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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河北省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河北省政府对于目前在智慧乡村旅游方面的不断重视的大背景下，农村

企业在不断持续的发展中，迎来了更好的新发展机遇。基于智慧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河北省乡村旅游

振兴相结合，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由于目前河北省在智慧旅游方面水平建设参差不齐，并且缺乏旅游

相关人才的支撑，资金不充足，农户群体参与意愿较大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河北省乡村智慧旅游的进一

步发展。为了积极推动河北省智慧乡村旅游发展，应该继续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支持引导，不

断构建利益协同体，共同促进河北省智慧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只有不断协调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村民等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联动，才能更进一步地推动河

北省智慧旅游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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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in Hebei Provi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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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inuous attention paid by the He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smart rural tourism, rural 
enterprises have ushered in better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
men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r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revi-
taliz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Hebei Province, its important rol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present, 
the level of intelligent tourism construction in Hebei Province is uneve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up-
port from tourism-related talents, insufficient funds,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blems, which seriously hind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intelligent tourism in He-
bei Province. 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rural tourism in Hebei Prov-
ince,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support and guid-
ance, and continuously build synergies of interest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mart rural tourism in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nly by constantly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villagers and other par-
ties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linkage of interest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ca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tourism in Hebei province be further promoted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re-
vitalization be better promoted. 

 
Keywords 
Wisdom, Travel,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河北乡村旅游现状 

目前河北省有乡村旅游小镇 400 多个，2000 多个村落被涉及其中。我省乡村旅游大多数是分散式的

经营模式，以家庭模式为主，一家人利用本地特色资源开农家乐，产业比较单一。在相关政策带领下，

餐饮住宿和文创等相关产业链相继出现，产业机构被优化从而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式发展。 

2. 智慧乡村旅游产业介入河北乡村旅游振兴的重大现实意义分析 

2.1. 调整资源分配，助推产业发展 

产业作为推动河北省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从传统的粗放式的产业链转换到适合目前社会发展需要

的新型的产业链的发展，因此，河北省需要尽快突破产业的发展瓶颈，结合科学、生态发展、人文环境

等多个战略性发展目标，在目前社会所需要的发展下，积极调动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多个

方面，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共同促进公共服务，开展开发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通过智慧文化旅游，进

一步推动乡村经济振兴，促进智慧文化旅游[1]。 
在不断推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河北省智慧乡村旅游工程相关的项目，发挥河北省乡村旅

游的驱动效应，解决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痛点，调动中小企业的积极性，杜绝以旅游内卷而产生的

中小企业破产融资，产业结构衰退等问问题。需要不断开发以公共旅游资源为主导的，具有针对性的，

可以疏解和丰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特色产业。此外，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加深对河北

省乡村智慧旅游的认知，不断突破河北省乡村旅游的自我认识，进一步促进产业的转型[2]。在目前来看，

智慧乡村旅游项目已经形成了一种公共资源，河北省政府需要不断的调整智慧旅游项目，共同推进乡村

旅游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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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宜居乡村，更新生态水准 

生态环境作为推动河北省乡村旅游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之一，需要不断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3]。传统

意义上，河北省的乡村聚落，居民往往选择在依山傍水的地方追求人文与生态，自然的和谐乡村的生态

环境。而目前来看，许多的小型乡村，因为农村人口占比较小，生态环境表现也很难做到生态宜居，而

且，第一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尽快实现乡村旅游转变到乡村生态环境

宜居这一角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不断加强乡村生产生活和乡村生态的共同发展。在目前的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下，河北省智慧乡村旅游已经介入到了整个河北省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河北省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其共同主体和受益主体基于乡村，通过乡村与乡村之间的联合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结合中，乡村作为助力点，一方面不断建设宜居乡村，对于乡村的生活进行不断的丰富和

调整，智慧旅游的切入更加符合。智慧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配套设置，不断推广智慧乡村，生

态，休闲旅游生活服务和消费模式，在源头上面了解到满足乡村生活的最主要的还是配套基础设施，这

需要不断大力提升乡村的宜居生活，另一方面不断改善乡村生活更新更多的生态环境的水准，在持续的

进一步发展过程当中减少第一产业，不断丰富第三产业，减少使用化肥农药等等，减少会对乡村环境带

来污染的源头[4]。 

2.3. 传承乡村文化，塑造乡风新貌 

乡村文化作为旅游观光当中的一种媒介，可以不断推动河北省的乡村文化旅游振兴，不断加快乡村

智慧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通过大力支持农村经济，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弘扬现代智慧文化、乡村

