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应重大战略 服务重大需求

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智力支撑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文旅智库平台建设案例

摘 要：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是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浙江旅游

职业学院下属的高端智库型研究机构，围绕“政府智库、行业智囊、学术高地”

的建院宗旨和初心使命，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和学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

策应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关于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列部署，紧盯学校

“双高”建设和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围绕地方政府的需求和行业发展趋

势，开展了系列政策理论研究、学术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标志性成果，为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三个高地”建设以及学校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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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下简称研究院）成立于 2019 年 7 月，是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下属的高端智库型研究机构，现设有

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省文旅

厅统计数据中心三个省级平台以及省文化和旅游智库、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两个秘书处。依托这些智库平台，研究院围绕“政府智库、行业智囊、

学术高地”的建院宗旨和初心使命，围绕学校“双高”建设和产学研一体化发

展的目标，围绕地方政府的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勇于创新，重点突破，开展

了系列政策理论研究、学术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为全省文化和旅游高质

量发展、“三大高地建设”以及学校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案例详情

（一）建言献策、攻坚克难，切实发挥政府智库作用

一是呼应国家战略，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重大课题调研。在智库专家的

指导下，研究院科研人员完成省政协委托的《关于杭黄世界级文化旅游廊道建

设推进情况调研报告》《关于长三角旅游市场和服务一体化推进落实情况的民

主监督报告》；完成长三角执委会委托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江南水乡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江南水乡古镇保护研究》；完成长三角创新研究院委

托的《长三角影视文旅产业发展报告》，并在苏州召开的长三角文旅发展联盟

成立大会上作权威发布。



二是响应省委号召，积极投身援助西部和文旅扶贫等活动。赴新疆阿克苏、

喀什地区开展系列文旅援助活动，举办“智汇新和文旅高质量发展论坛”，编

制《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十四五”文旅产业发展规划》、《阿克苏新和县加依村

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承接《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工作》；赴

喀什地区新疆建设兵团三师开展文旅发展现场指导和决策咨询活动；组织智库

专家赴青海参加青洽会“2021 柴达木盆地文旅融合发展高峰论坛”并作主旨演

讲，组织技术人员编制《海西州文旅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受到海西州

的肯定与好评；连续三年参与省委组织部牵头的远程送服务（松阳、江山、莲

都、缙云等地）专家行活动，通过现场调研、指导、座谈会等形式帮扶地方文

化和旅游发展，受到省委组织部的书面表扬和感谢。



三是服务省厅工作，积极承担文旅高质量发展重要项目建设。围绕省委省

政府关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和省文旅厅工作重点，组织

智库专家积极融入我省“四条诗路”、“耀眼明珠”、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百

县千碗”工程、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文旅资源普查工作、旅游业“微改造 精

提升”以及“四十百千万工程”等各项文旅品牌创建活动，先后开展了“十四

五”重大课题、旅游风情小镇、高等级景区建设、数字化文旅应用、乡村振兴

推动共同富裕、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等专题调研活

动，配合省文旅厅开展《浙江省文旅融合经典案例》的遴选和专家点评的征集

工作，承担《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起草修改。



（二）围绕需求、精准服务，充分发挥行业智囊作用

一是以乡创中心为平台，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组织省乡村振兴与乡

村旅游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专家、企业帮扶偏远山区乡村发展旅游产业，

举办“浙里绿”乡村旅游面对面论坛活动 9场，每年直接指导乡村超 100 个，

制定了新昌县、余杭径山镇两地文化和旅游助推共同富裕的方案与实施意见。

同时，中心与浙江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开展科研合作，开展《智能机器人

在文旅场景中的应用研究》、《浙江文旅元宇宙发展路径研究报告》、《“微村云”

农家乐星级评定服务系统方案》等课题研究。



二是以文旅标技委为平台，推动文旅标准化工作。组织文化和旅游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标准化研究基地开展文化和旅游标准的制修订和申报工

