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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旅游是促进旅游市场加速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以WebofScience数据库2011—2022年

收录的智慧旅游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基本统计、关键词聚类图谱、突现值指标等文献计量方法,对智慧旅游的研

究热点、前沿及演化趋势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智慧旅游近年来已成为重要的热门研究领域,我国研究机构和学者

在该领域表现突出;研究热点聚集在智慧旅游背景下的商业目标拟定和达成研究、大数据获取和应用研究、智慧旅

游软硬件和系统研究;演化趋势表现出单一主题向多主题的扩散以及理论向实践应用的拓展;前沿趋势表现为以客

户为中心的旅游业智慧化运营、智慧旅游驱动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新兴数智科技对智慧旅游的赋能机制。最后提

出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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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

智慧旅游是指运用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和装备,充
分准确及时感知和使用各类旅游信息,从而实现旅

游服务、旅游管理、旅游营销、旅游体验的智能化。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深化

“互联网+旅游”,扩大新技术场景应用,智慧旅游

已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同时,
伴随着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传统旅游业如何有效

应对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挑战成为亟待解决

的重大问题。传统旅游业必须通过智慧化转型积

极促进自身的优化和创新,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

求,使传统旅游业焕发新活力,为中国旅游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因此,加强智慧旅游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来看,智慧旅游目前已产生了较为丰富

的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数字、网络、智
能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智慧旅游研究注入新的创

新活力,但文献调研发现鲜有学者对近10年该

领域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鉴于国家重点战

略导向、旅游市场的转型发展需求、数智科技的

成熟和应用推广是旅游智慧化转型创造的重大

契机,迫切需要对本领域文献开展系统性综述,
以促进研究的深入,为我国智慧旅游建设提供智

力支持。文献计量法以来源广泛、时间跨度大的

文献为研究对象,能够全面、客观、量化地描述相

关领域科研论文的增减程度,深入探索论文发表

规律[1]。因此本研究用文献计量法对近10年智

慧旅游文献进行全面、客观分析,通过对研究整

体趋势、研究主体、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系统

分析,揭示和探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为
未来创新提供建议。

1 研究设计
(1)查阅目标研究领域的经典书籍和国际顶级

期刊相关文献,找出针对智慧旅游的若干定义。这

些定义表现出智慧旅游的本质特点和新兴网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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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诸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紧密相连[2-3],并形

成一些特定学术称谓[4-5]。通过分析汇总这些表述

方式的内涵异同,最后选定检索表达式:“smartOR
BigdataORArtificialIntelligenceORInternetof
Things”AND“tourism”。

(2)选取Webof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作

为数据源。该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公认的综

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库,可以完全涵盖智慧旅游研究

领域的国际主流学术期刊。根据所选定的检索式,
采用“主题”检索方式,可以获取更多具有代表性的

文献[6],保证文献样本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和丰富

性[7]。为体现智慧旅游研究的当代特性,采样时间

为201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跨度共

计12年。同时选取 “Article”和“ReviewArticle”
类较具实质性的研究文献,进一步去重、勘误后最

终确定1009篇文献。
(3)在研究方法上,基于文献计量视角,采用共

现知识图谱、突发关键词等方法,使用CiteSpace工

具对智慧旅游领域的文献外部特征、学科知识图谱

以及热点演进趋势进行分析,寻找该研究领域的核

心作者、机构,探索热点主题的动态演进路径和突

发特性,提炼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对本领域后续

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2 文献外部特征分析
2.1 发文及引文趋势分析

智慧旅游研究的年发文量和被引频次统计结

果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发文和引文趋势存在一

定阶段性差异,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1)研究起步阶段(2011—2016年)。这一阶段

累计发表文献38篇,平均每年6篇,引用频次平均

为每年53次,科研成果较少,增长趋势较为缓慢。
(2)研究成长阶段(2017—2018年)。这一阶段

发文总量达到91篇,平均每年45篇,引用频次平均

每年642次,相对于前一阶段增长趋势明显,并且引

用频次增长速率显著高于文献增长速度。
(3)研究繁荣阶段(2019—2022年)。这4年发

表文献达到880篇,平均每年220篇,占全部文献数

量的87.21%,引用频次呈爆发式增长,相较于第二

阶段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整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演

