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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被确定为重大国家战

略，旅游业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

资源消耗低、产业关联度高、综合带动性强、地域联

系紧密等特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占据重要位

置[1]，被认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2]。京

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一直是我国区域旅游发展中

的重要研究课题，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旅游

业界和学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3]。历经三十

多年，京津冀三地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方面采取了

一些行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却始终未能取得

突破性进展[3]。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水平仍然

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合作表面化现象仍然较为严

峻[4]。作为我国的三大都市圈之一，京津冀区域旅游

协同发展的水平明显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地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

探讨。

2011年，国家旅游局提出了智慧旅游行动计划，

并将其确立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

网+”行动计划，各行各业与互联网的结合成为发展

趋势，智慧旅游的发展受到更多重视。智慧旅游作

为旅游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深刻影响着旅游业的宏

观发展方向和微观发展模式，是我国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途径，无疑也将成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的重要驱动，为解决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

展困境提供有效的路径选择。但是，有关智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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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十分

少见。因此，京津冀三地如何在智慧旅游的大趋势

中实现区域旅游的协同发展是一个亟待探索和解决

的问题。

本研究将从智慧旅游的视角来探讨京津冀区域

旅游协同发展问题。首先，分析了京津冀区域旅游

协同发展的特殊性；然后，针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

发展的特殊情况，深入分析了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

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最后，提出了智慧旅

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智慧

旅游作为新的旅游发展趋势，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条件和难得的实施机遇，

是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得以实现的必然选择。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

有关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

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资

源视角来探讨旅游市场和线路产品开发问题，如李

登科 [5]在对京津冀景观资源和旅游发展形势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强调了京津冀通过横向联合开展多

层次旅游的必要性，并从线路规划、景点开辟、联合

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建议；陈传康 [6]认为京

津冀的旅游协作要平衡好国际、国内、区内和本地四

个层次的客源，并且从区域投资结构分析角度，对京

津冀三地如何进行市场和规划合作，分别进行了重

点阐述。

进入 21世纪之后，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

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

也趋于丰富化。例如，李彦丽和路紫[7]对京津冀三地

旅游信息化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了PPP项目点、4-
C领域点和5+2基地点三种旅游信息化合作模式，并

指出京津冀的旅游信息化合作应重视政府的统一规

划及合作引导，实现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共同推进企

业层面和区域整体层面的信息化合作；张亚明等[8]以

系统动力学理论为基础，通过模拟仿真技术，构建了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型和计算机仿真

模型，并据此得出了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趋势

的模拟结果；另外，研究人员还分别针对京津冀的区

域旅游空间结构优化、旅游交通线路优化、区域旅游

经济的耦合发展等问题，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进

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已

经开始关注旅游信息化合作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

发展中的作用。

2014年以后，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

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问题也成为

旅游研究领域中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人员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例如，赵黎明[1]强调了旅游协

同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领作用；吴必虎[9]论述

了政府和市场在京津冀旅游合作中的功能发挥问

题；魏小安[2]认为应重视旅游产品创新，推动旅游产

业升级，构建京津冀区域旅游水平分工体系；此外，

刘锋[10]、徐程瑾等[4]、翁钢民和李凌雁[11]等还分别从大

数据、空间结构、旅游流网络结构与环境响应等视角

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针对性分

析。在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问题的关注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研究成果的

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

(二)智慧旅游的相关研究

智慧旅游(Smart Tourism)的说法通常被认为源

于 IBM公司 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
概念 [12]，是智慧化浪潮向旅游领域延伸的结果。国

