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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加快推动在线服务、网络营销、预订和支付等

智慧旅游服务的发展，制定智慧旅游景区标准，原国

家旅游局将 2014年定为“智慧旅游年”，以AAAAA
级景区为重点，推进智慧旅游景区试点工作，继续推

进智慧旅游企业、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中国新闻网，

2014)。智慧旅游是一种由信息技术与旅游体验融

合而产生的社会现象(Hunter，Chung & Gretzel，et al.，
2015)。我国旅游信息化的发展经历了 3个阶段：以

构建网站和数据库为主的专业化阶段，以建立数字

景区和数字旅游体系为主的数字化阶段和以市场为

需求、以游客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智慧化阶

段(黄思思，2014)。智慧旅游是旅游经济有智增长模

式的重要形式，是旅游业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

(李庆雷、白廷斌，2012)。智慧旅游不仅使游客在搜

集信息和安排行程时更加灵活多样、随意性更强，还

使旅游机构在营销、管理和服务方面的精准性及高

效性大大加强(张凌云、黎巎、刘敏，2012)。智慧旅游

是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支点，也是全域旅游的重要

实践方式和路径(李君轶、高慧君，2016)。
智慧旅游概念自提出以来，在提供旅游业发展

新思路方面被寄予厚望。然而，智慧旅游的落地和

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在：对技术过于依

赖(Gretzel，Sigala & Xiang，et al.，2015)；停留在“圈山

圈水收门票”的传统旅游发展模式(战冬梅，2019)；对
智慧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考虑不足(林德荣、陈莹

盈，2019)。基于此，本文将对国内外智慧旅游主题

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旨在厘清当前智慧旅游

的研究进展和脉络，重新审视智慧旅游在旅游业中

的定位，提出展望。

一、智慧旅游的缘起与研究态势

1.缘起

智慧旅游缘于“智慧地球”理念。2009年，国际

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智慧地球”理念，旨在以一

种更加智慧的方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

府、企业和人们的交互方式，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

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朱珠、张欣，2011)。为了落实

该理念，IBM公司继而提出“智慧城市”概念，依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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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实现人才、产业和服务的

创新创造，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周波、周玲强，2016)。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国发[2009]41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旅游业的

转型升级，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受“智慧城市”启发以及国内旅游业发展需要，“智慧

旅游”应运而生。2011年，原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

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用10年时间基

本实现智慧旅游，把旅游业发展成为高信息含量、知

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2013年，原国家旅游局又推

出了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工程和“智慧旅游年”，使智

慧旅游走向新高度。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

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打造10000家智慧旅游乡

村。目前，全国各地均在积极推行智慧旅游创建，如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正在打造智慧旅游城市以提

高其国际旅游竞争力(王清荣、秦胜忠，2014)，河北省

秦皇岛市正在着力构建智慧旅游的区域旅游发展模

式(翁钢民、李维锦，2014b)等。

2.国内外研究态势

以“smart + tourism/city/destination”“technology/
digital + tourism”为关键词，在 SpringerLink、Science
Direct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和遴选，梳理搜集到的文

献发现：境外智慧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

(Gretzel，Sigala & Xiang，et al.，2015；Li，Hu & Huang，
et al.，2017；Kontogianni & Alepis，2020)、智能技术在

旅游业中的应用(Vecchio，Mele & Ndou，et al.，2018；
Arenas，Goh & Urueña，2019；Sigalat- Signes，Calvo-
Palomares & Roig-Merino，et al.，2020)、智慧旅游生态

系统 (Gretzel，Werthner & Koo，et al.，2015；Hunter，
Chung & Gretzel，et al.，2015)、智慧旅游与可持续发

展的关系(Shafiee，Rajabzadeh Ghatari & Hasanzadeh，
et al.，2019)等方面。可以看出，境外学者对智慧旅游

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技术创新和目的地旅游竞争力

上(Gretzel，Sigala & Xiang，et al.，2015)，旨在通过利

用先进技术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游客体验和满

意度、优化旅游机构管理等，将智慧旅游视为旅游业

发展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以“智慧/数字/技术+旅游/城市/景区”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和遴选(大众科普类文献除外)，梳理搜集到的文献

