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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智慧旅游中应用研究

李五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为了全面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在中国梦，国家在中长期发展纲要中提出重点研究开发旅游、电子政务等现代服务业

领域发展所需的系统应用软件及云平台，主要探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分享旅游资源、规划出行、预定车票等旅游事务

中的应用难点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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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外出游玩的热情越来越

高，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前三季度，全
国外出游玩人数达到 ４５．９７ 亿人次，相比去年提高

增长 ８．８％，互联网也在人们的旅途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旅游市场与互联网的联结越来越紧密，大大增

强了旅游的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关于旅游的网络服

务平台给人们提供更加便捷的智能服务， 从我国提

出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
推进了信息化的旅游，催生出智慧旅游的新的模式。
目前我国的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

术，遥感技术，人工智能和数据信息处理技术等发展

日益完善，这为搭建智慧旅游云平台夯实了基础，使
智慧旅游项目可以在该地区加快实现。 支撑智慧旅

游的技术逐渐成熟和完善，有关政策环境日益优化，
打造智慧旅游的时机已经到来。
１　 全国旅游市场现状

１．１　 多样化“旅游套餐”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压力上升，生活节奏加

快，游客消费者想把有限的休假时间最大化利用，
商家也想降低营运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由此催生出

旅游套餐这种新兴的旅游产品，将景区内不同产品

串联成线，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受到了极大的欢

迎。
１．２　 特色旅游形式的发展

现代的人们喜欢追求个性的生活方式，逃离都

市化进程下的压力，我国旅游者越来越偏爱较为新

颖的特色旅游，不断追求新、奇、特、稀，由此兴起了

农业旅游项目如采摘果蔬、体验农村生活等“农家

乐”旅游项目。 这种体验类的旅游是现代旅游中发

展良好的形式，开发潜力也比较大。
１．３　 “绿色旅游”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的突飞猛进，城市中人口

不断增多，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对于城市中打拼一

族，人们渴望通过旅游改变生活现状， 缓解精神压

力，有较大的倾向选择以“自然”为主打的旅游项

目。 根据相关统计，住在城市的居民在选择旅游地

点时首选是生态环境良好的景区。 生态旅游业在中

国的旅游市场中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２　 “互联网＋”智慧旅游内容

智慧旅游通过将各种旅游市场资源进行规划配

置，借助物联网、云平台、移动通讯等现代智能手段，
实现旅游资源信息实时共享。
２．１　 ＧＰＳ 分销渠道

购买和娱乐在旅游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了更好

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智慧旅游开发了 ＧＰＳ 分销渠



道，将旅游市场好的当地特产与资源信息与 ＧＰＳ 导

航结合在一起，让游客对游玩景区有一个大致了解，
满足游客想带点当地特产回去，同时游客的消费也

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帮助贫困户脱贫，游客也体

验了当地的特色。
２．２　 网络服务平台建立

现今部分地区为谋取暴利，宰客、假货情况屡见

不鲜。 因此，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打造云平台实现

信息实时共享，解决旅游区虚抬物价，让游客真正买

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同时对于游玩回家之后还想购

买当地产品的消费者，可以在服务平台上看到产品

信息，线上与当地卖家沟通，在游客享受服务，体验

生活过程中消费，拉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
２．３　 旅游景区管理系统

通过打造景区云平台，实时监控景区，管理景区

人员调度，将景区周边旅游资源展现在这个系统上，
进行资源整合优化，为游客规划一条最优旅游线路，
同时促进周边产业协同高效发展。 其次实现旅游区

数字化，打造景区服务网络，建立起现代化的服务景

区。
３　 实施“互联网＋”智慧旅游可行性

３．１　 技术可行性

建立智慧旅游平台所需的通讯技术、遥感装置、
智能应用和信息处理软件等大力发展，加快了旅游

的智慧化。 技术的不断完善，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智慧旅游的时代已经到来。 云计算、物联网技术是

智慧旅游的必要条件，这些技术日趋完善，互联网在

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也为智慧旅游搭建了良好的平

台， 智慧旅游已经进入实施建设阶段。
３．２　 政策可行性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重

点提出加强研究网络教育、传媒、旅游等服务产业所

需的网络平台以及各种辅助软件。 同时全国其他地

区已有类似试点城市可提供借鉴经验，如南京，江苏

等地。 自从“智慧旅游”概念提出以来，业界十分重

视贯彻实施智慧旅游，河南郑州，洛阳等一些城市先

后被评为公布为“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其次随着城

市生活压力增大，现代的游客对传统旅行社的依赖

感逐渐减弱，人们越来越追求自驾游，旅游“散客

化”趋势显著，对一些旅游应用的需求较强。
３．３　 经济可行性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技术与旅游不断

