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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已经应用到各个领域，各乡村地区通过与互联

网的融合将整个旅游行业变得简洁化。要想提高乡村旅游的竞争力，不但需要扩大乡村旅游发展渠道，

还需通过互联网技术与旅游融合的方式弥补当地旅游行业不足之处，改进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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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China,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fields. Rural areas have simplified the whole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et.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tourism, it not only needs to expand development channels, 

but also need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ourism, and improve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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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地区向智慧化

发展迈进，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资源共享率较低以及缺乏智慧化理念等

问题而难以发展壮大。本文重点探讨乡

村旅游智慧化架构以及国内智慧化乡村

旅游的发展现状。 

1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式 

1.1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部分原因来自发达的

旅游业。据统计，2018年我国旅游人数高

达55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近10万亿元，

旅游业带动的就业人数站全国总就业人

口的十分之一，旅游业的发展能够显著带

动当地经济效益提升和加快地区人口就

业数量。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势头也在加

快，据统计，2017年旅游总人数的55%选

择在乡村游，创造的价值高达7400亿元，

这一过程带动了数百万农民就业。而近些

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部分乡镇通过合作的方式建

立旅游产业，部分农村还根据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打造出旅游景点，进而使得乡村旅

游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点。 

随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电子

信息技术与各领域的融合使我国经济得

到了更大的提高，并且，互联网的发展

还改变了旅游方式和人们的消费观念。

我国旅游行业发展初期，由于交通工具

并不发达，人们出行需要较长时间，人

们普遍选择路途较近的景点旅游，乡村

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在当时并

未建立和开发特色旅游景点，难以被游

客熟知。以往国内热门旅游景点大多为

名胜古迹或名山名水，随着智能化技术

的不断发展，现在的人们可以利用手机

来实时查看当地景点的信息和全貌。并

且，随着我国互联网+旅游理念的发展，

智慧景区的建立使如今的人们出行更加

方便。互联网技术下的全国各大旅游平

台也相继推出各种旅游攻略和私人定制

旅游的模式，这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人

们的出游愿望，加快旅游行业的发展。 

经过个性化旅游、居民消费升级等

发展，互联网技术不但优化了旅游业的

产业结构，还将其与旅游领域中衣食住

行等多方面进行融合。人们目前可以直

接利用手机通过实时预定的方式确定酒

店、餐厅以及景区门票。旅游行业的消

费模式也由原来的线下现金消费转变为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模式。扩大旅游

产业经营面，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提高其

经济价值，更好地推动旅游行业的发展。 

1.2研究方式。首先，通过文献整理

的方式针对国内乡村旅游进行研究和乡

村旅游智慧化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其次，

基于我国目前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

题、如何转型等问题提出假设与合理化

分析；再次，利用实地调查、问卷调查

等方式对乡村智慧化旅游产业发展存在

的问题进行研究；最后，提出相应的解

决方案，以此更好地帮助我国乡村旅游

产业智慧化发展。 

2 国内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状况 



现代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5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我国部分乡村从2014年开始就进行

