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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数字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乡村旅游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有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乡村旅游

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通过对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研究分析发现数字化经济能帮助拓宽乡村

旅游发展新空间、促进乡村旅游新业态的培育、带动并激发乡村旅游新需求，但是乡村旅游仍存在乡村

旅游投资渠道不足，数字经济与旅游业融合度差、旅游服务供给质量较低等问题。对此，应采取加大政

府投资力度，以新一代科技为引领，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场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旅游产品与服

务等策略，以更好地推动乡村旅游实现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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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tour-
ism in content and form ha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pow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Digital economy can help broaden the new spac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orms of rural tourism, and stimu-
late the new demand for rural touris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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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channels for rural tourism, poor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and low quality of tourism service supply. In response, we should increase govern-
ment investment, take the new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as guidance, create an immersive tourism 
experience scene,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e tourism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other strategie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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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8 年，我国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 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印发了《数字乡村规划》，指出要

进一步提高乡村发展能力，在 2022 年我国文旅部等 9 部门联合颁发了《关于深化“互联网 + 旅游”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以强调数字化科技在乡村旅游当中的重要作用。乡村旅游业不断发展

并逐渐成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产业，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数字化科

技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乡村旅游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实现创新有了新的可能，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

发展逐渐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主题[2]，同时乡村旅游业自身具有附加值高、能耗低的属性，深入

影响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就业水平，因而乡村旅游行业如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挖掘出新优势、

培育新模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难点。文章将围绕数字化背景探讨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

究，以期能够为乡村旅游业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 文献回顾 

乡村旅游与数字文化产业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 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高

娇娇(2022)认为乡村旅游是复兴乡村经济、促进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要想保持乡村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需要从深层次考虑“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和谐共存[3]。尹长丰(2023)认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要创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助力乡村产业更加兴旺[4]。黄细嘉

(2023)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在整体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5]。2) 关
于农村数字化的研究。徐宇明(2022)指出产业智能化会通过劳动力转移效应、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

扩散来影响城乡收入分配，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最大[6]。李晓红等(2023)指出

西部地区农村数字化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但农民创业活动的增加会抑制乡村产业

结构升级和农村数字化[7]。3) 关于旅游数字化的研究。彭艳梅，田菁菁(2021)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旅游数字化的升级[8]。银元(2023)指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旅游数字化发展是

一个多层传导驱动力、多次调整状态、多级行动响应的动态过程[9]。王俐等(2023)以数字化赋能旅游供

给侧结构性变革，加强旅游质量监管、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优化旅游服务供给方式，促进“质量”路径

主导的旅游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10]。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更多地将研究的重点对焦于数字化与乡村旅游的关系上，重点突出数字化基础

设施对于乡村旅游的重要拉动作用，强调数字信息的重要性，较少地提及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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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对策，这为本文的相关研究拓宽了空间。本文以数字化背景

下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并对乡村旅游开发前景及问题进行探讨，进而为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业更好

地发展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3.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基本机理 

3.1. 带动当地农村居民就业增收 

随着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使得从前落后偏僻、经济水平欠缺的乡村地区能够借助数字化科技契机，

提升本村优势旅游景点、优质田园风光、乡村特色农产品等服务的曝光度，并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较快的

时机下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提供特色优质服务或特色农产品供有意向的游客选购。当地农户也可以把自

家优势农特产或者以往城市所不具有的特色民俗风景区推广出去，并借助数字化科技，如抖音、快手、

微博等一系列的优质推广平台，能够借机吸引有投资意愿的人推动当地乡村旅游产业与旅游项目的发展，

进而促进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推动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3.2. 提升当地村民的数字化运用能力 

目前来看，大多数农村地区基本上以 50 周岁到 70 周岁老年人为主，他们的数字化意识相对年轻人

来说比较缺乏，WiFi 网络和 5G 由于在大多数乡村地区运用地不够普及，互联网新兴科技对于他们来说

相对比较陌生。随着数字经济不断融入到乡村旅游当中的时候，村民不断接受数字科技的教育，在一定

程度能够改变他们比较匮乏的数字化应用意识，有助于当地中老年人能够不断熟练数字科技，推动当地

旅游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由于乡村地区旅游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外地发展并不好的精壮青年可能

会回乡协助父母操持旅游项目，又因为他们接受数字化的教育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当地乡

