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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社会正在快速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旅游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也经历着数字化转型。本文在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后，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旅游资源开

发与利用的赋能作用，梳理了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

建议。本文研究发现，从供给端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效率提高、管理模式

升级、商业模式创新；从需求端来看，数字经济不仅能满足旅游资源消费者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数量增加

和多样化、高端化需求质量提高，还能“倒逼”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者提升其供给水平。但是，我国目

前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存在着城乡数字鸿沟较大、旅游资源市场地位不准、数字化旅游平台规范性

较差、人才建设不能满足数字化旅游发展需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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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society is rapidly entering a new era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Digital economy is 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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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
ism resources are also undergoing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ter comb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abl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hina’s tourism resources, combs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hina’s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
dat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rom the supply side,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anagement model upgrading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China’s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from the demand side,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not only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quantity, diversification and high-end demand quality of tourism resource 
consumers, but also “force”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ers and users to improve their supply leve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such as a large digit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inaccurate market posi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poor standardization of digital tourism platforms, and inadequate talent devel-
op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digital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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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2009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 41 号)就提出要以信息化为主要途径

提高旅游服务效率 1。2019 年，中国旅游集团论坛上有人提出科技创新对于旅游服务便利化、旅游管理

智慧化、旅游业态多元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 20
世纪末[1]，2016 年 9 月召开的 G20 峰会统一规范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知

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高

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对中国

GDP 的贡献超过 35% [3]。从 2022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数字经济是促进经济恢复发展、

引领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4]。 
数字经济的基础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融入生产体系是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经济

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彻底改变旅游的行业边界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旅

游、观看演出、参观展览等线下体验活动几乎陷入停摆，全球旅游业均遭受到重创。在此变局之下，旅

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趋势逐渐显现，诸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数字技术为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式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之下，了解数字经济对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赋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能为接下来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依托数字技术创新旅游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还能为我国整个旅游业向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为疫情下我国利用数字技术

发展经济提供理论助力。 

2. 相关研究进展 

数字经济对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对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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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内外关于数字技术对旅游资源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数字技术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并且其应

用实践远早于对其理论的研究。 
在应用实践方面，1959 年，美国航空公司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联合开发了机票预订系统 SABRE，

这是世界旅游业最早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商业案例。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国内旅游业开始应用数字技

术，以酒店预订系统和航空订票系统为起点开始发展。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旅

游业中的不断普及，数字技术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整个旅游业的带动作用越来越重要。数字技术

对旅游业的影响这一话题成为热点。 
在理论研究方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数字技术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Verhoest

等人(2007)以南非中小微企业在旅游业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试点项目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南非旅游

业，信通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业绩。虽然信通技术的采用为受访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运营成本，但

它也大大有助于增加收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6]。Buhalis 等人(2008)研究发现，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数字

技术对旅游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7]。Berne 等人(2012)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导致了

旅游业和分销渠道的重组[8]。王兆峰等人(2013)认为，信息化对推动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9]。王桂花等人(2019)认为，基于新时代重构的智慧旅游供应链管理体系，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

决矛盾、满足需求，最大程度地发挥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提升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最终

实现旅游强国梦[10]。宋子千(2020)认为，数字技术带来的虚拟旅游有利于托高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底线、

有利于满足旅游产品或服务的个性化，有必要将“十四五”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加深对科技及其对旅游

业影响的认识[11]。向征等人(2022)认为，数字技术是进行旅行生活和旅游体验不可或缺的手段。它是一

种为了改进消费者交流的媒介和工具，并且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的兴起，这种信息技术不

仅仅是旅游营销工具，还是能够创造新知识、新价值、新供给、新需求的工具[12]。二是研究数字技术在

旅游实践中的应用。例如 Owaied 等人(2011)提出了一个基于知识的智能旅游导向系统框架模型[13]。黎

巎等人(2012)借鉴信息科学与技术中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Object Oriented Modeling, OOM)构建的信息技

术的旅游业应用的总体研究框架[14]。Meehan 等人(2013)提出的旅游定制服务推荐系统及旅游信息化共

享平台[15]。 

3. 数字经济对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赋能作用 

3.1. 数字经济对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供给端的赋能 

3.1.1.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效率提高 
由于具有生产消费难以对接、存储困难等特点，规模经济效应难以产生，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与利

