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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进步，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各行业领域之中，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同样也受到了新

型科学技术的影响，而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一再沿用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则无法更好的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因此需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推动和实现智慧旅游路径。希望文章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旅游领域的发展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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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g data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has also been affected by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f we continue to use the tradi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mode, we can not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nd realize the path of smart tourism in the era of big data, so 

as to hope the research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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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早在 2011 年，我国国家旅游局已经提出“智慧旅游”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也在接下来的，时期内推动了我国旅

游业的飞速发展。智慧旅游的产生不仅依赖于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时代智慧旅游带

来了新的发展思路。但不容忽视的是，智慧旅游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因此文章从大数据时代智慧旅游路径进行研究和

探索，以期能够推进我国旅游领域的发展和转型。 

1 大数据时代智慧旅游的主要问题 

1.1 智慧旅游理念和建设重视不足 

虽然我国智慧旅游的理念已提出多年，但是在很多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进程中，智慧化的管理模式仍然发展较短。

在智慧旅游管理层次和数据分析总结方面，仍然存在理念淡薄、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也导致了在当前飞速发展的大

数据时代背景之下各类大数据技术无法在智慧旅游建设和管理中实现充分的运用，诸多优势无法发挥。此外很多地区

旅游业在其发展中仍然缺少必要的大数据资源，在数据的收集整理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上仍然相对淡薄、落后，无法

实现旅游业和智慧旅游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多层次探索。这也主要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旅游景点相对复杂，

甚至有些地区仍然无法实现网络覆盖，这也导致在景区内对游客和景点进行实时监控始终无法实现，即使出现了突发

事件也无法第一时间进行解决。此外由于景区缺少大数据智慧旅游相关设置，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无法更加科学的

规划游览活动，导致旅游体验感较差，影响智慧旅游的实现与发展。 

1.2 智慧旅游管理模式和数据应用落后 

智慧旅游模式发展时间和起步时间较短，在我国旅游业领域中应用较为薄弱，理念植入等方面仍然存在落后和弱

势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水平的提升。很多地区在进行旅游管理始终沿用的是传统的管理

模式，无法充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和制度并不完善，相关旅游活动缺少必

要的约束力，使旅游管理形式浮于表面，价值并不明显。不容忽视的是，在旅游业和智慧旅游发展进程中，大数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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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需要广泛应用，但是因为我国部分景区地处偏远，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方面仍然水平较低，甚至部分景点缺少互

联网络覆盖，无法实现数据的实时更新与分析、汇总。 

1.3 大数据平台保障力度欠缺 

在大数据时代中发展智慧旅游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为搭建大数据平台，但是我国现今很多景区在大数据平台建设和

保障方面仍然有所欠缺，不仅仅体现于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不足，同样也会造成游客与景区和各地旅游管理部门

缺少必要的沟通及意见反馈渠道，而旅游管理部门方面同样也无法应用大数据或互联网平台对景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

宣传，久而久之造成旅游景区人气出现降低的情况。另外，近年来很多不法分子运用互联网媒介和手段进行违法犯罪

活动，智慧旅游的大数据互联网平台也要强化网络保障工作，确保各类数据的安全可靠，但是现如今在平台搭建和应

用方面仍然存在网络安全和数据管理人才缺失或数据安全受到威胁等诸多问题。 

2 大数据时代智慧旅游路径探索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中，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智慧旅游的实现需要充分运用各类大数据信息技术，探索更加智慧化、

科学化的智慧旅游管理模式，可以从政府、游客、企业和居民四大维度进行路径探索，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物联网及

各类信息技术手段，贯通智慧旅游管理模式，强化智慧旅游服务展现，不断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和数据融合化建设，促

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各类旅游资源要素的优化升级和全面配置。 

2.1 政府层面积极促进智慧旅游模式推广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大数据时代中智慧旅游也要实现新的探索。在政府层面要积极

促进智慧旅游模式的推广和构建，因为对于我国旅游业而言，从政府机关的角度实现旅游业的宏观调控，强化各类监

督管理手段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我国各地旅游部门和机关可以通过已有的网络终端和旅游部门服务平台，实

