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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经济时代到来，旅游信息成为行业重要战略资源，电子商务的发展为旅游业信息化提供主要支持。乡 

村旅游已发展成为当前最热旅游活动之一，具有广阔电子商务发展空间。以国内外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建设为案 

例，从网络建设角度，分析比较得出国内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电子商务网络结构与功能模式滞 

后。针对电子商务网络发展的现状，结合国际旅游电子商务网建设经验，对我国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结构与功 

能设计进行理论归纳，以期提供理论与实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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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作为网络经济的基础与主要表现形式⋯，成为 

当前信息产业化的主导力量。旅游业自身的性质、特点决定 

其发展电子商务，应对社会信息化、经济网络化竞争环境，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bj。现已成为电子商务四大应用领域之 

一
[ 

。 ． 

随着电子商务在旅游学科中应用的不断广泛与深入，旅 

游电子商务概念应运而生，并伴随旅游信息技术和商务不断 

交叉与渗透，旅游电子商务理论不断充实与完善⋯，集中于旅 

游电子商务经营模式 |6 J、营销策略 J、网站建设_9· j、发展 

问题、前景、影响与对策⋯ 研究。所谓旅游电子商务是指 

通过先进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旅游商务活动各环节电子 

化的商务过程_l ，是现代信息技术、商务、旅游三个子集的交 

集 。 

乡村旅游以其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旅 

游效益的综合性，以及能够促进城乡文化交流和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最“热”的旅游活动之一_1 ，相关 

研究受到学术界与政府界重视，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 

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研究内容上对乡 

村旅游地的产品 、市场 、环境规划 19J、政策管理啪 研 

究更加成熟，相应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设研究仍显薄弱， 

滞后“2006中国乡村游”主题年市场推广，亟需开展乡村旅游 

信息化建设，以推动乡村旅游向信息化、规范化、规模化、品牌 

化发展，实现城郊经济和谐发展。 

1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发展现状评析 

1．1 案例分析 

选用Go0gle搜索获取乡村旅游专业旅游网站34个，其中 

国外25个，国内9个，选取国外 17个、国内7个旅游网站作为 

案例，从网站类型、信息交流、通信服务、商务交流、个性管理 

五大功能模块建设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表 1)。 

收稿日期：2005—09—23；修回日期：2005—12～04 

分析表 1，国内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站建设滞后，规模偏 

小，表现为政府推动型，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旅游电子交易，只 

有“成都农家乐·休闲网”初步实现网上预订，集中以旅游线 

路、客房产品预订为主，其他网站主要作为乡村旅游目的地政 

府或研究机构对外信息宣传的平台与窗口，集中展示乡村旅 

游产品信息，提供少量信息搜索服务。国外乡村旅游电子商 

务网络建设成熟，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为政府、 

个人、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推动，出现较成熟 

的网上预订交易，涉及酒店、交通票据、景点票据、旅游产品线 

路等产品服务预订，功能完善，集中于在线调查、投诉与反馈、 

旅游科研、信息搜索、语言选择、电子地图查询、信息交流与展 

示、会员管理、电子邮件、景点投票调查等。 

1．2 现状评析 

1．2．1 国内与国外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①网 

站类型以政府主导为主。国内电子商务网建设以政府牵头推 

动，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或者通过企业招标交付网络技术企 

业经营，政府监督；或者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作为政府信息系 

统对外展示的平台。而国际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设经营 

主体出现多元化，以企业运作居多，个人与研究机构开始充分 

介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呈现乡村旅游科学研究、企业电子商 

务、目的地政府信息发布、旅游者信息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复杂化趋势。②通信服务水平落后。网络电子技术、信息技 

术与电子商务平台缺乏有效整合，网络信息服务应用不强。 

③信息交流与展示功能为主。国内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担 

负企业、政府、旅游者信息发布与交流的平台，旅游者与旅游 

企业问电子交易未能充分发展，电子商务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国际旅游网站已经由信息交流与展示向预订与接待等电子交 

易阶段过渡，住宿、机票、车票、产品线路预订系统发展相当成 

熟。④客户关系管理、游客与网站交互发展滞后。在线调查、 

网上投诉、游客询价等客户服务功能建设缓慢，甚至忽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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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通过网站与乡村旅游企业、政府交流不畅，客户关系管理系 显现；电子地图查询系统建设很不完善
，缺乏 GIs系统平台支 