用效率一直不高。伴随着数字技术在旅游业领域的应用深度与广度不断深入与扩大，数字经济对旅游资

源开发与利用的效率提高赋能作用日益显现。一方面，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到了旅游资源的开发、管理、

交易、消费等各个环节，产生了较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使得消费者的旅游需求与旅

游资源开发者供给信息的精准高效匹配，不仅能够刺激旅游资源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提升旅游资源消费

者的消费效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也可趋向柔性化、平台化、去中心化，增加旅游资源开发与

利用链条的价值，规模经济效应也会持续扩大。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赋能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效率提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提升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生产要素组合效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旅

游资源的消费者对于旅游资源的品质与内容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不断要求旅游资源的开发者可

以开发出具有更高质量、更具特色、更有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以满足他们异质化的需求。数字技术作为

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渗透到了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全链条，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旅游资源的生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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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合、管理和使用方式，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基础服务设施得到更深层次的完善，能够依靠最少

的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获得旅游资源最大限度的产出，提高了旅游资源各个生产要素

的组合效率。利用数字技术，旅游消费者的需求也有了分析渠道，使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者能从旅

游市场出发提供更多种类、内涵的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生产要素组合，解决传统旅游资源面临的开

发与利用同质化问题。 
第二，数字经济提升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创新效率。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是粗放型的，

要实现整个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必须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型转变。以互

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融入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过程，为这种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方面，数字技术促使旅游资源开发方式更高效、高级、环保，

在旅游资源的利用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产业之间的边界，推动了不同产业之间深度融合，催生了旅游

新产业、新业态的产生，例如在线旅游、数字文旅、云展览、云演艺等等[16]，加速了传统旅游产业的数

字化变革；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与升级了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科技

创新等生产要素的使用与配置方式，实现了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各环节的高效联结，提升了旅游资源开

发与利用的运营效率，进而激发了整个旅游产业的创新效率。 
第三，数字经济提升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传播效率。这一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旅游资源的利用过

程中。旅游资源被开发后，只有传播到位，才能被及时利用、消费。数字经济更新了旅游资源的宣传渠

道，例如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兴盛，造就了一大批“网红”旅游景点，旅游资源消费者能够更直

观地了解每种旅游资源，刺激旅游资源交易市场的活跃，使得旅游资源被开发后能及时转化为商品被利

用与消费，实现旅游资源的商业价值。 

3.1.2.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管理模式升级 
数字技术使旅游资源开发者与利用者的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和网络化，管理模式向数字化和智能化

推进，因此，提高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组织能力、管理效率，能够提升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决策效

果，最终促进整个旅游业市场的运行效率。 
首先，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管理模式规范性较低，会因为个体因素而导致管理水平低下，

导致旅游资源不能被合理地开发与利用。例如旅游资源利用中的住宿，由于缺乏对旅游资源消费者的分

配手段，住宿常常会出现炒作价格、不合理定价等问题。其次，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管理模式

在匹配旅游资源供需市场方面有些困难。例如由于不能及时了解旅游资源消费者的行为与活动，不能对

达到游客数量阈值的景点进行及时警告与引流，产生旅游景点人流量过大、旅游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

第三，在当下的疫情环境下，对游客进行精准管理刻不容缓。数字化管理模式能够建立起针对旅游业的

疫情预警机制[17]，解决传统管理模式难以实现对来自不同地点的游客有针对性的分类管理问题，能够减

少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工作，及时掌握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者、使用者的核酸检测、体温等健康情况，

还能够迅速找到密接人员，及时实现精准隔离，提高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者应对疫情的公关危机的处理

能力。 

3.1.3.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商业模式创新 
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商业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科技进步带来的旅游资源消费者的多元化与个性

化需求，而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成为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动力，为

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 
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旅游资源的交易场所、交易环节、交易方式，丰富了旅游资源的商品

品类，通过数字技术，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者能从大规模、多样化的数据中及时收集、整理与分析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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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交易市场的信息，改造原有的盈利和商业模式，采用符合市场导向的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例如线

上订票与付款、“云旅游”等等，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者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旅游资源开发与利

用者还能借助数字技术及时获取与科学分析旅游资源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与消费信息，精确锁定目标客户，

优化旅游资源供应链与营销流程，开发符合需求导向的旅游资源。这些都改变了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者

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加快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其次，数字经济还能通过改变传统旅游资源开发与利

