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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旅游发展探索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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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

旅游的概念，分析了其开发的必要性，具有的优势，开发的具体形式和

路径，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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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慧旅游的不断推进，新的旅游形
式和旅游产品不断出现，所占比重不断增长。一些第三方网站也
在致力于服务平台的发展，以定制化的深度旅游产品为方向，利
用网络平台优势链接旅游供给和需求。但是由于信息不对成问题
的存在，导致旅游产品的供需之间存在障碍，定制产品成本过高，
进一步造成定制旅游产品的标准模糊，数量不尽人意。所以在现
阶段，网络平台在旅游活动中的运用只是基础和手段，应该通过
网络平台整合旅游资源，对于一些不必要的服务环节进行删减，
通过社交软件沟通用户，增加信任度，打造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
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这是智慧旅游体系建设的一个模块，也能
促进旅游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1]。 

一．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旅游产品开发必要性 
网络平台发展过程中的理念是“分享、互动、创新”，在此

平台基础上，众多社交软件诸如微博、微信、博客等应用越来越
广泛，大众认可度越来越高，满足了民众的休闲娱乐需求。众多
用户之所以青睐这些社交 APP 除了具有公开、自由的因素之外，
也跟旅游活动的本身的特点有关系。旅客在开展旅游活动时获取
大量的旅游市场信息，同时由于旅客对旅游经销商的广告宣传存
在疑问，倾向于采纳同为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旅客可以通过
这些社交网络 APP 分享个人的旅游经历，发表个人观点，对自
己参加过的旅游活动进行点评。 

可以说，网络社交与旅游活动的相互融合成为旅游活动开
展，旅游产品开发的一种新模式，是非常有必要大力推广的。 

二．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旅游发展的优势 
1．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旅客参加旅游活动的成本 
传统旅游活动开展的营销渠道长度一般比较大，包括旅游代

理商、旅游批发商、旅游零售商等，这些环节的存在不可避免地
增加了旅游活动的成本。网络化社交平台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这一问题，在旅游景区景点和游客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网络化社交平台在景区景点和旅客的互动中，旅游产品的交易过
程中具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是一种优势比较明显的选择项。 

2．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加互信 
在旅游市场运营过程中，旅游经销商和旅客之间存在着信息

不对称的现象，可以说旅游经销商和旅客在交流、交易过程中考
虑比较多的就是信任问题。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 APP 具有双
向信息共享的特点，在信息拥有者和需求者之间提供了沟通的渠
道，将已参加旅游活动的旅客和潜在旅客联系到一起，降低了旅
游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现象。  

正是由于在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旅游开展的模式中增强
了用户间信用评价和有用信息的可查、可询、可视化，吸引了较
多的优质客源参与其中，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以提高旅客的
参与体验。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模式既实现了游客的旅游目的，
又满足了其社交的需求，推动了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的文化
交流[2]。 

三．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旅游模式的具体形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旅游活动做的应用会逐渐加

强，而不会削弱，线上线下的互动融合必将成为未来旅游企业开
展旅游业务的趋势，融合的形式包括（1）线下资源+线上平台，
（2）综合资源+线上平台（3）线上渠道+线下渠道。 

这几种形式都非常重视线下旅游资源挖掘整合，形成商家联
盟，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促进用户和商品，旅客和服务之间

的对接，同时深入了解旅客的潜在旅游需求，如前文所述，以定
制旅游产品和线路的形式为旅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在网络平台的社交化旅游模式下，笔者认为大的发展趋势必
定是线上平台和线下渠道整合的形式打造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四．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旅游模式的发展路径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游客追求的是性价比，即有限的时间、

资金、精力的付出，获得大量的参与体验，一个优秀的旅游产品
或线路必定满足这一要求，并且达到了游客一个或多个旅游期
望。所以，作为旅游企业必须了解本企业客户的旅游期望值是什
么，怎样满足游客的期望，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1．与旅客互动，根据旅客期望，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成功打入市场的旅游产品或旅游线路必定符合旅客的期望，

期望是旅客希望得到的，是某些未获得满足的需求，可由四个字
概括：无、低、快、好。 

（1）无 
为满足旅客某项期望的旅游产品，且目前市场还未提供而又

必须提供的旅游产品。 
（2）低 
主要指的是成本低，过高的成本必定降低需求，导致这一市

场机会萎缩，失去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所以在可行的情况下降低
成本甚至免费以扩大市场机会。 

（3）快 
即满足旅客需求的速度快，节省时间，让旅客简单快速地获

得体验感受。 
（4）好 
就是旅游产品的质量要好，优化提升旅欧产品的对客品质同

样有助于提高旅客的体验感受。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当发现市场机会后，不能盲动，不能立

马改变已有旅游产品的设计动向，应根据旅客的需求和期望在较
短时间设计相对较简单的产品，收集旅客的反馈信息，试探市场
的反映。如果对旅客的吸引力不大，则要调整思路，尝试新的设
计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尽量要求客户通过合适的渠道参与其中。 

2．提高服务意识，简化市场运营和售后 
整个旅游业都属于第三产业，是以提供服务产品为主，旅游

产品绝大多数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在营销过程中难以直观展示，
所以对旅客的评价依赖性较大，而旅客评价的好坏取决于其满意
程度，所以作为旅游从业者应提高主动服务的意识。 

通过前面的分析发现，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交化旅游发展模式
在市场运营和售后方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尤其是线上运营
的操作界面应该友好，提升操作体验，增强用户粘性，进而带动
线下销售[3]。 

总之，现在已经进入移动 APP+互联网时代了，旅游从业者
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网络操作技能水平和在线服务的能力，最大化
的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服务与旅客，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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