统建设有待加强。⑤缺乏个性化服务功能。部分国内乡村旅 撑
，旅游目的地地图信息以静态平面展示为主，缺乏交互功 

游网站开始实行会员管理，但缺乏电子邮件与移动通信等及 能；几乎没有调查样本语言选择功能
，网站面向对象仅限于国 

时信息交流，会员作为旅游者信息反馈的窗口作用没能充分 内乡村旅游者。 

表1 中国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站发展的国际比较 

1．2．2 国内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站发展存在较大差异。① 

行业地域差异明显。Coo~le网搜索到的国内乡村旅游网站7 

个，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经济效益较明显的成都、 

贵州、临安、北京，许多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电子商务仍以门 

户网站或专业旅游网站为平台，专业乡村旅游网站建设严重 

滞后于现实乡村旅游发展。②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真正意义 

上的旅游电子商务网站仅限成都农家乐·休闲网，集中以旅游 

线路、客房产品预订为主，其他网站功能以乡村旅游信息发布 

为主 

2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结构优化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RTECS，Rural Tourism E— 

o System)并非一个电子商务网站，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 

集旅游信息服务、电子商务、行业管理于一体的复杂巨系统。 

2．1 组织结构：层次管理、多级分工 

2001年国家实行旅游行业信息化工程——‘ 金旅”工程， 

强调旅游网络信息系统实行国家一省一市多级管理，互联互 

通，功能分工。地方旅游管理部门负责信息收集、分类、整理， 

实现旅游企业与政府部门信息网络互联，建立目的地电子商 

务网，并层层上报信息进行汇总，选择性表现于上层信息网 

站，最终通过层层信息甄选，建立国家级电子商务网站，通过 

信息导航与搜索功能，展示各级旅游地电子商务信息。 

2．1．1 乡村旅游目的地企业与政府信息联合，功能分工：通 

过政府引导或企业自发，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政府管理 

部门利用自身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内部网)实现虚拟结合，信 

息传播与共享，功能分工与协作，企业负责基本信息、产品信 

息、市场战略运营信息等，政府主要作好宣传地区概况、行业 

管理、新闻政策、会展节事信息等，层层汇集、分类、整理，统一 

监督管理，联合发布。 

2．1．2 相关企业与媒体中介信息补充，不断更新：旅游交通、 

气象等第三方信息、旅游新闻媒体、旅游中介组织等纷纷利用 

电子商务平台，统一规范发布相关旅游信息，为旅游活动的高 

效进行提供决策支持。 

2．1．3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多级管理，层层互联：乡村旅游 

目的地划分市一省一国家三级，构建乡村旅游目的地信息系 

统平台，实现各级职能分工，层层互联互通。 

2．1．4 乡村旅游复杂系统层层互动，信息高效获取：乡村旅游 

者与旅游宣传媒体、中介、旅游企业及相关行业部门、旅游政府 

管理部门通过电子商务网实现信息交流与共享，相互作用，共 

同影响，构成一复杂乡村旅游地域系统。乡村旅游者登录电子 

商务网平台，通过信息导航与搜索功能，由上而下，获取各级乡 

村旅游子系统相关信息，促进旅游活动高效进行(图1)。 

2．2 信息结构：信息流一体化、网络化 

旅游可看作是旅游客源地旅游者到旅游目的地的目的性 

交易过程。旅游者做出旅游决策有赖于信息的支持，现代旅 

游者越来越要求旅游信息获取的高效与便捷，旅游活动的进 

行也越来越要求供需间信息对称的“白箱”产生。 

信息时代，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乡村旅游客源地与 

目的地间信息交流与交互的主要渠道，旅游信息资源则构成 

了旅游电子商务体系的灵魂与依据 。依托旅游电子商务 

平台，乡村旅游者、旅游中间商、政府管理部门以及目的地营 

销机构信息交互，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复杂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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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网络系统，主要由旅游目的地信息系统、旅游企业信息 系统、旅游者信息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图 1)。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 

乡村旅游地信息系统 lI 多村旅游企业信崽系统 乡村旅游者信息系统 

基本信息：注册信息、客户 

资料 
旅游行为特征；出游偏好、 

方式 、频率及需求 

客户关系：问卷调查资料、 

客户预订消费统计等 
需求信 息 

旅游地概况 ；地区形象 

旅游资源 ：乡村景观 

旅游产品：服务设施、旅游 

线路 
旅游交通：概况、查询 

旅游文化：乡村风 士人情 

旅游须知：出游注意事项 

旅游新闻：节事、行业动态 

基本信息：名称、类别、业 

务范围、所在地、标志、联 

系方式 

产品信息：旅游线路、客房 

预订代理 
媒体宣传 动态事件、宣传 

与广告 

图1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系统信息组成 

啦 ．1 0】曙明i翻 structure of rural tourism E—c0姗 roe network system 

在这个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中，传统的旅游供需 电子商务促进旅游子系统信息交流与共享，以电子商务提升 

