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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 旅 游 信 息 化 的 升 级 和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的 兴 起，

智慧旅游成为我国各 地 旅 游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重 点 和 理 论 研 究

的前沿问题。但由于尚处于初级阶段，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及相关理论体 系 尚 未 建 立 或 未 达 成 一 致，不 能 有 效 指 导 实

践。这将会造成智慧旅游信息系统或工程建设的混乱、信息

孤岛以及因工程建设失误而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基于此，

文章在回溯智慧旅游 的 起 源 及 发 展 条 件 和 现 有 概 念 评 述 的

基础上，提出智慧旅 游 的 基 本 概 念。在 此 概 念 的 理 念 下，提

出了 智 慧 旅 游 的 能 力 ( capabilities ) 、智 慧 旅 游 的 属 性

( attributes) 以 及 智 慧 旅 游 的 应 用 ( applications ) 三 个 层 面 构

成的 CAA 框架体系。该框架重点阐述了智慧旅游区别于传

统旅游信息系 统 的 四 大 核 心 技 术，以 及 智 慧 旅 游 针 对 旅 游

者、居民、政府、企业四大应用对象的价值供给。文章主要贡

献在于: ( 1) 在 历 史 回 溯 和 评 述 基 础 上，厘 清 了 智 慧 旅 游 的

概念; ( 2) 提 出 了 CAA 三 层 次 的 智 慧 旅 游 构 架 体 系; ( 3 ) 提

出了智慧旅游的四大 核 心 技 术 是 物 联 网、移 动 通 信、云 计 算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 ( 4) 阐述了基 于 多 利 益 主 体 的 智 慧 旅 游

价值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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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旅游的起源及发展条件

1． 1 智慧旅游的起源

智慧旅游来源于“智慧地球( Smarter Planet) ”及

其在中国实践的“智慧城市( Smarter Cities) ”。2008

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IBM) 首先提出了“智慧地球”概念，指出智慧地球的

核心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来改变政府、公司和人们相互交互的方式，以便提

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1］。
“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从理念到实际、落地

城市的举措。IBM 认为，21 世纪的“智慧城市”能够

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

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

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

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

活［2］。该定义的实质是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

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我国专家

对“智慧城 市”有 自 己 的 解 读。国 家 信 息 化 专 家 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认为，智

慧城市就是一个网络城市，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的重

要标志［3］; 两院 院 士、武 汉 大 学 教 授 李 德 仁 形 象 的

说法是: 数字 城 市 + 物 联 网 = 智 慧 城 市［4］。新 加

坡提出 2015 年 建 成“智 慧 国”的 计 划，台 北 市 提 出

建设智慧台北的发展战略，上海、深圳、南京、武汉、

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

慧城市”的发展战略。IBM 的“智慧城市”理念把城

市本身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城市中的市民、交通、能

源、商业、通信、水资源构成了子系统。这些子系统

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

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国发

［2009］41 号) 精神指引下，旅游业开始寻求以信息

技术为纽带的旅游产业体系与服务管理模式重构方

式，以实现旅游业建设成为现代服务业的质的跨越。

受智慧城市的理念及其在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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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应运而 生。从 城 市 角 度，“智 慧 旅 游”
可视作智慧城市信 息 网 络 和 产 业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子系统，实现“智慧 旅 游”的 某 些 功 能 可 借 助 或 共

享智慧城市的已有成果。因“智 慧 旅 游”是 一 项 侧

重公共管理与服 务 的 惠 民 工 程，将“智 慧 旅 游”在

城市视角下纳入智 慧 城 市 有 助 于 明 确 建 设 主 体 并

集约资源。然而，值 得 注 意 的 是，由 于 旅 游 者 与 城

市居民的特性与 需 求 差 异，“智 慧 旅 游”与 智 慧 城

市体系下的“旅游”是 不 同 的 两 个 概 念; 旅 游 并 不

仅发生在城市，前者要比后者具有更广泛的内涵。
1． 2 智慧旅游的发展条件

智慧旅游概念源于智慧地球与智慧城市，但其

发展的推动 力 依 托 以 下 六 个 方 面: ( 1 ) 全 球 信 息 化

浪潮促进了 旅 游 产 业 的 信 息 化 进 程; ( 2 ) 旅 游 产 业

的快速发展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尤其是旅游业被

国务院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

群众更加满 意 的 现 代 服 务 业”以 来，旅 游 业 与 信 息

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引导旅游消费、提升旅游产业

素质的关键环节; ( 3 ) 物联网 /泛在网、移动通信 /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与发展

