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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地方实践

信用是市场的基石。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首次将社会信用纳入市场经

济基础制度，为引领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信用经济发展提供

了基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2021

年 11 月，文旅部率先布局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

作，有力促进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1805 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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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0.9%；全国国内旅游人数 25.3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约 2.04 万亿元。辽宁大连、上海黄浦、重庆武隆等地围绕培育

信用品牌、创新信用场景和促进信用消费等环节积极探索，形成

了一批典型经验做法，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培育信用品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一）辽宁省大连市

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以试点工作为契机，聚焦培育信用品牌，

为文化和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一是创新开展信用品牌

认定工作。2022 年 9 月，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大连市文化

和旅游市场信用品牌认定暂行办法》，规定了信用品牌申报、认定、

退出等机制，并围绕企业经营、社保纳税、遵纪守法、行政管理、

管理层信用、生产经营服务质量、舆情管理和生产安全等设立了

11项认定标准。信用品牌每季度认定一次，全市文化和旅游企业

均可申报。2022 年 10 月，认定 54 家旅游市场主体信用品牌并进

行公告。二是创新文旅信用品牌应用场景。在微信小程序“行游

大连”推出“大连市旅游市场信用品牌”板块。集中展示信用品

牌企业，并对其中的 A 级景区、星级饭店开发相应的服务介绍和

预订功能。游客可通过企业展示端口左上角的“信用品牌”标志，

辨别大连旅游信用品牌。在信用品牌产品服务介绍中，详实地展

示了企业情况、交通路线、常用设施、游客评价等各方面信息。

（二）上海市黄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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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以试点工作为契机，深入挖掘黄

浦区文化和旅游品牌的质量内涵，打造出“黄浦最上海·信用更

添彩”文旅信用品牌。一是奏响“演艺大世界”文化品牌。探索

建立演艺大世界补贴票“黑白名单”制度，对存在转让补贴票、

破坏售票软硬件设施等违反补贴票规则的失信行为予以重点关

注，推动构建公平规范的文化市场秩序。二是擦亮“信游长三角+”

旅游品牌。利用“随申办”APP、微信等新媒体资源，进一步提升

“信游长三角+”旅游品牌知晓度。截至 2022 年 11 月，“信游长

三角+”已拓展合作商 42 家，面向长三角地区 4 个城市（区）累

计推出 40 余项守信激励举措。三是推出“外滩融易行”信贷品牌。

依托“外滩融易行”平台上线助企纾困抗疫专区，重点推出 15 款

抗疫贴息产品，并按照企业信用及营收情况予以最高 50%的一次

性政府资金贴息。企业可全程线上办理贷款及贴息申请，并可实

时在线查看贷款授信、放款情况以及贴息审批进度，为企业提供

了更为便捷的融资途径。

二、创新应用场景，提升惠民便企质效

（一）山东省荣成市

荣成市紧紧围绕文旅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完善信用制度

设计，深入拓展多元化信用应用。一是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出台

《荣成市文化和旅游领域信用管理办法》等 6 项政策，制定信用

承诺、信用修复等系列配套制度。二是健全监管平台功能。搭建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试点监管平台，将全市 300 余家文旅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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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其从业人员纳入平台。截至 2022 年 12 月，累计归集市场主

体基本信息、信用信息、奖励与处罚等监管信息 700 余条。推行

文旅主体亮码（信用码）经营、信用风险提示、差异化信用监管、

分领域信用承诺等措施，全面提升信用监管的数据化、智能化、

精准化水平。三是拓展信用应用场景。立足信用惠民，推出“信

易游”“信用阅”“信用学”“信易宿”“信易唱”“信易看”六大类

18项信用激励举措（详见表 1）。截至 2022 年 11 月，信用政策惠

及人群 5 万人次，其中“信易游”激励人群 1.5 万人次，为守信

市民减免门票费用 120 万元。信用交易模式的创新及信用产品的

拓展有效拉动了文旅市场消费，2022年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7至 8 月旅游旺季累计接待游客 160.07 万人次，景区旅游总收入

7587.16 万元，与疫情前的 2019 年相比，分别增长 22.99%和 17%。

表 1 山东省荣成市文旅行业信用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 应用模式 实例

信易游

信用等级 AAA 级市民享受一年内不限

次免费游览荣成市所有 A 级及以上收

费景区，AA 级市民享受半价游览荣成

市所有 A 级及以上收费景区。

4A 级景区：那香海景区（鸡鸣岛船票

半价、香海温泉半价、探险世界 7 折）、

成山头景区、赤山景区。

3A 级景区：槎山景区、东楮岛景区、

好当家海参博物馆。

其他景点及文旅企业：西霞口神雕山

野生动物世界、海驴岛、山东柒彩文旅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柒彩欢乐谷）、威

海市心乐谷生态文旅有限公司（心乐

谷）。

信用阅
信用等级为“A+”以上的居民，免收图

书馆 100 元借阅证押金。
荣成市图书馆

信用学
信用 AAA 的市民，享受文化馆公益培训

报名免收押金。
荣成市文化馆

信易宿 信用等级为 AAA 级的市民，本人入住 荣成市星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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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应用模式 实例