融合，人们外出旅游的需求也不断强烈。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逐年攀

升，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不断增强，在旅游上的支出

在家庭支出上的比重也在增长， 国家也在政策、项
目、资金上对智慧旅游给予支持。
４　 “互联网＋”智慧旅游困境

４．１　 高技术人才稀缺

想要落实智慧旅游，需要大量精通现代智能运

用的计算机专业技术人才，还需要掌握旅游专业知

识、管理知识等全方位信息技术人才，但目前旅游市

场总体工资水平不高，多数高校毕业生选择在城市

工作，致使众多旅游景区难以招聘高文化水平、专业

知识对口的员工。 现今管理景区的人员大多是专业

知识欠缺的当地居民，很难对旅游智能化作出切实

贡献。
４．２　 景区信息技术设备建设欠缺

旅游景区一般远离城市中心，达不到城市信息

基础设备建设水平，如宽带、通讯设备信号较差。 而

智慧旅游的实施，需要较强的互联网平台，如果此类

设备不完善，会导致信息无法及时共享，进而影响到

景区统筹规划运行，也会降低游客外出游玩的舒适

感。 从信息管理的角度看，景区内的市场运营、管理

监测无法得到实现，智慧旅游的作用也就无法得到

发挥。
４．３　 智慧化意识缺乏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
们越来越渴望外出幽暗，各地也在不断充实本地特

色游玩项目， 但是在推进智慧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

不同的问题，景区管理人员对智慧化重要性认识不

透彻， 旅游的发展停留在初始阶段，服务意识欠缺，
不会主动吸引游客来游玩，规划方案无法形成一个

体系，由于信息技术的建设需要耗费一定资源与时

间，回收期较长，造成智慧化旅游得到相应的地位。
５　 “互联网＋”智慧旅游实施策略

５．１　 加快旅游云平台建设

首先健全旅游服务线上平台，通过构建景区二

维码服务体系，可以将来游客从线下引导至线上，为
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全程配套服务， 包括旅游产品介

绍、产品预订、周边游、 ＧＰＳ 导航服务以及人工个性

化服务。 也可以在微信上面实时推送精美的图片和

短文，进行多形式宣传。 同时在 ＡＰＰ 上开设多项栏

目，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现今一些旅游服务平台

出现同质化趋势，实现不了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也影

响到服务平台盈利。 其次建立智能化景区管理模

式，对景区实施全方位监控，记录景区各项数据，便
于智能化管理， 加强景区硬件设备，如实行电子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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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避免造成人员拥堵，提高游客旅游体验。
５．２　 新技术融合进旅游产品的宣传

电视上的时段广告和专题广告是电视广告的普

遍形式，但是昂贵的广告费用也会给景区造成负担。
所以可以在 ＱＱ、微博、微信、贴吧等软件 ＡＰＰ 上传

播，利用新媒体技术，树立景区旅游品牌。 我们在自

己申请的微信公众号上图文并茂，推送文章的时候

也可以分享转发到各种交流平台，多形式宣传。 游

客也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规划安排旅游线路，智慧旅

游的关键是将线上与线下有机融合，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信息无缝对接，提升景区未来更大的潜能。 近

年来，智慧旅游项目的技术越来越完备，国家支持力

度越来越大，进而前景广阔。 各个景区特色性明显，
客源广。 加之物联网技术日益完善，为搭建智慧旅

游云平台夯实了基础。 通过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

台建立合作关系，建立旅游电子商务平台或官方旗

舰店，将具有景区特色的土特产品放到网上进行销

售。
５．３　 引进计算机专业人才

学校应重视对旅游专业学生信息技术方面的培

养，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定位定点为景区输送高技

术人才，高校需要增加课程设计中信息技术课程，在
现有课程体系中增设物联网工程、大数据分析、ＶＲ
技术、新媒体技术等技能型课程，将学生打造成创新

性高技术人才。 等也可以对管理人员进行岗位培

训，让其真正将智慧旅游贯彻进日常运营中， 接触

更多计算机知识，跳出思维定式，学会用新技术对景

区进行管理，将景区打造成线上智能平台。 景区管

理人员应该明白互联网在旅游中的重要作用，用信

息技术简化工作，提升工作效率。
６　 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下的智

慧旅游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想要促进其进一步发

展，政府需要加强对智慧旅游的政策支持， 高校也

应注重旅游专业人才信息技术的培养，同时要鼓励

高新技术企业与各景区的合作，共同开发旅游产品，
引进创新性人才，真正将互联网技术融合进景区的

各项服务管理中， 树立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对于

我国的互联网＋的智慧旅游正处于发展初期， 需要

今后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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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款不伤眼、可与音频同步播放的

幼儿早教机。 其功能总结如下：
（１）可以避免幼儿使用带液晶显示屏的早教机

视力的伤害问题，利用机械翻页机构实现画面变化，
提高了家长对早教机的满意度，促进了此类早教机

的推广。
（２）添加了声音模块，叶片可以随着故事语音

的播放按照一定顺序翻页，显示与故事语音相对应

的卡通画面或真实照片，提高了早教机的趣味性。
（３）外壳的设计，一方面将所有部件包裹在内，

提高安全性，另一方面采用了不同风格小剧场的外

框设计，吸引幼儿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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