具备了促成 智 慧 旅 游 建 设 的 技 术 支 撑; ( 4 ) 整 个 社

会的信息化水平逐渐提升促进了旅游者的信息手段

应用能力，使 智 能 化 的 变 革 具 有 广 泛 的 用 户 基 础;

( 5 ) 智能手 机、平 板 电 脑 等 智 能 移 动 终 端 的 普 及 提

供了智慧旅游的应用载体; ( 6 ) 最为重要的是，随着

旅游者增加和对旅游体验的深入需求，旅游者对信

息服务的需求在逐渐增加，尤其旅游是在开放性的、
不同空间之间的流动，旅游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和不可预见性，实时实地、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是提

高旅游体验质量的重要方式，也昭示了智慧旅游建

设的强大市场需求。智慧化是社会继工业化、电气

化、信息化之后的又一次突破。智慧旅游已经成为

旅游业的一次深刻变革。
2 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2． 1 智慧旅游概念评述

尽管我国许多地方已在尝试进行智慧旅游的建

设，但相关的智慧旅游研究文献却较为少见，对智慧

旅游的概念没有统一的、标准的、科学的定义，缺乏

理论支撑［5］。目 前 学 者 对 于 智 慧 旅 游 的 概 念 总 体

上不及智慧城市概念阐述深入与完整，也体现了智

慧旅游研究处于初始阶段( 表 1 ) 。
综观表 1 所列的各种智慧旅游概念，主要存在

四点不足之 处: ( 1 ) 核 心 技 术 不 明 确 或 技 术 体 系 框

架不清晰，将不同层面的技术平行罗列，逻辑体系不

严谨; ( 2 ) 核心技术的概念陈述、理解以及解读不准

确，智慧旅游的非学术性和非专业性的表述会造成

理论知识体 系 的 混 乱; ( 3 ) 应 用 主 体 不 明 确 或 不 全

面，使智慧旅游的受益范围缩小，且应用价值论述不

充分，也使 得 智 慧 旅 游 的 应 用 机 制 难 以 真 正 构 建;

( 4 ) 不区分 公 益 性 与 营 利 性，造 成 建 设 主 体 与 运 营

主体不明，影响与制约智慧旅游的推广应用，以及商

业模式的混乱，建设与运营的主体缺位和错位。
表 1 目前现有智慧旅游概念一览表

Tab． 1 Current definitions of smarter tourism

作者( 时间)

Author ( Time)

概 念

Definitions

叶铁伟

( 2011 － 05 )

利用 云 计 算、物 联 网 等 新 技 术，通 过 互 联 网 或 移

动互 联 网，借 助 便 携 的 终 端 上 网 设 备，主 要 感 知

旅游 资 源、经 济、活 动 和 旅 游 者 等 方 面 的 信 息 并

及时 发 布，让 人 们 能 够 及 时 了 解 这 些 信 息，及 时

安排和调整工作与旅游计划，从而达到对各类旅

游信 息 的 智 能 感 知、方 便 利 用 的 效 果，通 过 便 利

的手段实现更加优质的服务

黄超、李云鹏

( 2011 － 05 )

智慧 旅 游 也 被 称 为 智 能 旅 游，就 是 利 用 云 计 算、

物联网等新技术，通过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借助

便携的上网终端，主动感知旅游资源、旅游经济、

旅游 活 动 等 方 面 的 信 息，达 到 及 时 发 布、及 时 了

解、安 排 和 调 整 工 作 与 计 划，从 而 实 现 对 各 类 旅

游信息的智能感知和利用

吴学安

( 2011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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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林、

范云峰

( 2011 － 10 )

