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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format of tourism log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new requirements of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in this research area. And it indicate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the cloud logistics 
service system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a city. The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feasibilities of using 
block chai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ng this cloud tourism logistics, and in a meanwhile the study 
proposes a framework model of hybrid cloud tourism logistics service based on B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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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对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物流出现的新业态进行分析基础上，指出了该变化对城

市区域旅游物流公共运营管理服务平台提出的三方面新要求，确立了建设城市旅游物流云服

务体系架构的必要性。并据此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建设的可行性，

同时提出了基于BaaS的城市旅游物流混合云架构框架模型。 

1. 引言

全域旅游的提出，是对旅游行业在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上的根本性变革，是下一步我国



旅游发展的主要方向。而旅游物流是构成整个社会旅游业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旅游

物流对旅游业的支撑作用已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得到证实。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旅游物流的

发展策略及服务实现路径也必须进行相应提升，特别是在信息化、智能化和安全性等方面，

要不断把现代信息科技研究成果应用于行业，才能适应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的总体环境，更好

地达成旅游物流服务于旅游业发展的使命。 
在全域旅游领域，目前相关文献从理论解析和运行模式等方面都开展了研究。如林泓等

（2018）利用相关数据平台对国内全域旅游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了我国全域旅游的发

展已进入国家示范推进阶段的结论[1]；赵传松等（2018）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了空间

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了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

价指标体系，分析了中国各省区影响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2]；王昆欣（2018）针对

当前学术界和行业在全域旅游发展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全域旅游发展的根本目的、

当前存在的认识误区以及发展的主要路径等角度进行了厘清[3]。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物流如何更好地为其提供服务的研究已在基本概念、原理

探讨的基础上，更多地进入到运行模式和针对特定地区的实证性研究。在运行模式研究方面，

戈猛等（2013）构建了旅游物流系统架构，探讨了其系统组织体系及运作模式 [4]；刘玉（2014）
提出了基于景区游客中心的LDT-CER 旅游物流模型，对旅游物流体系的架构提出了新的思

路[5]。在针对特定地区的实证研究方面，余真翰等（2017）针对成都地区旅游发展样本，利

用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了关联分析模型，并通过对该地区多年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成

都市旅游经济与物流业发展存在紧密相关性的结论，同时就推动其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建议[6]。

在信息技术应用于旅游物流运营管理领域，余真翰等（2014）以作为智慧旅游区的青城山—

—都江堰旅景区为研究样本，架构并分析了基于混合云模式构建旅游物流信息化管理平台，

同时就其基本功能进行了描述[7]；黄文富等（2015）提出了旅游物流信息化发展模式，并围

绕旅游物流信息化管理的有效实施，提出集成化、标准化、信息化以及协同化发展策略[8]。 
作为一种“去中心化”技术的区块链（Block Chain），当前在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中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近两年学术界也就此从理论到应用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张珂瑜

（2018）就当前区块链的研究基础现状进行了文献综述和分析[9]；汪传雷等（2017）从对象、

属性、功能维度分析区块供应链物流信息资源管理，并构建了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物流信息

生态圈模型[10]；杨慧琴等（2018）针对传统供应链信息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现状，

提出建立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信息平台，并探讨了区块链智能合约在供应链上的应

用，分析了适用于供应链联盟的随机动态股权证明（SDPoS）共识机制[11]。王磊等（2018）
就区块链技术与云平台的结合问题，在对区块链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及可编程特征进行深入

分析基础上，提出一种可信度和可靠性更为突出的以区块链为底层基础设施的云服务组合体

系架构[12]。 
综合上述文献分析，在当前全域旅游视角下推进旅游物流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中，功能完

备、运行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架构和应用是一项重大的关键性问题，而区块

链技术与云物流平台的融合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解决方案，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所在。 

2. 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物流的新业态

2016年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我国的旅游业要着力从当前的“景点旅游”向“全域

旅游”转变，并指出全域旅游是指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发展理念模式。因此，与传统的景点旅游相比较，全域旅游将更

多地体现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治理全域覆盖、旅游产业全域联动、

旅游成果全民共享的“五全”特征。 
旅游物流从本质上来看是物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是服务于旅游行业的发展，其

规模和业态在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中不断扩大和调整，同时也能有效地促进地区旅游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相关研究[6]表明，就一个地区而言，旅游经济的发展与当地物流业发展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此，当旅游行业的发展战略发生调整时，旅游物流的业态也必将出现新

