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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与调查法等，分析了湖南省内 14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

预约平台建设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构建以网络预约平台共建机制为基础、以信息发布机

制为渠道、以网络预约机制为核心、以运行效果评价机制为监管、以轮值机制为协调、以人员考培机制

为支持的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网络预约平台的高效运行，需要以政府引导

并开展景区协作、建立有效的合作制度、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拓宽资金引进渠道等措施作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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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 Reservation Platform of
Classic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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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corresponding caus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network reservation platform of 
14 classicnational scenic spots of red tourismin Hunan province.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 reservation 
platform of classic national scenic spots of red tourism in Hunan province with the information release mechanism 
as the channel, the network appointment mechanism as the core, the operation effect evaluation mechanism as the 
supervision, the rotation mechanism as the coordination, and the personnel examination and training mechanism as 
the support is put forward.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network reservation platform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cooperation in scenic spo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 cooperation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he broadening of the channel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onstruction funds as a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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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

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

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

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1]。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则是开展红色旅游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培养爱

国主义和弘扬中国精神的有效载体，对其进行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2]。目前，笔者尚

未发现国外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相关论述，也暂

未查到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当下，国内对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发展建设研究 [3-5]、宣传与影响力研究 [6-9] 及信

息化与智慧化研究 [9-10] 等方面。通过对上述文献

的梳理，发现已有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

为主，研究内容上以景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改

进措施为主，涉及景区信息化和智慧化中网络预

约的研究较少。景区网络预约是指客户通过基于

网络的预订引擎进行的任何类型的预订，包括景

区门票、酒店或娱乐等方面的预定 [11]。景区网络

预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景区预约的目的和意义，

概念、问题和对策等方面，对具体预约方式方法

与系统设计虽有涉及，但研究得不够深入和系统，

更多的是介绍性的短文。景区网络预约是高品质

旅游的重要保障，如何构建和完善预约系统、打

造预约平台协作品牌、充分发挥预约机制的联动

效应及促进景区间信息共享等问题，值得深入探

究。本研究以景区网络预约为切入点，综合运用

文献分析法、调查法及对比分析法等方法，对网

络预约平台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网络预约平台的运

行机制，以期为实现湖南省内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协同合作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 研究区旅游发展概况

根据《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纲要》的要求，2016 年 12 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等联合评选

出 300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不含香港、澳

门和台湾）。从全国层面来看，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

广东、山东、陕西，约占全国经典景区总数的

40%。其中，经典景区分布最多的是北京（15 个），

并列第二的为河南、河北、湖北、湖南（14 个）；

西藏、宁夏、重庆、广西、青海、天津、安徽、

贵州、吉林、上海等 10 个省份的经典景区所占比

例仅为 20%[2]。湖南省内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量

由《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公布的 8
个增长到《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纲要》公布的 14 个。

湖南省内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集中分布在

湘东地区、湘西地区和湘南地区，其他地区也有少

量分布。湘东地区主要包括湘潭市韶山市毛泽东故

居和纪念馆、湘潭市湘潭县彭德怀故居和纪念馆、

湘潭市湘乡东山学校旧址、长沙市红色旅游系列

景区及株洲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湘西地区主要包

括张家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永顺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怀化市红军

长征通道会议旧址以及怀化市芷江县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旧址、飞虎队纪念馆等；湘南

地区主要包括郴州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衡阳市衡

东县罗荣桓故居及衡阳市南岳忠烈祠等。根据《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湖南省内的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湘潭市韶山市毛泽东故居和

纪念馆、岳麓山景区及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和

纪念馆为 5A 级景区。调查发现，湖南省红色旅游

景区年接待游客人数从 2016 年的 0.92 亿人次增长

至 2019 年的 1.4 亿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13% 以上，

已占省内旅游人数的 1/6；综合收入从 2016 年的

550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300 多亿元，仅 2019
年就带动就业达 100 多万人。其中，经典景区充分