传统文化，与其对接具有天然的关联度和艺术性，不断弘扬智慧乡村文化，不断对接传承。智慧旅游与

乡村振兴相结合，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乡村文化新貌的塑造[5]。一方面，通过乡村文化的传承，可

以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佩有人文气息，智慧旅游介入，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可以带来大量的游客，可

以实现河北省当地文化的传承，不仅仅从当地的生活空间，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另一方面，不断塑造

河北省乡村的乡风乡貌智慧旅游。作为中国目前发展最为火热的旅游业，其行业福利有利于实现乡村文

化进一步的重塑[6]。在传统的村落文化当中，多数人离乡背井进城务工，身上的市民化和现代化气息不

断加重，但是因其在新一代的文化群体当中，由于该群体大多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离乡务工，身上就有

市民化现代化，但是因为其在乡村的时间较短，网络关系较为简单，影响度较小，难以形成文化的重塑，

因而，在智慧旅游过程当中，许多游客的到来，其身上所形成的潜移默化的这种现代的法治精神契约精

神，可以不断推动着乡村陈规旧俗的重新塑造，进一步实现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项目工程项目[7]。借助于

智慧旅游的建筑，可以进一步地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重新塑造乡风相貌，进一步更好的传承乡村文化。 

3. 乡村智慧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信息化水平参差性大 

智慧旅游作为信息化和数据化集成，深度拓展和应用是发展到一定时间段的产业信息与产业的高度

融合，其对信息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8]。目前来看中国乡村网络覆盖率较好，截止至 2021 年我国 4G 网

络覆盖率已经到达了 96%，基本普及状态。从目前的网络覆盖率相比，信息化程度处于较为失衡的状态。

目前来说，河北省的乡村信息基础建设与设施仍处于未完善状态长期缺乏科学的运营和有效的维护。再

进一步的发展和调研过程当中可以了解到政府信息化，在处理水平和企业运营信息化上，河北省都相对

处于较低的层次，旅游信息化开发更加是出于更低的水平，公众网络整合信息能力相对来说较差，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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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河北省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当中呈现出信息碎片化，游客离散化，信息更新迟缓，形成共享难度较大，

信息价值严重被低估，阻碍了河北省农村社会旅游的长足发展[9]。 

3.2. 缺乏智慧旅游人才支撑 

河北省智慧旅游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模式，要向在保证其更好的常态化，高效化和持续化的发

展过程当中，需要对其基础设施不断进行完善，而完成河北省乡村基础建设和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体系

的构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目前河北省大多数农村处于欠发达地区，这使得跟农村相关的生活设施[10]，
道路设施，生态建设等等相对来说较为匮乏，要想进一步发展乡村智慧旅游必须对其进行相关的建设。

但是，对于河北省来说，乡村旅游建设周期长，人员参与多，建设资金较大。当地政府借助政策优势和

银行贷款等方式完成了基础建设，但与整个相关符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处于空白状态，要想实现河北

省智慧旅游的长足发展，必须构建一个适合河北省当地情况的人才培养体系[11]，这对河北政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3.3. 资金不充足 

就目前来看乡村智慧旅游想要与河北当地的乡村相结合，必须要扎根生长。这批人需要广大河北省

农民的认可和接受。在目前河北省的部分乡村当中，一部分农民已经有传统的生活转变为城市务工人员，

在这个群体当中很多人都在城市进行生活务工，从而使得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以及文化等等都更加出现

一种城市化的特征，这类人群对于智慧旅游来说很成很多，呈现的是一种接受的态势，愿意积极与配合

智慧旅游的发展，但是也承认少量的人持着怀疑拒绝态度，不愿意接触到乡村旅游过程当中[12] [13] [14] 
[15]。相对来说，在河北省的群体当中，妇女、老人、儿童等等相对来说思想更为保守，行动力较差，对

于智慧旅游等方面参与意识较低。 

4. 促进智慧旅游有效介入乡村振兴的路径 

4.1. 加强政府的引导支持 

不断加强政府的引导，是智慧乡村旅行是是促进智慧旅游的最佳路径之一，智慧旅游是一种系统化

集约化的综合旅游服务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政府的指挥，需要政府的全局把控，在乡村智慧旅游