的变化。具体而言，在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物流业态将呈现以下新特点： 

2.1 旅游物流的空间范围与城市区域物流高度重叠 

在旅游市场以景点旅游为主体的情况下，旅游物流在空间范围上与城市物流存在明显的

差异。当城市物流力求实现对所在区域的全覆盖之时，旅游物流的主体更关注的是对旅游景

区、景区沿线以及所涉及的相关酒店和餐饮等机构的物流服务。而在全域旅游大背景下，如

文献[3]所指出，随着旅游产品的内涵不断拓展，“形成了以人类生活场域为旅游时空的一种

新的旅游时空观……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不再是传统的观光、餐饮和购物，而是需要全程体验

或者是享受一个环境优美、业态丰富、功能完备、服务优质的旅游生活空间。”由此已将旅

游活动的范围拓展到人类的生活场域，为之服务的旅游物流自然也必须相应地拓展服务空间，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景点、景区及沿线，进而在服务的空间范围上呈现出与该地区的城市物流

高度重叠的态势。 

2.2 旅游物流市场需求侧可预期与随机性需求并存 

与所有市场行为无异，旅游物流市场交易中也涉及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面。在景点旅

游为主体的市场中，旅游物流的服务对象和所在区域基本确定，在历年数据和经验的支持下，

旅游物流的市场需求虽然因季节的不同而存在变化，但基本可以进行预测。在全域旅游大背

景下，除存在上述可预期性需求外，由于旅游产品范围的拓展和旅游者个体偏好的不同，旅

游物流的需求侧不再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景区、景点以及沿线酒店和餐饮等机构，而是存在部

分分散于城市各个可能区域的现象，如分散的体验式消费和民宿等。这些由旅游者非常分散

的旅行体验所带来的物流需求，在时点和体量上存在较大的随机性，对旅游物流市场的供给

侧在服务的及时性和高质量方面提出新的挑战。 

2.3 旅游物流市场供给侧主体与城市区域物流相交叉 

物流市场供给侧主体即诸多物流企业，这些物流企业可能是具有综合物流业务承接能力

的大中型企业，也可能是分别承担仓储、运输、配送等独立业务为主的小微型企业。就旅游

物流而言，虽然其所服务对象是特定的旅游行业领域，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有专门的旅

游物流企业来承接相应的业务。其原因有二：一是旅游物流业务在运营管理等方面，从本质

上看与其它社会物流形态并无根本性差异，仍然毫无疑问地必须遵循现代物流的基本规律和

业务操作流程，只是因物流实施对象的不同而可能采取在通用规则与流程基础上增添专门操

作环节，如针对旅游餐饮业的食品安全和生鲜原材料冷链运输，针对旅游纪念品的特殊包装

等，而这些都在社会物流企业的业务能力之内。二是全域旅游大背景下，旅游物流因需求较

为分散且存在随机性的原因，客观上导致单项业务体量较小，除少数情况外，其日常业务量

一般不足以支撑物流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很少出现专门以旅游物流为主要业务领域物流企

业。所以，就某个特定城市区域而言，旅游物流与城市区域物流只存在单次业务对象上的区

别，而没有整体企业分属领域的不同。 

3. 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物流新业态对其公共运营管理服务平台架构的选择

由前述分析可知，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物流的业态与传统的景点旅游相比较发生了许多

新的变化，对城市区域范围旅游物流的公共运营管理服务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包括： 
一是要具备强大的物流整合能力。 
鉴于旅游物流需求侧可预期与随机性需求并存的现状，市场对旅游物流企业响应各类即

时性服务需求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物流环节的众多，客户存在个性化需求的

差异，这就需要公共运营管理服务平台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不同的市场需求整合形成个性化



的服务方案，并将方案根据不同的操作环节进行合理分解，高效地组织相关物流企业共同完

成，给客户以完美的服务体验。要达成这一目标，强大的物流整合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要形成优化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 
全域旅游视角下社会旅游物流的运作呈现出明显的“众包”特点，这也是共享经济发展

下社会协作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趋势。而协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一是任务的清晰分解，二是

收益的正确分配。因此在旅游物流公共运营管理服务平台中，必须合理设计和有效实现收益

分配机制的优化运行，确保参与协作的各物流企业能根据不同的贡献准确核算并及时获取应

有的经济回报，使“众包”协作能不断地健康持续开展起来。 
三是要确保对合作者可靠的安全性保障。 
安全性是所有市场合作行为的基础，物流企业以“众包”形式参与到对旅游物流需求侧

的即时服务响应的同时，对企业信息、交易和资金等要素及活动的安全非常敏感。一个具有

很高安全性的旅游物流公共运营管理服务平台是一个区域内旅游物流服务得以有效组织和开

展的保障。 
考虑到上述旅游物流新业态对物流服务能力所提出的要求，本文认为图1所示的云物流服

务平台架构是符合行业发展方向并充分借鉴相关领域研究和实践成果的有效选择。笔者曾在

文献[7]中对该架构下各组成模块的主要功能界定进行了详细阐释，在本文中对此不再赘述，

而是就该平台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基本思路。 

4. 全域旅游视角下基于BaaS的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架构

4.1 BaaS与区块链 

BaaS意为“区块链即服务”（Block as a Service），是云计算服务领域除已经较为成熟的

“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外新出现的一种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