发现：国内以智慧旅游为主题的文章最早出现于

2011年，之后张凌云、黎巎和刘敏(2012)发表的《智慧

旅游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一文，揭开了智慧旅游

研究的新篇章。学者们认为面对传统旅游的困境，

智慧旅游理念正是应时之需，不仅是满足海量游客

个性化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为游客提供旅游产品

的主要渠道(金卫东，2012)。随后，智慧旅游相关研

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主题包括概念与理论基础、发

展与管理对策、评价体系、技术支撑、建设框架、意义

与价值等。经过近10年对智慧旅游的研究与应用，

国内旅游景区与旅游城市享受着智慧旅游带来的红

利，提高了旅游管理效率，提升了游客体验，但同时

也暴露出一定局限性。学者们开始关注智慧旅游发

展面临的困境，指出智慧旅游不能仅依靠技术浮于

表面，应做到知识共享(杨振之、郭凌波，2019)，智慧

旅游在乡村旅游建设中举步维艰(林德荣、陈莹盈，

2019)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智慧旅游主题

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找到符合我国国

情的智慧旅游发展之路，并提供些许参考。

二、智慧旅游研究述评

通过在相关数据库中检索，收集到国内外智慧

旅游主题的相关文献共96篇，下文将从概念内涵、理

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建设框架、技术支撑、应用和评

价体系共6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并提

出智慧旅游研究的理论框架。

1.智慧旅游的概念内涵

国际上，智慧旅游概念可追溯到2000年，来自加

拿大旅游产业协会的菲利普斯在演讲中指出，智慧

旅游是“制定长期、全面、可持续的方案来对旅游业

进行规划、开发和营销”(王路路、孙斌、毕治方等，

2018)，这需要高效运用智慧管理与营销技术。2009
年，世界旅游组织助理秘书长在旅游委员会上将智

慧旅游引入旅游服务链的各个环节，并从清洁、绿

色、道德和质量4个层面对其做了定义(李云鹏、胡中

州、黄超等，2014)。后续对智慧旅游概念的探究多

重视智能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如Molz(2012)认为

智慧旅游是运用移动数字技术创造更智慧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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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客与城市之间关联的一种更广泛的公民深度参

与旅游的形式；Gretzel、Werthner和Koo等(2015)认为，

智慧旅游是目的地通过收集各方面(基础设施、社会

机构、政府和个体等)数据，利用先进技术将数据转

换为本地发展经验和产品价值方向的旅游形式。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关于智慧旅游概念有

五类代表性观点：一是技术应用论，即认为高新技术

的应用带来了旅游业服务、管理与营销的变化(刘军

林、范云峰，2011；马勇、刘军林，2011)。如金卫东

(2012)认为，智慧旅游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等高科技

为支撑，通过智能手机、电脑、触摸屏等多种服务终

端，为广大民众、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部门提供各类

旅游公共服务的综合应用平台。二是管理变革论，

即认为智能技术的应用带动了旅游业管理思维与方

式的变化(张凌云，2012；史云姬，2013)，如智慧旅游

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满足游客个性化需

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实现旅游资源及社

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

变革(张凌云、黎巎、刘敏，2012)。三是旅游形态论，即

认为智慧旅游脱离了传统旅游形态成为新的旅游形

态(邓辉，2015；曾祥辉、郑耀星、张秦，2015)。如唐洪

广(2012)认为，智慧旅游是一种通过物联网、智能数

据挖掘等技术在旅游体验、产业发展、行政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使旅游物理资源和信息资源得到高度系

