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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贵州乡村旅游业得以迅速发展，同时将电子商务应用于乡村旅游也成为

旅游业新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梳理贵州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电商的发展现状，发现其面临人才与技术

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智慧旅游意识薄弱以及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在借鉴国内外乡村旅游电商发

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培养旅游电商复合型人才、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化旅游平台、

提高网络宣传力度等优化路径。以期推动贵州乡村旅游电商健康快速发展，促进贵州乡村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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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uizhou rural tourism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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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rapidly,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e-commerce in r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 new de-
velopment direction of tourism. By combing the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ourism e-commerce in Guizhou, this paper finds that it faces the problems of talent and 
technology shortage, lagg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eak awareness of smart tourism and 
insufficient publicit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tourism e-commerce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proposed to vigorously cultivate tourism e-commerce composite talent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create a smart tourism platform, and improve network 
publicity and other optimization path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commerce in Guizhou,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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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乡村旅游与电子商务产业的

深度融合成为了推动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这种融合不仅是乡村产业模式创新和产业经济提升的必然趋

势，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落实。2023 年，我国政府相继发布了《关于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通知》，两份文件均着重强调了发展农村电商和

乡村旅游的重要性，旨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乡村旅游与电子商务的融合

在本质上是推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重要举措，推动乡村旅游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

当地的经济发展，更能将乡村地区所独特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另

外，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快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对旅游和财政部门都有重要影响[1]。贵州是一个旅游

资源十分丰富的省份，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历史。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贵

州旅游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村 BA”爆火出圈过后，贵州更是成为全国旅游的热门城市，旅游业逐渐

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但由于地理原因，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多遍布于乡村，很多旅游

资源并未得到较好的开发与推广。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为贵州省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助推性作用，

但在整体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现实问题[2]。因此，通过电子商务角度研究贵州旅游发展，针对贵州乡村

旅游电商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省乡村旅游电商的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创新贵州

旅游方式、发展乡村旅游电商，有助于提高贵州旅游业的竞争力，助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2. 电子商务在乡村旅游中的应用价值 

2.1. 促进乡村旅游服务的升级 

电子商务能够显著改变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增强旅游产品的影响力并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多样的服

务[3]。电子商务平台上旅游产品销售的不仅是产品本身，还包括旅游服务。旅游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能提供更加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旅游服务，可以将旅游的景点、线路等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给消费者，

改变了传统旅游模式下企业服务不及时，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滞后的局面。将电子商务模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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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旅游业既能提高服务质量，又能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有力推动了旅游服务的升级进而推动乡

村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2.2. 改变旅游产品销售方式 

传统的旅游产品销售方式主要依赖于旅游中介和门市，而电子商务的兴起为旅游产品销售提供了全

新的渠道。借助电子商务模式，旅游企业能够突破地域限制，覆盖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将产品销售至全

国范围，从而大幅提升了业务的覆盖面和知名度。同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购买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产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旅游产品的销售额，也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因此，电子商务在旅游行业中的应用，无疑是在地方企业和旅游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实现了双方的共赢。 

2.3. 更好的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目前，个性化旅游服务定制已经成为旅游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与如今流行的电子商务相结合，

能够找到更加有效的发展路径，实现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4]。当旅游迈入新时代，当年轻人成为时下

主流消费群体，人们的旅行目标也就从“去哪玩”变成了“玩什么”，“会玩”成为重要生产力。传统

的旅游模式基本属于流水线式的旅游打卡模式，而电子商务平台与传统的旅游模式不同，在旅游电子商

务平台上，消费者可以更为详细地了解旅游信息，结合自身喜好、资金情况等规划更为合理的旅游线路

[5]。同时，它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使消费者在旅游中

能感受到个性化的旅游服务与更好的旅游体验。因此，将电子商务应用于乡村旅游中，能推动实现旅游

信息化、可视化，旅游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可以获取更多的客户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实现用户

喜好可视化，从而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根据不同的消费者需求，推出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色旅游

产品，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2.4. 有效降低成本 

旅游景区发展电子商务便于游客获取信息，对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促进产业整合具有重要作用[6]。
电子商务模式所具备的在线预订、支付等功能，能够显著提升销售效率，有效缩短客户购买产品的时间，

进而优化客户体验。同时，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旅游产品的销售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获

取和购买渠道，这种模式也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并有效减少了用户的实践成本。而且相较于传

统的旅游营销方式，电子商务平台则能够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进行高效推广，能使旅游企业能够更广泛地

将产品和服务推送给目标受众，实现自动化的营销管理，显著减少宣传费用和人力投入，进一步有效降

低成本。 

3. 贵州乡村旅游电商的发展现状 

3.1. 乡村旅游增长速度快 

在政府政策的带动下，各地乡村旅游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7]。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推动下，

贵州乡村旅游近年来备受年轻群体的青睐，不断刷新旅游收入与人次的纪录。根据最新统计，2023 年贵

州的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分别回升至 2019 年的 113%和 119%。其中，“村超”与“村 BA”两大乡村体

育赛事更是成为热门话题，这些由乡村居民自发组织的活动，在全网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关注，浏览量突

破 580 亿次，成为名副其实的“现象级”赛事。“村超”举办期间，榕江县更是迎来了旅游热潮，累计

接待游客超过 51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高达 59.86 亿元，使贵州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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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贵州省全年接待游客数量达到惊人的 12.84 亿人次，相比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1.5
亿人次。同时，全年旅游总收入也实现了显著增长，达到约 1.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9%。贵州文旅订

单量、订单人次同比 2022 年增速分别达 149.5%和 143.3%。这些数据的亮眼表现不仅彰显了贵州乡村旅

游的发展潜力，也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贵州加快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乡村旅游以惊人的增长速度成为了贵州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3.2. 贵州乡村旅游电商发展的现实困境 

