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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并对旅游业的需求不断增加，文旅融合的概念随之出现在大

众视野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着力推动乡村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

文化振兴的关键。而电子商务伴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成为崛起的行业之一，为乡村文旅游产业融合带来

更多的机遇。因此，本文以文旅产业资源为依托、电商赋能为核心、乡村振兴为主题，对乡村文旅产业

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的策略进行研究，并给予一定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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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s demand for a better life has been on the rise, the demand for tourism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has appeared in the public vi-
sion. The culture is the soul of tourism and the tourism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Promoting the in-
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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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along with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mmer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rising industries, bring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cul-
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resources as the basis, 
e-commerce as the cor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theme. It studies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e-commerce, giving some referenc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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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出现了多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方案，其中乡村文旅融合是推动乡村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一招。文化旅游产业是深入贯彻生态

文明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成果，是对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对优秀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

换与创新性发展。在乡村旅游中融入文化元素，真正做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就要不断注入新内容，以

创新驱动为牵引，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而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平台

在乡村文旅产业中的地位以及作用不断突显，为乡村文旅产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有

效拓宽乡旅文化产业的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发展。另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促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因此，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

务的融合不仅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更能推动乡旅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

融合逐渐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 

2. 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的价值意义 

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是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是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等

先进的前沿技术为基础，以信息化、数字化为核心，以电子商务平台为桥梁构建符合新时代个性化旅游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的乡村文旅项目为支撑。 

2.1. 打造乡村文旅产业经营的新模式 

乡村文旅产业归根到底依旧是服务型行业，乡村文旅产业要想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竞争中不被淘

汰，其首要任务是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与需求。电子商务平台具有数字化、全天候、全球性、个性化、

交互性的特点，乡村文旅产业通过运用电子商务平台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详细的旅游信息。同

时，乡村文旅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为多元化的消费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以便

满足消费者的各类需求，例如电商与露营、民宿、“反向旅游”等新业态与新模式的融合[1]。乡村文旅

产业可以通过小红书、抖音、微信公众号以及宣传片等推送进行宣传，既能够降低乡村文旅企业的成本，

还能使消费者的线上的愉悦感转化为对企业的认同感，乡村文旅企业通过这些宣传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了

不可替代的在场体验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潜在消费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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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赋予乡村文旅消费者个性化的新服务 

传统的乡村化旅主要依靠线下销售，以线下的旅行社为主，消费者常常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避免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而电子商务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时

空上的限制，其平台提供了线上预订、在线导游、旅游路线等个性化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了解

旅游路线、热门景点、文旅产品、旅游信息，并能通过大数据的推送结合自身的偏好、资金情况等更

合理的规划消费者自身的旅游路线。开辟新的服务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服务内容，丰富

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信息[2]。这种新服务的发展不再使消费者被各种问题所制约，而是使消费者适应

各种新要素。另外，消费者可以在电子商务平台看到公开、透明的评价，消费者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

讨论旅游心得，为尚未进行旅游的消费者提供参考建议，文旅产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给予了消费者独

特的情感联结，并提供消费者社交价值与归属价值。同时，文旅产业可以通过这些评价和讨论及时进

行调整与完善。 

2.3. 推动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的新样式 

乡村文旅产业伴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旅游意识的增强，市场规模必然会不断扩大。乡村文

旅产业注重绿色发展的理念更是符合国家政策导向。通过数智赋能实现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

使得数据充分共享利用，进一步发挥好大数据的价值，将乡村文旅产业的参与主体联结。利用数智融合

将乡村文旅产业生产力相融合，有效促进数字乡村、数字政府等发展。将电子商务数字平台充分发挥，

利用信息流将旅游产品与文化产品进行传播，更好地发挥电子商务平台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

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的基本现状 

3.1. 资金投入不足，地方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不仅要有优美的风景和古老的文化，还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3]。电子商务在乡村文旅的应用受制于

地方基础设施，影响了电子商务与乡村文旅的融合与发展。例如乡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不够，互联网

连接的速度较慢，尤其表现在在线支付、在线浏览、在线预定等方面，导致消费者的意愿降低[4]。乡村

的配送和物流方面的还不完善，没有构成完整的体系，而农产品大多是需要冷链仓库、冷链运输等作为

必备要求，会导致农产品复购率降低[5]。除此以外，乡村地区的交通、住宿、停车场方面、食品卫生都

相比于大型旅游场地有很大差距，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6]。因此，地方政府还需要加大力度投入

资金建设基础设施。 

3.2. 地方与文化融合不明显，没有突出品牌特色 

文化是一种更高级的精神追求，指导人们的行为准则，旅游则是对一种对新鲜事物的探索[7]。目前，

在乡村旅游中融入文化因素的效果还不明显，没有突出地方品牌的特色，对游客的吸引力不足[8]。很多

乡村旅游景区的电子商务网站整体风格差异不大，没有地方的特色。通常在电子商务网站内都只是一些

购票指南，景区风景展示等内容，缺少个性化体验。乡村文旅不仅是农村特色与旅游的结合，更是文化

与旅游的融合，对地方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传承不足，难以突出地方特色，导致游客难以体验到当地的文