发挥了红色旅游作为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富民工

程、民心工程的示范引领作用，凸显了红色旅游的

综合功能和效应。

相对于旅游强省而言，湖南省旅游产业的信息

化与智慧化建设开展相对较晚，其信息化与智慧

化建设以 2012 年湖南省旅游局确定张家界、韶山

为湖南省智慧景区示范点为标志。近年来，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如

韶山景区建成了二维码验票门禁系统、部分景点

已有无线 Wifi 覆盖及网上预约系统；花明楼刘少

奇故居和纪念馆智慧服务系统于 2020 年在其官方

微信“花明楼景区”上线，并设立了“网上游客

服务中心”；岳麓山景区在门口设置十进九出闸

机，其具有人脸识别功能，但不具备游客人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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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功能，景区内部实现了无线网络覆盖等。近年来，

湖南省智慧旅游建设稳步推进，但不同景区间仍

存在建设标准不统一、区域政企投入不平衡、信

息资源共享不充分、游客体验满意度不高及专业

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湖南省大力推进智慧旅游建设，正在构建以“锦

绣潇湘、数字文旅”为品牌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信息

化建设情况如表 1 所示，表中，“1”“0”分别

代表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有”或

“无”某种功能或服务。

通过对湖南省 14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

络预约平台进行调研，发现不同景区网络预约平

台的信息化建设程度参差不齐。毛泽东故居和纪

念馆景区影响力较大，其网络预约平台建设相对

完善，能为旅游者提供官方预定、限时特价、换

乘流程及景点介绍等服务，但仍然缺乏网络平台

运行效果反馈等服务；平江起义旧址及岳麓山景

区等网络平台没有预约服务，只能进行景区信息

浏览；胡耀邦故居和陈列馆、衡阳市南岳忠烈祠

及衡东县罗荣桓故居等景区甚至没有网络预约平

台，其相关信息只能在政府官方网站以及第三方

网站查阅。整体来看，湖南省 14 个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之间还没有进行网络预约协同合作，只有长

沙市部分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开展互推游览信息的

合作。

湖南省 14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预约系统

和预约平台建设水平存在差异，同时与国内知名

景区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也有诸多不同，通过省

域内 14 个景区的横向比较以及与国内预约平台建

设领先的景区进行对比，找出自身差距，吸纳先

进经验，以实现湖南省内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协同合作和高质量发展。

二 研究区旅游网络预约平台建设中的

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各景区间协同合作亟待加强

各景区间多呈弱合作强竞争关系。在湖南省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预约平台建设过程中，不

同景区在市场、资金、人才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竞

争，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景区之间处于一种弱

合作强竞争状态。就景区而言，政府、企业、当

地居民及外来游客等利益主体间存在的博弈关系，

对景区间有效协作产生了内生影响，加剧了景区

间弱合作强竞争的态势。

景区间缺乏相应的沟通平台。湖南省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大多由当地政府管理，由于地方政策、

地域限制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等影响，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之间信息交流不充分，未能进行有

效合作；景区间未建立相应的沟通交流平台，造

成不同景区间较少开展经验交流、信息共享及问

题反馈等活动，景区间协作效果亟待提升。

（二）景区信息建设不完善且信息发布滞后

景区信息主要包括景点简介信息、网络预约信

息、景区游览线路信息及游客评价信息等。通过

对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调研，发现部分景

区的信息只有在当地政府的官网或第三方网络平

表 1 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信息化建设

注册
登录

预约
门票

信息
查询

评价
交流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湘潭市韶山市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

湘潭市湘潭县彭德怀故居和纪念馆

衡阳市衡东县罗荣桓故居

胡耀邦故居和陈列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旧址

湘潭市湘乡东山学校旧址

怀化市红军长征通道会议旧址

衡阳市南岳忠烈祠

怀化市芷江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芷江受降旧址、飞虎队纪念馆

1
0
1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长沙市
红色旅游
系列景区

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和
纪念馆

岳麓山景区

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起义会师
旧址纪念馆，中共湘区委员
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
居，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和纪
念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旧
址，何叔衡、谢觉哉故居，
湖南雷锋纪念馆

岳阳市
红色旅游
系列景区

平江县平江起义旧址

汨罗市任弼时故居，华容县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张家界市
红色旅游
系列景区

桑植县贺龙故居和纪念馆，
刘家坪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
地

郴州市
红色旅游
系列景区

宜章县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
桂东县“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颁布旧址，汝城县湘南起义
汝城会议旧址

株洲市
红色旅游
系列景区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50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 期（总第 139 期）