统化整合和深度开发激活的面向未来的全新旅游形

态。四是游客中心论，即认为智慧旅游是以服务游

客为中心，并深化其旅游体验的旅游形态(付业勤、

郑向敏，2013)。如姚国章和赵婷(2013)认为，智慧旅

游是以游客为中心，以“智慧技术”为手段，以计算

机、移动设备、智能终端等为工具，以智慧服务、智慧

商务、智慧管理和智慧政务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全面

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需要为基本出

发点，以为游客、旅行社、景区、酒店、政府主管部门

以及其他旅游参与方创造更大价值为根本任务的一

种旅游运行新模式(姚国章、赵婷，2013)。五是信息

服务论，即认为智慧旅游是信息化建设的高级形式

(向征、李云鹏、Fesenmaier，2015；李君轶、高慧君，

2016)。如有学者认为，智慧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活

动过程中所接受的泛在化的旅游信息服务(李云鹏、

胡中州、黄超等，2014)。这些关于智慧旅游概念的

观点中，技术应用论因为过于依赖智能技术而忽视

了旅游自身的运转；旅游形态论因定位太高而难以

落实；游客中心论未顾及游客、旅游机构、政府和社

区居民的系统性；信息服务论因过于注重信息建设

而忽视了游客体验才是旅游的中心。

笔者认为，智慧旅游的立足点是旅游，着力点是

智慧。“智慧”一词最早来源于梵语中的“般若”，意指

超越世俗认识、把握真理。智慧旅游则指旅游过程

中，各利益主体通过协调管理，达到把握真理的地

步。笔者认为智慧旅游是一个由信息技术引发的管

理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实现了各利益主体的价值共

创，更推动了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2.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学者们普遍认为智慧旅游的理论基础是以信息

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目

的是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

资源的优化管理(李云鹏、胡中州、黄超等，2014；张
建涛、王洋，2017；湛研，2019)。围绕智能技术的应

用，智慧旅游研究可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进行。在宏

观视角中，学者们依托管理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学

科探究智慧旅游发展路径(彭丽、谭艳、周继霞，2014；
吴泓，2014；张建涛、王洋，2017；张秀英，2018)、旅游

系统的构建 (Boes，Buhalis & Inversini，2016；Park，
Lee & Yoo，et al.，2016；Koo，Ricci & Cobanoglu，et al.，
2017；章秀琴，2017)和开发评价体系(黎忠文、唐建

兵、刘龙蛟，2014；王恩旭，2014；李伟、李慧凤、杨洁，

2015)等。如贺剑武(2019)通过分析信息化建设在乡

村旅游中的作用，提出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乡村智

慧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Gretzel、Werthner和Koo等
(2015)利用数字生态系统和智能商务网络，构建了一

种利用智能技术来创建、提供和管理具有交互性、动

态性和开放性特点的智能旅游生态系统(STE)；邓贤

峰和李霞(2012)从旅游信息化和智慧化角度出发，从

游客体验、景区管理、旅游产品3个维度构建智慧景

区评价标准体系。客观视角的研究还包含对其他学

科理论的应用，如博弈论(冯珍、王程，2014)、价值链

理论(凌守兴，2015)、便利性理论(王建英、谢朝武、陈

帅，2019)等。在微观视角中，学者们依托心理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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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等学科知识探讨智能技术对游客出游意愿、旅

游行为和满意度的影响(罗剑宏、杨茹，2014；潘澜、

林璧属、方敏等，2016)。如徐菲菲和黄磊(2018)通过

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任务—技术匹配模型，构建

了景区智慧旅游系统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结构模

型，发现游客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景区智慧

旅游系统的使用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onz
lez-Rodríguez、Díaz-Fernndez 和 Pino-Mejías(2020)
证实了虚拟现实技术在遗产旅游中对游客体验质

量具有正向影响；Yoo、Goo和Huang等(2017)研究发

现，智慧旅游的技术特征 (信息质量、信息源可信

度、互动性和可达性)对旅行决策支持满意度具有积

极影响。

从研究方法上看，智慧旅游研究在定性研究与

定量研究方面均有所涉及。定性研究以内容分析法

和扎根理论为主，研究者多从游客视角检验智慧旅游

建设水平(曾祥辉、郑耀星、张秦，2015；胡北明、张琳

婧，2016；Shafiee，Rajabzadeh Ghatari & Hasanzadeh，
et al.，2019)。如廖维俊和何有世(2017)利用扎根理

论发现，游客对智慧旅游存在认知不足、信任程度低

等问题，并从智慧旅游服务供应链建设视角给出发

展建议；Brandt、Bendler和 Neumann(2017)利用内容

分析法分析了约 600000条社交媒体信息，探究旅游

业各利益主体在价值共创中的作用。还有学者在定

性研究中运用网络志法，如吴茂英和黄克己(2014)认
为，在智慧旅游时代，网络志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及

