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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电子商务是旅游经济活动的一种新态势，是电子商务中对物流依赖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应用领
域，因此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
为了让更多从事旅游研究的学者、旅游电子商务应用的读者更有效地研究旅游电子商务，并对旅游电
子商务的基本情况及其技术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我们编写了《旅游电子商务》。
《旅游电子商务》从读者及教学的角度对旅游电子商务进行了更多的定位，以案例的方式来提升其应
用价值。
《旅游电子商务》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在校学生，还包括我国的政府相关部门、旅游企业及从事旅游
研究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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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2互联网与旅游业的结合从对网民规模、网络应用现状和网络经济规模三方面的分
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互联网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旅行社要想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竞争能力，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巨大作用。
互联网已经为全球性开放系统传递与沟通信息创造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平台。
随着数字转化技术、全球通电话系统与遍布的公用电话亭及电子操作平台等技术的出现与完善，人们
可以通过屏幕或光缆与互联网连接，以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实现各自的目的。
互联网接入成本正在不断下降，而互联网运行速度则不断提高。
由于它的功能与所提供的服务与我们越来越密切，所以互联网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旅游业与互联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
对于消费者而言，当他们计划去一个新的目的地旅游时，在选购旅游产品时由于未能完全了解旅游产
品而会遇到一些困难。
与以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相比，互联网可以使消费者迅速地通过网络了解有关旅游目的地新的情况与
信息，能够使他们更便捷、更容易地进入预定系统。
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经营者而言，互联网为其降低向消费者、客户发布信息，向客户提供各种预订服务
的成本提供了可能。
互联网能够使旅游目的地的经营者节省大笔原来花费在印制产品广告与分销系统等传统营销方式中的
成本支出。
互联网的出现在旅游目的地的经营者与旅游市场的中介者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构建了紧密的合作
关系，最终可以实现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的目标。
旅游业与其他的贸易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它的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均在同一地点——旅游目
的地。
因此，旅游业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商业交易。
它不需要把所售商品送到世界各地，绝大多数旅游产品具有不可转移性。
旅游产品实现交换后，旅游者得到的不是具体的物品，而只是一种感受或经历。
旅游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可以运输并在交换后发生所有权转移，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得到的并不是
旅游产品对象资源或旅游设施本身的所有权，而是“观赏和享受”或“操作和表现”的权力，获得的
是一种“接受服务”和“旅游经历”的满足感。
在旅游活动中，发生空间转移的不是旅游产品，而是购买旅游产品的主题——旅游者。
旅游产品的不同转移性说明，它的流通不是以物流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其信息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旅
游者的流动表现出来的。
如果旅游产品信息传播速度快、效率高，对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刺激影响大，其价值就易于实现。
这样，互联网与旅游业的结合优势便凸现出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电子商务>>

编辑推荐

《旅游电子商务》是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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