智慧旅游系统是智慧旅游的技术支撑体，它以在

线服务为基础，通过云计算中心海量信息存储和

智能运算服务的提供，满足服务端和使用端便捷

地处理掌控旅游综合信息的需求

马勇

( 2011 － 11 )

智慧旅游是以物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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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应用

资料来源: 表 中 观 点 据 参 考 文 献［6 － 9］; 马 勇 教 授 观 点 来 自

2011 年 11 月中国( 温州) 网络旅游节发言。

2． 2 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笔者认 为，智 慧 旅 游 是 基 于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 也称信 息 通 信 技 术，ICT ) ，为 满 足 游 客 个 性 化 需

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而实现旅游资源及

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

理变革。从内涵来看，智慧旅游的本质是指包括信

息通信技术在内的智能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是

以提升旅游服务、改善旅游体验、创新旅游管理、优

化旅游资源利用为目标，增强旅游企业竞争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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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管 理 水 平、扩 大 行 业 规 模 的 现 代 化 工 程。
智慧旅游是智慧地球及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智慧旅游与旅游信息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信

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

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旅游信息化狭义上讲

是旅游信息的数字化，即把旅游信息通过信息技术

进行采 集、处 理、转 换，能 够 用 文 字、数 字、图 形、声

音、动画等来存储、传输、应用的内容或特征; 广义上

讲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旅游产业链进行深层

次重构，即对旅游产业链的组成要素进行重新分配、
组合、加工、传播、销售，以促进传统旅游业向现代旅

游业的转化，加快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信息化

与旅游信息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过程的理解侧重

于实现信息化的过程，而结果则侧重于“信息化了”
的结果。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在

实践中更侧重于是一个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

进行的过程。智慧旅游则可理解为旅游信息化的高

级阶段，其并不是旅游电子政务、旅游电子商务、数

字化景区等用“智慧化”概念的重新包装，而是要能

够解决旅游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满足旅游发展中

的新需求，实 现 旅 游 发 展 中 的 新 思 路 以 及 新 理 念。
为此，智慧旅游的建设目的集中于三个方面: ( 1 ) 满

足海量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日渐兴盛的散客市场使

得自助游和散客游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出游方式。
据不完 全 统 计，北 京 旅 游 的 散 客 占 到 游 客 总 数 的

91% ①。未来散 客 的 市 场 份 额 将 不 断 扩 大，因 此 更

加便利快捷的智能化、个性化、信息化的服务需求量

将不断扩大。( 2 ) 实现旅游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的

无缝整合。随着电子政务向构建服务型政府方向发

展，旅游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应是海量信息的充分利

用、交流与共 享，以“公 共 服 务”为 中 心 的 服 务 与 管

理流程的无缝整合，实现服务与管理决策的科学、合
理。( 3 ) 为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提供服务。旅游

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在智慧旅游的建设过

程中如何吸引旅游中小企业加快信息化进程是目前

各智慧旅游试点省市在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基

于云计算的智慧旅游平台能够向中小旅游企业提供

服务，为其节省信息化建设投资与运营成本，是旅游

中小企业进行智慧旅游集约化建设的最佳方式。
2． 3 智慧旅游的核心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是智慧旅游所引发的旅游变革的

基础。大部分观点认为，智慧旅游基于云计算和物

联网、互联 网。黄 超 等［7］ 认 为，智 慧 旅 游 技 术 层 包

括信息技术( RFID 技术、空间定位技术、SOA 技术、
SaaS 技术、云计 算 技 术) 、物 联 网 技 术、互 联 网 技 术

( Web 2． 0 技术、三网融合技术) 、3G 移动通讯技术、
传感技术等。刘军林等［9］ 认为，智慧旅游技术支撑

是云计算、物联网、高速无线通信技术、地理信息系

统、虚拟现实技术等。已有论述一方面混淆了信息

技术的层次，将位于技术体系不同层面的技术以及

技术大类与其子类平行罗列，造成概念上以及技术

应用上的混乱; 另一方面未明晰智慧旅游区别于数

字旅游以及其他传统信息系统的特有核心技术。本

文认为，智慧旅游区别于一般信息系统或工程的核

心技术，是云计算、物联网、移动终端通信以及人工

智能四大技术的集大成者，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

成创新和应用创新。
2． 4 智慧旅游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严格来说，国 外 并 无“智 慧 旅 游”这 一 专 业 术