进,发文量和引文频率呈现显著增长,表明该领域

的学术关注在加速上升,近年来已成为重要、热门

的研究领域。
2.2 发文作者分析

统计智慧旅游研究领域的作者发文量可以识别

本领域的代表学者。图2列出了智慧旅游研究领域

最高产作者。2011—2022年,在智慧旅游研究领域

发文量超10篇以上的学者只有两位,分别为来自香

港理工大学的LawRob(22篇)和来自伯恩茅斯大学

的BuhalisDimitrios(11篇)。中国最高产作者是来自

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教授(7篇),平均每篇被引

21.85次;其他高产的中国学者还有香港理工大学的

徐阳(4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张成元(4篇)。值

得注意的是,通过构建智慧旅游研究学者知识图谱

(图3)发现,发文作者的中介中心性普遍较低,其值

均小于0.01,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作者分布比较松

散,大部分学者彼此间合作较少,学术交流不活跃。

图1 2011—2023年智慧旅游研究发文量和被引频次

图2 2011—2022年智慧旅游研究领域最高产作者统计

2.3 发文科研机构分析

发文机构通常都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能够

提供研究力量地域分布的相关信息。统计发文量

前10的机构(表1)可以看出,高等院校是智慧旅游

学术研究领域的主流阵地。其中来自香港理工大

学(HongKongPolytechnicUniversity)的文献最

多,共计59篇,占比达到5.85%。并且来自中国的

高校几乎占据了发文量前10排行榜的一半数量,共
发表122篇,贡献了12.09%的发文量。中国科学

院(ChineseAcademyofSciences)发文36篇,排名

第2位,香港理工大学也是联合发文量最高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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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智慧旅游研究学者知识图谱

表1 智慧旅游研究机构发文量前10统计

序号
发文机

构名称

发文

量/篇
占比/
%

联合发

文量/篇
单独发

文量/篇

1
HongKongPolytech-
nicUniversity

59 5.85 54 5

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6 3.57 36 0

3
StateUniversitySys-
temofFlorida

16 1.59 16 0

4 UniversityofReading 16 1.59 8 8
5 GriffithUniversity 15 1.49 11 4
6 UniversityofSurrey 15 1.49 13 2

7
BeijingUnionUniver-
sity

14 1.39 13 1

8
Bournemouth Univer-
sity

14 1.39 11 3

9
InstituteofGeographic
Sciences & Natural
ResourcesResearch

14 1.39 14 0

10
UniversityofChinese
AcademyofSciences

13 1.29 13 0

单独 发 文 量 最 高 的 机 构 是 英 国 雷 丁 大 学

(UniversityofReading)。

3 研究热点及演进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者对文献整体概况的高度凝练,

不同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称为关键词共

现。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有助于把握研究

的热点及趋势[8]。
3.1 研究热点分析

3.1.1 关键词共现分析

构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两个关键

词节点间的连线表明两个关键词共同在一篇文章

中出现,连线越粗则共现强度越强;节点圆环的半

径反映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数,不同深浅代表发表年

份差异,圆环越宽表示该关键词在该年出现的次数

越多[9]。
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之后,统计出智慧旅游

相关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一般而言,频次(count)和
中心度(centrality)是衡量关键词是否重要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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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说明该关键词受关

注程度就越高;关键词的中心度越高,说明该节点

在整体网络中最短路径上出现的次数越多,其影响

力和重要程度越大。为了方便分析,分别列出了出

现频次大于40次的关键词(表2)以及中心度大于

0.05的关键词(表3)。在表2中,频次前5位的关

键词分别是bigdata、tourism、socialmedia、artifi-
cialintelligence和hospitality,其频次分别达到了

421、179、144、117、106次;在表3中,中心度排名前

5位的关键词分别是internet、customersatisfac-
tion、framework、hospitality和patterns,其中心值

分别为0.12、0.11、0.10、0.09、0.09。
从所形成的热点关键词看,智慧旅游研究主要

集中于旅游需求检测、顾客满意度、旅游营销手段等

图4 关键词共现分析网络图谱

表2 智慧旅游研究高频(≥40)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bigdata 421 14 behavior 55