的云服务平台。BaaS的提出，既加速了区块链技术在多个领域的应用拓展，又对基于云计算

的服务应用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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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混合云的旅游物流信息化管理服平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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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相关文献 [9][10][11] 的研究，区块链（Block Chain）最初产生于比特币交易系统，是

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将加密算法、P2P文件传输等多种现有技术进行整合，通

过加密账本分布式存储和集体维护建立交易主体间的信任网络，把各区块以图2所示的链的方

式组合在一起的数据结构。 
区块链涉及哈希函数、梅克尔树、非对称加密、数据区块、链式结构、时间戳、P2P 网

络、传播机制、PoW、Pos、DPos、区块链金融、区块供应链等关键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安

全透明、智能合约和可验证性等特点[10]。 

4.2 区块链与旅游物流云计算服务相契合的选择：联盟链 

区块链从提出概念开始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技术，而是多种已有信息技术的集合体。从本

质上看，区块链是一种类云的分布式基础架构设施[12]，其中的共识机制、分布式网络、非对

称加密系统和智能合约是该体系的核心所在。这与云计算在本质上是实现将分布式计算、并

行计算、网络存储、虚拟化等传统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相类似。 
同时，区块链与云计算在分类上也存在相通之处。云计算主要包括三种模式，即公有云、

私有云和混合云。而目前区块链也分为三种类型，即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此二者的分

类存在表1所示对应关系。 

表1 云计算与区块链的分类对应关系 

云计算三种模式 基本特征 区块链三种类型 基本特征[11] 

公有云 对公众开放的云服务。 公有链 

一个开放系统，任何人都能自由成

为区块链上的节点并平等享有获

取链上全部信息、链上交易、参与

共识、参与记账、进行系统维护等

权利。 

私有云 
为企业内部提供云服务，不对

公众开放的云服务。 
私有链 

具有一定封闭性，通常需要依赖线

下的实体组织。 

混合云 

对公有云和私有云的综合，将

系统的内部能力与外部服务资

源灵活地结合在一起的云服

务。 

联盟链 

各节点并不完全平等，只有按照规

则筛选过的部分节点才能够获得

验证新区块及记账的权利，参与链

上的共识机制。 

因此，正如云计算服务体系中，混合云模式更好地兼顾了安全性与资源整合能力，成为

社会和企业云物流架构的主导一样，在区块链技术中，联盟链因其具有更广的适用范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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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块链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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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控制权设定，以及较好的扩展性等特点，在保证交易速度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网络的部

分去中心化，保证数据的不可更改性，所以应成为与旅游物流云计算服务相契合，实现BaaS
的主要形式。 

4.3 全域旅游视角下基于BaaS的旅游物流云平台 

文献 [11] 指出，区块链的基础架构就其功能自上而下通常包括七个层次，即：应用层、

合约层、激励层、共识层、网络层、数据层和数据基础设施层。根据对区块链与云计算契合

性的分析，就图1所示的旅游物流混合云平台架构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形成图3所示的基于BaaS
的旅游物流混合云架构体系。 

该架构体系较图1所示架构平台在以下功能上更好地适应了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物流的

新业态所提出的新需求，其云物流平台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一是同时满足了对分散的、小规模的旅游物流需求以及相对集中的、大规模的旅游物流

需求进行即时响应的需要，具备强大的社会物流资源整合和服务组合与实现能力。 
二是通过BaaS所独具的“智能合约”功能，可以在不需人工控制和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旅

游物流需求侧和供给侧复杂的交易过程，实现交易的自动化、智能化和去中心化，并极大地

简化了交易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安全性。 
三是同样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功能能够实现旅游物流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每笔交易资

金的自动转账、赔付合约的自动执行。与传统云平台需要通过中央服务器进行资金结算与转

账相比，显著提高了支付效率，简化了清算流程。 
四是通过区块链加密账本分布式存储和集体维护建立交易主体间的信任网络，在实现系

统去中心化的同时，实现了所有交易的可溯源、集体维护和信息无法篡改。所有交易在该平

台下可准确地进行追溯，使交易每一个环节的权责明晰，确保了参与交易各主体在信息、交

易和资金等方面的高度安全。 

5. 结论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成熟以及越来越多地开始进入行业应用领域，需要将这一技术与云计

算服务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形成基于BaaS的旅游物流云服务架构，以

适应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物流新业态出现的变化，推动旅游物流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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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BaaS的旅游物流混合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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