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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智慧旅游视角下的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研究
肖宏芝

（四川天一学院，四川 绵竹 618200）

摘要：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成都市旅游产业也逐渐实

现了由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型的转变，乡村旅游产业得以快速

发展。但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基

础设施有待完善、规划不合理、市场覆盖率低、管理服务水平滞

后等，需要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对其进行智慧化改造，

利用智慧化技术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基于此，本文

以成都市乡村旅游为例，在分析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

上，提出了智慧旅游视角下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战略，助力成都

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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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发展，智慧旅游

应运而生。智慧景区、智慧旅游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有助于加强景

区管理、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实现旅游行业的系统办公与协同管

理，同时也为游客及时、精准获取旅游资讯提供了极大便利，帮

助游客规避旅游风险。而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慢节奏、休闲式度假方式受到人们的追捧，进而有力带动了乡村

旅游的快速发展。而智慧化、智能化生活方式的普及，也为乡村

旅游面临着诸多新的发展挑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相

继被引入各类景区开发、建设、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在此背景下，

成都市乡村旅游业应依托自身乡村旅游优势，借助先进技术进行

智慧化创新，以不断提升管理、服务质量，满足人们对休闲旅游

的多元需求。

一、成都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现状

经过近 30 年的蓬勃发展，成都乡村旅游完成了从“土得掉渣”

到“拥抱时尚”的华丽蜕变，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

引领全国乡村旅游的新亮点。而以美丽乡村、乡村社区、亲子农庄、

乡村民宿为代表的乡村振兴新经济，正成为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

的新的增长点。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都市作为全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发源地，

就诞生了全国首家农家乐，自此，成都乡村旅游进入以餐饮接待

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 1.0 时代。而到了 20 世纪 90 时代，三圣乡

在餐饮接待的基础上，加入了花卉、苗木种植基地，成为乡村旅

游 2.0 版的示范。

近 5 年来，成都平原上的乡村旅游产业迅速提档升级，以新

场景、新业态发展，打造着乡村旅游 3.0 版本。随着成都乡村旅

游产业的不断提档升级，成都市乡村旅游总收入也由 2012 年的

128.5 亿元上升到 2019 年的 460.7 亿元，占成都市全年旅游产业总

收入的 10%，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成都

市始终在探索“互联网 + 乡村旅游”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有效

促进了当地旅游产业的提档升级。

至 2020 年，成都市已建成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91 家、国家（省）

级旅游度假区 14 家、国家（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13 家、国家（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4 个、国家重点旅游村寨 9 个以及 13 个省级精

品旅游村寨，有力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

二、成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19 年，成都市出台了《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并在市政府的牵头下，先后将携程、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等

知名网络运营商引入乡村旅游市场，有效推动了当地乡村旅游营

销模式的完善、管理水平的升级以及旅游产品的不断创新，为乡

村旅游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从总体来看，受基础设施、地理

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成都市乡村旅游需要依托信息技术，进

行智慧化转型升级，突破乡村旅游发展瓶颈，现将成都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基础配套更新速度慢，基建工作滞后

乡村旅游主要服务于周围 100 公里或 2 小时经济圈的人群，

自驾游、自助游人数占较大比例，散客化趋势明显。而这些游客

对乡村旅游地的基础设施配套情况有着更高要求。

虽然成都市现有乡村旅游场所绝大多数都配备了旅游厕所、

停车场和无线网络，但遇到周末、小长假或黄金周等旅游旺季，

仍存在游客如厕难、停车难、信息传播不畅、公共卫生脏乱差等

问题，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此外，通信设施基建工作普遍较为薄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乡村旅游安全运行、管理监测、消费服务等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规划不合理，同质化问题严重

智慧化乡村旅游建设与实施，需要当地政府与文旅部门着眼

于全局，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但是就成都地区的乡村旅游

市场发展情况来看，乡村旅游的管理权仍主要集中在村镇或县区，

缺乏系统性、全局性规划与管理。

从乡村旅游的经营方式来看，受网红经济影响，很多地方都“一

窝蜂”地推出了类似的“网红打卡地”，这种旅游产品虽然看似热闹，

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创新不足，难以获得长远发展。

（三）市场覆盖率低，宣传推广不到位

成都地处川西高原腹地，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广阔的

发展前景。例如，近几年，明月村大力发展陶文化，以明月国家

陶艺工艺文创园区为依托，全力打造出一个集陶艺生产销售、文

化展示、创意体验、休闲运动、田园度假于一体的人文生态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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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2000 多位原住居民与新村民共同打造幸福美丽新乡村，实