管理者迅速了解新兴的、变化的旅游市场，并作出相

应的市场反应。定量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研究

者多从理论角度建构模型，进而实证检验智慧旅游

对游客的影响(罗剑宏、杨茹，2014；蔡蓉蓉、张维亚，

2015；Yoo，Goo & Huang，et al.，2017)。如潘澜、林璧

属和方敏等(2016)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影响旅游

者采纳并持续使用旅游App的因素，发现服务质量、

信任、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均对旅游者的持续性使

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Chung、Tyan和Han(2017)从
旅行者准备度和技术接受度角度分析了旅行者准备

度、地理标签技术感知及采用之间的关系，发现旅行

者的准备度与地理标签的易用性和享受度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智慧旅游的量化研究还涉及人工神经

网络法(陈涛、刘庆龙，2015)、空间数据分析法等。如

黄松、李燕林和戴平娟(2017)根据人工神经网络法测

度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穆学青、郭向阳和陈亚

颦(2019)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讨了云南省

各州市智慧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

综上，当前智慧旅游研究借助其他学科知识已

初步形成宏观视角的和微观视角的理论框架，但在

宏观视角方面还仅仅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缺少以

经济学为主的实证研究，在微观视角方面缺少对其

他利益主体(社区居民、旅游从业人员)的关注；在研

究方法上，表现为质性研究深度不足、量化研究关注

点集中在技术对游客的影响等方面，研究有待深化。

3.智慧旅游的建设框架

智慧旅游的框架体系关乎目的地建设与发展能

否达到良性循环。已有研究主要从普适性、城市和

乡村 3个角度构建智慧旅游框架体系(胡北明、张琳

婧，2016；王红宝、葛永红，2016；韩学伟，2017)。第

一，学者们希望探索出在我国情境下普遍适用的智

慧旅游框架体系。刘军林和范云峰(2011)认为，智慧

旅游系统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一心、两端、三网”，其

中“一心”指云计算，“两端”指服务端和使用端，“三

网”指物联网、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张凌云、黎巎和

刘敏(2012)认为，智慧旅游建设应首先明确开发、运

营和应用三大主体，继而提出由能力(capabilities)、属
性(attributes)和应用(applications)构成的CAA智慧旅

游框架体系，其中，能力指先进信息技术能力，属性

指公益性和营利性，应用指向各方利益主体提供的

功能；姚国章(2012)提出，智慧旅游框架包含服务体

系、应用体系、应用支撑体系、信息资源体系、基础设

施体系、制度体系、法规与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安全

与运维保障体系，各个体系统筹协作，共同构成一个

整体。第二，城市在智慧旅游建设中具有基础设施、

资金和人才等先天优势。翁钢民和李维锦(2014a)立
足于区域景点协调发展的角度，认为城市智慧旅游

框架应坚持顶层设计与基础建构相结合；王红宝和

葛永红(2016)指出，河北省旅游资源丰富、地理位置

优越、政策支持力度大，可从目标模式和实施模式角

度构建智慧旅游城市；盛赞(2019)基于智慧城市内在

发展需求、城市各群体角色诉求，提出城市智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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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框架为“三大支撑平台、三类智慧应用、五个汇