信息交流与旅游交易主要依托旅游中间商、目的地营销系统。 旅游企业竞争力与品牌形象，以电子商务推动旅游服务的人 

乡村旅游目的地营销机构或旅游中间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 性化与个性化发展，以电子商务提高乡村旅游理论与实证研 

杂志的媒体广告向旅游者宣传目的地旅游企业产品信息，信 究水平。 

息交流与反馈比较有限，旅游者处于被动的信息受众地位。 一 、 ．．一  

现代旅游供需信息交流与交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旅游 

中间商与中介组织，而是以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为主要支撑，信 

息交流是一开放的、透明的系统，主要表现为旅游者与旅游目 

的地企业、旅游政府管理部门、旅游营销机构、旅游中介结构、 

中间商系统组成部分间一对多、多对多的信息流结构(图2)。 

村旅游 目的地：旅游企业 

乡村旅游 目的地 
营销机构 
·旅游协会 

图2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信息流网络结构 
．2 Informationflow structure of rural 

tourism E一~ l-Ce network 咖  

2．2．1 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与营销机构依托电子商务 

网站或信息传媒中介，对外发布旅游地信息、旅游产品信息， 

供旅游者查询。 

2．2．2 旅游企业通过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建立企业信息 

联网，组成目的地旅游企业信息系统，相互了解产品与服务， 

实现同业交流与合作。 

2．2．3 旅游者登陆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平台查询相关旅游信 

息，通过登记个人资料、发表留言、响应市场调查等方式反馈 

信息。 

2．2．4 旅游中介、中间商、营销机构纷纷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利用客户信息数据库，主动通过电邮、短信等网络营销手段实 

现主动营销。 

2．3 功能结构 ：“五位一体”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设与行业管理目标相结合，充 

分考虑旅游者、旅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旅游相关机构各利 

益主体管理信息化的需求，以电子交易为核心功能，集信息交 

流、旅游科研、企业管理、旅游服务功能于一体(图3)，追求以 

／／圈圈酲函 、＼，，， 、、／／图隧蕊蕊豳、＼＼ 
(乡村旅游算理部门、旅游＼ f(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各 

网络 (银行、旅游企业、旅游者4 网络 
． 一 一 一  nk证、支付、转账、L 一 I报表

、 统计、交流I票Ill传递、!i!ilt I查询、咨询、投诉、 I
会议、促销、文件r ——————71 预订、调查、帮助 

(乡村旅游企业) 1 f (乡村旅游者) 

匮圈圈 ／／＼旦 ／＼＼圈圈圈圈／ 

图 3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功能结构 
F ．3 nlI-c吐∞ stm咖 re of t0Ilrl嗣m 

E—cI瑚I蜘 roe l~l'work~sienl 

网上电子交易功能：实现发卡银行、旅游企业(卖方)、旅游消 

费者(买方)三方参与的电子交易过程，包括身份信息认证、电子 

支付、转账与结算、票据传送、产品配送等旅游商务E化。 

旅游信息交流功能：实现旅游相关信息的收集、汇总、上 

传、传递、共享与下载，集合多媒体动态效果、生动活泼宣传资 

料、实时更新信息效率与内容检索交互功能，为旅游企业与政 

府管理部门信息有效发布，旅游者信息高效获取提供理想渠 

道。 

旅游学术研究功能：乡村旅游研究者利用电子商务网信 

息交流与共享平台，开展相关学术研究，集众人智慧，探讨乡 

村旅游产品与市场规划、政策发展、规模预测等相关理论与实 

践问题。为乡村旅游者、旅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及研究者学 

习与讨论提供借鉴。 

旅游企业管理功能：通过内部网与外部网，与旅游企业管 

理信息系统相联合，利用网络的信息交流获取有益的市场需 

求信息，实现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学习与决策，通过制作信息 

统计报表，为旅游会议文件、市场促销、旅游生产战略等管理 

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旅游信息服务功能：针对乡村旅游者个性化信息需求，通 

过信息查询、咨询、投诉、产品预订与配送、在线调查与帮助、 

会员管理等功能模块，为旅游者信息决策提供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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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功能设计与发展 