村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村民的数字化运用能力相应也会提高，从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3.3. 有利于延长当地乡村旅游产业链 

随着高水品的数字化科技在农村的广泛应用，一些高质量的新兴旅游项目会被一些独具慧眼招商户

或者投资者深入挖掘，开发出相对更长的农村产业链，具有特色的旅游服务项目将进行多样化布局，以

提高当地旅游产品的附加值，增加自身的收益。比如旅游开发公司能够根据当地农村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特色，不断制定更加精准营销方案和管理模式，将一些农业旅游项目通过深加工与创新性设计融入其他

能够促进收益增加的项目当中去，充分发挥乡村文化、特色景区、新兴产业的优势，经过多元化的精准

布局，助力当地乡村旅游业振兴。这样能够将单一的农村旅游服务项目发挥出多样化的效果，同时也能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 

4. 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挑战 

4.1. 数字化旅游活动项目需要不断创新 

在广大农村地区，爬山、在小溪游水垂钓、烧烤食物等传统乡村旅游项目较多，符合新时代旅游者

游玩口味的旅游景点与旅游项目比较匮乏。大多数旅游项目同质化现象比较明显，缺乏创新性和文化底

蕴，很难提高游客的游兴。随着游客的旅游品位的提高与消费偏好的转变，乡村旅游开发者亟需在数字

化背景下快速捕捉游客的较高旅游需求，并创造出更多富有文化韵味且独具创意、新颖性的数字化旅游

产品与旅游项目。 

4.2. 乡村旅游数字化应用意识要不断增强 

大多数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占很大一块比例，留守在农村地区的无业游民也比较多，但是他们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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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应用意识很浅薄，很难将数字化技术合理恰当地应用到实际的旅游品牌推广与旅游项目宣传当中去，

而精通于数字化应用技术的精壮青年大多在外地挣钱养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农村地区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数字化的应用在农村旅游业发展过程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农村特色农产品与旅游

品牌宣传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这就要求旅游开发者不断培养村民数字化运用意识，不断向当地村民灌输

有价值的数字化意识，并不断采用数字化教育平台或互联网+课程等方式，使得当地村民能够精准地将自

己学到数字化技术很好地运用到旅游品牌推广与促销当中。 

4.3. 具有数字化技术的专业人才要不断培养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要求具备专业化技能与知识的人才，但是由于农村地区可就业的渠道比较少，多

数受到很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都会选择性地去到具有丰厚收益的发达城市，而愿意留在农村地区地大多

是一些带孩子的农村妇女以及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他们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并不高，使得农村地区具有数

字化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这一现象便使得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旅游业的应用停滞不前，给数字

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怎样留住和吸引专业人才回乡创业成为一大噬待解决的

难题，人才问题对地区经济和产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旅游开发公司及乡镇政府尽力改善

乡村生活条件，提高专业人才待遇，着眼于留住人才、扎根乡村，旨在为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 

5. 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5.1. 投资力度不足，社会面投资少 

农村在发展数字化旅游方面，政府给予的补贴与资助数额较少，来自社会面的投资渠道较窄，甚至

相关农户经营商在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种植农产品或开掘特定乡村旅游项目设施过程中需要倒贴资金。资

金的筹集来源少、筹集难度大等问题给农村旅游经营者在乡村旅游的数字化建设以及进行乡村旅游数字

化创新创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就造成了许多农户即使有意愿、有想法开展与数字化相关的乡村

旅游的项目，但是迫于资金压力，不得不选择放弃。在社会投资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的交通通达度较差、

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加上卫生环境方面“脏、乱、差”的问题以及相关乡村数字化相关的旅游项目的投

资回报率较低、发展前景不足等方面的顾虑，这使得社会投资方面的需求总量比较小，社会资本在农村

旅游这一块的流入就会显得不足。即使在某些能够吸引游客观赏的旅游景点或农家乐项目，基于短期的

收入总量少，乡村旅游在接受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流入的相对总量来说也会不多。因此乡村旅游经营者

想要通过数字技术现长远的发展目标，必须在寻求政府资金投入方面和社会资金流入方面争取开凿出一

片新的发展空间。 

5.2. 基础设施落后，技术驱动性不强 

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比如 5G 网络技术、宽带应用平台、电子商务、网络虚拟现

实技术等发展程度低，应用不够广泛，这会给时下乡村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考验。乡村地

