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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文旅项目正在复制房地产模式，有规
模无质量现象十分严重。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魏翔

文旅产业警惕规模经济陷阱

回首过往 30 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是因为一

定程度上借鉴了“规模经济模式”。即根据本国的比较优

势，在要素投入（资本或劳动力）上寻求规模经济。

30 年来，我们利用自己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尽最

大可能地投入和发挥劳动力要素，尽最大可能地实现规模

化生产以降低成本，以此累积起巨大的资本。之后，我们

在资本要素上获取比较优势，在资本要素上进行规模化投

入和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收益。

这种模式，通过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经由技

术和创新实现规模经济。但是，文旅产业处在中国经济动

能转化和模式创新的“后发展期”，再遵循老例、吃老本，

则前途危矣。

目前，绝大多数的文旅经济建设，正在将房地产建设

中的“美国模式”拿来现用，“有小镇无特色”“有规模

无质量”的现象愈加严重。需要注意，文旅经济的建设，

和现代工业、现代房地产的建设遵循不同的规律，如果只

是换汤不换药的模式照搬，文旅经济建设势必将演变成另

一个产能过剩领域。

因此，我们希望，文旅经济建设在关注“美国模式”

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下“欧洲模式”。

欧洲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后，没有向美国那样走向规模

经济（由于地域和人口原因），而是定位于“小市场”（高

附加值的专业 / 原产地市场），选择了“大师经济”，即“人

才+自然资源=大师经济”。这是由分工驱动的专业化经济。

比如，意大利在完成手工业 - 初级工业原始积累后，

并未像美国或英国那样，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是

由“低端劳动力”（体力工人）向“高端熟练人力”（技

能大师）进行产业深化。这种深化具体表现为，将劳动力

深化为技能大师或设计大师，将作坊升级为家族企业（不

上市、不多元化、不杠杆化，专攻价值链）。

和注重规模经济“福特制”的“美国模式”不同，“欧

洲模式”的特点是“超福特制”——不注重规模化投入、

规模化生产，也不关注生产出的产品是否有巨大市场；相

反，主打产品的高附加值和“小众市场”，强调专业市场

和纵深生产，以此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果中国文旅经济将自己作为一种“特色”，而不只

是一种“产品”，将自己定义为永续存运而不是套现工具，

那么，文旅经济的建设可以在“欧洲模式”上下功夫。

首先，特色的源泉是人，基于技艺、基于“大师”，

而辅以资本和技术。

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欧洲的小镇具有活化迭代、永续

存运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小镇有自己的产业。于

是，我国很多“教科书”都提出了文旅经济产城一体的思

路。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欧洲小镇并非靠产城一体得以永续；真正的产城一体，

反而是“美国模式”——底特律和匹茨堡，是典型范例。中

国的文旅经济，可以借鉴产城一体模式，但是，更多的文旅

经济，其特色不止于产业，而在于人力资本。

欧洲成功小镇的背后，是因为存在一个个“大师”，

诸如迪奥、阿玛尼、范思哲云云。在特色人才经济的孕育

下形成特色作坊，衍生出家族企业，最终跳出小镇，发展

成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