台上才能查阅，所发布的景区信息不完善且存在

滞后现象，不仅给游客出行带来不便，而且影响

游客对景区形象的感知。

景区信息的发布情况主要受网络平台建设状

况的影响。韶山市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红色旅游

景区影响力大、知名度高，其网络预约平台建设

也较为完善，其景区信息发布及时，但缺乏游客

对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渠道。其他景区如胡耀邦故

居和陈列馆、衡阳市南岳忠烈祠等，暂未建立网

络预约平台，其信息提供不完整、不及时的情况

较明显。

（三）网络预约服务有待加强

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预约平台建

设程度与预约服务质量相辅相成。目前，韶山、

花明楼等景区尚能提供相对完善的网络预约服务；

部分景区如岳麓山景区、平江起义旧址及罗荣桓

故居等虽建立了网络预约平台，但仅具备景区信

息浏览功能，并未提供网络预约服务；其他景区

如胡耀邦故居和陈列馆、南岳忠烈祠及东山学校

旧址等暂未建立网络预约平台。

造成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服务

不够完善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景

区网络预约服务意识不强。预约制在旅游业的应

用并不广泛，景区网络预约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服

务项目。景区为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不会

主动选择实施游客减流，由此可能出现选择性忽

视景区预约服务的现象，而游客也会因景区网络

预约不畅或缺失而淡化预约意识。二是缺乏专业

人才和资金。景区网络预约平台的建设不仅需要

技术人员进行平台设计和开发，而且需要专业技

术人员去运营和管理，但目前此类人员的引进、

甄选、培养和培训等工作明显不足，难以满足景

区网络预约平台的构建和运行要求。此外，网络

预约平台的建设在数据采集分析、基础设施建设

及运行维护等方面均面临资金短缺等问题，致使

景区在网络预约平台建设、提质改造和后续运营

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

（四）网络预约效果反馈渠道不畅

对 14 个景区预约系统、预约平台、预约管理

和运营、预约设施设备等展开全面调查，发现多

数景区没有开通游客对网络预约效果的评价和反

馈通道，致使游客在网络预约操作中遇到问题无

法及时反馈或解决，进而影响网络预约平台功能

的充分发挥，甚至导致游客流失。韶山、花明楼

等景区虽然为游客提供了留言板或留言薄服务，

游客可以在游览过程中或游览结束时对景区服务

质量及管理水平进行评价或提出问题，但并没有

开设专门的网络预约平台运行反馈渠道，这不利

于景区网络平台运行质量的改善和提升。

三 共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

基于湖南省内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

约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状况、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分

析，本研究提出构建以网络预约平台共建机制为

基础、以信息发布机制为渠道、以网络预约机制

为核心、以运行效果评价机制为监管、以轮值机

制为协调、以人员考培机制为支持的湖南省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如图 1
所示。

 

（一）以网络预约平台共建机制为基础

1. 共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

从目前调查到的情况看，韶山、花明楼等景区

预约系统建设及运营较好，其他景区信息化程度

参差不齐。共建景区网络预约平台有利于帮助信

息化程度滞后的景区快速高效开展网络预约平台

的建设工作，促进不同景区间全面深入合作，改

变现有的弱合作强竞争局面。共建景区网络预约

平台分为四个模块，即注册登录模块、系统设置

模块、预约门票模块及评价交流模块。游客通过

注册登录模块输入需要填写的信息进行注册登录；

在系统设置模块，游客可以查阅到湖南省 14 个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具体信息，主要包括景区

概况、景区分布图、旅游线路、游览导图及游览

均时等信息，通过查阅景区信息，游客可全面了

解该景区，并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在预约门票

模块，游客可以检索不同景区预约名额并查阅景

图 1 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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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具体信息，实现景区网络预约，减少或避免因

景区超载导致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下降的情况；

在评价交流模块，游客可以进行网络平台运行情

况反馈，实现自评、互评和第三方评价，从而获

得平台运行的信息反馈，这样将有助于景区采取

相应措施对网络平台进行优化。各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建立单独的网络预约系统，与共建的景区网

络预约平台互联，并负责各自景区的信息推介任

务和提供景区预约名额动态更新服务。湖南省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模块及预约流程如

图 2 所示。

 