荣成市星级饭店享受会员优惠房价，免

收押金快捷入住、免查房快捷退房。

信易唱
信用等级为 AAA 级的市民，到荣成市

四家娱乐场所享受免费欢唱。

八旗红双喜 KTV、荣乐迪 KTV、华畅主

题 KTV、哆来咪 KTV

信易看
信用等级为 AAA 级的市民，到荣成市

各影院享受会员价观影，不限次数。
荣成市各影院

（二）四川省峨眉山市

峨眉山市积极开展文化和旅游领域信用试点工作，先后推出

“信旅峨眉”微信小程序、“先游后付”智慧文旅信用程序等产品，

不断提升游客满意度。一是打造“信旅峨眉”应用平台。以“信

旅峨眉”微信小程序为载体，引导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旅行

社、演艺场所、歌舞娱乐场所、剧本杀等 17 类 190 余家文旅市场

主体，通过“信旅峨眉”商家小程序上架信用优惠、先游后付、

无押住宿等信用应用产品。2021 年 11 月 20 日，“信旅峨眉”微

信小程序实现信用应用产品线上交易功能，方便游客远端交易。

二是启动“先游后付”消费模式。峨眉山核心景区推出“先游后

付”，支付宝芝麻分650分以上的游客可0元预订峨眉山景区门票、

索道票、观光车票等，实现“先游后付”；0 押金快速入住酒店、

0 查房快捷退房、0 秒离店，实现“先住后付”，出游 3 天后再自

动付款，推动了峨眉山景区服务质量的提升。截至 2022 年 11 月，

峨眉山景区接待游客 2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6%。三是设立文

旅信用奖励资金。制定出台《峨眉山市文化和旅游信用奖励资金

管理办法》，设立价值 100 万元的文化和旅游信用奖励资金，对主

动推出信用应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主体进行奖励，鼓励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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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重信、用信。信用奖励资金视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

展情况逐年增长，每年增幅不低于 10%。

三、促进信用消费，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一）山东省日照市

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针对旅游消费市场存在的不诚信问

题，在全国首创“放心消费一码通”平台，让游客能够通过扫码

“一码明信”，真正实现放心消费、无忧消费。一是让商家信息和

信用数据“通”起来，失信行为无处遁形。平台按照“信用指数

优先”原则对商家进行排名推荐，点击每一个商家信息后，可以

非常直观地看到该商家的详细信用数据，包括经营状况、投诉处

理、行政处罚、警示溯源、消费提醒、特色产品价格等具体信息，

让消费者能够一目了然。二是让商家动态与政府监管“通”起来，

提高政府监管效能。对使用“一码通”平台的商家给予信用分数

奖励，鼓励商家通过平台开展点菜、结账等服务。平台实时记录

商家动态，并与省市场监管基层一体化平台互通，市场监督部门

可以通过平台实时监督消费情况，并将日常监督检查、质量抽检、

食品快检、行政处罚、餐饮红黑榜等 27 项内容进行公示推送，形

成商家入驻、政府监管的高效监管体系。三是让消费者投诉和当

地政府平台“通”起来，提升投诉处置效能。通过平台打通了消

费者快速投诉、直接向当地监管部门投诉的渠道，在购物页面设

置“我要投诉”按钮，一旦发生不文明经营行为，消费者可以立

即通过平台向当地监管部门投诉，不用再通过上级平台转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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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办理时间。2022 年，山海天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单位 8639 家，

基本覆盖了全区旅游业户，全区消费投诉同比下降了 58%，消费

者满意度达 99.8%。

（二）重庆市武隆区

武隆区以现有“信易游”平台为载体，构建了武隆区全域智

慧文旅信用消费场景服务平台，打造各类信用消费场景。聚焦文

旅消费的便利度和体验感，打造“放心游”“信易游”两大品牌，

以信用促文旅消费服务升级。一是整合信用信息，构建信用场景。

依托“武隆全域智慧旅游”平台进行数据整合，借助第三方信用

机构力量构建武隆诚信文旅消费者评估管理体系和诚信商家联盟

体系，以消费者信用状况为基础，让诚信消费者充分享受诚信商

家提供的购票信用折扣、信用免押、先游后付等信用红利，为诚

信主体构建出行前、出行中、出行后全链条信用消费场景。二是

落实免票政策，兑现信用红利。武隆区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对上年度获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重庆

市企业法定代表人、历年获评“中国好人”“重庆好人”“感动武

隆人物”“武隆新时代先贤”等诚信人群提供武隆国有景区第一次

游览门票免费的便捷旅游服务。三是对接金融体系，开发信用场

景。积极对接重庆银行武隆支行，助推重庆银行文旅卡在武隆落

地使用，为其存量信用优质客户开发专属文旅信用场景。武隆区

多个国有景区和酒店参与文旅卡消费满减等活动。该卡还可为优

质商家提供短期的贷款利率优惠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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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区通过为期一年的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

工作，建立了完善的信用体系建设配套制度，培育出一批诚信企

业，不断拓展信用在文化和旅游市场中的应用场景，为发挥信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与作用提供了新思路：一是培育特色文

旅信用品牌。通过打造品牌化、明星级的信用应用产品与服务，

优化消费体验，推动形成信用品牌培育机制。二是打造信用文旅

政企合作模式。通过与金融机构、信用保险、大数据管理等专业

机构合作，创新拓展符合文化和旅游市场需求的信用产品和服务

供给。三是促进文旅市场信用消费。通过整合公共、行业、市场

等多方信息，推出以信用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向信用状况良好

的消费者提供“先用后付”、“先游后付”、减免押金等便捷消费服

务，形成促进文旅市场信用消费的良好局面。

（欢迎向我们提供选题建议）

联系人：李桂超 0592-2969718 15710659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