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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的理念是通过建设智慧旅游，把旅游业发展成为高信息含量、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
主要内容包括：我国智慧旅游发展的战略背景，智慧旅游的概念及其发展，智慧旅游的总体框架，智
慧旅游云服务平台建设，智慧旅游信息门户建设，虚拟旅游，基于移动终端的游客信息服务，智慧旅
游行业管理平台的建设，智慧旅游的数字化景区建设，智慧旅游与网络营销、智慧旅游电子商务模式
创新，旅行社信息化工程，旅游酒店信息化工程，智慧旅游的关键技术，智慧旅游的运营模式，智慧
旅游的效益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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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4国内旅游信息化的现状 旅游信息是旅游产业各环节联系的纽带。
我国旅游信息化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4.1我国旅游信息化的发展历程 信息技术最早应用于我国旅游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随着国外旅游企业进军中国市场，计算机技术在一些外资和合资旅游企业中率先得到应用。
1981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引进美国PRIME550型超级小型计算机系统，用于旅游团数据处理、财务管理
和数据统计。
1984年上海锦江饭店引入美国Conic公司的电脑管理系统用于饭店的预订、排房、查询和结账。
在此之后，航空公司的电脑订票网络系统、旅游企业办公自动化系统等适用于旅游企业的计算机系统
开始得到逐步推广，然而能实现电脑预订的网络还是极少的。
 20世纪90年代，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旅游网站的全面兴起，不少旅游企业开始应用Internet这一世
界最大的全球计算机互联网。
在旅游信息查询和咨询方面，最早是ChinaNet上出现的一些旅游信息服务网，如“上海热线”及部分
城市网或省网的“旅游天地”一类模块。
进入21世纪，旅游电子商务快速兴盛，替代了传统旅游企业的部分功能，成为旅游行业的生力军。
以虚拟旅游、电子地图等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网站不断出现，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建成了三维城市旅游地
图。
许多机构抓住Web2.0时代的机遇，探索旅游信息“生产、组织、交换和呈现”的更加丰富的领域，产
生了旅游信息组织的多种服务形式。
 在政府层面上，除了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建设网络管理系统和目的地营销系统外，国家旅游局从1990年
起就开始抓信息化管理并筹建信息中心，1994年，信息中心独立出来专为国家旅游局和旅游行业的信
息化管理提供服务和管理技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也尝试在旅游规划过程中结合旅游资源普查规
范的工作建立旅游目的地的精品旅游资源信息库。
1997年，中国旅游网开通，为政务公开、对外宣传、信息发布提供了重要平台和企业、社会公众获取
权威旅游政务信息和旅游信息服务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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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慧旅游:物联网背景下的现代旅游业发展之道》适合从事城市管理和旅游建设的人员阅读，可作为
旅游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适合对物联网和智慧城市等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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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智慧旅游的本质就是现代最新信息技术在旅游产业上的应用。
本书中的基于移动终端的游客信息服务、旅游营销与社交媒体网络、服务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为旅游电
子商务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数字化景区建设、旅游社信息化工程、酒店信息化工程等内容则为提高
我国旅游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提供了重要指引。
 ——中国旅游研究院杨彦锋博士 本书对智慧旅游的总体框架和建设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并给出了大量国内外智慧旅游建设的实际案例，可为各地各级智慧旅游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依据，为旅
游信息化各参与主体提供经验借鉴，为旅游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武汉市旅游局副局长董丹红 本书全面介绍了智慧旅游给旅游产业带来的战略性发展机遇，包括
互联网、物联网、3G移动通信、云计算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旅游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旅游管理
、旅游营销和旅游服务等方面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分析了新环境下旅游企业信息化的重点内容，提出
了旅游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的创新。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总经理张竹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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