区在智能民宿、智能采摘、智能观光等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不够重视，餐饮、住宿等基本设施与数

字化结合的程度也不是很高，这会使得乡村旅游者的二次游玩的兴趣降低。以数字化为版图的公共服平

台和基础设建设在乡村地区发展比较滞后，这给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广

大农村地区，以乡村文创旅游品牌推广为支点的线上智能数字平台的建设不足，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

实景化、信息化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少，建设模式与开展方式单一。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旅游的应用越来越普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惠利于乡村旅游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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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更加丰富的营业收益，另一方面对于推广相关乡村旅游活动项目也有比较

大的帮助。但是数字科技的应用在乡村建设方面的驱动力度不是很大，像 5G 技术、大数据平台、智能

技术化导览系统、云计算服务平台等等数字化技术对于促进数字文旅产品创新方面以及乡村旅游相关服

务项目的建设的作用还比较小，其便捷高效的优势还没有被加以利用，由于数字化技术对于乡村旅游业

的贡献力度也不足，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乡村旅游业数字化发展水平。 

5.3. 旅游项目品质差，服务意识不强 

目前，农村地区在旅游活动开发方面，主要以垂钓、蔬菜水果采摘、烧烤、风景观光等项目为主，

很多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旅游项目的数字化品牌意识不强，科技感也不足，缺乏强度吸引游客参

观与欣赏的独特旅游项目。其次，目前的乡村旅游数字化模式还处于缓慢低速的发展阶段，数字化技术

农产品开发、相关旅游活动项目的供给质量还不算优良，乡村旅游市场还缺乏真正能够既能满足游客旅

游体验要求，又能增加营业收入的数字化技术为主导高品质旅游活动与项目。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与数

字经济文化的兴起，人们对乡村旅游的科技化消费意识与数字化观感越来越挑剔，低层次、缺乏科技消

费体验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难度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在乡村地区，预订票务、智能导航、人工识别、AI 技术导航系统等技术与旅游服务品质

的结合度与融入度较低，AI 智能导航系统、语音互动以及 VR 体验等数字化服务在农村旅游当中推广度

也是很有限，这就导致了相关数字化乡村旅游项目的服务质量不断降低。现在的乡村旅游项目的服务员

大部分来源于自给自足旅游活动项目的农户经营者，服务供给中的大部分人群基本来源于中老年人或者

没有获取工作机会的精壮青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文化水平与服务培训并不足，这就很难提供给高端旅游

文化者较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数字化旅游项目品质差以及满足高端旅游文化者的优质旅游服务意识也跟

不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新时代数字化模式下乡村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5.4. 数字化意识不强，旅游项目创新差 

大多数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占很大一块比例，他们的数字化应用意识很浅薄，很难将数字化技术合

理恰当地应用到实际的旅游品牌推广与旅游项目创新当中去。而精通于数字化应用技术的精壮青年大多

在外地挣钱养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随着游客消费偏好的转变，微度

假、乡村近郊旅游在农村地区逐渐兴起，乡村地区的文旅活动项目有着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和自然风光

基础，但是目前在农村的数字化旅游项目呈现更多地是静态的，形式也比较单一、创新性不足，有农村

风味、能记录农村特色景点与线上旅游商城小程序比较匮乏，数字化导览系统的应用也不是很宽泛。数

字化乡村文创旅游项目创新性不强、科技感不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游者的旅游兴致与观光体验。

同时乡村数字化旅游项目新颖性不够、创新性不强以及文化品位不高，这些限制因素会成为当地乡村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路上的绊脚石。 

6. 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策 

6.1. 加大投资力度，拓宽社会融资渠道 

首先，政府的投资是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源泉与重点。乡村旅游品牌文化宣传、交通与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相关旅游活动项目的开展都需要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为了使数字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更加

繁荣兴旺，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管理机构必须增加对乡村旅游这一块的投资力度，以减轻旅游经营者以及

游客在资金投入方面的无形压力。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与旅游管管理机构要想办法引入收益共享机制，

提高社会融资的集群效益，转变单一化的融资模式、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提供合适比例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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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回报率，吸纳社会个人投资。其次，作为农户经营者，需要逐渐拓宽自己的筹资融资渠道，无论是