语，“智慧城市”其实只是 IBM 公司推出的一个商业

计划和项目。笔者在线查阅了国外各大学术文献数

据库 200 多篇与旅游信息化相关论文，也未发现有

“智慧旅游”这 一 概 念。但 国 外 将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于

旅游业的研究和实践开展得比国内早，如欧盟早在

2001 年的“创建用户友好的个性化移动 旅 游 服 务”
项目; 韩国旅游局的“移动旅游信息服务项目”［10］;

日本 NTT DoCoMo 公 司 的“i － mode”手 机 服 务 项

目［11］。
我国国家旅游局将“智慧旅游”写入了“十二五

旅游发展规划”中，并 对“智 慧 旅 游 城 市”试 点 工 作

进行了部署，确 定 了 江 苏 镇 江 为“国 家 智 慧 旅 游 服

务中心”。从 2010 年始，南京、苏州、扬州、温州、北

京纷纷宣布了建设“智慧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有

条件城市则率先开展了智慧旅游的建设，至今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上海市面向旅游者提供的基于

智能手机终端的“智能导游”，涵盖导游、导航、导览

等服务［12］; 北京 市 采 用 基 于 二 维 码 的 物 联 网 技 术，

向旅游者提 供 一 种 线 上、线 下 融 合 的“景 区 电 子 门

票”服务 等。同 时，智 慧 旅 游 也 受 到 国 内 学 界 的 关

注，东南大学搭建了多学科交叉、科学研究与应用融

合的智慧旅游实验平台［13］。
3 智慧旅游的 CAA 框架体系

智慧旅游建设的首要关键问题是如何明确开发

主体、应用主体以及运营主体。这一问题不解决，智

慧旅游的建设与发展将无法进入良性循环。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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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旅游的 CAA 框架体系

Fig． 1 The CAA framework of smarter tourism

一关键问题，智慧旅游首先需要构建一种能够梳理

上述问题的框架模型。笔者认为应构建由智慧旅游

的能力( capabilities) 、智慧旅游的属性( attributes) 以

及智慧 旅 游 的 应 用 ( applications ) 三 个 层 面 构 成 的

CAA 框架体系( 图 1 ) 。
能力( capabilities) 是指智慧旅游所具有的先进

信息技术能力，属性 ( attributes) 是指智慧旅游的应

用是公益性的还是营利性的，应用 ( applications) 是

指智慧旅游能够向应用各方利益主体提供的具体功

能。公益性指智慧旅游的应用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

提供，以公共管理与服务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营

利性应用由市场化机制来决定服务提供商。智慧旅

游的属性能够决定其开发主体、应用主体以及运营

主体。智慧旅游的 CAA 框架体 系 的 内 涵 可 归 结 为

以下三点: ( 1 ) 以 智 慧 旅 游 目 的 地 的 概 念 来 明 确 应

用主体。因此，除了一般智慧旅游所涵盖的旅游者、

政府、企业之外，还包含了目的地居民，即智慧旅游

面向涵盖了景区、城市( 街区、社区等) 、区域性旅游

目的地概念; ( 2 ) 公 益 和 营 利 属 性 是 信 息 技 术 能 力

和应用的连接层，即纵向可建立起基于某种 ( 某些)