外学术文献中早有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旅游业的相关

研究，在旅游信息化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

究成果。例如，对旅游景区专家系统[13]、移动式旅游

服务系统[14]建设的探讨，但是，在这些文献中却很少

出现“智慧旅游”这一概念，有关智慧旅游的研究极

为少见 [12]，国外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探讨

信息化可能带给旅游业的整体利益，强调游客深度

参与、和谐人地关系的构建等[15]，致力于为游客提供

低成本、节省能源、改善环境的旅行选择。

2011年，国家旅游局将智慧旅游确定为我国旅

游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国内学术界对智慧旅游

的研究不断增多，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首先，是对

智慧旅游概念和内涵的探讨。智慧旅游最初的概念

重点强调的是通过最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信息的

有效传递和利用，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深入探

讨了其概念和内涵。例如，张凌云等 [12]将其看作是

一种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革；姚国章[16]将其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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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旅游运行新模式；李云鹏等 [17]提出智慧旅游

是旅游者个体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接受的泛在化旅

游信息服务。可见，智慧旅游的发展不是技术及其

系统的简单堆砌，而是包含技术、人员和运营管理模

式的全面变革，是一个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共同演

进的社会系统 [18]。其次，是智慧旅游的建设和应用

分析。张凌云等 [12]提出，物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

和人工智能是智慧旅游的四大核心技术，其应用对

象包括政府、旅游者、企业和居民；汪侠等 [19]以南京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从游客感知视角出发，构建

了包含智能管理、智慧游览、智能信息服务等九个方

面的智慧景区评价体系。

在智慧旅游的大背景下，个别研究人员也开始

关注京津冀智慧旅游的发展，如窦群 [20]提出了京津

冀智慧旅游系统构建的设想，认为这一系统应包含

目的地整体营销(资源和产品整合)、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行业监管四大模块。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和智慧旅游都是当前

我国旅游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二者之

间的关系，现有研究明显地关注不足。虽然个别学

者探讨了京津冀三地的旅游信息化合作和智慧旅游

系统的构建，但以往的研究并未充分认识到智慧旅

游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关键作

用，未能有效揭示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因此，本研究将致力于全面揭示智慧旅游驱动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智慧旅游

被确定为我国旅游业核心发展战略的背景之下，本

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一方面，本研究将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

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战略性、系统性研究视角，为深入

认识智慧旅游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意义和

作用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将拓展智慧

旅游的研究领域，将智慧旅游的研究扩展到区域协

同这一跨区域、跨组织的交互层面。

二、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基本特征

要想深入认识智慧旅游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

发展的驱动作用，首先，有必要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的基本特征进行一下分析。

(一)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概况

京津冀三地之间，虽然空间相依、血脉相连，但

是经济发展水平却存在较大差距，呈现明显的失衡

状态。河北与京、津之间的经济梯度落差较大，甚至

形成了一条“环京津贫困带”，京、津之外缺乏有竞争

力和辐射力的次级中心城市 [21]，两强一弱，差距明

显。近年来，这一现象并未出现明显的缓解。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的旅游业发展也呈现明

显的失衡状态，北京在市场和资源方面都处于明显

的优势地位[3]。近年来，这一情况似乎有所缓解，从

游客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来看(表1)，天津、河北与北

京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是，深入分析可以发现，

虽然近年来京津冀三地的旅游市场格局已经发生变

化，非均衡发展状态并未根本改变。2016年，京、津、

冀的游客人均消费分别为1761.75元/人、1638.22元/
人和 996.69元/人，河北与京、津之间的差距还是比

较明显；从海外旅游市场的情况来看，河北与京、津

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河北的海外旅游者数量仅相

当于京、津的 35.44％和 44.06％，旅游外汇收入仅相

当于京、津的 13.20％和 18.79％。以上分析表明，京

津冀三地在旅游市场层次上仍然存在明显差别，河

北与北京、天津差距明显，北京在京津冀区域旅游市

场中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天津近年来进步明显，河北

在旅游市场层次上与京、津两地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反而有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表1 京津冀三地旅游市场情况比较(2016年)

资料来源：根据三地省(市)旅游局2016年旅游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整理。

名称

北京

天津

河北

游客总人数(亿人次)
2.85
1.91
4.67

旅游总收入(亿元)
5021
3129

4654.53

海外旅游者(万人次)
416.5
335.01
147.59

旅游外汇(亿美元)
50.7
35.6
6.69

国内旅游者(亿人次)
2.81
1.88
4.65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4683