的发展过程当中，河北省政府需要从各个角度加强引导，因此，持续不断的政府支持是最为重要的在支

持引导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河北省政府对智慧旅游的宣传，改变农民对其的想法，不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推动农民认可和接受参与[16]。在另一方面来说，需要不断加强政府对智慧旅游的支持，减少农民对企业

的固有观念，更加督促农民在这个实际当中的参与，不断加强政府的引导，做到更多的资源上的配置，

使其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不断促进智慧旅游发展。 

4.2. 注重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 

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除了政府的支持外，社会组织推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源泉。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政府从刚开始的万能主义，现在慢慢转变到了市场主义，通过社会组织各方面的协同合作方式，更

加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深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社会组织的不断参与，更加有利于乡村社会的

发展。在目前乡村智慧旅游的发展当中结合河北省当地的人才地的差异性不断发挥，社会组织在其中发

挥的，在进一步的参与过程当中，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多媒体、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等等的智

慧旅游[17]。在建设中，实现集约化，系统化，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组织协同，各个集体不断兼顾

社会公众的利益，不断促进商业合作，推动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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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构建三方利益联结机制 

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乡村智慧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资本和村民三个主体之间的集体联动。在实

际建设过程当中，政府作为乡村智慧旅游的主体，是乡村建设的排头兵，具有政策性倾斜和授权等等作

用。但是，难以提供多样化的资源支持。从外部资本的角度而言，其发展是相对智慧旅游建设的活水源，

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本身拥有较大的资金实力和社会影响力[18]。从村民的角度讲，村民是乡村智慧旅游建

设的受益者，本身村民拥有着智慧旅游的先天禀赋，但其由于势力较为强弱，难以对资源进行整合开发

和利用。因此，在推动乡村智慧旅游建设当中，若能调动政府、外部资本和村民之间的三者联动，政府

不断持续提供政策支持，调动各方发挥纽带作用，外部资本不断提供资金注入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及后勤

保障效用，村民不断进行建设和运营充当管理者和运营者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位一体的利益联合

对于三方都能提供更好的盈利，是实现三者共赢的重要方式。同时，河北省政府在促进乡村旅游建设过

程当中，需要不断通过不同的路径振兴乡村经济，助力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外部资本在乡村智慧旅

游过程当中获取的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同时，需要不断维护自身的社会形象。农村村民依据依赖乡村智慧

旅游，可以实现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财富的增加如此通过三者之间的利益连接不断形成，相互

促进，相互获益，相互发展的正向循环，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4.4. 培育一批农村农业智慧休闲旅游专业人才  

河北省乡村智慧旅游作为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对其提出不仅仅是人才引进，更需要对完善

的农村社会旅游文化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就目前来看，通过对河北省乡村社会旅游发展的

态势进行分析，技术型的人才，对于河北省政府来说需求会越来越大。目前来看，不断通过培育河北省

乡村智慧旅游人才，是实现河北省智慧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实现经济振兴的有效路径。不断

加大培育河北省智慧农村人才体系的建设[19]，需要政府对其的指导作用，更需要联合企业和高校进行明

确的定位。结合市场的需求构建完善的智慧旅游体系，明确各个智慧旅游的服务在此基础之上，高校配

合政府提出明确的体系服务项目制定目标有要求的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最后，在教育培养上高校需要结

合智慧人才旅游方案，对方案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培养，积极组织学校学生参加智慧旅游相关的大赛，

让学生在智慧旅游过程当中不断成为适合乡村智慧旅游发展的需求的人才[20]。通过这种联合办学输送人

才，校企合作等等，以此实现河北省智慧旅游，促进乡村振兴。 

5. 结语 

河北省智慧旅游作为乡村振兴当中的重要板块，关系到当地的经济结构，产业升级转型等等，还关

乎到当地的生态保护文化，培养生态环境更关系到整个社会新风新貌的树立，目前来看，河北省乡村智

慧旅游的发展受到许多的因素的制约，但其在过程当中已经受到了政府社会和人才的重视，接下去需要

联合三方的力量，使智慧旅游不断渗透入乡村振兴中。同时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系统性地分析了乡村

振兴的制约因素与路径，对智慧旅游介入到乡村振兴路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后续的研

究中，本文认为需要不断研究其他地区对于智慧旅游发展的策略，重点研究江浙沪地区在智慧旅游方面

做出的规划和设计，通过对江浙沪地区的案例的研究，结合河北省乡村的发展实际，进一步推动乡村旅

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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