2 tourism 179 15 experience 55

3 socialmedia 144 16 sentimentanalysis 54

4 artificialintelligence 117 17 customersatisfaction 49

5 hospitality 106 18 analytics 49

6 model 102 19 destination 48

7 management 89 20 demand 46

8 impact 86 21 information 44

9 bigdataanalytics 63 22 internet 44

10 technology 63 23 performance 43

11 satisfaction 62 24 smarttourism 40

12 onlinereviews 61 25 travel 40

13 wordofmouth 60

表3 智慧旅游研究高中心度(≥0.05)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1 internet 0.12 16 satisfaction 0.06
2 customersatisfaction 0.11 17 accuracy 0.06
3 framework 0.10 18 businessintelligence 0.06
4 hospitality 0.09 19 customersatisfaction0.06
5 patterns 0.09 20 bigdataanalysis 0.06
6 impacts 0.09 21 model 0.05
7 challenges 0.08 22 bigdataanalytics 0.05
8 co-creation 0.08 23 Sentimentanalysis 0.05
9 management 0.07 24information 0.05
10 demand 0.07 25 usergeneratedcontent0.05
11 Internetofthings 0.07 26 China 0.05
12 determinants 0.07 27 knowledge 0.05
13 datamining 0.07 28 search 0.05
14 climatechange 0.07 29 classification 0.05
15 media 0.07 30 architecture 0.05

智慧旅游场景建设,大数据、物联网、数据挖掘技术

作为实现智慧旅游的技术支撑,也属于研究学者重

点关注领域。
3.1.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共现知识图谱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

析,依据前人研究,对初始聚类形成的关键词结合

其文本出处展开分析,最后综合专家意见确定了

12个聚类[10-12]。在关键词聚类图谱中,聚类标签代

表聚类的主要特征。ModularityQ值是指聚类模块

值,其取值区间为[0,1],一般大于0.3就认为聚类

结构显著;Silhouette值(S)是指聚类平均模块值,
一般大于0.5就认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大于0.7
则意味着聚类结果是令人信服的。聚类网络图的

(Q)为0.5301,S为0.7914,表明聚类结果合理、
类团结构显著,能够清晰界定出智慧旅游的各个子

领域。
为了更准确地揭示智慧旅游研究领域的知识

结构,全面概括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参考已形成的

聚类标签,结合文献对聚类团进行总结与分析[13]。
表4列出了相关聚类的具体情况,包括聚类编号、聚
类标签和代表性关键词。

(1)聚类0(旅游需求预测)、聚类2(可持续发

展)和聚类9(智慧旅游目的地)关注旅游智慧化转

型升级大背景下的商业目标拟定和达成研究。聚

类0中的文献主要关注利用多源数据提高旅游需求

预测的准确性[14-17]。例如,Tian等[14]将微信、抖音

和微博的搜索引擎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整合在一

起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Sun等[15]使用历史游客人

数数据、经济变量数据和搜索强度指数数据预测来

自4个国家的游客人数。聚类2和聚类9则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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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智慧旅游研究关键词聚类情况

编号 聚类标签 代表性关键词

0
旅游需求预测

(tourismdemandforecasting)
决定因素(determinants);需求(demand);搜索(search);模式(models);准确性(accuracy)

1
在线评论

(onlinereviews)
行为意图(behavioralintentions);口碑相传(wordofmouth);在线评论(onlinereviews);分类(clas-
sification);服务质量(servicequality)

2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development)
社交媒体(socialmedia);大数据分析(bigdataanalytics);顾客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ma-
nagement);全面收入管理(totalrevenuemanagement);收入管理系统(revenuemanagementsystem)

3
服务机器人

(servicerobot)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同理心智能(empatheticintelligence);服务业(serviceindustry);
技术采用(technologyadoption);顾客接受度(customeracceptance)

4
情感分析

(sentimentanalysis)
数据挖掘(textmining);大数据分析(bigdataanalytics);5g技术(5gtechnology);情感分析(senti-
mentanalysis);在线酒店评论(onlinehotelreviews)

5
大数据分析

(bigdataanalysis)
人-机器人交互(human-robotinteraction);结构性主题模型(structuraltopicmodel);满意度(satis-
faction);游客流量(touristflows);文本分析(textanalysis)

6
深度学习

(deeplearning)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面部识别(facialrecognition);遗传模糊系统(geneticfuzzysys-
tems);美容保健品(beautypremium);深度学习(deeplearning)

7
物联网

(internetofthings)
智慧旅游(smarttourism);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s);综合数据(synthesizingdata);人工智能(ar-
tificialintelligence);混合体验模式(hybridexperientialmodel)

8
系统模式

(systempatterns)
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systems);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社交媒体(socialmedia)

9
智慧旅游目的地

(smarttourismdestination)
大数据分析(bigdataanalytics);智慧旅游(smarttourism);智慧城市(smartcities);引文网络分析