2888.12
4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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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优质旅游企业资源的分布情况来看(表2)，
北京占据绝对优势，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五星级饭

店和全国百强旅行社分别占到京津冀地区总数的

41.18％、62.89％和92.86％。尽管河北的优质旅游企

业数量多于天津，但这些企业多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这些城市的商业和文化繁荣程度都弱于天津。因

此，京津冀地区的优质企业资源主要聚集在北京，天

津、河北与北京差距明显，而河北由于资源分散，其

优质企业资源状况反而要弱于天津。以上考虑的主

要是同类资源数量，如果具体分析各类企业的综合

实力，差距可能更为明显。

(二)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基本特征——

非均衡协同

通过旅游发展概况的分析，可以发现，京津冀区

域旅游协同发展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协同”特征。协

同主体实力对比严重失衡，市场和资源明显地向京、

津(尤其是北京)聚集，导致协同主体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互依赖不对称，三方合作之初就处于一种不平等

位置，难以形成真正的互惠互利机制[3]。由于缺乏比

较利益，在非均衡协同中，强势区域往往缺少足够的

合作动机，甚至会侵占实力较弱区域的利益[22]，协同

发展表现为强势方的“不情愿合作”和弱势方的“一

厢情愿合作”。这正是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原因。

根据协同学的基本原理，协同发展的目的是为

了取得“协同效应”，即通过复杂开放系统内各子系

统的相互作用产生1+1＞2的整体效应。然而，在区

域之间的非均衡协同发展中，落后地区无法给发达

地区带来期望的利益，更多地是期望从发达地区分

享发展成果，这可能不但产生不了协同效应，还会拖

累发达地区。因此，现实中非均衡状态下的协同，往

往需要政府的强制推动和更高层次的协调 [23]，这种

他组织力量驱动的协同，与协同学强调的自组织特

性背道而驰，通常难以持久，一旦他组织力量消失，

协同很可能也就随之消失。所以，非均衡状态下难以

产生真正的协同。即使有合作，往往也是发达地区向

落后地区转移衰退或淘汰的技术和产能，这种梯度转

移会使落后地区陷入低层次循环，始终缺乏创新力

和竞争力[21]，不但不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反而

会使差距越拉越大，有违区域协同发展的初衷。

因此，非均衡区域协同的重点在于实力较弱的

一方。落后地区需要尽快提升自身实力，缩小与发

达地区的差距，使区域实力对比趋于均衡，形成自身

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才能改变对他组织力量的依赖，

变被动协同为主动协同，实现区域协同的自组织特

性，取得理想的协同效应。于是，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的重点在于实力较弱的河北一方。河北省应

当大力培育和壮大自身的发展能力，实施跨越式发

展，加快缩小与京、津两地的旅游业发展差距。智慧

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最新趋势，代表了先进的技

术和旅游业发展模式，是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

选择。另外，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京津冀

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目标是要整体打造世界级旅游

目的地，这也要求京津冀区域旅游实施跨越式发展，

在全球经济进入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这

一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智慧旅游的驱动作用。

另外，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智慧旅游正在

给旅游业带来革命性变革。智慧旅游所带来的技术

进步和模式创新，在推动某一区域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有可能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会凭借

智慧旅游实现快速发展，落后地区如果不能及时抓

住这一发展机遇，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会以更快

的速度被进一步拉大。智慧旅游时代的到来，对落

后地区来说是把双刃剑，是机遇也是挑战。抓住机

名称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地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6年)(个)
7
2
8
17

五星级饭店(2016年)(个)
61
15
21
97

全国百强旅行社(2015年)(个)
13
0
1
14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整理。

表2 京津冀三地优质旅游企业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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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落后地区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完成对先进地区