现智慧旅游数据模型的同步更新，让游客旅游的相关信息，如订票情况、出行注意事项等能够直接在平台或网络终端

中进行查询，这样的方式也能让政府旅游部门更加直观精准的了解该区内不同目的地的旅游流量情况和游客流向情况，

并强化对旅游景点的市场监管，根据现有的数据开展分析也能有效预测未来时期本地区的旅游发展趋势等等，更有利

于开展旅游政策改革创新。其次，政府层面也可以应用大数据技术平台，及时发布自然灾害各类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应

急预案等等，让广大游客和相关景点能够及时了解预警信息和灾害信息量强化应对和预警，减少突发事件对本地区旅

游业的负面影响，促进智慧旅游的深入开展。 

2.2 游客方面全方位体验智慧旅游的便捷服务 

智慧旅游模式的落实对于广大游客而言，更加强调了服务的便捷性，游客可以通过智慧旅游所提供的相关旅游信

息、景区评价等，更加真实的体验旅游服务所带来的高效生活，游客们不仅可以通过游客专属智慧旅游平台，将不同

景区的门票以及特色等进行有效对比，也可以根据自身旅行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对比旅游项目、不同景点、特色

旅游方式、交通方式等等，也可针对景区情况进行有效咨询。例如，杭州快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云计算、大数据等

先进计算机技术构建起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综合服务平台，用于满足消费券线上派发线下核销、餐饮酒旅线上购线下

销等多种融合场景。平台建设以大数据相关算法作为核心，应用部署分为三个逻辑区域，互联网环境、互联网出口区

与内网环境。互联网环境是用户使用的环境，有移动端、小程序、PC 端等。在游客游览完成之后，可以通过该平台和

智能终端有效分享旅游的心得与体会，让景区进行有效整改，更好的完成智慧旅游的优化发展。 

2.3 企业方面开拓智慧旅游商务渠道 

在智慧旅游的影响和带动之下大数据信息技术能广泛应用，同样也会对旅游业领域的相关企业带来重要的发展支

持，例如各类旅行社、酒店和景区企业等等，能够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智慧旅游前提背景之下的企业形象塑造和综合管

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企业可以依托智慧旅游的大数据平台，强化对游客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整理，能够更加明确游客

参加旅游的性别、客源地、旅游动机、喜爱偏好情况等，帮助企业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满足游客

的基本需求。企业可以在现有旅游消费市场中进行更加精确的划分与升级，充分发挥旅游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宣传优势，

实现精准营销，减少负面新闻或不良评价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杭州快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富春山居集团的“乐

游富阳”项目，打造本地化供应链，构建本地商户联盟，全面打通线上线下服务，助力盘活文旅产业流量经济。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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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富阳区通过“乐游富阳”商城派发了总额 666 万元的乐游富阳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为 2070 万元，取得了良好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2.4 居民方面畅享智慧旅游便利生活 

大数据时代中，智慧旅游的应用和探索不仅仅需要政府机关和部门的支持与帮助，更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支持，

营造更加和谐绿色的旅游发展前景。当前我国在智慧旅游推广认知中仍然存在社会公众认知较少的问题，因此在居民

方面也要推动其畅享智慧旅游所带来的便利生活，引导群众的认知，发挥广大居民的内生优势，让他们能够充分投入

到地区智慧旅游的实践探索之中。首先，广大居民可以依靠大数据技术和智慧旅游平台，了解本地区智慧旅游的主要

发展状态和形式，根据不同景区的人员、道路、天气以及相关娱乐设施的分布使用等情况，进行全面的查询与跟踪，

并明确自身的需求和应用时间，避免居民过多浪费排队等待的时间。例如，从地域资源层面考虑，将景区或民宿资源

与周边的景区资源打包，组合联票，制作线路等。后期不仅将助力平台提升全域旅游服务能力和接待能力，更将融合

周边多业态，帮助平台实现旅游产品“走出去”、线路“联起来”、文化“活起来”、服务更优质的良好旅游生态。 

3 总结 

总而言之，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智慧旅游方面也要着力推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转型与发展。

本文针对大数据时代智慧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着力围绕政府、游客、企业、居民四大方面进行大数

据时代智慧旅游路径的探索，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智慧旅游模式的全面落实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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