信息技术能 力，具 有 公 益 或 营 利 性 质 的，面 向 某 个

( 某些) 应用主体的智慧旅游解决方案; ( 3 ) 公 益 性

智慧旅游和营利性智慧旅游的各种应用以及两者之

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兼容性和连通性，可最大程度地

避免信息孤岛和填补信息鸿沟。
基于 CAA 框架体系，可进一步定义智慧旅游的

核心能力与应用模型。
3． 1 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

智慧旅游作为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种革新，其概

念与内涵离不开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通信

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是智慧旅游的

关键技术，称为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指智慧旅游具

有的核心技能，基于这些核心技能，智慧旅游能够向

应用对象( 3． 2． 1 ) 提供各种价值 供 给 ( 3． 2． 2 ) 。这

四大核心能力充分体现了智慧旅游对于旅游资源及

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能力，这是智慧旅游

的核心标志，也有别与前一代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

应用。
智慧旅游的四大核心能力不是孤立与分散的，

而是相互关联并有机集成的，从而形成了智慧旅游

的总体技术框架，称为核心能力框架( 图 2 ) 。

图 2 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框架

Fig． 2 The key capability framework of smarter tourism

从信息角度来看，物联网( 移动通信网、移动互

联网、传统互联网) 是信息获取、交换以及共享的渠

道; 云计算是信息的网络应用方式; 人工智能是信息

处理、分析以及推理的方法; 移动智能终端是应用对

象与信息交互的方式，是信息的表现载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将

不断扩充与发展。
3． 1． 1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是智慧旅游的核心网络。物联网实现了

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互联［14］ (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ITU) 。从 定 义 上 讲，物 联 网 是 通 过 射 频 识 别

( RFID) 、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 GPS) 、激光扫

描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物品与网络连

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
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智慧旅游中的物联网可以理解为互联网旅游应

用的扩展［15］以及泛在网的旅游应用形式［16］。如果

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旅游应用为“线上旅游”，那么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旅游应用则可称为同时涵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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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线下”的“线上线下旅游”。物联网技术突破

了互联网应用的“在线”局限，而这种突破是适应旅

游者的移动以及非在线特征的。泛在网是指无所不

在的网络，即基于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利用现有的和

新的网络技术，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无

所不在的按需进行的信息获取、传递、存储、认知、决
策及使用等的综合服务网络体系。基于物联网的旅

游应用的“线上”、“线下”融合体现了泛在网“无所

不在”的本 质 特 征，而 这 种 本 质 也 是 适 应 旅 游 者 的

动态与移动特征的。
3． 1． 2 移动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是物与物通信模式中的一种，主要是

指移动设备之间以及移动设备与固定设备之间的无

线通信，以实现设备的实时数据在系统之间、远程设

备之间的无线连接［17］。因此，移动通信可理解为物

联网的一种物与物连接方式，是支撑智慧旅游物联

网的核心基础设施。
移动通信技术作为物联网的一种连接方式之所

以被特别提出，是因为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发展与

普及，移动通信技术使得信息技术的旅游应用从以

个人计算机 为 中 心 向 以 携 带 移 动 通 信 终 端 设 备 的

“人”———旅游者为中心发展，体现了以散客为服务

对象的信息技术应用方向。个人计算机基于计算机

网络技术连接，通过互联网技术繁荣各种旅游应用;

而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基于移动通信技术连接，通过

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繁荣各种旅游应用。移动通信

技术自诞生以来迅猛发展，已经从第一代发展至第

三代，并正在 向 第 四 代 前 进，第 四 代 也 被 称 为 新 一

代、超三代。智慧旅游中的移动通信技术为旅游者

提供丰富的高质量服务，如全程( 游前、在途、游后)

信息服务、无 所 不 在 ( 任 何 时 刻、任 何 地 点) 的 移 动

接入服务、多样化的用户终端( 个性化以及语音、触

觉、视觉等多方式人机交互) 以及智能服务( 智能移

动代理，Intelligent Agent) 等。智慧旅游的移动通信

技术应用将 极 大 改 善 旅 游 者 的 旅 游 体 验 与 游 憩 质

量，提升旅游目的地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使旅游管

理与服务将向着更加精细以及高质量方向推进。移

动通信技术在智慧旅游中体现的是满足游客个性化

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的智慧。
3． 1． 3 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是一种网络应用模式，计算机终端、移动

