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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内容 



森林
火灾 

地震 

泥石
流 

山体
滑坡 

洪水 

九寨沟景区在自然环

境环境方面存在森林

火灾、地震、泥石流、

山体滑坡（崩塌）、

洪水等 

  一、景区危机现状分析 



经济
动荡 

经济
危机 

社会
动荡 

旅行活
动非预
见性事
件 

九寨沟存在旅游景区共同

面对的危机，包括经济动

荡、经济危机、社会动荡

（瘟疫）以及旅游行活动

过程中所发生的给旅游业

造成巨大损失的非预见性

事件。 

  一、景区危机现状分析 



危机前 

•及时修复被

破坏的景区

资源环境、

旅游基础配

套设施等 

•设计重建规

划，实现景

区快速运转 

•重塑景区形

象，强化市

场营销 

危机后 

•树立危机意识 

•成立危机管理

小组 

•制定预警方案 

•完善保险制度 

 

 

•启动危机应急

方案 

•搜索相关信息，

评估可能损失 

•与媒体良性互

动 

•成立危机公关

组 

危机时 

  二、景区危机管理策略 



危机培训 

  二、景区危机管理策略 



全自动大气背景监测站 水质监测 

森林防火演习 安置点防疫 

  二、景区危机管理策略 



启动危机应急预
案 ,  组建危机应
急指挥小组 

全力搜集相关信
息 ,分析评估危
机可能造成的损
失 

与同媒体的沟通、
协作 ,及时发布
信息，实现信息
良性互动 

有效减轻危机
对景区造成的
破坏 , 尽量减
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二、景区危机管理策略 



 

• 景区资源环境 

• 配套设施 

恢复过程 

• 设计规划 

• 实施规划内容 

重建规划 
• 危机营销 

• 公共关系营销 

• IT平台营销等 

重塑形象 

  二、景区危机管理策略 



  二、景区危机管理策略——危机营销案例 

图.九寨沟灾后旅游市场恢复与发展蓝图 

2016年，九寨沟进入提升阶段 

建设重点： 

·国际休闲度假中
心 

·国际会议中心 

·国际生态旅游精
品区 

市场预期（接待
游客数量：万人） 

2008年 

58.55 
   

2009年： 

 142.25 

2010年： 

235.04 

措施： 
·解决景区可进
入性 

·加强景区内基
础设施 

·完善景区周边
接待设施 

·争取相关政策
支持 

·积极维护旅游
形象 

·大力恢复游客
信心 

2008年： 

  60 

2009年： 

 195 

2010年： 

250 

差    交通恢复情况   好 

九寨持续发展 

2011-2015 

游客市场恢复 

2008-2010 

恢复发展宗
旨： 

    做立足于
环保型开发，
积极倡导全
社会尊重自
然、爱护自
然，打造经
济、社会、
环境三者效
益综合有序
发展的可持
续发展企业。 

战略要求的目标转变 

硬 件
建设 

2011-2015年工作
重点： 
   在积极稳步提
高景区经济效益
的同时，积极寻
求企业可能创造
的社会效益，环
境效益 

基于顾客价值的 

质量经济战略： 

 

经济效益：增加收入，降低成本 

环境效益：自然亲近，环境友好 

社会效益：区域联动，利益共享 

配套升级 

单 一
化 
产品 
门 票
经济 

规 模
性 
建设 

多元化产
品 

高附加值
经济 

细节化建
设 

经济、社会、
环境综合效益 

经 济
效益 

软件建设 

2008-2010年工作重
点： 
   侧重于恢复景区
的经济效益及产品多
元化前期建设 



进一步确定
目标市场 

具体旅游营
销措施 

针对旅行商营销
（B to B） 

• 加大奖励力度 

• 联合航空公司、酒店等，制定“包价”产品 

• 加大与重要目标客源市场的合作 

• 加大与入境客源市场旅行商的合作 

终端市场营销（B 

to C） 
• 产品策略 

• 促销策略 

展开借助于IT平台
的新营销模式 

• 加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完善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 

• 利用网络进行宣传 

  二、景区危机管理策略 



有效地
整合了
国内外
旅行社、
航空公
司、酒
店等资

源 

探索了 
“城市+

景区+企
业”的
跨区域
联动发
展合作
模式 

结合游
客市场
原有需
求，有
效刺激
了旅游
市场 

拉动了
景区淡
季市场，
提升了
提升九
寨沟旅
游市场
的竞争
力和吸
引力 

建立的
旅游营
销平台，
有效地
提高了
旅游电
子商务
水平 



   面对可能到来的压力，九寨沟管理局着眼大局，

立足景区工作实际，在“数字九寨”基础之上，以

国家重大课题为依托，积极推进智慧景区建设，着

力创建景区综合管理平台，进一步加快技术成果服

务于景区的保护、管理、运营、服务。 

  三、景区危机管理技术支撑 



数字九寨（国家十五科技攻关示范工程） 

基于时空分流管理模式的RFID技术在生态景区与地
震博物馆的应用（863课题） 

智能导航搜救终终端景区应用示范（国家科技支撑课
题） 

  三、景区危机管理技术支撑 



        时空分流导航管理的重点在于考查景区内在一定时空和

相对运动中的客流的分布情况和景点超负荷情况，并以景区

内各景点的负荷均衡为目标建立数学模型，提出采用基于对

景点负荷的动态预测，结合车辆、栈道调度方案实现各景点

的任务调度，消除每个小时域内的景点超负荷状态，以期达

到整个景区负荷均衡和景区系统的有序状态。 

如此从源头上消除景区因游客拥挤而导致的危机。 

 

  三、景区危机管理技术支撑 



  三、景区危机管理技术支撑 



  三、景区危机管理技术支撑 



大屏

GIS服

务器

九寨沟管理局指挥中心

中心客

户端  

多画面处理器

中心管理 

服务器

景点1

前端基站1

景区内网

防火墙

隔离网闸

上级指

挥中心

无线移

动视频

其它社会

联动单位

解码器

景点n

前端基站n

微波链路

  三、景区危机管理技术支撑 



• 云构架 1个云构架 

• 危机平台包括地质灾害监测、森林火灾监测、
视频监控、危机处理预案、调度指挥等 

• 旅游运营平台 

2个支撑平
台 

• 营销 

• 游客体验 

• 景区综合管理系统 

3个核心业
务 

• 区域景区数据库 

• 景区文化宣传库 

• 用户库、旅行社库、宾馆库、3S库 
6大数据库 

  三、景区危机管理技术支撑 



       1236工程为提高九寨旅游承载力，减小自

然灾害和不可预见性事故，利用新型信息技术，

打造常态危机管理平台和旅游运营平台，落实九

寨综合管理、营销管理和游客体验等，为创建具

有危机意识和危机执行力的智慧九寨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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