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旅游”在进行一场模式革命 

2014 年 10月 25 日至 26日，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2014中国智慧旅游创

新发展大会暨首期全国智慧旅游建设培训班”在北京河南大厦举办。来自全国旅

游及相关行业政、产、学、研各领域的嘉宾，围绕智慧旅游的理论与实践、大数

据与智慧旅游、智慧城市建设等话题展开了经验的交流和研讨。会上来自业内的

专家和学者在一些系统技术、营销策略、管理创新、机制设立等方面都给出了一

些先进的模式和理念，先进的模式和理念或将引发一场“智慧旅游”的模式革命。 

 “智慧旅游”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它是一种以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通

信网络、高性能信息处理、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在旅游体验、产业发展、行政管

理等方面的应用，使旅游物理资源和信息资源得到高度系统化整合和深度开发激

活，并服务于公众、企业、政府等的面向未来的全新的旅游形态。它以融合的通

信与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游客互动体验为中心，以一体化的行业信息管理为保障，

以激励产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特色。智慧旅游，就是利用移动云计算、

互联网等新技术，借助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旅游相关信息，并及时安

排和调整旅游计划。简单地说，就是游客与网络实时互动，让游程安排进入触摸

时代。 

江苏省镇江市于 2010年在全国率先创造性提出“智慧旅游”概念，开展“智

慧旅游”项目建设，开辟“感知镇江、智慧旅游”新时空。智慧旅游的核心技术

之一“感动芯”技术在镇江市研发成功，并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上得到应

用。在 2010 年第六届海峡旅游博览会上，福建省旅游局率先提出建设“智能旅

游”概念，并在网上建立“海峡智能旅游参建单位管理系统”。福建启动了“智

能旅游”的先导工程:“三个一”工程建设，即一网(海峡旅游网上超市)，一卡(海

峡旅游卡，包括银行联名卡、休闲储值卡、手机二维码的“飞信卡”，以及衍生

的目的地专项卡等)，一线(海峡旅游呼叫中心，包括公益服务热线和商务资讯增

值预定服务热线）。 

2011 年 9月 27 日，苏州“智慧旅游”新闻发布会正式召开，苏州市旅游局

正式面向游客打造以智能导游为核心功能的“智慧旅游”服务； 2011 年 11月，



洛阳旅游体验网、洛阳旅游资讯版、洛阳旅游政务版以及英、日、法、俄、韩、

德等 6 个语种的外文版旅游网站已经建成；2012 年 2 月 1 日，黄山旅游局开始

建立智慧旅游综合调度中心开工建设。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基于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和推进旅游业发展成为现代

服务业的目标，国家旅游局对“智慧旅游城市”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18 个城

市入选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这 18 个城市分别是：北京、武汉、福州、

大连、厦门、洛阳、苏州、成都、南京、黄山、温州、烟台、无锡、常州、南通、

扬州、镇江、武夷山。我国将争取用未来 10 年时间初步实现“智慧旅游”，以有

效应对旅游业爆发性增长给旅游景区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实现“智慧旅游”方面，我国将以信息化为主要途径，积极开展旅游在线

服务、网络营销、网络预订和网上支付，构建旅游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全面提

升旅游企业、景区和重点旅游城市的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争取用 10 年左右的

时间，显著提高信息技术在旅游业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一大批引领作用强、

示范意义突出的智慧旅游城市、智慧旅游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实现“智慧旅

游”。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副主任 蔡家成认为：“智慧旅游最高层级的顶层设计

是旅游和信息化方针政策。国家层面智慧旅游顶层设计的基本方针，是实施旅游

业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旅游信息化，先试点、再推广，逐步扩大范

围和影响，支持推动与规范指导相结合。”国家旅游局目前通过已成立的智慧旅

游领导小组、拟成立的智慧旅游促进会、计划建立的智慧旅游专家委员会、着手

建设的智慧旅游网络平台不断完善智慧旅游工作体制和机制建设。当前我国正在

进行一场“智慧旅游”的革命，未来我们将迎来一场“智慧旅游”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