和实行产业化运营的“急先锋”。 

浙江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计划 (2023—2025 年)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推动“元文娱”融合发展，推动元

宇宙与浙江特色文化元素创新融合，支持文化、旅游等领域元宇宙科创项目建设，打造一批元宇宙秀场、元

宇宙网红打卡点等地标性景观。 

绍兴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500 多年的建城史使得这座城市被赋予独特的历史风味之美。绍兴市

有 180 个景区、景点分布，以名人故居、园林、历史街区、古镇、寺庙、风景区等形式为主。目前云旅游十

分盛行，云旅游是文旅界对元宇宙的初始探索，帮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四方。但是，云旅游本质还是

缺少了现实感，无法让大众对一个相对陌生的文化起到共鸣。元宇宙的到来，可以通过虚拟空间旅游，且无

限接近真实世界，让远隔千里的游客感受历史的呼吸变成可能。。 

同时，元宇宙的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更加不可或缺。比如，元宇宙的出现会促进更高层次的数字化转型 

(张柏林, 2022) 。元宇宙可从江南水乡、沉浸式夜游、文创产品、文化演艺、景区链游等具体实践中驱动绍兴

文旅产业的创新前景。 

4.1 元宇宙+江南水乡 

绍兴的江南文化涵盖了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等实景元素，同时具备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江南水乡则是其

中之一，水与绍兴的融合是城市中独有的风情，向以“水乡泽国”享誉海内外。水的清凉与灵性，回望古与今

的绍兴，河流密布，水路交通需要大量的桥，随后大桥小桥，来往便利，络绎不绝。人们依水而居，水文化

为绍兴奠定物质与精神双基础，名人与黄酒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流芳千古。绍兴的自然生态旅游发展独特性在

于江南文化，依托水文化“坐乌篷、喝黄酒、看社戏”是其中不错的旅游方式，将历史文化与特色风光相连

接，打造自然化生态游融合板块，是绍兴旅游产业的一大亮点。 

但是近年疫情冲击，游客数量明显下降或被发展制约。或者可以借助元宇宙突破制约。比如，绍兴可以

为景区提供了数字孪生建模、3D 渲染、全息成像等多种技术手段，让游客从只有视觉和听觉的二维维度上升

到触觉、空间感等多维度的沉浸式体验。相比较云旅游，元宇宙+江南水乡打破了互联网与现实世界的空间限

制，拓宽了人们对场景探索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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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元宇宙+绍兴沉浸式夜游 

沉浸式体验伴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深入。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便捷服务，同时人们对文化

旅游需求日益增长，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将为多样化体验氛围提供技术支持。例如，绍兴沈园中

的《钗头凤》见证着陆游与唐琬动人的爱情故事，夜游沈园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两人的不舍与惋惜。以宋代名

园为空间地点，陆游与唐琬的故事为感情线，加之晚上灯光烘托氛围，当前的项目体验，融合非物质文化遗

产戏曲表演，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夜游体验。但即便如此，体验还是停留在灯光的视觉体验和戏曲的听觉体验

上，没有结合一定的触觉感，游客们很难在较快时间内产生情感交互，这也是一种遗憾所在。如何结合元宇

宙+夜游，利用 VR、AR 等技术赋予此时此景，以陆游与唐琬的故事作为主线，融合当时背景、两人的经历

为夜游的精华，将古时人物的爱情故事、社会风俗与现代科技融合、打造历史与未来的首尾呼应，则会给予

游人更真实和贴近的感受。 

4.3 元宇宙+绍兴名人故居 

基于元宇宙的技术支持，可以将人物从书中的文字描写转化为现实的虚拟影像甚至是历史人物再现，甚

至，使历史人物具备回忆、感情丰富，能与人们共情等特点。比如，通过该技术手段使得虚拟人物如同现实

一般可以在元宇宙城市当中生活，运用 XR 以及 3D 渲染等技术人们可以在真实环境下开展亲切自然的对话，

且具备相应行为反馈。 

绍兴名人故居保护可以借鉴此类虚拟任务再现的技术。 “鉴湖越台名士乡”，绍兴市现存名人故居 100 余

处，不仅仅是建筑表象的存在，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灵魂，空气中流淌着先辈们鲜活的记忆 (周能兵,2021) 。

