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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世纪下半叶，快速的科技革命让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算机开始进入人们的

生活并掀起了一场信息革命。在学者眼中，信息革命贯穿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比之工业革命给世

界带来的变化更多。这些革命创造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并打开了收入获取的新天

地。旅游业在最近几年中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国家通过建立强大的

信息网络和全球通信系统，将它们的自然和历史旅游胜地推广出去，因而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如今，

信息技术已经覆盖了旅游市场营销领域，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的广告指引着旅游地的发展方向。

作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南京 2015年的旅游收入接近 1700亿元，在全国位居前列（南京旅游网，

2015）。基于此，南京市的信息技术潜力需要被评估，旅游目的地需要被推广，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服

务需要提供给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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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信息对于旅游和交通产业来说如同血液之于人类生命一般重要。南京是全国著名的旅游

城市，拥有大量的旅游景点。2015年南京市旅游收入占GDP的比例超过了 17%。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信息系统的薄弱。这导致了提供给旅游地的管理和服务信息的不足，比之预期水平有

较大差距。然而对于旅游规划与管理来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信息技术在这方面是非

常有效的。信息技术在旅游发展的管理、规划和营销方面能够起到重大作用。本文强调了信息技术在南京

市旅游发展中的使用，并提到了一些为服务供给而开发的信息技术的主要应用，诸如计算机预订系统、全球

分布系统以及互联网等快速、经济和准时的电子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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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系统与旅游业发展

在20世纪下半叶，3个主要的技术领域，包括70年代的计算机预订系统、80年代的全球分布系统

和90年代的互联网已经在方方面面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技术出现的先后有十年左右的

间隔，它们仍然单独地或合作地展露自身的意义。

1. 计算机预订系统 自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计算机预订系统就受雇于航空公司，该技术的传

播也带来了旅游业的繁荣。该技术可用于管理旅游市场、决定旅游模式以及提供与旅游需求有关的

信息库，也能够为中间体协调预订事务创造主体设施。这些只在需求/供给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成为可

能，相应的规则也会通过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发生变化。

航空公司是使用计算机预订系统的先驱者。公司管理者可以使用计算机预订系统在全球范围控

制、预测和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扩充了自身商业、收益、业绩以及战略行政管理的范围。计算机预

订系统能够减少通信成本，提供有关需求模式、合作伙伴以及竞争对手的智能信息，这就大大提升了

竞争力。

2.全球分布系统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中的CDS航空系统和它们的组合体——全球分

布系统成形并提升了它们的水平位置（与其他航空公司一起）和垂直位置（通过提供其他诸如房屋、汽

车、火车、娱乐等服务和产品的公司）的地理覆盖范围。起初，像This CO和Wiz COM这类的公司促进

了它们的联系并且展示了它们的主要的在线旅游产品。因此，全球分布系统能够逐渐地连接旅游组

织，使它们能够通过一个通用的全球性工具使用、标准化以及控制中间体。作为旅游产业的一个流通

系统和脊柱，如今全球分布系统已经为全球通信提供了一个标准系统并为指引旅游者提供了一个电

子通道。目前，四大系统（Galileo、Amadeus、Sabre和Worldspan）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要份额（如Ama⁃
deus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4332家航空公司、55家可出租的汽车公司、162329个终端以及106394家
旅行社）（Buhalis，1998）。

全球分布系统通过预订和票券供应，为旅游者提供了许多各种不同的假期和旅游目的地选择。4
类因素：成本、市场、政府和竞争者使应用计算机系统成为必需。全球分布系统应当为所有的利益相

关者，包括消费者、旅行社和合作伙伴提供令人满意的顶级的服务和产品以达到利润最大化（Go，
1992）。

3.互联网 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就为人类通信和供应商与消费者

之间创造互动机会提供了新的领域。

全球旅游局（Global Tourism Depart⁃
ment）发布公告称旅游活动的成功依赖于

消费者需求的快速识别以及为潜在消费

者提供准时、具体和综合的信息。旅游者

的经历、动机、偏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以

及成本和时间对于旅游者的重要性给了

互联网为消费者提供替代选择和服务的

机遇。这也使得旅游公司能够为满足消

费者提供多种综合的服务。一般地，信息

技术在旅游发展方面的应用有其相应的

成本与收益，概况如表1。

表1 旅游发展中信息技术应用的成本-收益分析

收 益
·多媒体信息的全球性分布
·准时信息发布的低成本
·24小时互联网在线呈现
·比广告和海拔持续时间更长
·减少信息质量的推销成本和宣传成本
·吸引网络上的旅游者
·高传输速度
·低边际成本
·让更多使用者获得信息产品
·市场和设计性能的智能化支持
·与潜在消费者更广泛地互动
·为新的应用培养社会情感的能力

