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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智慧文旅优化路径研究

——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杨云凤　杨武　谢佳利

四川宜宾　宜宾学院　6440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各行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慧化旅游服务模式已成为各地景区竞相发展的重点。

甘孜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誉为“康养圣地”的广袤之地，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民族文化，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热土。

尽管甘孜州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传统的旅游发展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应用程度相对较低，智慧

旅游模式的推进步伐亟待加快。基于此，如何有效促进“互联网 +”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甘孜州旅游业向智慧化、

高效化方向迈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甘孜州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困境及其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个维度进行探讨，以期为甘孜州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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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4 年 5 月 13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

秘书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联合印发《智慧旅游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这一政策的出台为甘孜州大力推进智慧文旅提供了政策支

持。但目前甘孜州旅游发展与数字化存在脱节，仍然以传统

旅游模式为主导，需进一步推动甘孜州智慧文旅优化，助推

当地旅游业发展。

1. 甘孜州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

1.1. 自然资源与人文景观概述

甘孜州，作为康巴文化的摇篮和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

游的核心区域，拥有独特的高原山地气候，其海拔的巨大差

异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着

被誉为“蜀山之王”的贡嘎山，还有被称为“蓝天下最后

一块净土”的稻城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 2024 年 5

月，甘孜州已查明的旅游资源有 8 大类 36112 个，其资源总

量、优良级、四级、五级资源数量均位列四川省第一，建成

A 级景区 101 个。境内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2 个、4A 级旅游

景区 28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个、国家森林公园 5 个、

国家湿地公园 3 个；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4 个、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5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 个。

1.2.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现状

近年来，甘孜州政府通过《甘孜藏族自治州重点资源

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明确了旅游资源的管理原则，

确保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合理利用。据甘孜州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截至 2023 年，甘孜州已成功建成各类通信基站共

计 10755 个，其中 5G 基站达 302 个，所有行政村的光纤宽

带和 4G 网络覆盖率已达到 100%。在文旅融合方面，甘孜

州政府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挖掘康巴文

化、藏族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了一系列旅游品牌。

为了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甘孜州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有力的保护措施。甘孜州政府依据《甘孜藏族自治州

重点资源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明确提出了“加强保护、

有序开发、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对旅游资源进

行严格的保护和管理。

1.3. 文旅市场需求与特点分析

甘孜藏族自治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

藏族文化底蕴，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外热门旅游目的地。根

据甘孜州文旅局发布的数据，在 2023 年“元旦”小长假期间，

甘孜州累计接待游客 16.934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86276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9.23% 和 39.21%。在 2023

年“五·一”假期期间，甘孜州累计接待游客 124.36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6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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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

随着甘孜州文旅市场的发展，游客需求呈现出多样化

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参与藏族文化体验、摄影采风

等活动，开始注重体验式和深度游。这种变化反映了游客对

旅游体验的需求升级，也为甘孜州文旅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此外，从海螺沟景区在元旦小长假期间的热度来看，

“冬游”甘孜已然成为各地游客竞相追捧的新风尚。基于此，

甘孜州委、州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

富的冰雪资源，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2. 甘孜州智慧文旅的应用现状

2.1. 数据整合与平台建设

自 2023 年 10 月起，由甘孜州自然资源规划局牵头、相

关县（市）部门参与，全面推动“三维大贡嘎”平台建设，

目前已基本完成系统搭建。该平台整合地理信息、旅游资源

与基础设施数据，打破信息孤岛现象，实现了数据的互通与

共享，甘孜州通过搭建“大贡嘎实景三维一张图平台”，初

步实现了对地形级实景三维和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道路交

通等行业专题数据的整合。

2.2. 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智慧赋能

近年来，甘孜州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智慧赋能等领

域取得重大成果。截至目前，全州已建成通信基站 13368

个，其中 4G 基站 8267 个，5G 基站 2080 个。这些基础设施

的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甘孜州还积

极推广数字化服务，通过建设电子政务平台、智慧旅游系统

等，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其中，海螺沟智慧景区建设项目

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投入运行。其智慧旅游系统为游客提

供了在线预订、智能导游等便捷服务，真正地贯彻了“以人

为本”的智慧旅游服务理念，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2.3. 营销与宣传方式创新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甘孜州州

长以及当地的文旅部门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在旅游宣传中的

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开设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关于甘孜

自然风光的旅游短视频，进行网络直播，向全球游客展示了

甘孜州独特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些新媒体宣传

方式不仅提高了甘孜州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吸引了大

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3. 甘孜藏族自治州智慧文旅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3.1. 政策引导不足，发展规划较盲目