化习俗风情。对于新时代追求精神财富的消费者以及压力大的年轻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满足消费

者的情绪价值与个性化体验。除此以外，在乡村旅游中缺失文化的灵魂，在电子商务网站上没有指向购

买当地特色产品的链接，只能在线下购买，在线下购买的产品的包装精致度与标准化也不够，地方树立

地方特色品牌的意识淡薄，不利于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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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业人才匮乏，乡村文旅产业融合程度较低 

乡村旅游景区与城市景区相比，虽然更具有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但是有商业水平不够、薪资待遇较

低、交通不发达等问题，导致电子商务与文旅产业交叉专业人才的匮乏，不愿意在乡村发展[9]。而大多

数管理乡村文旅电子商务平台的人员都是当地的地方居民，受文化水平的制约，整体素质不高，缺乏标

准的培训，只会电子商务平台基础的步骤，会出现不能及时与客户沟通、与同类企业沟通，缺乏共享意

识，会受信息闭塞无法将乡村文旅产业进行融合，从而无法发展经营理念与意识，不利于乡村文旅的可

持续发展。 

4. 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的实践路径 

4.1. 加大投资力度，完善地方设施 

越来越多的游客对乡村文旅产生兴趣，希望远离城市的喧嚣，体验宁静的乡村生活，体验大自然的

原生态的美丽。电子商务平台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供了便捷的预定和支付功能以及提供景点介

绍、交通指南、旅游攻略等服务对于尚未来到地方旅游的游客来说，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是使游客了解

乡村文旅的重要渠道。因此，就不断需要对互联网覆盖率、通信设施以及物流配送服务等方面进行改善。

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吸引游客和保障游客体验的前提条件，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以数字化电子

商务平台的互联互通为契机，实现文旅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促使其向一体化发展，扩大文旅产业

电子商务平台的规模，提升其工作效率，增加乡村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4.2. 生活引领体验，激活地方魅力 

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需要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形、以生态为底、以产业为脉，而乡村文化旅游的

核心在于对文化的体验，注重游客亲身体验乡村风人情以及地方特色文化。消费者对乡村旅游体验的需

求逐渐多样化，文旅企业需要利用大数据收集信息并进行整合，进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满足游

客的多元化需求，并以创新的思维将地方特色文化与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制定旅游路线体验、主体化

住宿体验、乡村文化活动体验以及生活化的场景体验。这样既保留了乡村的特色韵味，激活地方魅力，

又能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化的平台。深度了解和认识游客的需求，不断优化文化资源，激发游客对乡村

文旅的情感，从而打造沉浸式的文旅体验[10]。乡村文旅产业对企业来说是具有利益价值，但对于游客来

说是具有审美价值，通过游客对乡村文旅的在场体验，这种体验是从感官、行为、思维、情感等多方面

的体验，能够改变自己的情绪与心境，让大自然的生态治愈内心的生态，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提高

生命的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4.3. 地方特色鲜明，创新营销思路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下，应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推广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并创新营销思思

路。独特性与差异性是一个地方的灵魂，立足本地实际挖掘自身特色资源打造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构

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促进乡村多元文化融合共生，通过乡村文旅宣传片、地方旅游直播、与地方

美食博主合作等方式并借助抖音、小红书、微信地方公众号、微博等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普及推广与宣传

乡村文化与地方旅游特色。还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举办乡村文旅摄影大赛、互动游戏等，增加用户的

参与度，并提高地方品牌知名度。建立地方品牌社群，借助电商平台与用户保持密切联系，了解用户需

求，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哪类产品最受喜爱，以便调整营销策略。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创意与乡

村旅游相结合，打造有自身故事的旅游纪念品，在电商平台开设网络店铺，扩大销售渠道，游客可以在

电商平台购买旅游纪念品作为纪念。在电商平台销售文创产品可以生动地展示乡村特色，并丰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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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的情感认知，不仅可以扩展乡村产业链，还可以提高地方品牌形象与影响力。 

4.4. 对接时代需求，拉动文旅消费 

进入新时代以来，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对质的提升，从有形态的物质商品转向对无形态的精神商品，

都在表明消费者的需求是与时俱进的，不对接时代的需求就将被时代所淘汰。当代游客更注重自身实践

所带来的在场体验价值与精神价值，这就需要乡村文旅产业挖掘地方特色构建消费场景，将消费融入生

活体验中。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构建线上消费场景和发展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并注重个性化、科技化、

可持续发展，例如通过直播带货、互联网推广、线上云旅游等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契合，构建符合本地特

色与时俱进的新消费场景，达到乡村拉动文旅的消费。 

5. 结语 

乡村文旅融合是推动乡村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平台在乡

村文旅产业中的地位以及作用不断突显，为乡村文旅产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有效拓

宽乡旅文化产业的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发展。因此，研究乡村文旅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的发

展对策，推动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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