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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实践、现实
困境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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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明乡村旅游数字化发展现状，找准制约其现阶段发展的主要问题，对助力

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 文章对贵州省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调

研，分析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实践，探讨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应对策略。 【结果 】 贵州乡

村旅游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取得了数字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新技术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数

字营销矩阵逐步拓展，大数据洞察能力持续提升，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活跃等良好局面；

但也面临着数字鸿沟有待弥合，从业者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数据壁垒有待打破，盈利瓶颈

有待突破，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等现实困境。 【结论 】 从加快乡村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乡村旅游数字化培训教育、推进乡村旅游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塑造乡村旅游数字化运作

商业模式、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和新技术应用场景等五方面提出详细的应对举措，以推动乡

村旅游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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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1］。在数字

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指引和带动下，乡村旅游领域的数字化发展愿景、目标、任务、举

措等不断明确［2］。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3］，将“推进乡村旅游资源和产品

数字化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之一。2022年1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多部门联合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5年）》［4］，将推进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作为培育农

村新业态的重要内容。2023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5G+智慧旅游协同创新发展的通知》［5］，将“重点加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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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地区的5G网络覆盖，推进5G乡村旅游资源和产品数字化建设，打造5G乡村旅

游精品项目”作为重点任务之一。2023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遴选出首批文化和旅游数字

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和“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文化和旅游领域数字化创新的最新

成果［6］。

数字化转型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目前普遍认同的数字化转型概念为：数字

化转型是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变革生产、经营、服务和管理等方面的过程［7］，既包括利用数

字技术从宏观层面对社会和行业进行的变革［8，9］，也包括从微观层面对组织和企业实施创

新与变革活动［10，11］。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和数字经济快速崛起，数字化转型

正在冲击和颠覆已有的技术路径、组织模式［12］，也推动研究议题由最初的技术创新、电

子商务，扩展到数字创新、服务创新、共享经济、数字创业、组织变革、价值创造等方

面［13，14］。在数字经济发展、文旅产业数字化、数字乡村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共同推动下，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问题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15，16］。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研究主题涵盖乡

村旅游数字化与区域旅游的耦合关系［17］、数字技术在乡村旅游中的应用 ［18］、乡村旅游数

字化的挑战与机遇［19］、乡村旅游场景构建［20］、智慧乡村旅游的构想［21］、数字化旅游服务

系统架构［22］和乡村旅游平台建设的地区性案例分析［23］等诸多领域。总体来看，当前乡村

旅游数字化转型在学术和实践领域均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关于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实

证研究有待深化，特别是各区域的转型实践经验和现实困境有待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贵州乡村旅游业发展迅速。2021年全省乡村旅游企业 1.3万家，接待游客

1.6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200亿元，乡村旅游业的从业者人数超过 25万人，约 30万户

农民受益。作为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的数字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六年保持在

全国第一。数字化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重要手段，在贵州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贵州80%的旅游资源分布在乡村地区，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直接关系到整个旅游业数字

化转型成果。文章分析了贵州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总结了现阶段制约乡村

旅游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应对举措，以期为数字化转型实践以及

旅游业管理变革提供启示。

1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实践

1.1　乡村旅游数字化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近年来，贵州加快乡村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旅游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有了

较快提升。一是打通乡村信息“大动脉”。贵州加快乡村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

全省行政村通光纤宽带、30户以上自然村通4G网络、乡镇通5G网络、乡镇千兆光纤网

覆盖。截止 2023 年 10 月，贵州 5G 网络覆盖 1.3 万余个行政村，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超

60%。二是推进“数字乡村”示范建设。依托 5G、高速光纤通信基础设施，积极开展

“数字乡村”建设，将旅游智慧化作为“数字乡村”的重要建设内容。贵州省已经在雷山

县白岩村、黔西市化屋村、修文县大木村、龙里县走马村等旅游村寨、民族特色村寨进

行试点打造了一批能够实现乡村旅游智慧化服务的“5G+数字乡村”示范村。三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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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数字化平台设施。积极推动智慧旅游平台建设，省级层面和遵义市、六盘水市、黔

东南州、黔西南州等市州已建立起能够支持产业监管、旅游服务、企业云服务和游客服

务的全域智慧旅游平台，并均将乡村旅游作为平台重要功能板块，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

提供了更有效的管理和营销工具。例如，贵州省建立了“一码游贵州”全域智慧旅游平

台，截止2023年10月，该平台已包含旅游主体信息基础数据2.5万余条，全省主要旅游

村寨、乡村民宿等均已上线该平台，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数字化平台设施。

1.2　乡村旅游新技术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贵州省持续推出VR/AR导览、云直播、高清视频、AI文娱互动和景区智能管理等应

