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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神话悟空”赋能山西旅游的 IP营销路径探究——基

于 SIPS 模型
林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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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 SIPS 模型，深入剖析“黑神话悟空”赋能山西旅游的 IP 营销路径。通过挖掘两者的结合点，

提出针对性营销策略与实施措施，旨在为提升山西旅游的综合竞争力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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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人们的旅游需求日益多样

化，旅游营销模式不断革新。IP营销作为新兴力量，逐

渐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关键趋势。备受瞩目的游戏“黑

神话悟空”，凭借其独特魅力，为山西旅游营销开辟了

新路径。SIPS 模型聚焦消费者在信息传播和消费决策中

的共鸣、认同、参与和分享扩散四个阶段，为研究二者

融合的 IP 营销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深入探索这一营

销路径，对提升山西旅游的知名度、吸引力以及品牌价

值意义非凡。

2“黑神话悟空”的特点与影响力

2.1 精美的画面与音效

“黑神话悟空”运用先进游戏引擎，构建出极为逼

真的画面与震撼音效，给予玩家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游戏

体验。游戏里的场景、角色和特效制作精湛，细节丰富，

极大地吸引了玩家的目光，充分激发了他们探索游戏世

界的热情。

2.2 深刻的文化内涵

游戏以中国神话为深厚背景，巧妙融入神话传说、

武侠文化、道家思想等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其故事剧

情跌宕起伏，角色塑造有血有肉，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底

蕴，极易引发玩家的情感共鸣，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深

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3 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游戏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吸引了

大量玩家的目光，拥有庞大且活跃的玩家群体。在社交

媒体平台上，相关话题热度持续居高不下，传播范围不

断扩大。同时，“黑神话悟空” 推动了国产游戏行业

的进步，为行业树立了新的品质标杆。

3 山西旅游资源分析

3.1 历史文化资源

山西留存有众多极具价值的古建筑，平遥古城完整

地展现了明清时期城市的风貌与格局；乔家大院、王家

大院等建筑彰显了晋商的辉煌历史与独特的建筑风格；

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是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

石窟内精美的佛像雕刻和绚丽的壁画，承载着千年的艺

术传承；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拥有众多

的寺庙和佛塔庄严肃穆。

3.2 自然景观资源

雄伟壮丽的太行山，奇峰罗列、峡谷幽深，为游客

提供了徒步、登山、摄影等多样的旅游体验，让人们在

亲近自然中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黄河流经山西，形

成了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其奔腾汹涌的水流、震天动

地的涛声，带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五岳之一的恒

山，山势陡峭，沟谷深邃，自古就是道教圣地和旅游胜

地。

3.3 民俗文化资源

山西民间艺术形式多样，剪纸、面塑、皮影等民间

艺术作品造型精美、寓意丰富，充分体现了山西人民的

智慧和创造力；平遥古城的国际摄影大展、五台山的佛

教文化节等传统节日活动，不仅展示了山西独特的文化

特色，还为游客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山西面食、平

遥牛肉、陈醋等特色美食闻名遐迩。

4“黑神话悟空” 与山西旅游的结合点分析

游戏在视觉设计方面，从山西丰富的历史和自然景

观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大同的云冈石窟，其宏伟的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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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和神秘氛围被融入游戏场景，游戏中类似石窟场景

