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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手机上查找出的热门出游地，实际上就是大数据给

出的答案。旅游管理部门结合传统的管理模式，总结分析旅游业的发展演变，有助于管理者系统认识

旅游行业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改进、升级做好准备。 

[关键词] 大数据；智慧旅游；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Smart Tourism Management Mode under Big Data Background 
CUI Xinyue, LIU Li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Big data is in all the ways of our life. The tourist attraction people found on their mobile phones is 

actually the answer given by big data.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the tourism 

administration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ourism which helps the managers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prepar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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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旅游产业虽然已经应用大数据

做了一些改进，但还是暴露出许多可以

改进的问题，比如，游玩项目收费不规

范、景区肆意营销、没有考虑旅客的游

玩实际需求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

了管理者对大数据背景下的旅游规划落

实不到位，没有分析思考新旧管理模式

的优劣。为此，本文在介绍基于大数据

的智慧旅游的基础上，对目前管理模式

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研究，有利于较

好地解决现存问题。 

1 大数据及智慧旅游的内涵 

进入新时代以来，信息处理的速度

越来越快，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

些数据的传播媒介类型多样，有图片、

文字、视频等。数据的增长量巨大，短

时间内可出现指数型增涨。大数据具有

众多优势，我们可以通过整合发现这些

数据的价值。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新型旅游的概念也渐渐延伸出来，智慧

旅游与智慧城市一样体现了我们对传统

模式的改进，它们伴随着大数据时代而

生，运用科学数据管理现代产业发展，

可让数据服务于旅游。 

2 依托于大数据的智慧旅游

发展 

2.1管理者根据数据分析客流量，做

好产业规划 

大数据的优势，在于把游客的信息

分类整合，可做为旅游业的市场风向标，

通过研究游客的购买取向，可以增加相

关商品的产量，繁荣市场，为游客行为

作正反馈调节。另外，依据于大数据的

监控分流，实现了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

防止景区拥堵，以致影响旅游资源的不

合理消耗。大数据可以有效采集用户需

求，并基于此做出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趋

势模拟，旅游产业投资者可以据此调节

资金流向，把金钱投在热点项目上。 

2.2基于大数据的市场营销服务 

当下，旅游业的发展体现了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

满足后，才开始考虑休闲游玩。景区运

营者可以依据大数据反馈，找到游客

喜欢的旅行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旅游

公司可以结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关注度

等信息，为其量身定制旅游项目。比如，

有家庭的顾客一般首选“亲子出游”项

目，旅行社会适时推出线上订票系统，

游客足不出户，关注旅行社的公众号就

能快速报名，后续交通订票、酒店预订、

购买景点门票等让游客自行解决。这样

一来，避免了旅行社原来人为干预游客

订票，从中赚取差价，引起游客不满的

行为。这种方式既给了游客自由选择，

还能提高旅游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依托

大数据，旅游企业、饭店以及导游欺骗

消费者的不法行为会得到有效监督，提

高顾客评价。旅游企业可借助大数据，

对自身旅游产品、服务水平等有一个系

统的认识，想法设法改进、提高。 

2.3在大数据时代强化旅游人才的

输出 

信息技术的转型升级也使得人才的

筛选机制越来越严格，相关专业人才想

要做好服务，需提高自身知识素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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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作为专业人才输出的 大来源，也应

