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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在乡村旅游电商中的应用研究 

——以湖北省宜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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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摘 要】：乡村旅游对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其高质量发展需要微信的应用与推

广。在分析湖北省宜城市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旅游电子商务

存在缺意识、缺体系、缺人才等问题，进一步提出借助微信发展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的对策建议，即：借助微信提高

乡村旅游电商参与度，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培育旅游电商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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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城市和乡村连接的重要切入点，在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20 年，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新格局，乡村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21 年《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中指出，深入发展数字旅

游，加快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以数字赋能推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微信在传播内容、信息决策、

品牌推广、增强运营者与消费者互动、获得用户反馈等方面的优势，依托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跨界融

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产生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本文首先介绍了宜城市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乡村旅游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1 湖北省宜城市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1.1宜城市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宜城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版图呈“蝴蝶状”，地形呈“三山一水六分田”格局，地势西高东低，有山地、丘陵、

盆地和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水体类型多样，山溪平湖兼备，水库河渠皆有；农、林、牧、副、鱼等生物资源丰富，打造了小河

莱公山谷、流水醉美莺河等一批乡村休闲旅游示范景点，发展了一批形式多样、宜居宜游、产业带动、生态持续、农民致富的精

品美丽乡村。例如，刘猴镇胡坪村、小河镇高康村、雷河镇民主村等。乡村旅游产品以田园观光、采摘体验、农事活动、旅游休

                                                        
1作者简介：舒圣宝(2001-)，男，湖北武汉人，本科生。吕丹(1985-),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

向：数字经济、电子商务。 

基金项目：2021年武汉东湖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云农业——数字农业服务平台”(项目编号：xc2021081);2021

年武汉东湖学院“东湖未来之星”大学生科研基金重点项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武汉市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

究”阶段性成果 



 

 2 

闲等为主。例如，隆景采摘园、王台村草莓采摘园、李湾村板栗观光园、珍珠村核桃休闲园等乡村旅游园区。 

1.2宜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宜城市农村电子商务总体发展态势良好，被列为湖北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宜城市供销社被确定为全国供销社系

统电子商务示范县。宜城市商务局、财政局出台《宜城市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全市服务业发展的通知》《市

政府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政策，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宜城市已建成电商运营中心、培训中心、电商产业孵化中心和交易展示中心“四位一体”的县级电商服务基地，依托现有流

通网络资源，实施信息化改造，建立农村电商工作交流群，搭建农村电商信息传达交流平台。强化电商培训，培育电商主体，吸

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农产品流通。打造“智慧农旅刘猴镇”，推广休闲观光、亲子体验等为主的创意农业，实现产品电商向旅

游电商、文化电商转型升级。 

2 湖北省宜城市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 

2.1缺乏电子商务意识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当地电商企业、旅游景区以及消费者对乡村旅游电子商务认识还不够。一方面，农村地区信息

相对闭塞、思想观念相对传统，乡村旅游电子商务企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信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旅游网站信息资源更

新缓慢，多数网站只是发布乡村旅游资源的基本信息，缺乏与访客的互动等。例如，当地一些旅游景区只有少量信息发布于网

络，缺乏对旅游电子商务的正确认识、信息化意识淡薄，忽视了应用旅游电子商务系统所能带来的潜在收益，没有及时建立电子

商务渠道，影响了旅游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性以及时效性等因素，消费者对乡村旅游电

子商务使用程度不高，影响了宜城市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 

2.2缺乏旅游服务体系 

宜城市旅游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携程旅行、去哪儿旅行、同程旅游、马蜂窝等旅游类 APP，缺乏乡村旅游

电子商务的相关服务。第二，旅游电子商务企业没有提供全面、专业、实用的整套旅游服务，无法满足游客个性化、专业化和多

样化的需要。第三，云上宜城、宜城发布、宜城市融媒体中心、汉江发布等微信公众号运营水平有待提高，发布信息均不固定，

大多发文数量较少，长时间不更新推送，发布内容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庞大客户群体和关注度，既不利于稳定已有群体，也无

法有效拓展新的群体。 

2.3缺乏复合型人才 

人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宜城市现阶段难以吸引并留住人才，复合型人才匮乏。乡村旅游是涉及设计、包装、建

设、管理、品牌、营销、服务等多领域、多行业、多部门的综合性产业，与部门和市场联动性极大，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乡村旅游

基础知识、互联网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运营管理。当地电商企业在发展旅游电商的过程中，缺乏高素质、专业化的复合型人才，

乡村旅游管理与服务发展滞缓，服务质量不高，使得新兴电商企业因缺乏人才运营维护，关停较多，电商发展后劲不足。“旅游

+电商”综合电商人才的短缺制约了宜城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 

3 微信在旅游电子商务中的应用对策与建议 

微信作为一种新媒体，以其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用高效方便、传播内容丰富、效果反馈及时等优势，为游客带来了更加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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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体验。因此，在分析宜城市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基础上，探析借助微信发展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的有效路径。 

3.1借助微信提高乡村旅游电商参与度 

微信作为现在移动端的必备软件，所提供的小程序、视频号和微信群给用户提供了良好的使用环境。首先，地方政府引导电

商企业建立体系完善、流程规范、内容实时的微信公众号，提升其信息化水平，认清旅游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整合现有资源，紧

跟行业步伐。其次，地方政府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规划设立当地乡村旅游信息系统，作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权威宣传页，将微信与

美丽乡村建设相融合，加大对当地乡村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最后，旅游景区可以借助微信连接潜在的旅游消费者，利用微信的

庞大用户群体，快速传播乡村旅游中的特色信息，让更多的受众群体接收相关的信息资源。 

3.2借助微信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 

微信在乡村旅游企业、旅游景区中的应用，结合宜城市各村旅游产品的品牌战略、营销策略，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推进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第一，乡村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为乡村旅游提供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样化的

宣传方式，以群发、朋友圈、公众号等形式展开推广。同时开通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为乡村旅游游客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如在线

客服、旅游项目详情、自主商品下单等。第二，旅游景区利用微信等打造线上旅游服务平台，依托 5G、VR、AR等创新技术，以

云演艺、云娱乐、云旅游等多种方式，真实、全面、立体地反映乡村旅游景区特征，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第三，已经运

营的微信公众号建立微信公众平台数据库，定期统计数据，分析受众需求及偏好特征，优化市场细分。通过分析受众偏好，可针

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制定不同的营销方案，关注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开发相应的旅游产品。 

3.3借助微信培育旅游电商复合型人才 

人才对乡村旅游的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培育旅游电商复合型人才需要从人才水平、结构、培训角度等方面提出

解决办法。一是提升从业人员信息技术水平。发挥微信的推广优势，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乡村旅游培训相关知识，提高现有乡村

旅游服务从业人员能力与素质，规范从业人员行为。二是促进人才流动。在微信上发布乡村旅游电商人才招引计划，组织引导相

关专业的优秀大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多学科融合的综合型人才等投身乡村旅游发展，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同时，

借助微信宣传宜城市乡村旅游资源，展现美丽乡村建设，更好地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三是创新技术服务和培训方式。通过搭建

微信服务平台，将信息技术与农村电商培训课程相融合，提供农村电子商务理论及实操培训，在培训中贯穿自主、交互、探究、

体验式的学习活动，充分利用微信平台进行合作与交流，为广大农民提供在线学习渠道、资讯获取渠道以及交流互动渠道，进一

步深化农民电子商务的使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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