聚中心”。第三，乡村智慧旅游的发展受制于观念、

人才、资金和信息化基础等因素，在发展速度和发展

规模方面都落后于城市(林德荣、陈莹盈，2019)。彭

丽、谭艳和周继霞(2014)认为，乡村地区的智慧旅游

建设框架应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网络营销系统和

导游系统 3个方面构建；郑耀星和曾祥辉(2014)指
出，福建省乡村旅游发展在配套设施、管理、营销与

服务方面存在不足，并对应提出了乡村智慧旅游建

设框架体系，包含基础保障体系、智慧服务、智慧营

销和智慧管理4个方面。

综上，由于不同研究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研究

者提出的智慧旅游建设框架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

为智慧旅游建设框架应围绕信息收集、数据处理和

应用 3个核心展开，使旅游目的地资源得到有效整

合，实现各系统间协调运作，提升游客体验。

4.智慧旅游的技术支撑

智慧旅游是由信息技术更新引发的一场变革。

对于智慧旅游所依托的技术支撑，学者们有不同的

看法，大致分为3类：一是以张凌云、刘军林为代表的

框架类(金卫东，2012；任瀚，2013；徐波林、李东、钱

亚林等，2013)。此类观点认为，智慧旅游的核心技

术应与信息的接收、处理和传递环节有机结合。如

张凌云、黎巎和刘敏(2012)提出，智慧旅游的技术核

心是云计算、物联网、移动终端通信以及人工智能；

刘军林和范云峰(2011)认为，智慧旅游的技术层是物

联网、云计算、高速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终端设备。

二是以李云鹏、曾祥辉为代表的模糊类。此类观点

将所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智能技术都作为智慧旅游

的技术支撑。如李云鹏、胡中州和黄超等(2014)认
为，智慧旅游技术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智能

技术；曾祥辉、郑耀星和张秦(2015)认为，智慧旅游是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为基础而发展的。三

是以湛研、姚国章为代表的详细类，此类观点详细罗

列出了智慧旅游需要的技术基础(李萌，2014)。如姚

国章和赵婷(2013)提出，智慧旅游是以互联网、云计

算、物联网、三网融合、GIS等为手段，以计算机、移动

设备、智能终端等为工具的旅游形态；湛研(2019)认
为，智慧旅游由云计算(SaaS、PaaS、IaaS)、物联网(RFID

技术、传感器等)、互联网(Web2.0技术、三网融合技

术等)和个人移动终端(3G技术、PDA等)、人工智能等

技术集成和综合而形成。

还有一些学者具体探讨了某一类技术在智慧旅

游中的应用，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物联网在智慧

旅游中的应用。廖维俊(2013)认为，智慧旅游是旅游

业与物联网的融合，物联网凭借自身优势使旅游资

源信息智慧化、旅游服务人性化、旅游过程优质化、

旅游性价比实质化、服务行程无缝实控化；王谦(2015)
通过总结旅游新业态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物联网“四

端联动、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创造性地搭建了智

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二是云计算在智慧旅游中的

应用。姚国章和赵婷(2013)分析了云计算的内在特

点，认为云计算能为智慧旅游带来高水平的数据处

理保障、充分的数据整合、自助旅游水平提升和集约

高效等优势。三是大数据在智慧旅游中的应用。面

对景区常常“人满为患”的现象，陈涛和刘庆龙(2015)
尝试利用大数据预测未来游客量变化；张建涛、王洋

和刘力钢(2017)基于大数据、智慧旅游的内涵，构建

了以大数据平台为依托的智慧旅游预测与反馈平台、

智慧旅游应用模型；Vecchio、Mele和Ndou等(2018)推
导了大数据在智慧旅游中创造价值的方式和机会。

还有一些学者探究了智能手机(Huang，Goo & Nam，

et al.，2017；Meiliana，Irmanti & Hidayat，et al.，2017)、
GIS(龙毅、葛军莲、李青等，2014)、4G技术(郑耀星、叶

颖，2014)等在智慧旅游中的应用。

综上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智慧旅游的技术支撑

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首先，应明晰先进技术的运用

并非区分智慧旅游与传统旅游的依据，智慧旅游旨

在结合技术、人力和社会资源来追求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丰富客户的旅游体

验(Pencarelli，2019)。其次，前文提到的模糊类与详

细类观点混淆了信息技术的不同层次，将子类技术

与主类技术相提并论(张凌云、黎巎、刘敏，2012)，容
易引起智慧旅游建设混乱。笔者认为，智慧旅游应

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终端设备作

为核心技术支撑。

5.智慧旅游的应用

智慧旅游的应用指智慧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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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智慧管理、智慧服务和智慧营销 3方面的需求

(曲凯，2017)。在智慧管理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如

何依靠高新技术带来管理模式的变革。如朱珠和张

欣(2011)认为，要真正实现集约化、智能化、统一化的

智慧旅游管理，需要借助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构

建包含感知层、云平台和应用服务层3个层面的智慧

旅游管理平台；阚如良和杨小平(2015)认为，旅游业

依托于核心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和人工

智能终端)，应构建涵盖导览、排队、指纹消费、预警

四大功能系统的景区游客智慧管理体系；王谦(2015)
以物联网技术为支撑，提出了“四端联动、三位一体”