的追赶；错过机遇，原有的区域旅游发展差距会被快

速拉大，非均衡发展状态更加难以弥合。因此，京津

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现，必须要充分发挥智慧

旅游的驱动作用。

三、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

机理

智慧旅游主要通过五种机制驱动京津冀区域旅

游协同发展，即创新机制、学习机制、知识管理机制、

资源整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如图1所示，这五

种机制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

同推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一)创新机制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区域发展失衡是制约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的根本原因。河北与京津之间的旅游产业发展差距

十分明显，如果按部就班地采用常规发展模式，河北

省必将会长久处于落后追赶的状态，区域发展失衡

的状态不但难以弥合，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京津

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也将难以落到实处。因此，河

北省必须要实施跨越式发展，才能够缩小与京、津之

间的发展差距，改变非均衡发展状态，而创新发展的

精髓，就是不走老路，是跨越式发展 [24]。另外，也只

有通过创新，京津冀区域才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尽

快缩小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旅游业发展差距，打

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而智慧旅游的核心正是

创新，是包含技术、人员和运营管理模式的全面变

革，是一个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演进的社会系

统 [18]。因此，智慧旅游会通过创新机制驱动京津冀

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这也符合京津冀地区作为全国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引擎的定位，顺应了我国进入创

新驱动阶段的发展趋势。

(二)学习机制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学习机制是后发者实现快速追赶的有效途径。

技术、商业模式等是可以被复制、模仿和学习的 [24]，

“把一种情境下的创新引入到另一种新情境的行为

也算做创新”[25]。后发经济体可以通过引入发达经

济体的技术、商业模式等，进行二次创新以适应本地

市场，进而实现原始创新，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

发达经济体 [24]。无论是河北省要想实现对京、津的

快速追赶，还是京津冀区域要实现对其他先进地区

的超越，学习机制的构建都十分关键，学习机制可以

提高组织学习和技术获取的效率[26]。而智慧旅游对

学习机制起着支撑和推动的作用，物联网、移动通

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慧旅游核心技术的应用，

有助于改善知识传输的通道，丰富知识的供求主体，

形成更为科学、高效的沟通、协作和培训机制[26]。因

此，智慧旅游的发展，将为改变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

非均衡状态，推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构建科

学、高效的学习机制。

(三)知识管理机制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知识管理机制是一套完整的知识管理过程。知

识是创新的源泉，是创新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和最

本源的动力，学习机制是获取知识的保障，知识管理

图1 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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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则保障了知识管理过程的完整性并实现知识的

重用 [26]。因此，创新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知识

管理的过程，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现，离不

开完善的知识管理机制的推动。尤其是伴随着人类

先进生产力进入知识—文化经济时代，京津冀地区

要实现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建设成为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必然要求旅游产业发展转移到知识生产、传播

和应用的基础上来。而智慧旅游的发展将带来知识

管理机制的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将各

类旅游信息 e化、标准化，并且整合到统一的智慧化

管理和传输平台上，丰富了知识管理的信息源，优化

了知识传输通道，有助于对价值创造关键知识的显

现、确定、分析、存储和传输[26]。因此，智慧旅游的发

展将有利于构建更为完善的知识管理机制，保障知

识获取、积累、创造以及运用过程的完整性和高效

性，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提供重要驱动。

(四)资源整合机制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在资源约束加剧和创新难度增加的背景下，河

北省和京津冀地区旅游业要实现创新驱动和跨越式

发展，改变京津冀三地的非均衡发展状态，完成对先

进地区的快速追赶，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

够的。况且，后发者本身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往往无

法完全满足其创新发展的需求。所以，必须要广泛

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

源。河北省除了要整合本省的创新资源以外，更要

充分利用京津强大的创新资源优势，以及京津冀地

区以外的各种优质资源要素，从而满足跨越式发展

的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决不

能片面锁定“两市一省”的空间范围 [23]，其区域旅游

协同发展的实现，既要立足京津冀，重点协调“两市

一省”的关系，整合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又要跳出

京津冀，全面整合国内外的创新资源，才能实现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的建设目标。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资源整