这些名人和故居承载着绍兴文化发展的千年积蓄，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基于讲好中国优秀的历史

文化的目标，将元宇宙与绍兴名人故居结合让历史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具有特殊的价值。甚至，可以打造出

元宇宙+绍兴历史人物虚拟 IP，让故事通过现代科技更好的传承，单个人物为星点，故居为星火，人物交集

为星燎，迸发出绍兴独特的人文魅力。 

4.4 元宇宙+绍兴文创 

元宇宙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型数字生活空间，具有去中心化、等价值互换等特点，可通过该系统平台对

接社会参与者，以高效便捷的可视化操作连接虚拟与现实，以往处在被动接受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积极的文

化再造者 (石培华等, 2022)。 

绍兴文旅景区众多，游客的旅行拍照，可以通过文旅元宇宙把照片转化为数字资产进行流转和交易，创

造出新的文创 IP 价值。同时，绍兴已经具备丰富的文旅 IP 资源，可在此基础上再次创新融合，例如先后在

深圳和北京“绍兴周”的城市推介上发布了“绍兴十二时辰”和“绍兴七十二时辰”。在特色 IP 集群上有“古

城过大年”“绍兴有戏”，“跟着课本游绍兴”“越剧全球嘉年华”以及“中国越剧小镇”“诗意新昌·唐诗名城”等旅

游资源。2018 年绍兴出版发行了《浙江禹迹图》，这是我国第一张以省为单元编录大禹文化遗产的分布图，

发布后广受好评，其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传承。目前此类尝试仍需要不断完善与深入研究，而利用

“元宇宙+”这个平台，文旅数字藏品既可以作为文旅 IP 数字资产化后的全新文旅产品，又可以作为反哺于

现实文化探索的社会力量，有利于更好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4.5 元宇宙+绍兴文化演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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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的到来也在逐渐改变文旅市场文化演艺传播的方式。与传统的媒体传播相比，元宇宙文化演艺不

再是简简单单的线上参与，而是更强调有身临其境般的多感官反馈。通过 VR、3D 渲染等技术，将表演的声

音、景色全方位投送至观看者的感官上，同时观众可以作为表演者邀请好友共同参与，也可以设立自己独立

的舞台，实现自己的“舞台梦”，这是全新的体验。 

在文化演艺的传播与继承方面，绍兴戏曲可作为特色项目，曲中多样，唱调丰富，是绍兴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但是非可再生性文旅资源会因为过度开发而导致消逝，因此受到社

会各方高度重视。将文旅资源转化为文旅元宇宙形态是开放更多资源、落实资源保护、推动资源数字资产化

的有效途径。 

4.6 元宇宙+绍兴景区游戏空间 

元宇宙的开始受众群体是具备年轻力的人群，他们具有探索精神，对生活保持热爱 (许瑞齐等, 2022) 。

随着游戏玩家对游戏画质等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游戏地图和环境模拟逐渐现实化。 

旅游景点可以通过元宇宙将现实场景搬进游戏里，尤其是在历史人文方面上，可以在元宇宙数字生活平

台上形成当地独有的旅游打卡点，地域与物理空间结合打造数字化文旅 IP，在各个地区有限的文旅景点资源

之间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方向，使更多的游戏情节设计符合当代社会价值观。通过“元宇宙+”，玩家可以选

择线上、线下、线上+线下等方式进行游戏化旅游，创造出全新的场景模式或者现实场景与虚拟场景的融合，

玩家可以扮演自己创造的角色形象，加之以历史文化剧情辅助，景区与游戏公司共建特色 IP。游戏故事衔接

上富有趣味，培养全民品尝文化新风潮。 

5.结语 

本文认为，元宇宙的出现，为文旅发展有限资源有了无限的发展空间。结合绍兴旅游产业与元宇宙的匹

配融合，一方面可以推动绍兴文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以绍兴为文旅创新的优秀榜样作为全国甚至全

世界的模仿对象，让绍兴文化走向世界，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本文提出，数字文旅传

播方式的创新需要勇于跟进新技术的应用，打破固有认识，形成独有的文化再创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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