(citationnetworkanalysis);目的地形象(destinationimage)

10
关联分析

(correspondenceanalysis)
环境论述(environmentaldiscourse);大数据分析(bigdataanalytics);多平台研究(multi-platform
study);引文网络分析(citationnetworkanalysis);宾客体验(guestexperience)

11
云计算

(fogcomputing)
云计算(fogcomputing);云计算(cloudcomputing);旅游研究(tourismstudy);人员流动(human
mobility);复杂系统(complexsystems)

构建面向保护环境的生态旅游模式[18-21]。如何将

大数据技术与旅游业的具体应用相结合,实现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旅游业需要解决的发展问

题。为了推动智慧旅游的科学发展,Jovicic[19]回顾

了主要旅游目的地概念的演变,并特别强调智慧旅

游目的地的概念;González-Reverté[21]利用内容分

析法评估开发智慧旅游目的地对城市可持续性发

展的实际影响。
(2)智慧旅游场景下大数据获取和应用研究,

包括聚类1(在线评论)、聚类4(情感分析)、聚类5
(大数据分析)、聚类6(深度学习)和聚类10(关联分

析)。其中聚类1为智慧旅游的数据获取对象[22-25],
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论坛、博客、网站和其

他各种网络资源为智慧旅游研究提供了海量且有

价值的信息资源。Li等[22]将与旅游有关的大数据

分为三大类:UGC数据(由用户生成)、设备数据(由
设备生成)和交易数据(由运营生成)。Mariani和

Borghi[23]利用 Tripadvisor.com 和 Booking.com
网站上的在线评论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发

表在线评论会受到平台语言环境的影响。聚类4、
聚类5、聚类6和聚类11可以概括为支撑智慧旅游

运行和发展的技术手段[26-32],这些聚类中的文献试

图融合多种研究方法以此增强智慧旅游产业各环

节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例如,Li等[27]使用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进行主题提取、文本分类、情感分析和文

本聚类,为构建新的旅游大数据应用提供了指导方

针;Chen[28]提出一种基于改进稀疏主成分分析和长

短时记忆神经网络(sparseprincipalcomponent
analysisandthelong-termandshort-termmemo-
ry,SPCA-LSTM)算法的乡村游客情感计算方法。

(3)聚类3(服务机器人)、聚类7(物联网)、聚类

8(系统模式)和聚类11(云计算)聚焦于智慧旅游软

硬件和系统研究。服务机器人是智慧旅游产业中

使用的一种新型服务手段,可以与客户进行交互并

提供服务。Reis等[33]的研究证明在高客户接触设

置中,服务机器人在执行标准化任务时的表现往往

优于人类。据预测[34],到2029年96%的酒店前台

工作人员将被服务机器人取代,它已成为智慧旅游

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他聚类中的文献重点关注

新兴技术盛行背景之下智慧旅游产业发展的最新

趋势[35-41]。例如,Zhang和Li[35]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城市智慧旅游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结合当前发展形

势预测城市智慧旅游未来发展趋势和智慧旅游未

来发展规划;Luo和Wu[40]利用云计算、模糊识别等

多种技术建立数据仓库,构建满足休闲农业与红色

文化旅游融合需要的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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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归纳分析,可以构建主流智慧旅游研

