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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企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要报要点】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成

为旅游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关键。然而，在应用 AIGC

技术的过程中，不少旅游企业也面临技术、数据、成本及人才

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期要报建议通过加强政府支持和引导、开展

AIGC 技术应用示范项目、完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策措施，

进一步推动旅游企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旅游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现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快速发展，相关技术

已在旅游企业广泛使用，为旅游企业带来降本增效和创新

发展的同时，全方位地提高了旅游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一）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出行方案，提升出行预订

便利性。一些 AIGC 模型能够利用模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收集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各种事物信息及图片、语言信

息，通过智能推理中的搜索及计算机视觉功能对信息进行

对比分析，最后应用数据挖掘和智能控制等手段将旅游信

息准确传送给游客，以便游客制定个性化的旅游行程。而

相关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 OTA 企业有效提升售前行程规划

的销售转化率。部分企业表示，使用 AIGC 旅行规划工具的

用户转化率和收入较之以往可达 3 倍以上的差距。

（二）提供全天候客户服务，提升服务质量。依托聊

天机器人为顾客提供全天候服务，回答有关预订、目的地

信息、行程安排等常见的客户问题，并实现门票购买、酒

店预订、机票退改签等服务。以携程垂直大模型“携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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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例。截至 2023 年年底，借助“携程问道”智能客服，

携程机票和酒店业务的用户问题自助解决率均已达到七成

以上，大幅提升了中文渠道或多语种对话场景的线上咨询

自助服务水平，有效节约了客服工作时间。据旅游行业最

大智慧平台 Skift Research 估计，旅游业 AIGC 驱动的聊

天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 18 亿美元。

（三）强化收益管理及数据分析，提高决策效率。目

前，大量旅游企业将 AIGC 技术用于运营管理，通过对客户、

供应链和渠道的洞察分析，自动调整定价和分销策略，提

升供给与需求匹配的精准性，进一步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销

售收入，实现收益管理和财务业绩优化。

二、旅游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分析

（一）技术应用不充分，行业模型尚在探索中。旅游

业企业分散、场景多、重体验等特性决定了技术应用的复

杂性，深度融合尚有较大空间。据埃森哲研究表明，目前

AIGC 技术在旅游业应用的成熟度落后于大多数行业。国内

较知名的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华为盘古、字节

跳动豆包等都属于通用模型，其功能类似升级版的搜索引

擎。而能够有效整理上下游供应链资源，形成独特商业模

式的旅游业垂直大模型目前仍处于前期探索阶段。

（二）存在信息孤岛，数据整合难度大。旅游业细分

产业多，从酒店预订、交通安排到景点服务，产业链各环

节的企业数据体量和质量参差不齐、信息管理分散，导致

数据共享和融合壁垒较高，造成了行业内的信息孤岛现象。

而 AIGC 技术应用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和优化，旅游信

息孤岛限制了其在行业内的应用潜力。目前，仅少数深耕

行业多年且积累海量真实行程数据以及交易数据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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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整合数据的基础能力。

（三）投资成本高昂，投入与产出难以平衡。旅游业

集中度不高，中小企业居多，同时作为传统行业，即使大

型旅游企业也普遍存在收益率较低、投资回报期较长等问

题。而 AIGC 技术的高额初始投入对传统旅游企业而言难以

实现投入与产出的平衡。如何在长周期、高成本的转型过

程中，确保技术投入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回报，是传统旅游

企业面临的重大考验。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助力行业转型升级。一是

出台相应的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政策，为旅游企业的

AIGC 项目提供部分资金支持。二是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优惠

贷款，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旅游科技项目，平衡长期投资与

短期收益矛盾。三是引导行业发展基金等对 AIGC 技术在旅

游场景中的应用予以扶持。

（二）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示范项目，探索建立旅

游业大模型。一是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开展“人

工智能+”行动，鼓励大型旅游企业制定“人工智能+”实

施方案。二是鼓励拥有数据、流量等优势且基础设施完备

的旅游企业先行先试，聚焦于将 AIGC 技术深度嵌入具体业

务场景，并逐步向全行业推广。三是鼓励大型旅游企业发

挥行业引领作用，通过多方合作，探索建设和优化旅游业

大模型。

（三）加强旅游数据整合与管理，为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提供基础支撑。丰富、完备的数据是 AIGC 技术应用的基

础，建议进一步加强旅游业市场数据挖掘和整合，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拓宽旅游企业数据共享端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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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与优化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同时，进一步关注

数据隐私，平衡创新与风险。针对旅游数据包含的个人信

息、交通记录、同行关系等各类敏感信息，健全数据统一

标准，在兼顾数据质量和旅客隐私的同时，推动 AIGC 技术

应用为旅客提供更好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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