3．1 功能开发的时序规划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设是一个分步建设、不断完善 

的系统工程。其发展与成熟遵循生命周期理论，主要经历初 

步开发、迅速成长、完善成熟、衰退与更新四个发展时期。当 

前，我国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完 

全意义上的电子商务并不成熟，电子商务网络担负旅游信息 

传播的作用明显，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设应循序渐进，步 

步为营，有计划有步骤进行，近期以信息服务交流与营销功能 

为主，中远期逐步强化电子商务功能(图4)。 

l 网络蓿销 

、 

客户关系管理 [二二 

数据库建设 

电子商务 
法制政策管理 个性化管理 

信息交流 “一对一”营销 
。 

图4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发展的生命周期战略 

．
4 Life—drde strategy ofrural tourism 

E—co~lmerc~network fUll~~OII development 

近期：建立权威高效、动态丰富的旅游信息网，完善旅游 

信息数据库建设，通过网上促销，有效宣传旅游信息，加快旅 

游行业信息化。 

中期：开展丰富而形象的网络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通过 

电子刊物宣传、在线调查、客户关系管理、电邮信息营销等主 

动营销方式，扩展旅游市场发展水平。 

远期：集成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在线信息收集、处理、远程 

发布与更新、在线预订与支付等电子商务功能，实现整个旅游 

产品营销一体化，并加强网络认证的法制化管理。 

此外，针对电子商务网络部分功能发展的衰退现象，及时 

加强个性化管理，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通过会员管理、在线 

论坛、语言选择、旅游社区等个性管理，开展定制服务与产品， 

实行“一对一”营销，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促进网络系统生命的 

复兴与再生。 

3．2 功能设计的系统构成 

3．2．1 功能设计的整体结构。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 

功能设计上应充分实现不同类型用户通过各种接口或用户 

界面或通信渠道(个人计算机 PC、便捷式设备、互动电视Tv、 

车内通讯系统等)接入，进入系统核心功能界面，应用多种功 

能使用数据库中信息。数据处理的核心是旅游地、旅游企业、 

旅游者信息数据库，依托互联网，通过几大核心功能模块：行 

业管理宣传报道、信息内容搜索、预订交易、网络营销与主动 

营销、供求信息与市场评估、产品信息展示、客户关系管理、在 

线市场调查，服务于不同用户群体(客源地或行程中旅游者、 

旅游中间商、旅游媒体、目的地管理机构、当地旅游企业及协 

作机构等)。 

整个电子商务网络系统功能设计整体上呈现网络层次结 

构。旅游目的地信息、旅游企业产品信息、旅游者需求信息等数 

据库子系统，构成整个电子商务网络系统的内核层，依据关系模 

型进行数据收集、存储、分析、调用等数据库管理工作，成为网络 

用户信息获取的源泉。信息交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几大核 

心功能模块构成整个电子商务网络系统的中间层，依托互联网， 

与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内部网(Intranet)与外部网(Ex昀mt)相联， 

给旅游者、旅游企业信息发布、交流与共享提供窗口支持。旅游 

者、旅游媒体、旅游中间商、旅游管理部门、当地旅游企业、旅游信 

息中介等用户群体则构成整个电子商务网络系统的外围层，是电 

子商务网络的服务者与建设者(图5)。 

3．2．2 功能设计的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 

络系统不仅仅只限上述几大核心功能模块。电子商务网络功能 

实现必须依赖于各种软件系统的开发，依据电子商务网络功能设 

计的软件系统差别，可以将整个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功能系统 

划分为数据库系统、信息交流与展示系统、网络营销系统、商务交 

流系统、个I生管理系统五个大部分(表2)。 ‘ 

3．3 功能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由于我国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发展的社会经济 

环境不完善，市场信息不对称，产品价格混乱，供需双方存在 

双重“信任危机”；网络信息技术开发不成熟，专业化优势无法 

充分发挥，因此我国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发展只能走“先信 

息后商务”的循序渐进道路。 

3．3．1 从网上促销逐步过渡到网上交易。当前我国乡村旅 

游电子商务发展网上促销技术成熟，费用低廉，效果明显；而 

网上交易技术复杂，安全问题突出，法制环境有待完善，因此 

宜采取动作模式：先实行“在线营销，离线交易”或“在线预订， 

离线付款”的“初级阶段”再逐步过渡到促销、预订、付款一体 

化的电子商务“高级阶段”。 

3．3．2 网上交易先从简单产品(服务)逐步发展到复杂产品服 

务。由于小额简单产品服务：交易额小，网上付款风险小，简单 

交互技术可以实现(预订)，并且当前在线预订发展迅速，已经 

较大提升消费者信心，发展空间巨大。而复杂产品服务：内容 

复杂，不够规范，消费者个性化要求多，出入境手续麻烦，旅行 

安全与保险(包价旅游)难以保证，只有发展到可视式交谈技术 

才可能越过旅行代理商进行网上直销，实现“一对一营销”，开 

展定制服务与产品，实现旅游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3．3．3 网上交易对象从发达地区(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地区 

