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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截止2022年底，我国已经设立了6565家博物馆，它们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缩影，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

资源，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计算机网络发展迅速，博物馆由线下实体场馆转化为线上公开共享的智慧化博

物馆。目前，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云看展”AR、WR技术等智慧化服务。智慧化博物馆更有效地

优化整合了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数据共享、实时教育等方面的智慧化服务。本文通过阐述智慧旅游的

概述结合当代智慧博物馆的现状，指出目前博物馆智慧化旅游智慧管理系统不完善、智慧服务较为单一，

智慧营销缺乏特色的问题，并且提出智慧系统再升级、提升智慧服务水平、精准智慧营销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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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2022, China has 6565 museums, which are the concentration of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have become high-grade tourism resources to attract tourists, especiall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urist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computer network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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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ums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offline physical venues into online and publicly shared intel-
ligent museum. At present, museum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launched the “cloud viewing exhibi-
tion” service. “Wisdom” can more effectively play the public service functions of museums in re-
sourc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sharing and reuse, real-time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overview of wisdom tourism combined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wisdom,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museum of wisdom tourism wis-
dom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wisdom service is relatively single, wisdom marketing 
lack of characteristic problem, and wisdom system to upgrade, enhance the service level of the 
wisdom, accurate wisdom marketing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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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实

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文化新企业、文化新业态、文化消费新方式[1]。互联网时代下信息的

不断升级，使得智慧化博物馆只有快速发展才能符合整个时代的需求。博物馆旅游是以博物馆为载体的

一种旅游活动，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外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形态[2]。智慧博物馆以人为本，整合数字

化智能和互联网思维，全面提高博物馆文化传播、智慧教育、精准服务、综合管理的有效性，为公众提

供菜单化、信息化等高效服务。 

2. 智慧旅游背景简述 

2.1. 智慧旅游的发展 

2010 年，江苏省镇江市首次公开提出“智慧旅游”的新概念，率先开展“智慧旅游”建设；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成立，旅游产业发展迅速，进一步推动了“智慧旅游”的发展。结合近几

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相关数据来看，大数据时代，游客通过在手机终端上实现基于

吃住行游购娱等全程化活动与服务，通过网络媒体获取各类碎片化的旅游信息等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习惯。 
智慧旅游，对于旅游者而言就是通过互联网了解景区的旅游资源、经济、活动等方面的信息，及时

安排和调整旅游计划，从而使得旅游活动更加便利，以此来提升旅游体验；对于景区而言智慧旅游最主

要体现在旅游管理、旅游服务和旅游营销的三个层面[3]，最终目的都是使得景区环境与社会更加协调达

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2. 如何实现景区智慧旅游 

首先是智慧旅游管理。按照传统的事件管理划分主要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事后管理。智慧

旅游管理要求事前整合旅游目的地资源，上传到互联网旅游资源平台，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优势进行分

工协作，满足旅客吃住行游购娱的各项需求，实现组合发展；事中管理是指游客已到达景区后的管理，

包括景区车辆管理系统、游客数量监测系统、景区资源环境监测等相关系统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财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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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办公系统、管理系统等，对景区的资源、环境、各类安全，以及景区内部人事、财务、办公等进行

智慧化管理，运用技术化的手段，使景区在管理过程中更加科学化、标准化、便捷化；事后管理主要是

指游客投诉系统、收集景区评价功能，根据游客合理建议进行改正与调整。 
其次是智慧旅游服务。打造智慧便捷的服务平台，如手机 App、小程序等，为游客提供完整旅程服

务。旅游前服务包括游客预定门票、餐饮、住宿等服务，提供景区营销推广与信息通知的有效窗口；旅

游过程中提供全面的旅行服务，如展品介绍、导游、线路规划等服务，还包括景区智能体验，创新游客

体验产品，打造夜间旅游新产品体验，丰富旅游活动；旅游后提供文创特产购买、游记分享以及意见建

议等，为游客提供完整智慧化服务的同时，也为景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意见采集来源[4]。 
最后是智慧旅游营销。大数据时代旅游需要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利用抖音、微博等新媒体进行宣

传营销，利用旅游智慧化做到精准营销。其中最火的营销方式当属“旅游 + 短视频”模式，借助短视频

直观立体的表现形式充分展示旅游景点，将旅游景点打造成爆款营销内容，覆盖网络用户，只要网络用

户填写相应信息或者加以关注，旅游企业就可获取准客户信息[5]。景区通过智慧旅游营销对不同渠道的

推广活动效果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可以选出最佳的营销渠道。 

3. 博物馆智慧化旅游发展现状 

3.1. 散点化的场馆智慧化管理现状 

目前国内大部分博物馆尚处于信息化建设不充分、不完善的阶段，智慧博物馆建设在实质上都属于

信息化应用建设，在基础层次上，如机电控制、安防监控、配电照明、票务管理、参观导览、定位讲解

等方面多处于散点化的独立智能化状态，此类智慧化博物馆管理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博物馆的现状。 