究体系框架(图5)。其中“商业目的拟定和达成”层
提供了智慧旅游研究的目标、方向和价值判断,而
“大数据获取和应用分析”层以及“软硬件和系统研

究”层通过各自独立的,亦或交叉融合的学术关联,
提供了智慧旅游研究的对象、路径和切入点。具体

的跨领域的学术关联细节蕴含在不同领域层对应

的聚类主题中,因此可以基于该研究框架,发掘这

些主题间细粒度的学术关联,有利于更好地掌握当

前的学术研究脉络,并发掘待论证的新学术关联,
以利于进一步学术创新。
3.2 研究主题演化分析

结合发文和引文趋势(图1),将研究历程分为

起步阶段(2011—2016年)、成长阶段(2017—2018
年)和繁荣阶段(2019—2022年),利用CiteSpace对

每一阶段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到三阶段关键词聚类

名称表(表5),以考察各个阶段研究主题的主要内

容。各聚类模块值(Q)均大于0.3,平均轮廓值(S)
均大于0.5,聚类结果合理,类团结构显著。在此基

础上,构建三阶段关键词演化路径图(图6),考察本

领域研究主题的演化过程。元素块代表各阶段研

究主题,元素块高度代表与其他阶段聚类中关键词

共现的总数量,连线代表关键词跨阶段流动路径,
连线粗细代表关键词跨阶段流动的数量。

可以看出,近10年来,智慧旅游的研究主题一

直处于不断演化中,主题之间存在跨阶段的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总体表现出单一主

题向多个主题的演化,尤其是从成长期到繁荣期,
每个主题都向第三阶段多个主题演化,研究主题变

得越来越丰富多样。其次“Internetofthings”“big

data”“datamining”“media”“demand”等关键词存

在于每一阶段的聚类构成中,是演化中相对稳定的

研究主题,可能是因为成长期间新兴科技相关的科

学问题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基础理论成果,因此在繁

荣期开始向多个应用领域扩散推广。
通过关键词演化路径图,也可以发现不同阶段主

题的具体演化细节。例如,第1阶段的主题“business
intelligence/Internetofthings/…”演化到第2阶段的

“fintech”直至第3阶段的“servicerobots/artificialin-
telligence/…”,这表明驱动旅游业金融科技这种新兴

服务模式发展的前沿技术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再如,
“Internetofthings”→“healthcaretourism”→“social
media/tourismmobility/…”“hotelattribute/sense/in-
novation”→“climatechange”→“artificialintelligence/
tourismmobility/…”等路径也值得进一步关注,有必

要考察这些演化背后的机理,从而更好地把握和选择

未来的创新方向。

4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是科学研究中最新、最具有发展潜力

的研究主题,可利用突现词检测算法来探测、分析

短期内出现频次有显著变化的关键词[42],以此来反

映不同时间段的研究发展趋势,并探寻未来可能的

研究方向。智慧旅游研究领域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如图7所示。
考察近年来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发现,2019—

2020年较短时间内突现了多个新词,包括大数据分

析(bigdataanalytics)、未来(future)、人员流动
(humanmobility)、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同时

容量(volume)和评级(ratings)的突现始于2020年

并延续至今。对相关文献展开深入分析,提炼出如

图5 智慧旅游研究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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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三阶段关键词聚类名称

编号 起步阶段 成熟阶段 繁荣阶段

0 2元语义(2-tuplelinguistic) 在线评论(onlinereviews) 服务机器人(servicerobots)

1 商业智能(businessintelligence) 大数据分析(bigdataanalysis) 社交媒体(socialmedia)

2 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
旅游目的地管理(tourismdestinationman-
agement)

情感分析(sentimentanalysis)

3 酒店特性(hotelattributes) 旅游行为(travelbehavior)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4 意义(sense) 开放式创新(openinnovation) 游客流动(touristmobility)

5 语义技术(semantictechnologies) 金融科技(fintech) 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

6 复杂系统(complexsystems) 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 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

7 创新(innovation) 旅游需求预测(tourismdemandforecasting) 城市旅游(citytourism)

8 大数据(bigdata) 医疗旅游(healthcaretourism) 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networkanalysis)

9 遗传模糊系统(geneticfuzzysystems) 在线评论(onlinereview)

10 建筑遗产(builtheritage)

11
旅游需求预测(tourismdemandforecas-
ting)

图6 三阶段关键词演化路径

下3个方面的前沿研究方向。
(1)一个显著的研究趋势是关于深度应用用户

评价大数据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旅客消费意愿的

问题。这表明基于数智科技赋能的旅游产业智慧

化运营要始终立足市场,要以客户为中心,以用户

需求为导向。如何提升客户消费体验感、优化旅游

业个性化服务的质量和能力、加强对市场舆情的响

应能力依旧是旅游业智慧转型升级的重要前沿

问题。

(2)利用数据分析的技术手段对景区游客人流

进行实时监测以优化景区旅客容量,调节门票销售

量和开放时间成为前沿问题,这表明大数据技术将

被更积极地运用于智慧旅游以满足旅游业绿色低

碳发展的迫切需求。因此数智技术如何通过赋能

智慧旅游以促进旅游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

旅游产业的治理能力,保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将

成为前沿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
(3)移动用户的行为大数据分析和应用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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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1—2022年智慧旅游领域的关键词(前15)突现图

