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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阈下智慧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研究
——以芙蓉湖旅游区为例

邵　婧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艺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52）

【摘　要】智慧旅游，主体是利用云计算及物联网等众多新兴化科学技术，借助当下流行的互联网、物联

网或是移动互联网，以携带方便的终端上网设备为基础载体，使游客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感知到旅游资源、

经济、活动等各方面的信息预览，根据智能预览及时安排处理好自身的工作与旅游计划之间的平衡。智慧乡村

旅游可以说是当代物联网与信息技术发展之下的基础产物，基于芙蓉湖旅游区进行智慧化建设，分析景区当前

建设现状，解决相应问题并逐步优化游客体验，期许对芙蓉湖旅游区智慧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智慧旅游；景区规划；人工智能；互联网

1 智慧旅游、乡村景区发展与游客主观感知

1.1 智慧旅游概念解读

“智慧旅游”基于当今5G通信技术的大背景之下，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命题。它不仅仅囊括着物联网

技术、云计算，还着重于对高性能的信息处理、智能

数据的深度挖掘，其在旅游体验感、旅游产业发展及

市场营销上都有一定可观的发展。

智慧化旅游的根本是基于对通信技术的掌握与运

用，将繁复的旅游资源进行“分门别类”地智能化整合，

将游客作为其专属体验者，量身定做属于其自身的旅

游计划。智慧化的吃、住、行、游、购的各项旅游产

品及服务，来提升旅游水平及效率，为乡村景区提供

更加理想的经济效益，激励乡村旅游产业创新、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2 乡村景区发展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作为发展基础，以体验式旅游

为其根本目的，以智慧服务为创新型基本手段，并且

以城市居民为其受众主体，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互

融合的新型产业，逐步实现“人文无干扰、生态无破坏”

的新型旅游形式。

现代乡村旅游发展形势是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农

村区域旅游模式发展开来。同传统乡村旅游模式相比，

现代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主要表现有：

1.2.1 游客的旅游时间不在只是局限于休假时间；

1.2.2 游客在乡村旅游期间，能够充分融入于农

村区域的优美自然景观、人文环境、传统民居建筑及

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

1.2.3 乡村景区的发展，乡村旅游的智能化开辟

对于乡村本身的贡献并不仅仅贡献了财政收入，还为

村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将原本逐渐衰弱的经济

体制又重新注入了新的力量。

1.3 游客主观感知

游客的主观感知是指游客在进行旅游的过程当

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自身情感与当前所处

的自然环境相结合，达到“身心一体”的境界，使内

心达到愉悦的带有主观臆想的感知。游客的主观感知，

换言之为游客体验，游客在旅游时，针对自然、人文

环境游览的旅游动机各不相同，针对于旅游自身的期

待值也有所不同，主观感知与体验在此可以划分成为

多个不同的类型，例如，娱乐感官体验、教育性质与

美感感知的体验 ...... 教育体验，实则是在游客旅游

的过程中，会在各个景观节点穿插具有丰富教育意义

的景区历史文化等创新知识点，以此来实现旅游教育

的功能，从而获得全新的、三维立体感的感官盛宴。

在经历一个完整的景区体验之后，游客往往会根

据其自身的感知体验，针对景区发展现状提出安全方

面、便利条件方面、舒适性方面及景区景观节点设置

是否符合人性化方面提出合理的改善要求，这主要是

基于景区内部的小型交通工具以及景点分布的整体规

划来感知的。娱乐性质的活动其参与程度、人机的互

动情况都在无时无刻影响着游客的主观感知。

2 智慧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研究——以芙蓉湖旅游

区为例

2.1 芙蓉湖旅游区建设现状

芙蓉湖旅游区是位于我国重庆市的武隆县的一个

能够感知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的旅游风景区，它处于川

黔边境，曾隶属于古巴国一域。芙蓉湖景区不仅仅有

独具一格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有着长期生活于此的人

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长河所形成的丰富人文资源环

境。整个芙蓉湖旅游规划区位于乌江的最大支流芙蓉

湖沿岸，该沿岸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多民族聚合地。

近年来，芙蓉湖景区跟随大数据时代的脚步，相

继推出了芙蓉湖景区的官方网站、微博账号以及微信

公众号等，将其与游客主观感知的满意度相结合，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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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针对芙蓉湖景区现状提出官网