3.2. 智能设备引导的智慧化服务现状 

目前博物馆旅游智慧化游客可以在入口处或手机客户端选择语音导览和视频导览服务，不仅能更好

地了解各个展览区的文物状况和历史背景，还可以获得专业讲解。利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可以获得展览

区域内详细的讲解资料，包括文物介绍、历史背景等。在展览区域内，游客可以通过智能语音问答机器

人向博物馆提问并获得答案。配备了多媒体自助导览设备，游客可以自行选择观看视频和介绍文物。游

客可以用手机客户端查看展览地图、文物信息、游客常见问题等，从而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博物馆的文物

展览。 

3.3. 博物馆智慧化营销现状 

大多数博物馆的营销现状主要是结合其他网络热点与媒体进行结合营销，一般都是通过国家博物馆

或者故宫博物院等大型知名博物馆推出的营销模式，例如电视综艺、网红打卡盖章、标志物雪糕等等营

销手段，在自媒体时代进行传播与营销，有一定讨论热度之后各地博物馆再推出相似的营销产品与策略。 

4. 博物馆目前智慧旅游存在的问题 

4.1. 智慧旅游管理系统不完善 

对于游客来讲，博物馆旅游管理智慧化系统不完善主要是指：事前了解博物馆的资源时大都只有“镇

馆之宝”、极具特色或历史价值的藏品信息，对于旅游规划时间、线路等其他准备工作都不清晰；到达

博物馆后的智能停车系统、游览参观路线、藏品种类、历史时间与重大事件普及，导游智能讲解系统都

不健全；事后导游评价系统、相关知识的普及、文创产品的研发与制作、网红打卡集章等行为都没有做

到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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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博物馆智慧旅游服务较为单一 

对于游客来说，博物馆旅游管理系统重点是指预约管理系统。目前博物馆大都不需要门票，游客通

常会关注博物馆的官方媒体号，使用博物馆的公众号或者 App 进行了线上预约活动，总体来说博物馆智

慧化系统较为单一，虽然有的博物馆内部具有蓝牙设备讲解系统，但是由于讲解需要付费且旅游体验远

不如人工讲解，随着自媒体的繁荣，AR/WR 技术也应用于博物馆旅游，但是类似于看电视一样，故事老

旧，毫无新意且价格不菲。故只是智慧化的预约系统起到了作用，而且预约系统在为人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会对老年人造成困扰引起了消费者的不快。 

4.3. 博物馆智慧营销缺乏特色 

由于大部分博物馆属于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营销等商业行为较为抵触，营销理念较为薄弱，相

关的营销活动较少[6]。目前看到的网红博物馆营销寥寥无几，大数据时代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收入在

2017 年就已达 15 亿元，其他博物馆都在争相模仿，网红雪糕、文物仿制品、印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等

传统营销高度重复，缺乏特色。在智慧营销方面同样是借鉴其他优秀案例，“博物馆 + 影视综艺”、“博

物馆 + 游戏”、“博物馆 + 其他”等等各种产业联动营销，但目前主要做到的只是借用博物馆的场地，

或者知名文物进行简单的讲解，缺乏深度融合，缺乏营销特色。 

5. 智慧旅游背景下博物馆旅游质量提升建议 

5.1. 博物馆智慧管理系统再升级 

博物馆在智慧化过程中要不断完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采用云技术对进入博物馆的访问者档案进行

智能存储和安全管理，形成相关统计报告，实时控制访问者数量，将未履行博物馆设置规则的访问者纳

入黑名单管理。 
在线上展览方面，政府首先要发布文件，鼓励网上展服务导向，实施“互联网 + 文化”行动计划，

推广成功案例。其次，博物馆应积极响应国家公共危机管理政策，科学选择和使用 3D 技术、VR 全景直

播等先进手段，优化观看细节、浏览故事、音频导航等虚拟访问方式。第三，互联网领先企业应积极发

挥市场参与者的作用，为博物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对于线下展览，首先与文博单位建立收集信息管