旅游领域重要的创新方向,这反映出包含大数据分

析在内的诸多数智科技都极有可能对智慧旅游领

域的学术创新产生重要的牵引作用。在大数据广

泛应用的前提下,随着更多数字智能技术如物联

网、金融科技、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尤其近期

通用人工智能(诸如ChatGPT)等的成熟,将可能会

被更积极地应用于智慧旅游中。新兴数智科技如

何赋能旅游业新一轮的智慧化转型升级将成为重

要课题。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1)从文献外部特征来看,智慧旅游的文献量

和引文量呈现出线性增长态势,尤其是在2018年后

涨势尤为显著。并且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代

表性的学者和机构,来自中国学者和机构对该领域

的学术贡献颇丰;但发文作者间的学术交流不够,
未来有待加强,而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
初步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科研群体。

(2)在研究热点及其演化方面,智慧旅游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面向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和

数据要素市场化大背景下商业目标拟定和达成研

究、大数据获取和应用研究、智慧旅游软硬件和系

统研究。热点演化方面表现出从单一主题向多个

主题的扩散特性,同时部分主题,如“Internetof
things”“bigdata”“datamining”等在各阶段都属于

热点问题,是演化中相对稳定的研究主题。
(3)在研究前沿方面,基于数智科技牵引前沿

学术问题涌现的发展特质,智慧旅游领域的研究前

沿方向表现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旅游业智慧化运

营,智慧旅游驱动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新兴数智

科技对智慧旅游的赋能机制。
5.2 展望

(1)智慧旅游中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智

慧旅游采用各种新型信息和通信技术,其所获取游

客的人口统计信息、地理位置、交易信息、生物特征

信息以及生活行为信息等都存在着信息泄露、二次

使用、未经授权分析和未知共享的风险[43]。而大数

据跟踪常态化使得客户数据可能被更密集的获取

和分析,个体隐私泄露风险愈加明显。因此,未来

可以更多关注该类问题的研究。
(2)旅游智慧化转型中前沿技术应用实践的经

验总结和理论建构。现有研究重技术应用创新、轻
理论发展,从实践案例中提炼、升华为理论的普适

性、系统性研究尚不足,这也是此类研究为什么较

少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一个主要原因[44]。未来

有必要加强新技术驱动的旅游智慧化转型理论体

系的建构。
(3)智慧旅游的负面影响研究。目前学术界对

于旅游智慧化更多持积极乐观态度。但呼应Ben
等[45]的研究,因此也应该重视智慧旅游对于游客可

能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如游客是否会对智能设备

产生不安全感和不适感、是否会有游客不喜欢太

“智能”的旅游场景。诸如此类问题值得在未来的

研究中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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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s,HotTopicsandFrontiersAnalysisofSmartTourismResearch

HUMuhai1,WANGYuan1,CHENYanxia2
(1.CollegeofManagement,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200,China;

2.WuhanWomen’sandChildren’sHealthCareCenter(SecondWard),Wuhan430200,China)

Abstract:Smarttourismisapowerfulhandtopromotetheaccelerateddevelopmentoftourismmarketand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
industry.TakingthesmarttourismliteratureincludedintheWebofSciencedatabaseduring2011—2022astheresearchobject,bibliometric
methodssuchasbasicstatistics,keywordclusteringmapping,andsuddenvalueindicatorsareappliedtoanalyzetheresearchhotspots,
frontiers,andevolutionarytrendsofsmarttourism.Theresultsshowthatsmarttourismhasbecomeanimportantandpopularresearchfieldin
recentyears,andChina’sresearchinstitutesandscholarshavemadeaneye-catchingperformanceinthisfield,theresearchhotspotsare
gatheredintheresearchofformulatingandachievingbusinessobjectivesinthecontextofsmarttourism,theresearchofbigdataacquisitionand
application,andtheresearchofsmarttourismhardwareandsoftwareandsystems,theevolutionarytrendshowstheproliferationofasingle
themetomultiplethemesandtheexpansionoftheoriestopracticalapplications,thefrontiertrendshowsthecustomer-centeredapproachto
smarttourism,andtheevolutionarytrendshowsthecustomer-centeredapproachtosmarttourism.Theevolutionarytrendsshowthe
proliferationofsingletopicstomultipletopicsandtheexpansionoftheoriestopracticalapplications,thefrontiertrendsarecustomer-centered
intelligentoperationoftourism,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ourismdrivenbyintelligenttourism,andtheenablingmechanismofemerging
digitalintelligencetechnologyforintelligenttourism;andfinally.Someresearchoutlooksareproposed.
Keywords:smarttourism;hottopicsandfrontiers;bibliometrics;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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