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峨眉平台建设与旅游资源评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峨眉平台建设与旅游资源评价>>

13位ISBN编号：9787564300180

10位ISBN编号：7564300183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蒋云治 等 著

页数：1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峨眉平台建设与旅游资源评价>>

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全球化、地理空间“3S”技术及集成在全球的研究和应用日趋广泛，各种分辨率互补的
全球对地观测项目及时、快速、准确地提供了多种分辨率的对地观测海量数据。
这些发展成就与趋势，为空间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和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现代空间信息技术渗透到了各行各业的管理之中，而现代旅游业
的全方位综合经营管理与传统经营管理相比较，其涉及的内容更丰富、面更广，对信息准确性和及时
性要求更高。
虽然我国旅游业应用信息技术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应用水平依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旅
游资源信息共享性差、没有完整的数据库、数据管理和更新及数据共享跟不上等。
因而，旅游业管理质量的提高还有赖于高效的现代空间信息技术作支撑。
　　如何管理好具有世界级自然和人文双遗产资格的这类综合、独特的风景名胜旅游区是一大课题，
这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相关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我们在四川省科技厅的支持下，选择了极具代表性的峨眉山作为研究建台的示范点，建立了在
多尺度基础地理数据基础上集成规划、管理、决策所需的各类空间型和非空间型数据资料，通过发展
空间查询分析与模拟优化功能，形成业务化的空间决策支持的“数字峨眉”平台。
该平台不仅能全方位为研究资源环境问题和改造现实提供信息资源和高科技手段，而且有助于提高其
对全山区域事务和热点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并且能帮助旅游产业和旅游商品经营者乃至旅游爱好者
做出正确、明智的有效决策。
同时，该平台还是数字四川、数字区域的信息平台之一，它不仅是面向政府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社会经
济专题型空间决策支持平台，而且还是面向经营者和大众的增值产品与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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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数字峨眉平台建设　　1　引言　　1.1　建立数字峨眉平台的目的　　21世纪是知识经济
和信息经济的时代，现代信息技术已渗透到了各行各业的经营管理中。
现代旅游业的经营管理比传统经营管理涉及的内容更多、面更广，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要求更高
，更有赖于高效的现代信息技术。
要在国内外众多的景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旅游业管理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旅游景区经营管理
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快旅游景区信息化的发展，从而实现景区信息化经营。
旅游景区的信息管理是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建成一个高效、稳定、安
全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使旅游消费者通过本系统能得到完美的服务。
旅游景区信息管理是旅游景区管理者及时、准确、完整地采集各景点和服务机构的原始数据，进行汇
总、统计和科学分析，实现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并对全区实施监控，对车辆实施准确定位和有序调
动让景区决策层和相关职能部门能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整个景区的所有状况，便于合理调度和分
配资源，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空间特性，其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旅游资源信息管理，将极大地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旅游业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使中国经济直接感受到全
球经济浪潮的机遇与挑战。
直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格局，这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里程碑。
依靠科技进步，加紧推进旅游信息化，是实现中国旅游业与国际旅游业对接的技术基础，是增强中国
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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