2. 景区间协作推动网络预约平台建设

通过构建湖南省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

络预约平台，解决不同景区间网络预约平台建设

状况参差不齐的问题，并促进景区间进行全面深

入的协作。景区间协作共建网络预约平台具体包

括：（1）在网络预约平台上对不同景区信息进行

推介，发挥对其他景区的营销宣传作用，提高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的整体知名度；（2）景区间进行

评价交流及经验分享，根据反馈信息，不断优化

网络预约平台，提高网络预约服务质量；（3）实

现资源共享及互相帮扶，改善影响力小知名度差

的景区的发展状况，推动其提质增效，提高其知

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形成不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间的长期合作，打破长期形成的弱合作强竞争局

面，推动景区间网络预约平台的共建。

（二）以信息发布机制为渠道

针对部分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信息缺失和信息

发布滞后的问题，景区网络预约平台作为 14 个景

区共同建立的对外窗口，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

向游客提供景区概况和景区分布、旅游线路和游

览导图等信息，提高景区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高

效性。通过信息发布机制的建立，游客可以方便

快捷地查询到需要的信息。以信息发布机制为渠

道进行深入合作，不同景区间相互进行信息推介，

可以增加其他景区的关注度，发挥对其他景区的

宣传作用，以实现景区间的合作共赢。另外，还

应制定相应的信息共享制度，规范信息共享和交

流模式，促进景区间的深度合作。

（三）以推进网络预约机制为核心

1. 提升景区和游客网络预约意识

景区和游客预约意识不强，造成景区网络预

约平台功能利用不充分、部分景区游客超载及游

客满意度不高等问题。首先，政府应积极响应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的意见》中提到的至 2022 年 5A 级国有

景区将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度的战略部署，积极

引导红色旅游景区实施景区信息化建设，提高景

区网络预约服务意识。在共建网络预约平台的基

础上，各景区应通力合作，积极推进网络预约机

制的实施，以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信息

化功能。其次，为提升游客网络预约意识，可利

用各种媒体和景区网站加大宣传力度，使游客能

便捷地获得网上预约的相关信息；同时，可通过

开展预约促销或优惠活动，激发游客的预约动力，

增强游客预约意识；另外，还可与第三方平台合作，

将景区预约功能和信息推介给游客，如通过“一

部手机游潇湘”App 来实现相关推介。

2. 提高网络预约服务质量

共建网络预约机制后，各景区应充分利用网

络预约平台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一方面，

景区要保障预约平台信息浏览、路线查看选择及

游客流量统计等基本功能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

要保障网络预约平台景区预约、系统设置和评价

交流等核心功能的有效运行。各景区应经常开展

经验交流和问题诊断会，共同推进网络预约机制

的高效运行，为游客提供满意的网络预约服务。

（四）以运行效果评价机制为监管

通过调研发现，由于部分景区网络预约平台缺

少游客反馈渠道，造成景区不能准确及时地获得

游客反馈信息。通过建立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效果

图 2 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预约平台模块及预约流程



5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 期（总第 139 期）

评价机制，打通游客和景区、景区与景区之间的

交流通道，使游客可以在“评价交流”板块及时

反馈使用网络预约平台中遇到的问题。景区之间

也可以在预约平台进行充分交流，分享平台建设

经验，实现自评、互评和第三方评价，从而全面

获得平台运行效果的反馈信息，为平台不断优化

提供反馈信息，为监管平台有效运行提供支持。

（五）以轮值机制为协调

湖南省内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间的协同合

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景区间缺乏相应的沟通平台，

可将共建网络预约平台作为景区间合作的突破口

和抓手，为景区间深度合作打下基础。韶山的客

流量大、影响力强，加之信息化和预约系统建设

相对完善，建议 14 个景区网络预约平台工作总部

设在韶山，发挥其综合协调和示范引领作用。以

轮值机制为协调，有利于促进景区间协作交流及

问题反馈，及时发现平台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的问

题，并及时采取优化措施；有利于营造各景区平

等合作和轮流负责的和谐氛围，提高各个景区参

与网络预约平台共建的积极性；有利于网络预约

平台运行的协同推进，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网络预约平台共建机制的最大效能。

（六）以人员考培机制为保障

网络预约平台运行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积极性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网络预约平台的运行效益，