终端等终端使用者不需了解技术细节或相关专业知

识，只需关注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以及如何通过

网络来得到相应服务，其目的是解决互联网发展所

带来的巨量数据 存 储 与 处 理 问 题［17］。云 计 算 的 核

心思想是计算、信息等资源的有效分配。
云计算技术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指用

来构造应用程序的系统平台，其地位相当于个人计

算机上 的 操 作 系 统，称 为 云 计 算 平 台 ( 简 称 云 平

台) ; 另一方 面 描 述 了 建 立 在 这 种 平 台 之 上 的 云 计

算应用( 简称云应用) ［18］。云计算平台可按需动态

部署、配置、重新配置以及取消部署服务器; 这些服

务器可以是物理的或者虚拟的。云计算应用指一种

可以扩展至通过互联网访问的应用程序，其使用大

规模的数据中心以及功能强劲的服务器来运行网络

应用程序与网络服务，使得任何用户通过适当的互

联网接入设备与标准的浏览器就能够访问云计算应

用［19］。
智慧旅游的云计算建设须同时包含云计算平台

与云计算应用。目前，智慧旅游实践中经常混淆了

云计算平台 与 云 计 算 应 用 两 个 概 念，如“旅 游 云”、
“旅游云计算”、“旅游云计算 平 台”等。实 际 上，云

平台具有某种程度的具体应用无关性，因此智慧旅

游的云计算技术的应用研究应侧重于云计算应用，

如研究如何将大量、甚至海量的旅游信息进行整合

并存放于数据中心，如何构建可供旅游者、旅游组织

( 企业、公共管理与服务等) 获取、存储、处理、交换、
查询、分 析、利 用 的 各 种 旅 游 应 用 ( 信 息 查 询、网 上

预订、支付等) 。从某种程度上讲，云计算技术在智

慧旅游中体现的是旅游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共享与充

分利用以及一种资源优化的集约性智慧。
3． 1． 4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 智 能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 研 究 如 何

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

本理论、方法和技术，涉及知识表示、自动推理和搜

索方法、机器学习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

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

等方面的 研 究 内 容。目 前 已 经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机 器

人、决策系统、控制系统以及仿真系统中。
智慧旅游包含了以物联网与移动通信为核心的

先进计算机软硬件以及通信技术，也包含了以云计

算为核心的 计 算 与 信 息 资 源 的 合 理 及 有 效 分 配 技

术; 但是，如何充分利用智慧旅游不断采集、存储及

处理的大量甚至海量数据信息，使其能够在旅游服

务及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关系智慧旅游成

败的关键问题。人工智能就是智慧旅游用来有效处

理与使用数据、信息与知识，利用计算机推理技术进

行决策支持并解决问题的关键技术。在旅游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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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工智能 更 多 地 被 用 于 旅 游 需 求 预 测 中［20］; 而

人工智能在智慧旅游中的作用不仅在于此，还包含

游憩质量评价、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旅游突发事件预

警、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等诸多领域。如果将物联网、
云计算以及 移 动 通 信 技 术 看 成 智 慧 旅 游 的 构 架 技