(国家)。互联网用户分布不均，发达地区旅游电子商务发展 

较成熟，发达国家网上商业信誉与法制管理较规范健全，加大 

力度开展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可以率先取得示范效应，推动其 

它发展中地区或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 

3．3．4 根据不同情况使用电子商务模式。目前，我国旅游企 

业普遍存在“小、弱、散、差”的问题，很多中小旅游企业还不具 

备 B—c网上直销模式，主要是中小旅游企业资金、技术与人 

力投入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因此可运用 B-B建立服务 

供应商、旅行社问的交易与业务联系，依托专业电子商务平 

台，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避免独立建设电子商务网带来的巨 

大成本投入，提高行业效率与效益。 

4 结论与讨论 

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旅游业跨空间信息传 

递、供求匹配与效率提高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旅游电子商务 

应运而生。作为新兴的旅游商务模式，旅游电子商务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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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但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仍 
处于初级阶段，电子商务意识薄弱，网络发展模式单一，行业 

与地域差异明显，功能开发滞后，网络结构不合理。 

图5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功能设计 
Fig·5 l~lnciJon design of rural touriml E-~olmll~rco network system 

表2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功能组成 

—

Tab．2 FtmcUon modu
—

le of rural tmniam E-cl加叫I r。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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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并非一个电子商务网站，而 

是基于互联网技术，集旅游信息服务、电子商务、行业管理于 
一 体的复杂巨系统。其核心载体是电子商务网站，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实现旅游者、企业、管理部门、相关机构间的信息交 

流与共享，促进旅游者与旅游企业问的旅游交易信息化与网 

络化。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组织结构上，充分发挥不同地域 

层次的旅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旅游者、旅游媒体、旅游协作 

机构等各信息主体的不同作用，职能分工，多层管理，表现为 

旅游地一市级一省级一国家级自下而上的信息发布与共享， 

各级政府部门宏观管理，统一协调。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信息结构上，强调以旅游电子商 

务平台作为信息交流与共享的主要支撑，信息交流表现为开 

放而透明的巨系统，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企业、旅游政府管理 

部门、旅游营销机构、旅游中介结构、中间商系统组成部分间 
一 对多、多对多的信息流结构。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功能结构上，以电子商务功能为 

内核，集信息交流、旅游科研、企业管理、旅游服务功能于一 

体，追求以电子商务促进旅游子系统信息交流与共享，以电子 

商务提升旅游企业竞争力与品牌形象，以电子商务推动旅游 

服务的人性化与个性化发展，以电子商务提高乡村旅游理论 

与实证研究水平。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网络系统功能设计中应充分以旅游 

者需求为中心，综合考虑旅游企业、政府部门的管理的信息化 

与网络化，引入系统发展观，从信息流角度充分考虑各旅游电 

子商务网络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功能发展上运用系统 

的生命周期战略，功能开发循序渐进，切实考虑电子商务发展 

现状，“先信息后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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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COM[c＼ ERCE DI LOPM匝NT AND ITS NETWORK 

SYsrrEM CONsr删 CTION OF RURAI TOURISM 

XIONG Jian—ping ，LIU Cheng—liangI’2，YUAN Jun 
(1．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chool，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Hubei，China；2．Academy ofTourism 

Development，Hubei University，Wuhan430062，Hubei，China；3．Wuhan Marine College，Wuhan430062，Hubei，China) 

Akaraet：As the arriving of the network economic ages，the tourism information became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rcs0urces of profession；山e de— 

velopment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provides the main support f0r the information—based of tourism industry． rhe rural tourism has already 

developed t0 b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ouri8111 activities at present；there is the vast development space of electronic commerce．With the ex— 

amples of setting up the rural tourism electronic corumerce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the writer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Chinese rural electronic eonllnel~eis onthe elementary stage．its network structure andfunctionisto drop behind。Aim atthe present condi‘ 

tion of the electronic colnmel'13e network development，combine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electronic commerce network coustruc· 

tion．do theories’induce ofour rural travel electronic commerce network structure and function design，80 as to supply theories and substantial 

eviderice reference of OU．F rural tourism electronic eorumerce network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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