用场景，推动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一是新技术

应用场景快速涌现。鸡鸣三省村和西江苗寨等旅游村寨，整合5G、AI等技术开发智慧预

约预订、智慧停车、智慧游客分流和智慧导览讲解等应用场景，增强游客体验的便捷性

和个性化，成功入选省级5G应用场景示范项目。余庆县哨溪村、修文县大木村和龙里县

走马村等旅游村寨，依托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对主要公共区域、进出村路口、河道等

重点区域覆盖 24 h监控摄像头和云喇叭，打造立体化、全覆盖、智能化安全防控网络，

创造了安全的旅游环境。二是“5G+超高清直播”取得突破。近两年，依托“5G+超高清

直播”，“村BA”“村超”实现了远程、实时的内容分享和体验，迅速火遍全网，并成功

入选全国首批“5G+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仅 2023年“村超”的全网流量就达 300
亿次，成为贵州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势力。三是沉浸式体验应用不断创新。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沉浸式新技术逐步向乡村旅游渗透。雷

山西江村结合“5G+XR”技术和苗族传统故事开发“西江幻地”，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

文化体验，并成功入选2023年贵州省智慧旅游典型案例。丹寨万达小镇基于大语言模型

开发的数字人AI导游小丹，迅速走红网络，仅上线10 d就吸引体验用户超过55万人次，

成为丹寨小镇强大的流量入口，并成功入选2023年贵州省智慧旅游典型案例。从江县摆

里村、榕江县水尾村等村寨，通过全景VR等技术，为游客提供了虚拟的云端游览体验。

1.3　乡村旅游数字化营销矩阵逐步拓展

贵州省近年来积极运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发展乡村旅游数字化营

销。一是打造数字化营销平台。2020年上线的“一码游贵州”全域智慧旅游平台，具备

产品展示、酒店预订、电子商务支付、景区地图等功能，能为游客提供“吃、住、行、

游、购、娱”等方面的智慧旅游服务。截止 2023 年 10 月，该平台的注册人数已达

4 044.12万人，访问量达5.47亿次，涵盖684个A级旅游景区和1.24万家入驻商户，包括

3.9 1万家直营和接入的酒店。目前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已入驻“一码游贵州”平

台。二是强化社交媒体数字推广。强化“一码游贵州”、OTA （Online Travel Agency，在

线旅游企业）平台和抖音等自媒体的宣传引导功能，吸引更多游客来贵州体验文化和风

景之美。打造“乡游黔中”主题宣传品牌，通过美文、攻略、周边游玩介绍等方式，在

省文化和旅游厅微信公众号、官网和有关知名网站发布推文200余期，持续宣传推广旅

游村寨、特色民宿等。积极与马蜂窝等OTA平台合作，利用其平台资源优势，通过内容

营销和内容获客模式，开展智慧化、数字化旅游宣传营销，积极推广乡村旅游特色资源，

·· 70



2024 年 2 月
中国农业信息

激发游客的兴趣和探索欲望。三是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开展营销。鼓励村民和游客使

用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和快手，通过直播展示乡村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高荡村、焕河村、

金溪村、台盘村和化屋村等成为“网红村”。贵州省与抖音合作的“贵州DOU是好风光”

活动，通过直播和短视频，打通乡村旅游数字化营销链路。2022年贵州旅游视频在抖音

获得播放量超255亿次，点赞超7亿次。丹寨县高要村、万达小镇等地通过安装高清直播

设备，提供24 h全景慢直播，让直播间游客“先种草，后出行”。

1.4　乡村旅游大数据洞察能力持续提升

在当代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成为推动创新的关键因素。贵州省持

续推进“大数据+全域智慧旅游”建设，乡村旅游大数据洞察能力持续提升。一是利用大

数据洞察市场趋势。通过分析乡村旅游海量用户数据，包括旅游偏好、消费习惯和旅行

时间等，深入了解目标市场。例如，马蜂窝旅游发布的《2021贵州品质游报告》，以及

与腾讯位置大数据合作的《2023暑期贵阳旅游大数据报告》，深入解析旅游热点、发展

态势及旅行人群的行为偏好，为乡村旅游地提供了定制化旅游产品和营销策略的依据。

二是利用大数据解析项目实践。利用抖音大数据对“村超”的社交媒体用户行为、经济

影响评估、文化参与度等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了“村超”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影