向政府争取还是向社会招商引资，争取多渠道获取旅游创业经济来源，这样能够帮助节约农户经营者一

部分的资金消耗，给数字化旅游活动与项目的建成提供了潜在可能。在社会方面，数字化旅游相关投资

者要不断增强自己收入预见意识，拥有长远的发展目光，不能局限于投资获得短期快速的收益，而是要

把投资目标聚焦在以数字化模式为主导、可靠性强且有长期收益回报率的乡村旅游项目上去。 

6.2. 完善基础建设，增强数字化驱动性 

政府部门和当地旅游局要十分重视对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旅游交通、物流、电商平台、

宽带设施、5G 网络等方面的持续优化与升级，让数字化旅游项目以及旅游产品的开发有比较健全、完善

的数字化设施支撑体系。相关旅游服务经营者要努力将云旅游、云直播、5G 网络、AI 旅游智能导览系

统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充分运用到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当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与更新数字化基础设施，

让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当中更好的落地、更好地推行。旅游经营者可以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比如

通过农业高新科技平台向游客展示科学技术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运用数

字化信息技术打造创意型旅游文化产品，进一步融入旅游与文物、展演、文化创意、医疗康养等产业；

旅游经营者也可以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通过浏览、观察、定位过往游客参观旅游项目的频率与不同游客

的旅游偏好与消费行为，提升旅游产品及活动项目的精准度及高效性，以此促进乡村旅游营业收入的不

断增加。 

6.3. 优化旅游供给，增强服务意识 

首先，农户经营者开发商要着力推出精品化、特色化的旅游服务产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其润

色，打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供给链，面向不同标准的旅游者针对性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农户经营者还

要十分重视挖掘乡村背后的独特风俗文化与浓厚的人文情怀，结合当地的地域特色、历史脉络、神话传

说等，打造独具一格的 IP 品牌，并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比如抖音、快手、虚拟网络技术、智能 AI
技术，大数据平台等，把这些元素圆融与升华，努力提高旅游产品的供给质量，并使游客的体验感大大

增加。乡村旅游经营者还可以通过运用物联网、5G 网络、以及智慧旅游等网络技术，根据不同消费品位

与旅游喜好的人群进行分类分析，着力打造定制化旅游产品，并通过线上与线下的方式进行沟通，对旅

游活动内容、交通工具、观光视角等内容进行合理化调整，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服务管理效率，增强游客

的旅游满足感。与此同时，相关乡村旅游经营者要加强对服务品质的提升的重视，减少对经济效益的过

度依赖。相关旅游经营者要努力培养数字化服务意识强、主动积极的员工，通过优惠的福利政策加大对

优质服务人才的引入，并提高他们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同时要建设信息化技术强的智能导览系

统，挖掘具有能力强的信息技术服务人才，可以通过互联网科学技术对员工进行相关文化课程的培养，

提升他们的综合服务素质。 

6.4. 加强数字素养，打造创新旅游项目 

当地政府与旅游局要努力提高村民数字化素养，开展多样化的线上、线下旅游数字化培训与教育模

式，着力提升乡村旅游经营者的数字科技方面的应用能力，使得当地村民能够精准地将数字化技术很好

地运用到旅游品牌推广与促销当中去。同时，当地旅游经销商与乡村旅游经营者需要不断地通过数字化

信息技术来增强乡村旅游项目的创新性，将打造优质具有创新性的旅游活动项目放在首位，努力摒弃陈

旧与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的旅游活动项目，努力做到使各项文化创新旅游项目物超所值，最大化拉拢各

类回头客，给他们带来独具特色、焕然一新的旅游体验。与此同时，农村旅游开发者在数字化背景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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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快速捕捉游客的较高旅游标准，并创造出更多富有文化韵味且独具创意、新颖性的旅游产品与旅游项

目，打造并吸引高端优质客户。旅游经营者要努力增强以网络信息为媒介的数字化技术对乡村旅游项目

创新的支持力度，把智能终端导览系统、智慧化技术为主导的远程终端服务平台等数字化技术建设好，

重视数字化技术对旅游项目创新的推动作用，切实地发挥出数字化信息技术在促进乡村旅游业繁荣发展

方面的重要作用。 

7. 结语 

随着社会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对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其价值也被

人们广泛关注着。通过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能够有效改善乡村旅游发展质量，推动数

字经济更好地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健康发展。乡村旅游数字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

对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具体开发模式，有待在实践案例支撑下发展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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