合，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过程。而智慧旅游作为一

种全新的旅游形态，能够促进旅游业内资源的高度

系统化整合和深度开发利用[27]。智慧旅游为资源整

合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物联网、云计

算、下一代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

用，打破了资源整合的主体、规模和时空限制，提升

了资源搜寻、获取、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创新了物流、

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和价值流的运行方式，

为落后地区克服本身劣势、破除资源约束困境、满足

创新驱动和跨越式发展的资源需求，提供了千载难

逢的机遇。

(五)可持续发展机制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

发展

京津冀三地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愿景，就是通

过低碳化的现代经济模式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21]，京

津冀协同发展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可

持续发展是三地产业合作的核心利益诉求。尤其是

在当前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约束收紧的情况下 [23]，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另外，可持续发展

能力体现了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核心差距，决定

了落后地区能否实现对先进地区的追赶。因此，京

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应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智

慧旅游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形态，对实现区域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7]。在国外，智

慧化发展的核心宗旨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智慧旅游通过信息化与旅游

业的深度融合，改变了旅游业当前的发展模式，推动

了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旅游行业的技术水平、

服务品质及从业人员素质，实现了旅游资源及社会

资源的共享和有效利用，促进了旅游业的绿色化、现

代化和可持续发展[12][28]。因此，智慧旅游是京津冀区

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必然选择，对京津冀区域

旅游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

实现路径

(一)基于创新机制的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实现路径

智慧旅游不是“智慧化”与“旅游”简单的1+1，而
是深层次的创新融合。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

游协同发展的过程也不是“智慧化”与“区域旅游”的

简单叠加，而是深层次的创新协同，是区域间旅游产

业通过“旅游+智慧化”路径的协同转型升级。这是

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是前

提，发展模式创新是关键，立足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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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是根本。其实现路径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技术

创新支持。通过技术引进、学习和吸收，培养自主技

术创新能力，构建智慧旅游的技术支撑体系；第二，

协同主体应用。将技术创新成果在政府、企业、旅游

者、社会组织和居民间进行应用，实现各类主体之间

更好的协同；第三，发展模式创新。包括政府政务模

式、企业商业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的全面创新，不同

模式创新协同推进。以上三步是一个循环演进的过

程，模式创新又将作用于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对京津

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创新驱动。

(二)基于学习机制的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实现路径

新一代信息技术延伸和扩展了原有的信息沟通

渠道，提升了市场主体所掌握信息的深度、广度、质

量和连贯性，形成了独特的资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全新协作战略平台的构建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

使人们能够轻松实现从任何工作地点、通过任何设

备与应用软件去联络、沟通和协作；新一代信息技术

还可以支持在线培训和交流，打破了时空限制，有利

于隐性知识的积累和传递。因此，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为特征的智慧旅游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

完善沟通机制、协作机制和在线培训机制，大大提升

了学习的效率，保障知识流向和流速的科学性。通

过以上三种机制，落后地区可以更好地学习发达地

区的先进经验，通过学习、引进和吸收，进行技术、发

展模式等的二次创新，使后发地区迅速获得有利的

追赶基础，也为本地技术创新和原创发展模式创新

奠定基础。

(三)基于知识管理机制的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

发展实现路径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

和各类旅游企业应当通过智慧旅游的发展，依托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构建多层次、智能化的知识管理机制，涵盖知识获

取、加工处理和应用的完整过程，形成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大数据资源深层次

开发为基础、以网络化协同创新为手段的区域旅游

协同创新发展知识管理模式 [29]，最大限度地发挥知

识的智能作用。首先，以高端软件支持知识整合和

知识流程化，实现对区域内、外部隐性和显性知识的

系统集成；然后，对获取的知识进行深加工，并以最

合适的方式进行分类储存，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知识

共享，云计算技术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技术支

持；最后，运用知识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并辅助管

理者进行情境规划、预测和决策，在重复运用中不断

创新，实现知识的再创造，保证知识的有效积累和及

时更新，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四)基于资源整合机制的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