理平台，收集、分析和完善各种收集数据，实现综合视觉管理，促进博物馆展览服务的现代化、数字化

和推广。二是充分整合多媒体技术，优化显示方式和采集过程，合理利用三维、人工智能触摸屏、VR 漫

游影院等手段，增强观众的体验和兴趣。 
开发一个移动志愿者服务平台。利用 GPRS 等技术直观地共享志愿者信息，构建本地和场馆互连的

“志愿者圈”，建立现场讲解、馆外录像、云直播等多种自动组合志愿者模式，打破志愿者服务的时空

限制。通过对志愿者信息的筛选，发布高质量的服务内容，促进志愿者资源的有效利用，解决志愿者需

求偏差和供应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优势和专长。根据志愿者的类型和服务时间，对志

愿者以二维代码专用模式、个人身份、数据号码等形式给予不同的标识，根据志愿者的特殊技能和意愿，

合理地推向相关性较高的需求群体。同时，在重要展位、特殊节假日和重点活动中设立“兼职志愿者”、

“在线志愿者”专栏，加强高水平志愿者服务的分发和日程安排，优化“一对一”、“一对多”的志愿

者服务模式。创建由相关专家、设计师、社会关怀人士共同打造的专业志愿者服务模块，为博物馆文化

创意设计、展览技能开发、教育项目推广提供方案建议。 

5.2. 提升博物馆智慧服务水平 

博物馆中的预约系统已被大家熟知，建议后续改善其他管理系统，前期利用地图 App 作为指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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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同的抵达路线，准确地找出旅客感兴趣的场馆，将场馆的地理位置串联起来，为其他特色博物馆吸

引旅客，还可以根据博物馆不同的主题设计主题路线，做到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博物馆共同发展；

中期抵达博物馆后参观模式智慧化，以历史时间顺序、展品种类分布、特色展品等等设计相应的旅游路

线，在手机上进行定位打卡式的参观。利用新型技术展示文物的制作方法、过程、历史重大事件的经过

智慧化展示出来，但并不是利用一块幕布简单的展示，利用 3d 打印技术恢复文物的完整。展览还包括线

上虚拟场景，线上的展览需要大数据的技术支持，保证线上的安全性、流利性、特色性，打造虚拟场景，

解释文物的相关背景、历史故事、传承价值；旅游景区后期的智慧化主要是评价、建议、投诉等系统，

但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博物馆后期的智慧化主要是电子文创、网络打卡等新型数字化。 
博物馆智能应注重用户的视角，设计一个集“销售、检查、管理”等一体的智能票务系统。首先，

改变以往单一票务模式，建立票务信息发布、查询、活动讲座预约等票务功能，开发手机扫码、微信公

众号服务系统，拓展多渠道支付方式。同时，积极实施“全网络营销”战略，博物馆通过互联网一站式

发布和维护网络中博物馆的正确信息，积极与旅游网站、旅游博主等与旅游相关的网络热点话题合作，

提供更全面的智慧化服务。 

5.3. 博物馆旅游智慧精准营销 

博物馆智慧营销不仅仅是利用博物馆这个场所来营销各种线上活动，还需要深刻结合博物馆的内容，

通过影视作品、文学小说中的故事情节阐述文物的前因后果，了解时代背景，历史意义打造以人为本的

智慧博物馆，坚持以观众观览需求为导向。利用大数据聚合技术，收集、分析和生成微博、社交活动、

个人喜好等平台的数据报告，根据游客的选址、游览路线设计和推荐个性化、精致的产品(产品)。同时，

加强导游系统与游客的互动，全面利用物联网技术。除了建立自助导游服务站外，还应保持员工与观众

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实现馆内相关信息的互动和传递。 
博物馆旅游主要是实现其教育价值[7]。在精准营销中，应注重突出文化特色，不断创新科技应用，

形成多功能、全方位的博物馆教育模式。首先，强调线下教育、研学活动，使公众更了解历史文物、通

过专业科普、艺术欣赏等教育机会，实现教育与旅游的有机结合。第二，为推广在线教育，国内外优秀

博物馆应形成联合营销，建立科学有序的旅游线路，完善展览讲解、知识竞赛、在线课程等在线教育方

式。通过与教育深入结合，精准识别目标群体，达到智慧化的精准营销。 

6. 结语 

通过论述智慧旅游背景下主要是指智慧旅游管理、智慧旅游服务、智慧旅游营销的实现，结合目前

的智慧化博物馆尚处于信息化建设不充分、不完善的现状以及智慧化博物馆存在智慧旅游管理系统不完

善、智慧旅游服务单一、智慧营销缺乏特色等问题，提出智慧旅游背景下博物馆旅游质量提升建议其中

包括：博物馆智慧管理系统再升级、提升博物馆智慧服务水平、博物馆旅游智慧精准营销等建议，更好

的利用智慧化设施促进博物馆旅游的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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