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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

内容概要

《智慧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是一部探讨“智慧景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全书收录了19
篇文章，集合了最近3年内国内知名学者与优秀景区管理者对“智慧景区管理”的理论探讨和模式建
构，如智慧景区的内涵、标准、战略管理等。同时又以九寨沟智慧景区管理为例，分别从智慧景区各
个分支系统和子项目入手，如检售票系统、人流分散、空间分流系统、游客满意度评价、生态环保等
方面，详细介绍了九寨沟智慧景区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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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小平，男，藏族，藏名噶让旺介，生于1963年7月，九寨沟人，博士，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阿坝州政协副主席，九寨沟管理局局长，中国
风景名胜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旅游协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持研究了多项国家级课
题，包括国家863重大项目“基于时空分流管理模式的R FID技术在自然生态保护区和地震遗址的应用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智能导航搜救终端及其区域应用示范系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
际合作项目“面向西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景区集成管理模式研究”等。 吴必虎
，1962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规划博士后，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管
理学院访问教授，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访问教授。曾主持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发表论文200余篇，独著或合著10部学术专著，其中《旅游规划原理》受到业内广泛好评。独立翻译
、主译或审校8种国外旅游学术著作。曾中标担任全国若干重要国际旅游城市的旅游总体规划专家组
组长，兼任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规划咨询专家、世界银行旅游咨询专家、国家旅游局《中国最佳
旅游城市标准及实施细则》中方专家组组长、国际旅游学会（International Tourism tudies Associaton
，ITSA）秘书长、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旅游学会副会长。同时，还担任全球10种旅
游学术期刊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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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对“智慧景区”建设的思考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分类与分布 智慧景区的内涵与总体框架研
究 “智慧景区”评价标准体系研究 论“智慧景区”建设——以九寨沟景区为例 面向服务架构的智慧
景区智能化管理与服务 世界自然遗产地社区规划若干实践与趋势分析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研究——以九寨沟景区为例 基于物联网的九寨沟智慧景区管理 基于PC—FUZZY—IPA法的旅游地游客
满意度研究——以九寨沟景区为例 基于SEM的游客需求要素分层与满意度关系研究——以九寨沟景区
为例 基于管理熵与RFID的九寨沟游客高峰期“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研究 基于视频巡航的九寨沟
智慧景区管理与服务 基于条形码的九寨沟风景区门禁票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管理熵的“数字九
寨沟”综合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RFID模式对景区生态保护的研究——以九寨沟诺日朗餐厅就餐分流为例
射频识别技术在九寨沟景区应用分析 九寨沟景区游客空间分流疏导管理分析 关于打造九寨沟世界遗
产精品旅游区的思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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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智慧旅游”评价标准体系所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不但涉及旅游业的相关内容，
还要反映旅游信息化等方面的内容。近三四十年来，信息化领域积累了不少信息化测评方面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分支：一是从经济学范畴出发的以信息经济为对
象的宏观计量，以此来反映社会信息化水平，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波拉特等人：二是
从衡量社会信息的信息流量和信息能力等来反映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主要依据某些综合的社会统计数
字来构造测度模型，其典型的代表是日本提出的信息化指标。“智慧旅游”评价标准体系的设计思路
应更多地考虑旅游信息化、智慧化方面的因素，才能体现出“智慧旅游”的特征。评价标准体系的构
建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指标具有可采集性，对历史和当前数据的采集是可靠方便和科学的；二是指
标具有可加性，可按区域划分进行数据采集和汇总；三是指标具有认知性，数据来源具有可靠的依据
，指标衡量结果能够得到认可；四是指标具有可比性，在不同城市或景区之间、对不同的历史阶段可
根据指标进行科学比较。 2 “智慧景区”评价标准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核心要素
，它是旅游产品的主体成分，是旅游产业链中的中心环节，是旅游消费的吸引中心，是旅游产业面的
辐射中心。因此，“智慧旅游”评价标准体系应以旅游景区为基本单元来进行构建，关于旅游景区质
量评价标准，2004年10月国家旅游局曾颁布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GB／T
17775—2003）就是一套规范性标准化的质量等级评定体系，其目的是为了全面推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工作，规范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程序，促进旅游景区发展。不过，该标准鲜有涉及景区信息化
、智慧化方面的指标内容，对“智慧景区”的建设指导意义不大。 “智慧景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
以下方面：一是通过物联网对景区地理事物，自然灾害，游客行为，社区居民、景区工作人员行迹，
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进行全面、透彻、及时的感知；二是对游客、社区居民、景区工作人员实现
可视化管理：三是利用最新信息技术和管理理论改变景区管理局或管理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优化和再
造景区管理业务流程；四是同科研院校、研究机构、酒店、旅行社、航空公司、IT公司等建立战略联
盟，运用众人的智慧集结众人的力量管理景区；五是有效保护遗产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高游客
服务质量，实现景区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智慧景区”怎样才算有智慧
？对于“智慧”的标准大致可以列出以下几点：第一，智慧的数据采集传输与整合管理。通过利用任
何可以随时随地感知、测量、捕获和传递信息的设备、系统或流程以及各种高速宽带通信网络，将个
人电子设备、企业和景区管理部门的信息系统中分散的信息连接起来进行交互和多方共享，达到耳目
通达、融会贯通。第二，分析深入全面，展现直观生动。通过深入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以获取更加新
颖、系统且全面的洞察；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如3S分析、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科学模型和云计算）
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汇总和计算；通过表达方式空间化、图形化及三维虚拟现实展示达到算度精准
的场景。第三，快速可变的业务处理。通过灵活的系统定制和重构能力、低成本的系统维护和扩展、
自由挂接的数据模型和业务模型、工作流程建模编排及事件信息处理的及时高效，以达到行动迅捷、
随机应变的业务管理。第四，强力支持预测与决策。通过旅游云（数据仓库和功能仓库）技术，数据
挖掘和商业智能技术，可扩展的流程库、规则库、知识库及领域模型动态加载，达到谋虑深远、决胜
千里的分析决策能力。因此，“智慧景区”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应该更加注重人性化和细节化，更能
反映出游客对旅游景区的普遍心理需求，突出以游客为中心，强调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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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慧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是一部既具有前沿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著作，是国内旅游行
业管理者和景区管理者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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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本质量很好，内容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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