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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连的几个县市可成立一个功能区，根据产业功

能统一管理分别发展，逐步把旅游产业做强。

曾经的京津冀一体化是河北省“剃头挑子一头

热”，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不能乱热，城镇化的一

头热就是可以的。现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河北省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京津的产

业转移意愿非常强烈，河北与京津在两厢情愿的前

提下建立合作关系，就看河北的了。河北的目标就

是建成一个交通方便、环境优雅、政策优惠、居住舒

适、高端消费业发达的城市化系统，以引入京津的

优势旅游资源，吸引京津旅游产业主动落户。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4-08-14）

以信息化助推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

窦 群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101）

众所周知，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信息化，因

此，信息化是冲破行政区划割据的利器；同时，信息

化又是旅游业迈向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科技支撑，由

此，信息化理当成为京津冀三地区域旅游合作和迈

向旅游一体化的发动机。国家 2014 年推出智慧旅

游年，探讨构筑京津冀智慧旅游系统、助推区域旅

游合作，更是恰逢其时。笼统划分，京津冀智慧旅

游系统主要包括：目的地整体营销（资源和产品整

合）、电子商务、公共服务、行业监管四大模块。

目的地整体营销模块：包括三地统一包装、建

立统一的门户网站、共同推出手机 APP 及微信平

台，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推广等。京津冀三地资

源类型多，可进入性强，在长城、大运河、皇家文化

等我国代表性世界遗产地上，三地可以形成精彩纷

呈的系列延伸产品，特别适宜作为一个整体目的地

来促销。尤其是针对北京开放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三地通过整合资源，联合海外市场宣传推广，可

以共享政策的红利。通过构筑京津冀统一的目的

的营销体系，首先从形象上树立起京津冀旅游的整

体概念，为拓展各个方面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电子商务模块：作为信息化成长最快的领域和

市场化特征突出的业务，理应成为三地区域旅游合

作的核心和重要的拓展空间，涵盖一切可以为三地

共同面向市场开发和运行的业务，包括电子票务、

自助导游、第三方在线预订渠道等。有一定合作基

础并可望首先产生效应的就是促进“京津冀旅游一

卡通”的推出和推广使用，为持卡游客提供吃、住、

行、游、购、娱一条龙的优惠服务，以“一卡通”的发

行和使用，初步实现三地间的沟通和市场互动。

公共服务信息模块：当前主要是整合交通信息

资源。区域交通协作是旅游协作的基本支撑，为

此，整合区域交通信息是方便游客出行的前提，通

过协同各方力量，将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等三地

间大交通以及与此相衔接的城市内部交通信息进

行全面整合，针对自驾游群体，建立完善的京津冀

自驾游信息服务体系，由此构筑涵盖全部交通信息

的京津冀“大旅游”目的地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旅游公共服务信息领域，目标是建成资

源共享、信息兼容、具有强大检索和链接能力的游

客咨询服务系统。

行业监管模块：三地建立统一的假日旅游预报

制度和旅游警示信息发布制度，建立统一的区域旅

游统计体系；对于旅游投诉、非法一日游等旅游问

题，三地实现旅游投诉信息联动并联合执法，建立

统一的旅游管理信息共享和大数据决策分析系统，

共同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构建诚信规范、优质安全

的京津冀旅游目的地形象。

诚然，由于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信

息化助推区域旅游一体化离不开相关领域信息化

的共同参与，比如金融、通讯、交通等领域的信息

化，都是与此相关的优先领域，因此，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需要广泛借力并主动融合，借助信息化大潮的

推力，不断把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带到新的天地。
（作者系该院智慧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收稿

日期：2014-08-11）

[本期本栏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魏云洁]

·预 告·
2014年第11~12期笔谈主题：

第11~12期 旅游伦理问题的当下表现和理

论聚焦

2015年第1~12期笔谈主题：

第 1 ~ 2 期 旅游发展的新常态与新机遇

第 3 ~ 4 期 十三五旅游业改革发展

第 5 ~ 6 期 国家公园的管理与制度创新

第 7 ~ 8 期 国内外旅游产业政策研究：理论

与实践

第 9 ~10期 旅游人才培养的中外比较

第11~12期 新游客 新动力 新问题

欢迎踊跃投稿。

⋅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