响，为乡村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利用大数据优化运营管理。通过大数

据分析，能够促进乡村旅游景区更有效地管理资源。例如，在百里杜鹃管理区，大数据

平台的建立使得景区能够实时监控停车场和游客流量，从而优化了管理效率。“一码游贵

州”智慧旅游平台集成了景区、酒店、交通等数据，有效缓解了景区排队等问题，提高

了运营效率。化屋村利用大数据改善了停车和交通状况，实现了对旅游景区客流量的实

时分析和管理。四是利用大数据支持管理决策。通过整合交通、气象、景区和游客数据，

以及OTA平台评论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为应对天气变化、交通拥堵、突发事件和投诉

调度等不确定因素提供支持管理决策。如西江千户苗寨和化屋村等旅游村寨通过集成

5G、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客流分析、交通调度和游客引导等智能决策，提升了

管理效能，改善了游客体验。

1.5　乡村旅游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活跃

近年来，贵州持续发力推动“新三变”战略，即“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

资、直播变成新农活”，乡村旅游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活跃。一是发展数字社交新

媒体激活经济发展。榕江县通过推动直播服务下乡进村，培育出1.2万余个新媒体账号和

2 200余个网络直播团队的新媒体矩阵，乡村短视频和主播群体快速崛起，成为新文旅的

“基础设施”。自媒体传播分享成功引爆“村超”和“村BA”，点燃“超经济”。据抖音统

计，村超期间榕江县抖音生活服务平台订单同比增长 3.4倍，酒旅订单同比增长超 160
倍。二是发展乡村网红主播激活流量经济。德江县落焕河、小丹江苗寨、三龙侗寨和修

文县大木村等村寨，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手段分享乡村生活、民俗文化、风光美景，吸

金粉丝，积攒流量，培育乡村网红账号，利用网红流量向消费者推广乡村特色产品，引

导消费者线上“种草”，线下“拔草”体验乡村旅游。以德江县落焕河为例，通过“古村

乐乐”与“黔东农仓”本地乡村网红账号推广，焕河村变为“网红打卡地”，沉淀流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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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超1亿人次，旅游旺季单日游客接待量破千人。三是开展数字运营盘活闲置农房。贵

阳市推出的“村村”APP平台（图1），通过整合农村要素资源，促进乡村旅游发展。自

上线以来，已盘活闲置宅基地住宅971栋，形成了开阳县企业搭建平台型“622+1”、修

文县合作社组织经营型“811+N”等多种盘活模式，激活农村“沉睡”资源。四是运用

数字技术活化乡村文化。黎平县采取的“非遗+直播”模式，让贵州苗乡侗寨的地方民俗

和非遗文化走进大众视野，其组织的“乡村超级碗”直播线上观看近1.2亿人次，相关话

题视频播放量超61亿次。盖赖村、基加村、控抗村等村寨打造“云村寨”，使消费者在

云端体验非遗文化。

2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困境

2.1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的数字鸿沟有待弥合

一是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在贵州很多乡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

限制和地理位置偏远，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网络接入不普及、覆盖不全面，限制

了乡村旅游提供数字服务的能力。二是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仍有待提升。根据《2022年贵

州省互联网络发展报告》显示，贵州省城镇互联网普及率达93.72%，农村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为51.33%，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达42.39%。三是农村地区网络速率和质量

仍有待提升。贵州农村地区通信网络覆盖取得较大进展，但村里信号差、网速慢、网络

不稳定等问题仍是农村居民咨政建言和游客在OTA平台负面评价的重要内容。

2.2　乡村旅游数字化从业者数字素养有待提升

一是乡村旅游从业者的智能设备应用能力较弱。受年龄、身体健康水平、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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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村村”数字乡村APP运营平台架构

Fig. 1　Architecture of"villages"digital village app oper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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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人群对数字技术的使用程度、熟悉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

在贵州农村居民较城市居民在使用智能设备时存在很大差别，给乡村旅游数字化建设带

来不利影响。二是乡村旅游从业者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偏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农民群体数字素养得分仅为

18.6分（满分为100分），明显低于其他群体。在贵州，大多数乡村旅游经营者缺乏必要

数字素养，无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

2.3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壁垒有待打破

一是数据垄断问题较突出。当前，贵州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产生的丰富的用户行为

和市场动态数据主要由平台服务商掌握，其他主体往往难以直接获取数据资源。二是数

据孤岛现象较明显。在贵州，乡村旅游景区、服务提供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尚未建

立有效的数据共享和整合机制，限制了对游客行为、市场趋势和运营效率等的全面理解。

三是数据安全面临较大挑战。近年来，国内外涉及旅游行业的数据泄露事件频发，如何

有效管理和保护游客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安全，已成为贵州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重要挑