作，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标准的宣贯工作，开展文旅标准化工作调研，完成了

文旅标技委的换届工作，参与探索标准化绩效评估工作，组建旅游国际标准化

研究团队，《旅游与相关服务线上线下旅游咨询服务与要求》国际标准获批立

项，三年来立项国际标准 1项，立项行业标准 4 项，发布行业标准 1项、省级

标准 7 项。



三是以统计数据中心为平台，服务全省文化和旅游统计工作。组织统计数

据中心修订《浙江省文化和旅游统计调查制度》，建设文化和旅游数据技术创

新实验室，开展各年度各假日旅游监测，发布文旅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完

成2019-2020年度全省、11设区市和90县（市、区）旅游产业增加值测算。每

年发布《浙江旅游业发展报告》。编印《统计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选编》一书，

开展旅游专班“月度监测、季度评价”工作。

（三）瞄准前沿、把握热点，显著发挥学术高地作用

一是紧跟学术前沿，不断夯实学术研究基础。鼓励科研人员在加强原有研

究方向的基础上，积极组建团队，抓住学术前沿，引导其投入到文化和旅游高

质量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之中，同时积极申报高等级课题。三年来，成功获得

《浙江当代戏曲史》《红色旅游与公众国家认同的文化逻辑及其建构策略研究》

等4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其中《浙江当代戏曲史》为国家社科重点项

目，这极大地提升了研究院及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在学术界和行业内的影响力。



另外，研究院研究人员共获7项省部级课题立项，11项厅局级课题立项，发表

各级期刊论文53篇，出版著作7部。

二是紧抓区域热点，不断拓展应用研究领域。作为智库型研究机构，研究

院紧紧抓住区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热点与重点，重点围绕长三角一体化、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的政策理论与制度创

新研究，努力提升应用类文旅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的转化率。2019年以来，8项

课题研究成果被文旅厅和长三角三省一市各级政府所采纳，并转化为决策部署

或行动计划，长三角执委会委托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江南水

乡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成为了指导三省一市

的工作指南，《关于推进长三角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浙江省“十

四五”时期舞台艺术创作实现高原到高峰机制和举措创新研究》等5个项目获

得文化和旅游部优秀调研报告和优秀研究成果，另有一批建言献策获得省主要

领导的批示。

三、实施效果

一是高质量成果转化。5 个项目获得文化和旅游部优秀调研报告和优秀研

究成果，其中三等奖 2 项。7 项建言献策获得省领导批示，其中《关于编制我

省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的几点建议》《关于加快打造我省新时代思想理论高地

的建议》等 4 项成果获省主要领导批示。

二是高级别课题立项。获得 4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其中《浙江当

代戏曲史》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取得学校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零的突破

和重点项目零的突破；获田汉戏剧奖评论一、二等奖各 1项，这也是零的突破，

都极大提升了研究院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的学术影响力。

三是高层次参政议政。鲍志成研究员受聘省政府参事馆员，杜兰晓教授受

聘省政协应用型智库成员，研究院受邀加入 8 个省级智库联盟中的两个——新



时代文化浙江建设智库联盟和诗路建设智库联盟，这为文旅智库平台的顶层设

计与传递院校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高规格论坛举办。承办国家级 1次、省级论坛 2 次，援助新疆阿克苏

地区、青海海西州主办论坛 4次，出席全国性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6 次，举办“浙

江文旅大讲坛”2 场、“浙里绿——乡村旅游面对面”论坛 9 场，大大提升了研

究院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的对外知名度。

四、创新总结

创新点：研究院鼓励研究人员注重学术理论的创新、成果转化的创新和工

作实施路径的创新。在学术理论创新方面，紧抓前沿与热点，支持高等级课题

的申报，获得 4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充分体现的这一点。在成果转化创

新方面，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开展工作，先后获得 5

项文化和旅游部优秀调研报告和优秀研究成果与 7项建言献策获省领导批示。

在工作路径创新方面，锚定学校所需、研究院所长与地方所求，先后开设“浙

江文旅大论坛”“浙里绿——乡村旅游面对面”，建立院属特邀研究员、兼职研

究员与研究基地制度，大大拓展了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工作领域和工作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