的纹理和质感设计参考了云冈石窟的岩石特点和雕刻

风格；朔州的应县木塔，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

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其独特的多层塔身结构和斗

拱设计为游戏中塔楼建筑形象提供了借鉴；忻州的五台

山佛光寺，游戏在描绘古老寺庙时，借鉴了其建筑风格

和色彩搭配。此外，晋中、临汾、晋城、长治等地的众

多历史建筑和文化遗迹，也都在游戏的场景、角色、道

具等设计中有所体现，二者在文化和景观上有着紧密的

联系。

5 基于 SIPS 模型的“黑神话悟空”赋能山西

旅游的 IP营销路径

5.1 共鸣阶段

深入挖掘“黑神话悟空”与山西旅游的情感共鸣点。

例如，游戏中的神话传说与山西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相

呼应，武侠文化与山西曾经的江湖文化氛围相契合，道

家思想与山西的宗教文化底蕴相互交融；游戏中的自然

风光与山西的太行山水、黄河风光相似，古建筑风格与

山西的众多古迹一脉相承。利用社交媒体、游戏论坛、

旅游网站等多元化渠道，通过发布精美的游戏截图、富

有特色的旅游景点照片等，吸引消费者的关注。邀请游

戏资深玩家、知名旅游达人、文化领域名人作为体验官，

分享他们在游戏和旅游中的真实感受和独特体验，引发

更多人的情感共鸣。

5.2 认同阶段

将“黑神话悟空”的文化内涵与山西旅游的特色资

源深度融合，打造“神话之旅，魅力山西”的独特旅游

品牌形象。围绕这一品牌形象，设计具有高辨识度和文

化内涵的品牌标识，制作精美的宣传海报，开发一系列

富有创意的旅游纪念品。运用广告宣传、公关活动、促

销活动等多种手段，全方位传播品牌形象和价值主张。

在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上投放广告，扩大品牌

传播范围；在社交媒体、在线旅游平台等新媒体上进行

精准推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公关活动，详细介绍“黑

神话悟空”赋能山西旅游的项目背景、发展规划、特色

产品等内容，增强品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5.3 参与阶段

根据“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玩法和山西旅游的资源

特色，设计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活动。举办“黑神话悟

空”主题的旅游线路设计大赛，设计独特的旅游线路；

开展摄影大赛、短视频大赛，激发游客用镜头记录山西

旅游的美好瞬间。在旅游景点设置游戏互动体验区，让

游客在参观景点的同时，能够亲身体验游戏的乐趣。与

游戏开发商合作推出游戏联名旅游产品，如游戏主题的

旅游套餐、限量版旅游纪念品等；与旅行社合作开展旅

游促销活动；与酒店、景区合作如打造特色餐饮、主题

住宿等，提升游客的整体旅游体验。

5.4 分享与扩散阶段

建立完善的分享奖励机制，鼓励消费者将他们在

“黑神话悟空”赋能山西旅游中的精彩体验和深刻感受

分享到社交媒体、旅游论坛等平台上。利用消费者的分

享和口碑进行口碑营销，如精彩的游记、精美的照片、

感人的视频等，进行整理和编辑，在各大社交媒体、旅

游网站等平台上进行二次推广。

6 实施“黑神话悟空”赋能山西旅游 IP营销

的措施

6.1加强合作与创新

与“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开发商建立长期稳定、互

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例如，合作推出以游戏剧情为线索

的主题旅游线路，开发与游戏角色、场景相关的旅游纪

念品，举办融合游戏元素和山西文化的大型文化活动等，

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提升旅游体验的趣味性和独特性。

积极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

（AI）等新技术，创新旅游营销手段。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打造“黑神话悟空”主题的虚拟旅游景区；借助增强

现实技术在旅游景点设置游戏互动体验区；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推荐和服务。

6.2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全面改善交

通、住宿、餐饮等服务设施。在交通方面，加强旅游交

通建设，开通更多连接主要城市和旅游景点的旅游专线、

直通车，优化公共交通网络，提高游客出行的便捷性；

在住宿方面，提升旅游住宿品质，建设更多具有山西地

方特色的酒店、民宿，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住宿需求；

在餐饮方面，丰富旅游餐饮种类，挖掘和推广更多的山

西特色美食、小吃，让游客品尝到地道的山西味道。加

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通过开展旅游服务技能培训、

文化知识培训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和

专业水平。建立健全旅游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加强对旅

游从业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为消费者提供优质、高

效的旅游服务。

6.3 加强品牌建设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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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黑神话悟空”与山西旅游的文化内涵，

以“神话之旅，魅力山西”为品牌核心。通过举办各类

文化活动，以及推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文化书籍、文

创产品等，传播山西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

等。利用多种渠道进行全方位的品牌传播。在传统媒体

方面，持续在电视、报纸、杂志等平台投放广告；在新

媒体方面，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在线旅游平台、短视频

平台等进行精准营销和创意推广。积极举办公关活动，

如新闻发布会、旅游推介会等，向外界介绍“黑神话悟

空”赋能山西旅游的项目情况；踊跃参加各类旅游展会、

文化活动，展示品牌形象和产品体系。

6.4 注重游客体验与反馈

始终以游客需求为出发点，不断优化旅游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加强旅游产品创新，根据不同游客的兴趣和

需求，推出更多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旅游线路和特色

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从游客的接待、行程安

排到后续服务，都要做到细致入微、贴心周到。高度重

视旅游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对旅游

设施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

全，让游客能够安心旅游。建立完善的游客反馈机制，

通过问卷调查、在线评价、投诉处理等多种方式，及时

收集游客的意见和建议。对游客的反馈信息进行深入分

析和整理，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改进。将游客的反

馈信息作为不断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重要依据。

7 结论

“黑神话悟空”为山西旅游营销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基于 SIPS模型的 IP营销路径，通过挖掘情感共鸣点、

打造品牌形象、设计互动体验活动、鼓励用户分享等一

系列策略，可以实现“黑神话悟空”对山西旅游的有效

赋能。同时，通过加强合作与创新、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加强品牌建设与推广、注重游客体验与反馈等实施措施，

能够保障这一 IP营销模式的顺利推进。“黑神话悟空”

赋能山西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潜力，通过

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有望为山西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推动山西旅游迈向更高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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