依托大数据，为旅游人才培养打好基础，

教会学生理论知识，而且也要积极引导

学生提高道德素质、人文情怀，结合大

环境的需求转变思想，积极参与旅游实

训和志愿工作。在大数据时代，依托数

据、依托需求为智慧旅游的发展提供稳

定的人才输出。 

3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旅游管理

模型构建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旅游管理模

型，能够将海量的数据带入算法，为用

户优化旅游线路、提供准确的景区信息、

做出符合用户自身条件的出游建议，真

正实现个性化出游。模型依托历史数据，

将客户相关信息分门别类，提供包括预

订机票酒店、购买意外保险、沿途叫车、

出游记录以及花费预算等一体化服务，

为旅游者提供当前区域内的各种必要信

息，用专业数据做评估，测评出游指数，

方便旅游者切实调整游玩计划，保证游

客游玩过程的信息完全流通、实时共享。

拥有大数据平台，可以简化管理流程。

专家运用智慧旅游管理模型进行数据分

析，可以将智慧旅游管理模型的平台分

为4个子平台，依据投资份额的大小，具

体细分为政府管理部门子平台、旅游者

子平台、旅游企业或公司子平台以及旅

游地居民子平台，各个平台之间有共同

的考核指标，真正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旅

游管理模式。 

3.1政府——监管部门 

政府相关部门主要负责旅游资金拨

款、协调管理游客与旅游公司的纠纷。

利用大数据技术访问政府旅游部门子平

台，可以实现准确获取管辖区域的旅游

流量和纠纷问题，帮助用户实现对旅游

行业的实时监管。如果一些地区申请项

目资金支持，政府旅游部门大数据系统

就可以依据当地收入做图表分析，依据

历史案例，选择 佳执行方案，提出合

理建议。这项措施还将减少人为干预导

致的预算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依托子平

台的构建，改革区域旅游目的地旅游业

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区域旅游目的地

运营管理及服务、旅游业发展及管理的

新模式。 

3.2游客——旅游体验智能化 

对于旅游者而言，出游前，可以通

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平台，实现对旅

游目的地与旅游景区的快速查询、咨询

路线以及查看周边交通情况等等。出游

之前，通过该平台，游客可以了解可能

出现的交通拥堵情况，以及旅游景区的

拥挤程度，并根据拥堵现状，适时选择

更加合理的出游路线。景区服务方面，

也能根据游客多少，让游客自主选择是

否需要调整路线以节约时间，避免旅游

者在路上堵车，影响游玩心情。平台适

时提出 适合当前实际的建议，以帮助

游客更好出行。到达旅游景区后，通过

智能终端可以快速完成身份确认，进行

电子门票验证后即可进入景区。游览过

程中，游客打开智能终端可以按照几条

不同的游玩路线进行游玩，当景区突发

不安全事件时，游客的手机还会自动提

示相应逃生路线图。游览一段时间后，

智慧旅游系统还会询问用户是否需要分

享感受，填写问卷调查，旅游者子平台

会将用户反馈收集到相关模块，游客可

以匿名提交信息，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

的感受及想法，方便平台制订个性化出

游建议，让后续的旅游者参考。这样的

方式 大程度上满足了出游者的个性化

需求。可见，智慧旅游能够带给旅游者

全面而又细致的服务。 

3.3当地居民----辅助旅游服务 

对于旅游地周边的居民而言，随着

智慧旅游景区的发展，他们的生活也将

发生些许改变。旅游管理者会承包当地

居住区周边的道路翻修工作，增添很多

适合小孩子的休闲娱乐设施，许多当地

小吃也会随之而来，不仅带动当地旅游

资源的开发，而且当地一些居民也能通

过景区服务，找一些兼职工作来养家糊

口，这些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比如，

在黄山风景区，一些当地人就在山上经

营，靠卖食品与手工艺品为生。周边地

区居民的想法及意见都可以记录在平台

上，旅游企业可以通过此平台了解居民

的反馈，方便对旅游景区做进一步的优

化与调整。 

3.4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旅游应用 

在基于大数据平台构建智慧旅游运

营体系的平台上，必须充分利用和整合

现有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资源和已有成

果，突出中心城市在智慧旅游运营体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整合区域内旅游

管理和服务的力量， 终建立以大数据

平台为基础的智慧旅游管理模式。推动

大数据智慧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管

理者认真思考原有发展模式的问题，若

是建设方面有漏洞，相关企业或单位应

督促人员加快平台建设。应加强智慧旅

游相关服务设施，以大数据分析整理，

构建出旅游景区的智慧服务平台和游客

消费需求与反馈平台，打造具有多元化

优势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精准协调区

域范围内的人文资源，推进智慧旅游的