战。四是数据分析能力亟待提升。缺少专业数据分析人才、工具和策略，欠缺数据分析

能力仍是贵州乡村旅游经营主体面临的重要难题，使得其难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资源。

2.4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的盈利瓶颈有待突破

一是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投入成本较大。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涉及网站和社交媒体、

应用开发、沉浸式技术、数字内容、数字营销、运维及培训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都需

要较高的投资成本（表1）。特别是在贵州，因前期基础薄弱，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需要投

入更多资金与人力。例如，化屋村旅游平台、智慧停车、电商系统等服务投资近200万

元；好花红村智慧旅游系统投资近 130 万元。二是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存在投入产出

“阵痛期”。数字化投入对产出效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正向促进或反向抑制作用［24-25］，而

是呈现倒“U”型关系，数字化投入在达到临界点（100万~200万元）之前［26］，会出现

产出效率下降的“阵痛期”，直至投入达到临界点之后，产出效率出现上升趋势。贵州乡

村旅游大部分主体规模较小、实力不足，仅靠自身投入难以超过临界点，跨越“阵

痛期”。

2.5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一是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有待总结推广。在贵州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中，

虽然某些地区或案例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成效，但这仅代表了部分地区的先进经验，并未

普遍扩展到全省的乡村旅游数字化进程。目前，贵州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总体依然处于

试验性阶段，大多数乡村旅游主体的数字化水平和发展质量仍然较低。二是数字内容质

量有待提升。目前贵州乡村旅游数字化内容主要局限于基础的文字描述和图片展示，这

种单一和静态的呈现形式虽然提供了基本信息，但在深度和丰富性方面显得不足，无法

充分吸引和保持潜在游客的兴趣。三是新技术应用场景有待深化。虽然贵州已经开始引

入5G、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等新兴技术，但这些技术的应用主要还是集

中在基础的数字接入和信息传播上，技术应用更多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入的技术整合和

创新应用，使得旅游体验的丰富性和吸引力未能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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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对策

3.1　加快乡村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城乡数字鸿沟

继续推进落实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加快乡村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推进落实

数字乡村“新基建”工程。推进 5G网络和基于 10G-PON技术的千兆光网向农村地区延

伸覆盖，提高乡村地区的高速网络覆盖率和传输能力，为乡村旅游的数字化发展筑牢基

础。二是加强乡村旅游信息基础设施维护。定期对乡村旅游所在地区的网络质量进行检

查和维护，确保网络服务的高速传输和稳定运行，为乡村旅游业提供可靠的网络环境。

表1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主要内容及成本

Table 1　Primary components and cos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tourism

项目内容

网站和

社交媒体

应用开发

沉浸式技术

数字内容

数字营销

运维及培训

项目组成部分

基础网站设计和开发

高级定制网站

社交媒体平台建设

基本应用开发

定制应用开发

基础型AR/VR体验

高阶型AR/VR体验

基础性数字内容制作

高质量数字内容制作

初始性在线广告和数字营销

持续性在线广告和数字营销

技术支持和维护

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

预计成本范围

0.5万~1.5万元

1.5万~5.0 万元

0.1万~0.5万元

1.0万~3.0万元

3.0万~10.0万元及

以上

2.0万~5.0万元

5.0万~20.0万元及

以上

0.5万~1.5万元

1.5万~5.0万元

0.3万~1.0万元

0.2万~2.0万元/月

0.5万~2.0万元/年

0.3万~1.0万元

备注

包括用户界面设计、功能开发、初步 SEO优化，适合中

小型旅游项目

包括高级功能集成、响应式设计、SEO高级优化，针对

大型旅游平台

包括账号创建、内容策划、日常管理和互动，重点在于

提高用户参与度

开发基础移动应用，包括简单界面和基本功能，如预订

系统、导览信息

高级功能集成，如实时定位、个性化推荐，适合需求复

杂的项目

包括基本的 AR 或 VR 内容创建，如虚拟导览、互动体

验，适合新手体验

包括复杂场景模拟、互动游戏等，适合寻求深度体验的

高端项目

包括基础视频、图像处理和动画制作，用于网站和社交

媒体内容

包括专业视频拍摄、编辑和复杂多媒体内容制作，适用

于高端市场营销

包括初始网络广告投放和数字营销策略，包括市场分

析和目标定位

长期的广告和营销活动，包括持续内容更新、市场分析

和效果监控

定期技术检查、故障排除和功能更新，确保平台的稳定

运行和安全性

包括数字工具操作培训、市场营销技巧和客户服务技

能提升等

注：预计成本是基于一般市场情况的大致范围，实际成本可能因项目的具体要求、所在地区和服务提供商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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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焦重点区域推进高速网络深度覆盖。对西江千户苗寨、村BA和村超举办地等乡村