因此需要从提升团队业务水平和建立完善的考核

机制两个方面入手来加强团队建设。在提升团队

业务水平方面，网络预约平台应由专业人员运行

和维护，工作人员需定期参加培训，不断积累经

验及学习新的知识，通过游客信息反馈获得平台

改进建议，及时对平台进行优化；在建立完善的

考核机制方面，应实行目标管理制度，设立团队

整体目标责任制，将目标完成情况与团队和个人

的绩效相挂钩，根据对网络预约平台运营及优化

作出贡献的大小，对人员和团队予以奖励。

四 网络预约平台运行的保障措施

（一）政府引导并开展景区协作

湖南省内 14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因各自

的影响力和规模不同，建立预约平台和协作机制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尽不同，应由政府出面进

行引导，通过政策导向、组织协调和资金扶持，

有效解决有关实际问题，激发各景区参与建立预

约平台和协作运行机制的积极性。

网络预约平台建设和运行较好的景区可以帮

扶网络预约平台建设相对滞后的景区，必要时给

其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积极开展景区间在

平台建设和运营经验、人才和技术支持、管理模

式创新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构建湖南省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促进

景区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最终实现游客互送、

信息共享和效益共赢。

（二）建立有效的合作制度

针对网络预约平台建设和运行中出现的诸如

景区信息缺失或发布滞后、资金和人才不足、景

区间沟通和合作不够等问题，在建立信息发布机

制、人才培养机制以及轮值机制的基础上，制定

相应的合作制度。具体包括：（1）信息共享制度。

景区通过各自的网络预约平台向游客推介其他景

区游览导图、景区概况、景区分布图、旅游线路

及游览均时等旅游信息，实现景区间信息共享。（2）
收入分配制度。各景区将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网

络预约平台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网络平台的

维护和优化；按年度或季度评选网络平台运行较

好的景区，并为这些景区的工作人员或平台运行

团队颁发证书和奖金以资鼓励。（3）交流合作制度。

景区间实现信息推介、经验分享、资源共享及评

价反馈等交流合作；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制度，

为景区间的深度合作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三）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

景区网络预约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人员一般需

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较强的操作技能。为加

强平台运行队伍建设，可开展校企合作，高职院

校对口专业可订单式培养网络预约平台所需的专

业人才；景区可以接收高校实习生顶岗实习，在

弥补企业人才缺失的同时又能让学生学到实操技

能。高校可以邀请景区网络预约平台专业人才来

校讲座，分享实战经验，以激发学生对网络预约

平台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的学习兴趣。另外，校

企双方还可以共同组建师资团队，开设共享课程，

让学生和工作人员共同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高校和景区通过合作培养专业人才，能够实现高

校、景区及学生三方共赢，为景区网络预约平台

运行机制有效实施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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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宽资金引进渠道

网络预约平台的建设和运营需要耗费一定的

资金，有些景区运营状况良好，因此有足够的资

金支持其网络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也有些景区因

影响力较小，运营状况和收益不佳，其平台建设

和运营资金短缺。针对此问题，景区应拓宽资金

引进渠道。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1）争取当

地政府部门的扶持，景区可向当地政府部门申请

网络平台建设和运营资金资助，景区在获得收入

后再返还给政府。（2）引进外来投资商，由政府

负责监管。平衡政府、投资商及景区等利益主体

的核心利益，使景区可以顺利开展信息化和智慧

化建设；多渠道吸纳和引进网络预约平台建设和

运营资金，为景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有效实

施提供资金保障。

整体来看，湖南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信息化和

智慧化建设势在必行，部分先行先试的景区已因

此得到了一定红利；但由于各景区知名度、影响力、

规模及经费来源有所不同，景区网络化整体建设

成效还不理想。应有效开展景区信息化和智慧化

建设，推进不同景区间的交流合作，以逐步实现

景区向科学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景区网络预约是实现景区信息化、智能化的重

要途径，其对景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和意义。本研究从湖南省 14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网络预约平台发展现状出发，对网络预约平

台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网络预约平台共建机制为基

础、以信息发布机制为渠道、以网络预约机制为

核心、以运行效果评价机制为监管、以轮值机制

为协调、以人员考培机制为支持的湖南省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并提出

了促进平台高效运行的保障措施。

本研究运用质性方法，研究了湖南省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网络预约平台运行机制，后续还将

运用定量方法对网络预约平台预约系统优化和预

约绩效评价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促进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的信息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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