在甘孜州的理塘、丹巴等偏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

偏远导致信息流通受限，使得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智慧化旅

游发展趋势的认知存在不足。因此，在制定旅游业发展规划

时，他们缺乏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深入考量，倾向于盲目追求

热门技术和应用。这导致了智慧旅游的发展与其他旅游相关

领域脱节，难以形成协同效应，最终影响了甘孜州智慧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

3.2. 专业型人才缺乏，人才培养意识较低

目前，甘孜州在智慧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人才短缺

和专业化培训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甘孜州通过安家补助等

政策补贴吸引人才。据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官网发布，2021

年成功引进了硕博士及副高级以上人才共计 163 名；2022 年

人才引进数量为 135 名，其中综合事业单位 67 名，卫生事业

单位 68 名；2023 年，甘孜州计划引进事业单位人才 57 名。

尽管人才引进的数量不少，但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人

才流失现象严重，导致高素质人才仍然短缺。同时，甘孜州

地理位置偏远，信息相对闭塞，部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年

龄结构偏高，对智慧旅游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应用了解不足，

观念相对滞后。这集中体现在他们过度依赖传统的旅游发展

模式，培养智慧化旅游技能型人才的意识不高。

3.3.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障碍

在探索现代科技与甘孜藏族文化有效结合的道路上，

甘孜州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现代科技并不总是能直接适

应藏族文化的需求。例如，一幅唐卡绘画通常需要特定的画

布、颜料和绘制技法。这些画布和颜料为了确保画作的颜色

鲜艳、持久，需要经过特殊处理；而现代技术无法直接提供

特制的画布。其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甘孜州面临资

源短缺的困境，如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这些因素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着甘孜藏族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施。最后，将

甘孜藏族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可能会面临社会接受度不

高的问题。藏族文化深厚且独特，社区成员往往对其文化传

统和习俗持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在面对新技术

时，他们可能会因为担心新技术会破坏或淡化这些传统，从

而持保守态度。

3.4. 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困境

甘孜智慧文旅产品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过程中，面临

着多重困难。首先，地域限制是一大挑战。甘孜州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导致目标市场的覆盖难度大，增加了推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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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甘孜州智慧文旅

产品的线上推广与体验受到限制，导致其难以形成广泛的品

牌影响力。其次，品牌认知度低是另一难题。尽管甘孜州的

文旅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品牌宣传和推广策略，其

独特魅力和经济价值尚未被市场广泛认可。最后，产品创新

不足也制约了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的进程。当前，智慧文旅

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具有创新性和吸引力的产品。

4. 甘孜藏族自治州智慧文旅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4.1. 加强政府引导，发展规划先行

旅游业作为甘孜州的支柱产业，甘孜州政府应实施一系

列政策偏向性措施。首先，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为智慧旅游

提供坚实的保障。例如，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土地供应

机制、加强人才引进策略，全方位支持智慧旅游的建设与发

展。其次，建立健全智慧旅游的监管机制。对智慧旅游项目

进行严格监管和定期评估，确保项目的质量和效益，为游客

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最后，动员甘孜州相关部门。结合甘

孜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当地实际情况，以“康养圣地”等特色

为标识，推动智慧化旅游与其他旅游相关领域的深度融合，

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智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2. 专业人才培养与智能化升级

针对当前甘孜州智慧化旅游发展程度不足的现状，我们

需要从专业化人才培养和技术智能化升级两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鼓励当地高校如四川民族学院开设与智慧旅游相关的

专业和课程，注重跨学科知识与技能的融合，培养既懂旅游

业务又掌握先进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其次，针对政府相关部

门，开展智慧化旅游培训。培训课程应覆盖智慧旅游理念、

技术应用、数据分析等多个方面，确保参训人员能够深入理

解和应用智慧旅游的核心知识，提升政府相关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对智慧旅游的认知和技能水平。最后，搭建产学研一体

化的合作平台。促使甘孜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

达成深度合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从而推动甘孜

州智慧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4.3. 疏通“文化”与“科技”融合障碍

在探讨现代科技与甘孜藏族文化融合之道时，我们需

正视并应对多重挑战。首先，对于科技与文化适应性的问题，

应当深入研究藏族文化的独特需求，定向研发或引入符合其

艺术表现形式的科技手段，以确保文化的原真性得以保持。

其次，针对资源短缺的困境，政府应当制定资源优化配置的

策略；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以及技术援助，提升甘孜州

在科技与文化融合方面的自我造血能力。最后，针对社会接

受度问题，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引领以及互动体验等方式，

激发藏族群众对现代科技的兴趣，提升其对科技与文化融合

的认知和认同，促进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4.4. 打破“市推”与“品建”发展困境

在甘孜智慧文旅产品的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中，面临

的多重挑战不容忽视。首先，针对地域限制，应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提升交通便捷性，降低推广成本；同时，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

增强线上推广与体验效果，以突破地域限制。其次，提升品

牌认知度是关键，通过精准的品牌定位与宣传策略，结合线

上线下多渠道宣传，展现甘孜文旅资源的独特性和价值，提

高市场认知度。最后，针对产品创新不足的问题，应深入挖

掘甘孜藏族的文化特色，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具有创新

性的智慧文旅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推动市场推广和品牌

建设的进程。

5. 结语

在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浪潮中，旅游智慧化逐渐成为

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优化游客体验的重要引擎。甘孜藏族

自治州可以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通过资源整合与数

字化、旅游品质与服务的提升以及品牌建设与推广等多维度

手段，对旅游资源和服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数字化革新，为

游客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旅游体验，从而吸引众多游客，

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智

慧文旅将更加注重跨界融合，将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等

领域紧密结合，创造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满足

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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