进一步发展。 

3.5构建信息共享与资源管理机制 

对旅游景区而言，企业高管等利益

相关者应该积极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度，

将旅游资源等重要信息植入智慧旅游信

息共享服务中，防止不法人员占用公共

资源，谋取利益。信息与资源的监管离

不开地方政府、旅游公司和旅游地居民

的共同努力，过去出现的监管不到位现

象，是由于这些信息缺乏管理与共享机

制，使得各个单位的信息存在隔离，给

了一些人可乘之机，现在大数据背景下

的信息得到统一管理，将 大程度地减

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后，应当加强对广大旅游人员的

教育与宣传工作。智慧旅游的建设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需要各方人员统

一思想、团结一致。另外，争取社交媒

体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智慧旅游

作为一个新概念，社会对其认知程度相

对较低。需要管理者利用微信小程序、

公众号等方式宣传智慧旅游的优势与亮

点，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智慧旅游发

展现状的了解。 

4 大数据背景下旅游管理模式

的分析 

4.1政府旅游部门科学地行业管理 

对政府部门而言，可通过互联网或

电脑终端开放旅游部门平台，使游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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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方便、快捷地获取区域旅游信息，及

时了解当地的旅游流量和市场监管情

况，从而实现对旅游部门的实时监督。

未来某一时刻若有紧急事件发生，政府

及旅游部门则要将相关信息及时传送至

公共平台，给游客发出预警。根据智慧

旅游管理模式，政府能够实时整合各子

平台获得的信息，并做出相应的策略或

应急预案，从而减少损失，让游客安心。

以数据库中的历年事件做参考，选择符

合当前情景的解决方案。在智慧旅游管

理中，我们构建出多方利益攸关的管理

子平台，创新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形成

了大数据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

式，以及旅游目的地的经营管理和后续

保障服务模式。 

4.2使得旅游服务全面智能化 

曾经，广大消费者经常要在到达旅

游地之后才知道一些游览项目需要再次

购票，烦琐的过程使游客的兴致大减。

现在，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游客在出游

前能够方便快捷地对区域旅游目的地的

信息进行了解，如景区门票、交通以及

酒店的预订等。在出游过程中，游客打

开景区的智能推荐，可以自主选择适合

的旅游路线，提前做好预备计划。带小

孩儿的游客可以选择一些安全、稳妥的

游玩项目，上了年龄的人可以适当减少

爬山、过索道等较为劳累的环节。当游

客进入旅游景区后，景区内可实时提供

当前旅游的热点区域、人流量信息、卫

生间、观光车的位置等信息，尤其在重

大节假日时，各大景区都在限流接客，

游客需要更加智能化的服务以做好自身

安全工作，充分享受智能化带来的高质

量体贴服务。 

4.3旅游营销精准化 

对于旅游公司或者旅行社而言，智

慧旅游的管理模式为游客带来方便快捷

的服务的同时，也能通过营销管理模型

来收集游客的信息，对游客的旅游景区

偏好、旅游消费需求、购买动机、购物

时长接受程度、旅游花费预算等一系列

信息进行收集统计，利用调查问卷或者

历史数据来获知哪些旅游营销是顾客接

受的。这样一来，就能减少之前旅行社

与游客经常出现的纠纷，如旅行社欺瞒

游客游玩项目、景区乱收费、高价游以

及在服务中加入购物环节等乱象。企业

也能提高市场信誉，合理分配消费任务，

洞察市场变化做到高效率的营销，更好

地发挥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优势。同时，

旅游企业也能通过子平台及时发现网络

上的一些负面信息, 构建旅游企业负面

影响的应急机制，对网络上的负面信息

及时进行分析处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

施，从而降低负面影响。 

5 结语 

大数据时代，智慧旅游的建设是当

下旅游业改进升级的重要方式，也是旅

游业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选择。因

此，相关旅游从业人员必须适时转变旅

游观念，顺应改革潮流，在大数据的基

础上，提高各方人员对智慧旅游内涵的

认识。适时开展旅游工作分析、客流监

测和未来规划，把旅游营销、资源规划及

旅游优质人才的引进培养结合起来，从旅

游者的角度，进行顾客需求分析、路线优

化和出行费用规划，切实考虑游客利益，

加强对大数据和智慧旅游惠民政策的认

识，使新时代的旅游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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