术，那么人工智能就是智慧旅游的内核技术。
3． 2 智慧旅游的应用模型

3． 2． 1 智慧旅游的应用对象

智慧旅游的应用模型是智慧旅游具有实际意义

的基础。本文从识别智慧旅游信息系统的应用对象

及其相互关系入手，围绕应用对象本身及其之间的

交互对智慧旅游的需求来构建智慧旅游的应用模型

( 图 3 ) 。

图 3 智慧旅游的应用模型

Fig． 3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smarter tourism

智慧旅游的四大应用对象为: 以政府为代表的

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旅游者、旅游企业以及目

的地居民。与传统信息技术应用面向政府、企业与

旅游者三大主体不同，智慧旅游将目的地居民纳入

应用对象，即智慧旅游在智慧城市外延下，不仅能够

为旅游者提供服务，还能够使旅游管理、服务与目的

地的整体发展相融合，使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和谐

相处。
智慧旅游面向这四大应用主体构建应用系统，既

需要满足应用主体自身的需求，也需要满足应用主体

之间的交互需求。例如，对于旅游者，智慧旅游既面

向旅游者自身( T) 及其之间( T2T) 的需求，又面向旅

游者与政府之间( T2G) 、旅游者与企业之间( T2E) 以

及旅游与目的地居民之间( T2R) 的交互需求。
3． 2． 2 基于多利益主体的价值供给

智慧旅游依托物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云计

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四大关键技术，通过感知

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方式，可以将旅游过程中的物

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

础设施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使

旅游业涉及的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

协同作业，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做出最好的旅游活动

和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由于

智慧旅游面向旅游者、企业、政府和居民，因此，其应

用给不同的利益主体提供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供

给体现在智慧旅游的信息应用层面( 图 4 ) 。
对游客而言，智慧旅游可以让其获取旅游全域 /

全流程的信息服务，实现出游前的信息查询、合理线

路设计、旅游预订、智能导览、门票及优惠券获取、紧
急救援、投保理赔等价值。对企业而言，可以获取旅

游电子商务、营销、满意度调查、行为追踪、数据统计

及挖掘等价值。对政府而言，可以获取行业市场监

管、旅游信息与其他公共服务信息共享与协同运作、
旅游目的地营销等价值，实现指挥决策、实时反应、
协调运作，政府可以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做出最优的

城市发展和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

灾害，形成产业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对居民

而言，可以享受交通、游憩、休闲等多种系统信息共

享的价值。
4 结论及建议

中国的旅游信息化建设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

一阶段是专业化阶段，这个阶段景区和管理部门建

立自己的网站; 第二阶段是建设数字旅游和数字景

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已经实现了一些分布式的数

据集成管理功能，并建立了一定的数据共享和服务

机制; 第三个阶段就是智慧旅游的阶段，是智能化的

阶段。目前的智慧旅游阶段必然带来整个产业的全

面革新。随着旅游业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信息

化浪潮的推动，游客个性化需求的日益强烈，尤其是

随着旅游市场结构变化和旅游者行为方式变化，游

客对信息服务的诉求大幅提升，智慧旅游未来将在

游客定制化服务、旅游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与行业监

管、公共信息与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智慧旅游发展的强劲势头下，旅游研究者与

实践者需要对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理论支撑到实

践方案进行深入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推动

与引导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的紧迫任务

来看，建议政府从六个方面来推动与引导智慧旅游

的研究与实践:

( 1 ) 鼓励和扶持智慧旅游相关基础与支撑理论

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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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慧旅游应用示例

Fig． 4 The applications of smarter toursim

( 2 ) 主 导 智 慧 旅 游 的 相 关 标 准 化 研 究 与 标 准

制定;

( 3 ) 构建智慧旅游的评价体系;

( 4 ) 重 点 面 向 中 小 企 业 ( SMEs ) 构 建 云 应 用 服

务的同时，积极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投入智慧旅

游的建设与发展;

( 5 ) 及时总结、分析试点省市开发、建设以及运

营模式，并因地制宜地进行推广实施;

( 6 ) 充分利 用 智 慧 旅 游 建 设 成 果，将 其 转 化 成

提升旅游公 共 服 务 和 管 理 ( 如 旅 游 统 计、游 客 满 意

度调查、游客流量预报等)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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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Concept of Smarter Tourism 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ZHANG Ling-yun，LI Nao，LIU Min

( Tourism Institute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upgrading of tourism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building smarter cities，smarter
tourism has become the key poi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informatization and front-line problems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all parts of China． As smarter tourism is still at its infant stage，we have not established or reached
consensus about its basic concept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system，unable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practice． This will
lead to the confusion of tourism information system or project construction，isolated island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huge waste of resources resulting from the error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restrospec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smarter tourism and the comment of available concept，we propose the basic concept of
smarter tourism． Based on the definition，a CAA framework of smarter tourism is proposed，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levels: its capabilities，attributes and applications． This framework emphatically elaborates the four core
technologies of smarter tourism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ourism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ts value supply to the four
application objects: tourists，residents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e paper are: 1．
the basic concept of smarter tourism is clarifi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comment; 2． a CAA three
leveled 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smarter tourism is proposed; 3． four c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f smarter
tourism are introduced: the Internet of things，mobile communication，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4． value supply of smarter tourism based on multiple stakeholders is elaborated．
Key words: smarter tourism; CAA framework system; core technology; value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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