现了古村落的文艺创变与产业升级。

但是，这样的优秀案例实在太少了。更多的乡村旅游景区由

于营销策略不对路、宣传推广不到位，导致景区辐射范围小，市

场覆盖率低。虽然成都乡村旅游网已经运营了很多年，但该网站

数据更新非常滞后，在其首页的“最新节庆活动”一栏中，显示

的仍是 2017 年、2013 年的活动信息。

作为成都市乡村旅游官方网站，其网页设计也不够人性化，

游客无法从网站获取乡村旅游前沿资讯。乡村旅游景点自身也不

懂得如何利用抖音、哔哩哔哩、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多

维度推广，市场覆盖面太低。

三、基于智慧旅游视角下的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战略

（一）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实行智慧化旅游管理

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备是智慧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提。智慧化

乡村旅游景区建设与发展，需要以智慧终端为载体，为游客提供

多元化、个性化旅游服务。

对此，成都市政府与文旅部门应通过打造智慧化乡村旅游管

理系统，平衡景区管理机构、游客之间的关系。景区管理者应根

据政府与文旅部门的相关政策，建立智慧化综合管理平台，建设

数据中心机房，用于实时收集景区和游客的有关信息。

例如，网络化、自动化电子售票与检票系统，游客可以通过

手机 App 自主购票，扫描二维码便可进入景区。同时，还应开

发车厕所定位、美食推荐、历史讲解等多种功能的乡村旅游引导

App，游客通过手机便可实现自助游览。

同时，通过智慧化管理平台，景区管理者还可实时监测景区

游客人数，协调景区车位及交通路线，从而有效避免交通拥堵，

提升游客游览满意度与便携度。

（二）调整经营模式，打造智慧化经营体系

作为乡村旅游实际运营者，企业家们应积极调整现有经营模

式，全力打造智慧化旅游经营系统。

首先，经营者应调整经营思路与方式，在建立、完善智慧化

管理平台的同时，开发智慧化营销系统。与此同时，还应不断丰

富乡村旅游产品内涵，注重休闲度假、绿色餐饮、生态观光以及

民俗体验的有机结合，打造“品牌化”“口碑化”旅游产品，避

免产品的同质化，切实提升旅游产品质量。

其次，经营者还应充分利用智慧化管理平台，整理、分析相

关数据，以了解游客的多元化旅游需求，并据此开发“定制化”

旅游服务，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第三，引进 VR 技术、全息影像技术、可穿戴智能设备等，

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这也必将成为智慧化旅游营销推广的新亮

点。

第四，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引入微博、微信公众号、

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融媒体平台推广优质内容，扩大乡村旅

游景点辐射范围，打造成都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三）建设智能自助服务系统，开展智慧化旅游服务

为了为游客提供更好地服务，成都市政府、文旅部门以及乡

村旅游经营者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化乡村旅游服务平

台，以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满足游客个性化、智慧化旅游服

务需求。

例如，针对乡村旅游运行成本高、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可通

过建设智能自助服务系统，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还可引入智能机

器人取代人工服务，在降低人力投入的同时，还可有效提升管理

效率。智能自助服务系统可为景区票务系统、智能导航、信息发布、

停车系统、住宿系统提供智慧化、成熟化的智能自助解决方案，

实现景区服务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升服务质量，让游客切

实体验到智慧旅游的便携性、高效性。

（四）培养信息化人才，推动智慧化乡村旅游建设

智慧型乡村旅游建设离不开信息化人才的支持。但是，面对

成都农村地区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需要政府、文旅部门以及当

地经营者的共同努力。

乡村旅游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乡村旅游的智

慧化发展，需要成都市政府、文旅部门依托成都地区丰富的自然、

人文旅游资源，与高校携手，开设信息技术与旅游学交叉、融合

专业，加大信息化人才与旅游管理类人才的融合培养，鼓励高素

质人才加入到智慧化乡村旅游建设中。

在积极人才的同时，还应组织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业人员接

受信息技术培训，以不断提升其信息素养，增强信息技术驾驭能力。

通过外部引入与内部提升双措并举，全面保障智慧化乡村旅游建

设人才供给。

四、结语

智慧化旅游的发展对促进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的稳步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智慧化乡村旅游建设与发展，不

仅是绿色发展观的充分体现，更是反映生态情况的参照。成都作

为著名的休闲之都，应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调整旅游经

营战略，注重人才引进与培养，全力打造智慧化旅游品牌，推动

成都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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