发展实现路径

长期以来，河北与京津都是以自然资源层面的

浅层合作为主，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流动很不充

分 [21]，要素市场分割阻碍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进程[23]，创新驱动和跨越式发展面临典型的“资源约

束”限制。智慧旅游的发展为京津冀区域旅游要素

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云计算、物

联网、高速通信技术等，为构建一体化的资源整合平

台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京津冀三地应当通过智

慧旅游的发展，加快构建智慧化的资源整合平台，实

现资源要素的智能化流动、管理和优化配置。一方

面，构建区域内资源整合平台，建设一体化要素市

场。实现对京津冀三地府际资源、企业资源和社会

资源的全面整合与协同利用，使企业、政府、高校、研

究机构、旅游者、社会公众等广泛参与到京津冀区域

旅游协同发展的进程中来，促进创新资源的共享，加

速创新资源的流动，提升跨区域、跨领域资源整合能

力。另一方面，构建外部资源整合平台，打造京津冀

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全球资源网络，构建高效的外

部资源互动机制，实现内、外部资源和能力的互补、

共享和交互，解决河北省和京津冀区域旅游业创新

驱动和跨越式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限制，为京津

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提供充足的创新资源支持。

(五)基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京津冀区域旅游协

同发展实现路径

智慧旅游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和技术手段，京津冀地区应当通过智慧旅游的发展，

构建可持续旅游发展机制。智慧旅游可以通过以下

几个层次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1)实施可持续旅游

技术创新。通过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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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的集成和应用，建设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形成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创新技术支撑系统。(2)开展可持

续旅游智慧应用。依托智慧旅游的创新技术支撑系

统，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

平，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发展

低碳旅游，给游客创造低碳化、高质量的旅游活动体

验。(3)实施可持续旅游智慧管理。依托智慧旅游的

创新技术支持，建设智慧化旅游管理平台，实现政府

旅游行业监管的科学化、精细化，让旅游者、当地居

民和企业更好地参与进来，通过“自上而下”的智慧

监管和“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参与式治理，不断改

进区域旅游管理水平，节约区域旅游管理、运行成

本，实现“精心设计和良好管理的旅游”[30]。(4)构建

可持续旅游智慧空间。通过智慧旅游的发展，构建

基于智能技术的空间结构范式，实现更加全面的要

素流动和更加紧密的时空联系，优化区域旅游空间

布局，密切城乡旅游空间联系，形成绿色高效的空间

利用方式，不断重塑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区域旅游空

间结构。另外，智慧旅游的发展必须坚持因地制宜

的原则，根据京津冀三地的发展基础和实际需求，确

定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和内容，避免盲目跟风或过度

超前发展，导致失去独特的区域文化特征，造成社会

资源的浪费。

结语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呈现典型的“非均衡

协同”特征，河北省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

京、津两地，区域旅游发展失衡从根本上制约了协同

发展的进程。作为最新的旅游业发展趋势，智慧旅

游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驱动作用，智慧旅游通过其创新机制、学习机制、知

识管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为后

发地区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完成对先进地区快

速追赶的机会，这对于改变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的

非均衡状态，提升京津冀区域旅游整体发展水平，实

现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此，京津冀三地应当抓住智慧旅游的发展

机遇，从自身实际出发，加快探索旅游业的智慧化发

展路径。本研究通过对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

游协同发展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阐述，初步构建

了一个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研

究框架，希望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必要

的指导和帮助，针对这一研究框架，未来还需要进行

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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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Path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Driven by Smart Tourism

Chen Yongchang Wang Yucheng

Abstract：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and smart tourism are both hot
top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few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So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smart tourism on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and analyz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unbalanced synergy”. The unbalanced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restricts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fundament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unbalanced condi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wants to realize long-term effectiv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Smart tourism will promote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by innovation mechanism, learning mechanism, knowledge management mechanism, resources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Beijing, Tianjin and especially Hebei have to grasp the develop⁃
ment opportunity of smart tourism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suitable for their own, which will promote the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and speed up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Key words：smart tourism;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tourism; synerget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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