用的管理模式间接推动其商业模式的创新。不同的管理模式常常会影响到商业模式，通过上文对旅游资

源开发与利用管理模式改变的分析可以看出，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3.2. 数字经济对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需求端的赋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随着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旅游成为人民休闲的重

要方式，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对于旅游资源的消费需

求数量与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旅游资源带来的美学观赏效用，还增加了对其身心

健康、和谐家庭关系、自身内在价值提高等效用。 
数字经济时代，旅游资源消费者对旅游的体验不再仅仅满足与传统的观光游览，而是更注重旅游体

验的高品质化和多元化。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化旅游使得旅游资源的开发、传播、展示、营销、管理、

交易等环节一体化与平台化，为旅游资源消费者提供了更为方便的线上了解咨询、预订退订、付款等服

务，突破了传统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时空限制，不仅能使旅游资源消费者能够更全面、更迅速

地掌握旅游资源信息，降低旅游资源信息搜索成本，进行更具有理性的旅游资源消费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还能反向推动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者为适应旅游消费者的消费趋势做出改变，提升自己的数字化开发、

经营和管理水平，改变传统商业模式，催生旅游新业态，进行精准营销与生产以匹配异质化、多样化消

费需求，从更深层次上挖掘潜在的旅游资源消费者的需求，提升旅游资源供给需求转换效率。特别是在

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由于疫情管控，旅游资源消费者对于“线上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数

字化旅游对于满足这一需求的作用至关重要。 
综合以上数字经济对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赋能作用分析，可以总结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enabling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图 1. 数字经济对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赋能作用 

 

 

2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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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4.1. 城乡数字鸿沟较大的问题依旧存在 

数字鸿沟指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互联网的可及性和使用上的差异性，数字鸿沟

会使得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发展机会上也存在不平等，使他们无法获得均衡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红

利不能由这些社会群体共享[18]。 
当前，我国城乡数字鸿沟大的问题依旧存在，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9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2.84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 7.48 亿，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81.3%；互联网普及率城镇高于农村 23.7%，网民规模城镇占 72.48%，农村占

27.52%；我国非网民规模为 3.82 亿，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 54.9%，高于全国农村

人口比例 19.9 个百分点。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城镇与农村之间在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方面仍有不可忽视

的差距，这必定会制约数字经济赋能旅游资源的高质量开发与利用。但是数字经济若要赋能旅游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就必须有较为庞大的网民规模和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这样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才能得以发

挥，才能惠及城乡。 

4.2. 旅游资源市场地位不准 

近些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引导与支持下，各类旅游资源在各地不断被开发并加以利用，这些旅游

资源往往同质化非常高，重复率较高，缺乏特色与新意，难以满足旅游资源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例如

城市开发的各类大型游乐项目，农村开发的烧烤、采摘、垂钓等农家乐项目，这些项目常常是“随大流”

产生的，忽略了当地的自然禀赋或是文化特色，没有因地制宜依托当地的实际禀赋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没有找准自己应有的市场定位，使当地的旅游资源的市场竞争力被削弱，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

化的旅游资源开发也必会继承其已有的市场定位有失偏颇、缺乏特点的问题。 

4.3. 数字化旅游平台规范性较差 

首先是数据安全问题。数据安全是数字经济赋能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与利用的基本保障。我国当前

的网络数据安全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9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为 22.1%；遭遇网络诈

骗的网民比例为 16.6%；遭遇设备中病毒或木马的网民比例为 9.1%；遭遇账号或密码被盗的网民比例为

6.6%。在数字化旅游平台上，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者掌握着大量旅游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有些黑心不

法开发与利用者将这些信息打包卖给一些推销商，还有的数字化旅游平台防护不到位使得消费者的信息

被泄露或被黑客攻击盗走。这些问题会使得数字化旅游平台的可信度降低，数字经济对旅游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赋能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 
其次是市场规范问题。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形态，其提供的数字化平台配套的监管策略

尚不完整与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在初期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许多侵犯旅游资源消费者

权益的事件。例如大数据计算会令常客、熟客的价格高于其他游客，给数字化旅游产业带来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推动形成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监管机制的举措已经刻不容缓。 

4.4. 人才建设不能满足数字化旅游发展需要 

具备专业互联网知识和技术、旅游管理专业知识、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知识的人才是数字化旅游发展