的物联网管理模式；张建涛和王洋(2017)以大数据为

基础，构建了智慧旅游管理模型，依据利益主体划分

为政府旅游部门、旅游者、旅游企业以及社区居民 4
个子平台，并对各平台分别提出了管理科学化、体验

智能化、营销精准化和设施便利化等要求。

在智慧服务中，学者们主要围绕智慧旅游服务

创新与升级、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和信息化服务等内

容展开研究。在智慧旅游服务创新与升级方面，李

萌(2014)认为，智慧旅游极大提高了旅游服务的效

率，加深了旅游服务的深度，推动了产业融合；湛研

(2019)认为，旅游平台依靠数据研究与梳理，可以为

游客提供精准化、差异化的旅游服务；魏兴邦(2019)
认为，智慧旅游服务创新应该具备以游客需求为导

向、以技术为主导和多主体参与的特征。在智慧旅

游公共服务方面，黎忠文、张学梅和唐建兵等(2014)
认为智慧旅游的供给和需求主体是多元的，供给性

质是公益性的，供给内容是公共产品和服务，并提

出智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应围绕信息服务类、安全

保障类、交通便捷服务类、便民惠民服务类和行政服

务类五大类进行建设(黎忠文、唐建兵，2015)；金卫东

(2012)提出南京市的智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应围绕

为游客服务、为管理服务两条主线，努力实现“一个

平台、一张网”服务游客的目标；黄娟、黄英和张敏

(2016)提出武汉市的智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应从个

性化定制、信息资源整合、完善在线旅游信息服务集

群和信息沟通机制4个方面构建。在智慧旅游信息

化服务方面，张红梅、梁昌勇和徐健(2016)认为，智慧

旅游信息服务的根本内涵是借助新兴信息技术实现

智慧旅游服务组合、服务管理和服务营销，最终为游

客提供个性化服务；贾鸿雁(2015)认为，智慧旅游公

共信息服务需要实现泛在化、无缝化、即时化、精确

化和互动化的目标；王艳军、路立娟和李朝奎(2014)
以景点管理、景点搜索、全景影像关联和三维景观导

引等服务功能为重点，设计了面向服务的智慧旅游

信息系统总体框架，为地理信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

用提供了新思路。

在智慧营销中，学者们围绕智慧旅游营销策略

展开研究。曲凯(2017)认为，目前旅游行业对目的地

的营销不仅缺乏有效的管理工具，也缺乏评估手段

及标准，并提出智慧旅游营销应从营销需求出发，以

数据分析为主；吴亚平、王璟怡和李剑(2016)探讨了

传统村寨民宿业的智慧营销策略，认为应尽快把民

宿业数据纳入贵州省智慧旅游云体系中，实现旅游

行业数据与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数据的资源交换和开

放共享；李磊(2019)认为，秦皇岛市旅游营销策略需

要积极地利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围绕市场分析、

渠道建设、价格体系制定和产品合理规划4个方面进

行构建。

总之，当前关于智慧旅游应用的研究主要围绕

管理、服务和营销展开，从宏观角度看，相关研究多

侧重智慧管理和服务，对智慧营销关注较少；从微观

角度看，智慧旅游的管理变革还停留在实际应用层

面，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在智慧服务方面，当前研

究多侧重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对具有营利性的商业

化智慧旅游服务研究不足，缺乏深层次的大数据分

析研究。

6.智慧旅游的评价体系

评价智慧旅游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也是学

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智慧旅游涉及全要

素、全过程、全方位、全行业和全空间等内容，张凌云

(2012)认为智慧旅游的评价体系应建立在由资源配

置层、数据采集层、业务应用层和客户感知层构成的

四层模型基础之上。刘利宁(2013)依据上述评价模

型，运用德尔菲法，构建了智慧旅游评价体系，包含

硬件支撑体系、综合应用系统和应用价值评价3个部

分共17个一级指标和大量二级指标。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智慧旅游发展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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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包括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景区和智慧城市3个
方面。在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方面，黎忠文、唐建兵和