了智慧化旅游建设。当地互联网企业与

乡村旅游业、当地政府共同构建了电子

商务平台、线上旅游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平台等多方面的线上资源。如今，人们可

以直接通过当地主流的旅游网站平台来

搜寻相关旅游信息。并且，乡村旅游企业

定期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网站的方式对

当地著名旅游景点进行宣传，从而推进智

能化技术在乡村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旅游产业都

融合了互联网技术，并通过不断优化企

业结构更好地向智慧旅游发展。少部分

乡村旅游行业目前已经具备一定的智慧

化标准，企业通过构建智慧旅游感知系

统、完善智慧旅游支撑系统以及加强智

慧旅游服务系统的方式，搭建了智慧化

乡村旅游产业平台。该平台中，技术人

员通过建立视频感知系统、位置感知系

统、识别感知系统以及感知网络系统用

融合的方式构建整个旅游景区感知平

台。其中，视频感知系统与位置感知系

统相结合构建了该乡村景区的智慧交通

系统。游客或景区客车驾驶人员利用该

景区的智慧交通软件，能够根据景区目

的地的不同精准定位，识别感知系统又

促进了智慧餐饮系统与旅游资讯系统的

应用，使游客通过扫码的方式直接进行

远程订餐或线上实时咨询旅游。 

乡村智慧化旅游产业中的智慧旅游

支撑系统主要由大数据支撑系统、数据

共享交换系统、物联网能力系统、移动

互联系统和通信互联系统构成。智慧化

支撑系统能够承担整个智慧化乡村旅游

产业的运转。其中，大数据支撑系统与

数据共享交换系统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智

慧民俗和旅游行业监管系统的建立，游

客利用手机进行扫码登记或住宿后，旅

游平台会直接显示游客的身份信息，并

通过向当地旅游行业报备的方式记录相

关信息。并且，物联网能力系统能够有

效构建乡村旅游产业的电子商务平台、

一卡通平台以及应急服务平台。倘若游

客出现安全问题或危险情况，可直接利

用智能化安全监管平台进行报警。并且，

物联网技术下的乡村智慧旅游产业区可

通过制造一卡通卡片的方式，集交通、

餐饮、住宿于一体，游客只需利用该卡

片即可实现全景区的游玩并保障其日

常生活。最后，该平台中的智慧旅游服

务系统包含了服务网关总线系统、营销智

能终端系统以及智能网络系统，这些系统

可以有效构建当地智慧化乡村旅游产业

的手机客户端、电子信息系统以及旅游用

户网站，保障其网络稳定运行，并让游客

能够实时地观察该景区的各类信息。 

3 乡村智慧化旅游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部分乡村的智慧化旅游

景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架构，

但绝大多数乡村景区在构建智慧化景区

时依旧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使推动旅游

景区智慧化发展的进程不太顺利。 

3.1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由于部分

旅游景区是在地理位置偏远的山区，互

联网技术与通信设施建设不完善，智慧

化旅游景区的建设又必须依靠优质的网

络，使信息传输速率较低的山区难以落

实智慧化旅游景区管理系统。 

3.2资源共享率较低。偏远山区普遍

存在经济效益较低的现象，智慧化旅游

景区的建立不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还需要当地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共同构

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但我国部分地理

位置偏远的乡村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

也难以连同其他部门共同进行旅游资源

或游客资源的开发。 

3.3缺乏智慧化理念。部分乡村旅游

产业目前尚未应用智慧化服务技术，以支

付方式为例，大部分景点依旧以现金支付

作为主要支付途径，并且这些景区普遍在

互联网平台上难以通过搜寻的方式找到

实时的景区全貌。乡村旅游企业也并未将

智慧化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方向中，难以

推进乡村旅游景点智慧化发展的趋势。 

4 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优化措施 

4.1构建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体系。

管理人员应通过构建乡村旅游智慧化发

展体系的方式，加快乡村旅游智慧化发

展进程。首先，需要完善旅游景区的智

慧化服务体系，如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休闲互动设施建设；其次，需要加

强旅游管理体系的智慧化发展，如构建

产业运行检测调度系统、建立乡村旅游

综合监管平台和客流监测分析系统；最

后，促进营销体系智慧化发展，如构建

营销分析系统、优化乡村旅游运营服务、

建立互联网旅游电商门户以及乡村旅游

服务预定平台。 

4.2加快乡村智慧化旅游规划。乡村

旅游企业应积极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根

据当地政策建立乡村旅游数据库。既要

保障旅游景区自然资源的保护，又要科

学合理地加快智慧化旅游景区的建设。 

5 结语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体系

和加快乡村智慧化旅游规划等方式能够

有效加快乡村旅游景区的智慧化发展，

提高乡村地区的经济效益，带动更多乡

村人员从事旅游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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