的重要基础之一。目前的相关专业人才建设速度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具有一定差距，人才的缺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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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字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体系化建设水平欠缺、动态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低、旅游资源同

质化程度高、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这些会最终导致数字化旅游后续发展缺乏动力，升级空间缩小。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于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赋能作用。从供给端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我国旅游

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的提高、管理模式升级、商业模式创新；从需求端来看，数字经济不仅能满足旅游

资源消费者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数量增加和多样化、高端化需求质量提高，还能“倒逼”旅游资源开发与

利用者提升其供给水平。但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城乡数字

鸿沟较大、旅游资源市场地位不准、数字化旅游平台规范性较差、人才建设不能满足数字化旅游发展需

要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对接下来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旅游资源的高质量开发和利用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 

5.1.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在数字经济时代，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与利用的作用，必须保障城乡居民

平等享受数字化旅游福利，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随着农村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智

慧绿色乡村建设稳步前进[19]，城乡数字鸿沟正在逐渐缩小，但两者差距依然不可忽视。缩小城乡数字鸿

沟，实现数字化旅游资源的高质量开发和利用，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

地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成本，为农村数字经济建设、数字化旅游平台的搭建提供基础；开展数字化、互

联网技能培训，提高居民的互联网技能应用水平，特别是要重点面向数字化程度、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

农村地区居民展开互联网技能教育；发展数字化旅游文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要培育建设“互联网 + 旅
游”的文化氛围与模式；数字化旅游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统筹城乡数字化建设，加强城乡互联网服务的

一体化建设。 

5.2. 精准数字化旅游资源市场定位，优化旅游资源供给 

如果想实现数字化旅游资源的高质量开发与利用，开发与利用者必须准确把握市场环境，明确不同

的旅游资源在竞争中的机会和威胁，清楚认知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找准市场定位，这样才能发

掘潜在消费者、抓牢“老顾客”，开发出具有个性、特色并兼具市场竞争能力的旅游资源，发现自己的

机会点与问题点，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商业计划。例如故宫博物院于 2020 年 8 月开发上线的“数

字故宫”小程序包含“游故宫”与“看文物”两大主要板块[20]、杭州推出的“数字经济旅游十景”、中

国歌剧舞剧院的线上《舞上春》表演等等，这些线上旅游资源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文化内涵与特色，在

市场上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在国家层面，要优化数字数字化旅游资源的供给，培育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业态，一方面引导旅

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者精确市场定位，明确数字化旅游资源是独立品还是线下旅游的替代品或附属品，遴

选优质的数字化旅游资源，打造示范性项目，如国家文化公园、国家级文化遗址的线上旅游工程建设，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具文化特色、更能满足多元化需求的数字化旅游资源；另一方面引导旅游资源的消费

者进行在线旅游、网络消费，加快释放潜在的消费潜力。 

5.3. 加强数字化旅游平台监管 

为了为数字经济发挥对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赋能作用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网络环境，政府应引导

并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合作，基于数字技术开发能够保障数字化旅游平台数据安全的技术，升级网

络后勤安保体系，实现网络的安全治理。政府还要出台配套法律法规，强化数字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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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监管，使得数字化旅游平台的监管有法可依。只有保障了最基本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旅游资

源的消费者和开发利用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才能建立起来，提高数字化旅游的品质形象。 
在市场规范方面，政府要加大对数字化旅游平台的监管，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维护良好

的市场秩序，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及时调整数字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监管策略，严厉打击现阶段

旅游资源消费过程中的强迫“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不正当竞争、实施不正当价格的行为

[21]，切实维护旅游资源消费者合法权益。 

5.4. 培育数字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配套人才 

数字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核心力量是专业化人才，特别是具备数字化技术和旅游资源开发与管

理知识的人才。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必须创新人才建设模式，培养应用型数字化旅游人才。首先要创新

人才培养理念，将数字化思维融入数字化旅游人才培养过程，提升数字意识、数字观念，在人才培养方

案中加入培养数字化思维与应用能力、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相关课程，制定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

计划；其次，要能够充分发挥好数字人才、旅游人才的作用，鼓励其创业创新，建立起创新激励机制，

还要发挥好政府、行业协会、工会等机构的作用，维护人才的合法劳动者权益，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空

间；最后，除自主培养外，要有规划地引进符合当地数字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实际需求的数字人才、

旅游人才，优化人才引进和培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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