网站信息不够全面；智慧化应用与游客之间的交流性

不够强等诸多问题。这些智慧化应用问题的出现，造

成游客使用应用效率不高。

2.2 芙蓉湖旅游区智慧建设发展——优化游客主

观感知策略

2.2.1 创新智慧化乡村旅游服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在基于数据大时代的

背景之下，游客的旅游行为模式逐步创新化，旅游的行

程计划逐步通过互联网及移动终端来完成制定。智慧化

乡村旅游所处的阶段，不仅仅成为智慧化旅游最为重要

的阶段之一，还是针对游客体验智慧化、人性化服务的

关键阶段。因而，我们应当围绕游客的主观感知，逐步

创新及优化智慧旅游服务，以乡村旅游为代表。

创新智慧化乡村旅游服务，首要的第一步是需要

建设芙蓉湖景区智慧化游客感知中心。近年来，芙蓉

湖景区针对于游客的主观感知设立了智慧化乡村旅游

服务移动式终端，同时推出了智慧芙蓉湖游平台，吸

引大量游客群体参与到智慧化乡村旅游中，进一步深

刻感受到智慧化旅游的无限魅力。与此同时，完善景

区中对于重要景观节点的地图指引、虚拟景观的着重

介绍、以及餐饮住宿相结合智慧化经营等方面。

芙蓉湖景区智慧化游客感知中心要着重对于使用

服务移动式终端的游客进行智慧化服务指导，提高智

慧化乡村旅游受众的参与度，能够熟练掌握服务终端

的使用，并乐在其中。智慧芙蓉湖游平台需根据游客

的需求变化不断进行提升，进一步方便游客快速获取

芙蓉湖景区的相关旅游资讯、各个景观节点的票务预

订、针对食宿的安排都能够提供最可靠的保障。

2.2.2 智慧技术提升游客主观感知

提高对芙蓉湖景区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才能提升

游客的主观感知质量。近年来，随着芙蓉湖景区游客数

量的不断增加，景区的智慧化服务力、接待能力有所下

降，使得景区的承载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饱和。所以，

应当紧跟时代的脚步，在大数据畅行的时代背景下，针

对于景区引进一套智慧化环境监测系统，进一步加强对

芙蓉湖景区环境承载力的监测。根据真实的数据来调节

景区所接待游客的最优数量。芙蓉湖景区依据其所在地

区的地理位置及天候变化，会出现淡季及旺季两个极端。

针对淡季及旺季，可以采取不同的票价定价体系，在淡

季时，可以适当降低票价，来吸引游客参观游览。

在智慧化乡村景区建设的背景之下，VR 与 AR 技

术逐渐提升游客主观感知的质量。智慧技术对于游客

的视觉、直觉乃至于感觉都有明显的影响作用。VR 与

AR 技术的原理实则是通过计算机技术通过模拟现实的

自然及人文环境，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在该模拟环境

中，并逐步实现人机交互，让游客可以真实感受到生

活中多经历的多维感官体验。首先，可以投入建设智

慧化乡村全景体验馆，方便游客对于芙蓉湖景区全景

的感知，提升游览的质量与效果。其次，可以引入智

慧化可穿戴的设备，在虚拟的景观节点中，增加游客

针对于智慧化感知的趣味性。然后，根据现实旅游生

活以及在旅行游览过程中所经历的奇闻趣事及出行攻

略提供更加全面、详细、纪实的旅游信息资源。

2.2.3 智慧乡村旅游建设保障发展

芙蓉湖旅游区的环境承载能力与旅游资源的开发

应得到加强，从而进一步推动智慧乡村旅游建设保障的

发展。旅游市场的秩序应得以正常维护，进一步营造出

和谐友爱的市场环境，投入更多智慧化技术到智慧化景

区的建设之中。完善智慧化交通系统的建设。随着数据

大时代的推进，在互联网的覆盖之下，推进景区交通的

智慧、信息化建设，科学、合理地调节芙蓉湖景区内的

交通秩序，促进人与车、人与路、车与路三者之间的关

系和谐发展，提升景区内的交通效率与质量，进一步减

轻游客的交通压力，同时保护了芙蓉湖景区内的自然与

人文环境，实现双赢局面。最后，引进一批研究智慧化

旅游领域的专业人才。智慧化乡村景区的建设是近年来

在景区旅游发展方向比较前沿的领域，所以，专业的管

理人才在景区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逐步为智慧化乡村

景区建设提供更加有利的存在环境。

3 结束语

当前芙蓉湖景区在智慧化经营的过程当中，游客在

旅游途中所产生的主观感知依然有待优化提升。在数据

时代的大背景之下，紧跟时代潮流，逐步推动芙蓉湖景

区的智慧化乡村景区建设是该景区能够不断提升自身质

量的有效途径之一。因而，芙蓉湖景区的智慧化乡村旅

游理念，根据游客的主观感知及具体需求及时作出调整，

围绕游客的主观感知进行智慧化服务，并提供智慧技术

营造创新性游客感知环境，进一步优化智慧化景区的建

设保障，促进芙蓉湖景区的智慧化乡村旅游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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