3.2.1. 乡村电子商务人才匮乏 
任何产业想要得到发展都离不开人才，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电子商务

发展需要既能充分了解旅游管理知识，又能灵活操作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的复合型人才[8]。电子商务

属于一种新兴的产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科技来推动发展，这就需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

才能实现。但由于电子商务在贵州起步较晚，相关专业技能的人才的培养上不具备优势，并且贵州乡村

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偏低、交通设施建设不够完善、政策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掌握乡

村旅游电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更倾向于前往发达地区或城市发展，而当地居民的相关技能水平又存

在局限性，导致贵州地区整体都十分缺乏电子商务人才资源。同时，贵州在外来人才引进上的投入和政

策上对于当代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来说也缺乏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在本土人才培养力度不够，

外来人才引进困难的双重制约下，贵州乡村旅游电商自然难以发展起来。 

3.2.2.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建设滞后 
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以及相关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会直接决定乡

村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成效[9]。首先，贵州由于地形地貌原因，贵州省内一些偏远农村地区虽具有丰富

的乡村旅游资源，但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农村道路状况不佳以及乡村旅游区域道路规划与建设存

在明显不足等，不利于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10]。其次，贵州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电子商务这种新兴产业

起步较晚，资金投入需求高，而贵州相关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程度不够，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总而言之，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贵州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 

3.2.3. 乡村智慧旅游发展意识薄弱 
一方面是电子商务技术应用不足，乡村旅游智慧化主要是通过智慧化的平台来为游客提供导览、管

理、服务、等方面的智慧化服务，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以满足现代旅游者的需求，提高旅游业的

效率和质量。但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智慧旅游发展意识薄弱的问题，导致其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待提

高。另一方面，信息化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尽管贵州在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

在信息化方面仍显薄弱，导致游客在游览过程中难以获取实时信息，影响了旅游体验，阻碍贵州乡村旅

游的发展。 

3.2.4. 网络宣传不到位 
贵州省拥有丰富且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但在当前的宣传中未能完全展现出贵州特色，不利于增强

对游客的吸引力[11]。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宣传已成为推广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手段。然而，

在贵州很多乡村旅游景点和特色产品缺乏充分的网络展示和宣传，导致游客对其了解不足，难以产生足

够的兴趣。另外，乡村旅游宣传内容缺乏特色。在当前的宣传中，通常只是简单地介绍景点的位置和基

础设施，而缺乏对乡村民俗文化、美食等独特元素的深入挖掘和展示，未能在宣传环节展现出独特的贵

州特色，这样的宣传内容既无法吸引游客的眼球，也难以让他们对乡村旅游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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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州乡村旅游电商发展的优化路径 

4.1. 大力培养旅游电商复合型人才 

人才是乡村旅游电商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旅游电商是将电子商务和旅游二者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业务，

需要同时具备电子商务知识和旅游知识的复合型人才[12]。针对当前人才匮乏的现状，应加大人才培养和引

进力度。首先，建立乡村旅游电商人才培训体系，通过举办培训班、开设专业课程等方式，培养一批具备电

子商务、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乡村旅游电商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同时，

通过政策制定以及资金投入等手段积极引进外部优秀人才，尤其是具有丰富电商经验和创新思维的人才，为

乡村旅游电商注入新的活力。总之，要解决人才匮乏这一问题，就必须既能培养出人才又要留得住人才。 

4.2.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贵州省各地有关部门应给予充足的财政支持，改善物流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农村地区

道路体系，尤其是优化乡村旅游区域的交通体系，加强各乡村旅游区域的交通规划与建设，这样可以提

升乡村旅游区域的道路质量，提高乡村道路的安全性和通行效率。其次，贵州应因地制宜的开发出多元

化的乡村旅游产品和独具本土特色的旅游景区，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解决景区建设同质化的问题。最

后，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各级政府也需要加快推动乡

村电商旅游产业园建设，为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支撑和信用保证，为旅游电商经济发

展创造更良好的外部环境[13]。企业则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共同推动贵州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4.3. 打造智慧化旅游平台 

只有打造全新的乡村旅游品牌，带动周边旅游电子商务发展，才能够促进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共同

进步[14]。首先，整合特色旅游资源打造贵州特色旅游电子商务智慧化平台。贵州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深度挖掘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特色美食等旅

游资源，将这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独特的旅游产品，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创建更具地域特色的

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其次，运用智慧化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

平台的智慧化水平。通过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收集用户数据，构建用户画像，实现精准营销以及提供

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景区内设施的智能化管理等，加强品牌与文化的融合，将贵州

的民族文化、地域特色等元素融入平台建设，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总之，提高贵州省乡村

旅游智慧化程度，能促使乡村旅游提质升级[15]。 

4.4. 提高网络宣传力度 

网络宣传是乡村旅游电商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网络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应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宣传效果。首先，制定有效的网络营销策略，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和发挥好贵州的特色民俗文化与风土人情展开宣传，吸引更多潜在游客的关

注。其次，加强与旅游平台、主流媒体的合作，扩大宣传渠道和覆盖面，提高贵州乡村旅游的曝光率和

影响力。同时，还要注重宣传内容的创意性和互动性，可以与旅游机构、景区等合作，共同推广特色旅

游产品，通过讲述乡村故事、展示乡村风情等方式，激发游客对乡村旅游的兴趣和向往。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贵州乡村旅游电商的发展正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面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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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要求，贵州乡村旅游电商仍需在多个方面持续优化。贵州省应重视人才培养，挖掘地方特色

资源，探索乡村旅游与电子商务的契合点，打造乡村特色智慧化旅游平台，推动贵州省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持续赋能贵州省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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