刘龙蛟(2014)运用安全关键系统构建理论分析了旅

游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基于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由信

息咨询、信息发布、游客体验、行业管理、安全保障服

务、交通便捷服务、便民惠民服务、旅游行政服务8项
指标构成的智慧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在智

慧景区评价方面，邓贤峰和李霞(2012)致力于构建标

准评价体系，用以提高智慧景区建设，在以人为本的

思想引导下，从游客体验、旅游产品、景区管理3个角

度提出了衡量智慧景区建设的标准；李伟、李慧凤和

杨洁(2015)着重研究了智慧景区的网站服务功能，从

信息查询功能、互动交流功能、景区导览功能、电子

商务功能和技术保障功能5个方面对网站服务进行

评价。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方面，学者们比较关注

智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王恩旭(2014)综合考

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硬件支撑、科技创新、环

境支撑等方面，构建了智慧旅游城市评价体系；黄

松、李燕林和戴平娟(2017)在参考城市旅游竞争力评

价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旅游科技创新竞争力、旅游

经济发展竞争力、旅游发展保障竞争力、旅游发展

潜力竞争力、旅游环境支撑竞争力五大要素作为智

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穆学青、郭向阳

和陈亚颦(2019)从旅游经济、旅游创新、旅游潜力、

旅游环境等维度构建了测度智慧旅游发展水平的

指标体系，对云南省16个州市的智慧旅游发展水平

进行测度。

总之，当前对智慧旅游评价体系的研究尚不全

面，具体表现为：对智慧旅游评价体系的研究不均

衡，过多关注对智慧景区、智慧城市建设的评价，忽

视对智慧乡村建设的评价；与智慧旅游评价体系相

关的观点颇多，但缺少一个能统筹智慧旅游建设的

标准评价体系。

三、智慧旅游研究展望

近年来，与智慧旅游相关的学术研究与实际建

设并行，学界及业界试图摸索出一条旅游业转型升

级之路。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智慧旅游

逐渐形成以概念内涵、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建设框

架、技术支撑、应用、评价体系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见
图 1)。智慧旅游研究框架体系也存在诸多不足，如

图1 智慧旅游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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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依赖技术，未注重可持续发展等。笔者综合前

人研究以及对智慧旅游本质内涵的思考，将智慧旅

游定位为：“利用先进技术，进行集约、高效的管理，

实现各利益主体价值共创，推动旅游目的地可持续

发展的旅游形态。”

围绕此定位，未来智慧旅游研究可从3个方面展

开：第一，重新审视技术与智慧旅游的关系。先进技

术在旅游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沉浸式体验，

也为目的地带来新的旅游热潮，但随着一些技术给

游客带来的新鲜感的结束，这些技术便如“鸡肋”般

存在(林德荣、陈莹盈，2019)。未来研究应明确高新

技术在智慧旅游中的定位，关注高新技术对旅游各

利益主体的影响机制。第二，从宏观视角对智慧旅

游进行实证研究。智慧旅游对信息技术有高度依赖

性(廉同辉、余菜花，2016)，相关研究可从区域经济

发展、空间相关性和旅游流等宏观视角利用大数据

对智慧旅游进行实证研究。第三，探索构建智慧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一个地区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途径在于不断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生活质量

和社会价值，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探索智慧旅游如何

利用自身优势(如深化游客体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和增加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等)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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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Review on Smart Tourism Research

Zhang Jucheng Li Yiming Cheng Ruxia

Abstract：Smart tourism has been not only highly valued by scholars but also practiced in some areas with
impressive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mart tourism. For
example, too mu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whil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s pai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articles on smart tourism. First, it expounds on the origins
of smart tourism and the research trends. Seco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t discusse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terms of conceptual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methods, construction
framework, technical support, and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s. It also identifies the deficiencies in each part
of the research.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smart tourism research is summarized, the positioning of smart
tourism is re-examined, and prospects are put forward. Smart tourism is positioned as“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realize value creation for various stakeholders, but also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Based on this defini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future smart tourism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ree aspects: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mart tourism, carrying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smart tourism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exploring way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rt tourism.

Key words：smart tourism; technical support;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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