旅游热点区域、重点场景，实施多网并存的5G网络深度覆盖，确保游客能够享受到高速

且稳定的网络服务。

3.2　加强乡村旅游数字化培训教育，提升从业者数字素养

落实开展全省乡村旅游从业者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提升从业者数字化转型能力。一

是推动数字服务和培训向农村地区延伸。创建政府、行业协会、学校和社会主体多方参

与的农村数字化教育体系，建立优质数字资源共享机制，推动数字服务和培训向农村地

区延伸。二是加强乡村旅游数字化培训和教育。深化落实数字技能培训，开发线上线下

培训课程，向乡村旅游从业者开展计算机操作、互联网使用、社交媒体营销等培训，提

高从业者对数字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三是推动数字化工具适老化改造。充分考虑

乡村旅游从业者老龄化现实，加快推动智慧旅游平台、APP等数字化工具的适老化改造，

开展针对性数字化培训，保障其能顺畅地使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3.3　创设乡村旅游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治理数据孤岛和壁垒

探索创建能够有效破除乡村旅游数据孤岛和壁垒的资源共享机制，利用大数据赋能

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一是创设数据共享政策措施。政府层面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大型

在线旅游平台和服务提供商与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例如，可参考欧盟的

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模型，制定适合本地的数

据保护和共享法律框架。二是创建数据共享平台。搭建数据共享平台，连接各旅游景区、

服务提供商和相关政府部门，依托平台开展数据整合共享、数据清洗、加工和分析等，

提升数据使用价值。三是创新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强化数据安全监管，建立严格

的数据处理标准和监督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四是提升乡村旅游数据分析能力。

通过资金扶持、政策激励等方式，鼓励行业内部及跨行业的数据分析合作，支持乡村旅

游相关机构和企业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3.4　塑造乡村旅游数字化运作商业模式，突破转型盈利瓶颈

探索乡村旅游数字化运营的新商业模式和盈利点，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一是推广渐

进式的数字化转型模式。遵循“从易到难、由点及面、长期迭代、多方协同”的渐进式

策略推进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在转型初期，重点关注能够快速提升运营效率、降低成

本的数字化措施，例如，入驻OTA或短视频平台，开展在线预订、短视频营销、内容营

销等。二是强化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加强市场导向的数字化战略规划，协助乡村旅游

经营主体进行市场分析和需求预测，对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乡村旅游项目提供补贴或

税收优惠，支持其在数字化方面探索。三是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鼓励

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与高科技企业、学术机构合作，通过创新性的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创造新商业模式和盈利点，增强乡村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3.5　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和新技术应用场景，提高发展质量

挖掘乡村旅游数字化优质内容和应用场景，提升乡村旅游数字化服务质量。一是系

统总结并推广成功模式。对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提炼

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分享给更多乡村旅游经营者，促进全省乡村旅游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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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提升。二是扩大优质数字内容产能。探索创建政府、经营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

技术企业多方合作模式，集聚各方技术、资源、智慧和创意，开发更具吸引力、深度和

互动性的数字内容。三是深化新技术的应用场景。鼓励乡村旅游经营者探索 5G、AR、

VR等新兴技术在旅游领域的深度应用，创造更具沉浸感和交互性的体验场景。四是加强

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创设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包括提供资金补助、技术培

训、政策指导等，支持乡村旅游数字化的创新项目和技术应用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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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Assessing rural tourism'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gress and identifying 
the barriers is importa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tourism. ［Method］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as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examin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addressed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to overcome them. 
［Result］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notable 
advancements include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the enrichment of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he digital marketing matrix，
the consistent enhancement of big data analysis capabilities，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of digital economy. However，challenges persisted，such as the need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enhanc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practitioners， break down data barriers，
overcome profitability bottleneck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Conclusion］The 
paper proposes detailed measures from five aspect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digit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rural tourism data resources， designing 
business models for digital operations in rural tourism，and expanding the capacity for quality 
content and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pel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Key words：rural tourism；digital transformation；practices；challenges；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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