成本
·购买硬件、软件以及
通信程序包的成本，
使用者的培训成本
·网站设计、建立和维
护的成本
·更新网络服务市场
营销和域名注册的成
本
·互联网在线需求的
手续费
·广告费
·与旅游网站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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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5-2015年南京市旅游产业规模变化趋势 图3 2005-2015年南京市旅游景区数量

图1 2006-2015年南京市旅游接待总人次与旅游总收入变化趋势

三、南京市旅游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力

由图 1、图 2和图 3可知，在最近

的十年间，南京市的旅游接待总人

数、旅游总收入节节攀升，旅游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旅游景区数量也在稳

步增多。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南京市

的旅游需求与供给仍然会持续升温

（魏炜，2016）。
南京市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必然

带来社会服务需求的增长，而依靠信

息技术发展社会服务需要能够连接

房屋与全球网络的基础设施。尽管

已经有很多开发通信网络和光纤的尝试，利用信息技术功能的合适的基础设施仍未系统地建立。使

用现有的信息技术功能为南京本地和外来旅游者发展社会服务能为促进南京城市旅游和增加经济收

入铺平道路。

四、信息技术应用于南京市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过去几十年中旅游业的飞速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增长。因此，南京市的努力

应当一方面集中于旅游景点的保护、优化和提升，另一方面集中于信息系统及其可利用性的改善。因

为拥有重要的旅游景点和高度的计算机文化和技术，南京市在实现可观的旅游收入上具有良好的潜

力。就这一点而言，适当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不可缺少的。诸如计算机预订系统、全球分布系统以及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需要发挥作用，光纤也需要开发。为了通过信息技术推广南京市旅游景点，促进南

京市旅游业的发展，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1. 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全南京市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多层次、全覆盖、智能、安

全、宽带、融合的高速信息网络：①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建设：将政府公益性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在

主要的交通枢纽地，将游客咨询服务站设立在游客聚集的商业街区；制定实施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标

准，支持旅游企业利用自身资源设立旅游咨询服务点。②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建立旅游统一客服电话

中心，有效整合旅游的咨询、投诉渠道；在高速公路休息区、重点旅游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游客服务中

心。③旅游集散中心建设：提高三级旅游集散中心的接待能力，有条件的镇和景区，在主要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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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南京旅游信息系统

和散客集散地建立市内分中心，在市区及重点景区设立自驾车服务基地，有效增加城市间旅游客运专

线，建立覆盖全市的散客旅游票务预定、销售系统和覆盖主要旅游区的散客服务体系。④景区（点）通

讯网络建设：到2020年，全市3A级以上景区实现免费WIFI、电子讲解、信息推送、智能导游、在线预订

等功能全覆盖。

2.完善旅游信息中心建设 ①建立完善的南京旅游信息系统（见图4），提升南京旅游网站，丰富

网站内容，并及时更新、维护、升级。包括景区信息、旅游交通信息、线路设计、企业信息、机构信息、购

物娱乐信息、其它服务信息、旅

游社区、图形信息、相关链接

等。加强信息、互联网技术在

旅行社行业的应用，推进传统

中小旅行社互联化改造升级，

推进O2O模式，新兴网络电商

线下实体延伸，实现线上线下

紧密互动，做大做强，适应互联

网+新形势。②提升旅游信息

中心的服务水平，强化信息分

析与事件应对能力，以资源数

据库、知识库为基础，以地理信

息系统、数据分析系统、信息显示系统为手段，实现对突发事件的收集和分析、对应急指挥的辅助决

策、对应急资源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控制。

3.旅游导引标识信息服务 提升旅游导引与信息服务水平：①添加新增项目交通标识：在南京现

有旅游标识系统的基础上，于主要城市主干交通与新增旅游景区（点）连接线交汇口处增加新增项目

的旅游交通标识；②鼓励景区（点）相互导引：支持和鼓励景区（点）在各自现有的标识系统中，相互推

荐与标示指引，并增加在建、新建项目的旅游指示系统与景点解说系统；③相对统一与特色化设计：在

严格遵守国家质量监督局有关旅游设施与公共服务信息要求的基础上，要结合旅游者的认知特点与

规律，综合考虑品牌标示的相对统一与差异化设计。

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综合性的旅游规划、协调的旅游活动、在推广旅游景点的过程中

使用信息技术的前沿进展能够实现旅游业的更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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