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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国
#

旅?大数据研究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分析了国
#

旅?大数据的

运用领域、主要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等，希望为国
#

旅?大数据利用提供参考。

研究文献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文献分析主要?用
#

容分析法。通过对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收
/

的
S;T

篇旅?大数据实证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国
#

旅?大

数据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以下五方面：?客偏好、?客预测、?客流分析、?客满意度

和旅?营销等。数据来源主要来自
0

程、去哪儿和马蜂窝等旅?类网站和新浪微

博、豆瓣等社交平台的
N8!

（用
1&

生的
#

容）数据、
H#'-9%

网站的图片数据，以及

百度指数和手机定位数据等。本研究认为旅?大数据能弥补传统旅?研究的部分

缺陷，但旅?大数据自身也有较大的缺陷，研究者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和研究目的，

正确地选择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

少数据的“噪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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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数据日益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很多行

业和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网上零售行

业、通讯行业以及公共卫生领域、国家安全

领域等。由於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创造信

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通过互联网

和通讯设备，可以较容易进行信息交
E

，信

息的大量增加使得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曾忠
#

，
;<SG

）。科技发展也使得人类保

存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随时随地
*

生的数

据都可能被记
'

和保存下来。比如，个人在

互联网上的搜索和浏览记
'

，以及每天行为

轨迹的地理位置信息等。个人
*

生的数据

不断被记
'

和保存，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方

法，可以进行人物画像、人口流动趋势预测，

以及危机预警等。所以，大数据分析已经成

为各行各业不可缺少的分析方法，也是促进

各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助推器。

旅?活动涉及吃、住、行、?、购、
,

等方

面，旅?业是
*

生各种信息数据的沃土。在

旅?前，人们可能需要比较不同的旅?目的

地，搜索目的地景点、酒店、天气、交通和风

土人情等信息；在旅?中可能
*

生大量的行

为轨迹信息，包括照片分享、撰写旅?日?、

发表感想等；在旅?後可能
*

生对旅?的评

价和反思信息。这些旅?信息以文字、图

片、视频和地理位置信息等各种各样的数据

形式存在，数量庞大、结构杂多样、数据
*

生速度快、数据密度价值低，非常符合大数

据的特徵。如何利用这些庞大的数据更好

地解?客，解市场趋势，改善旅?服务，

对旅?界、学术界和政府
D

策者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然而，国
$

旅?大数据目前的

运用趋势、具体的运用领域、数据的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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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优势及缺陷等，目前还未发现有系

统的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旅?

大数据研究文献的分析，补充这方面的缺

陷。

１　文献来源与基本情癋

１．１　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全部来自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该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期

刊全文数据库，
$

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目前，

收
'

国
$

期刊
SS7RGT

种，全文文献总量

YX7;<T7YX<

篇。

资料收集时间为
;<;S

年
=

月
TS

日，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篇名中有“大

数据”与“旅?”二字的核心期刊文章，检索

到
=R

篇文章（核心期刊指入选北大核心或

者
!::!D

来源的期刊）。扩大搜索范围，增

加了“互联网”
?

“旅?”作为关键词检索篇

名，最终获取超过
G<<

多篇文章。通过
V

读

文章摘要，删去研究综述、理论探讨、笔谈、

书评、短论等不涉及实证研究的文章，最终

获得
S;T

篇样本。本研究?用
$

容分析法，

通过人工
V

读，对
S;T

篇文章进行分析，总

结大数据在旅?研究中的运用情癋。

１．２　基本情癋

通过对论文的筛选和分析，发现国
$

利

用
N8!

（用
6*

生的
$

容，
N(&%


4&/&%,$&0

!*/$&/$

）数据进行旅?研究的文章最早可

以追溯到
;<<Y

年，当时有作者根据网上的

自驾车旅?网络论坛上的帖子讨论旅?网

络论坛。但收
'

的帖子仅
RXX

个，还算不上

大数据。此外，该研究也不是讨论旅?，而

是讨论网络论坛。删除该文章，最早的文章

是
;<<X

年的一篇文章。文章对大陆和台湾

共
RS

个网站中关於台湾旅?的文本进行了

收集，??用
ZL:O I*%0M,%(&%

软件对文本

进行
$

容分析来研究台湾旅?形象（肖亮

和赵黎明，
;<<X

）。该文可以算是国
$

最早

关於旅?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但国
$

连续的涉及大数据的旅?研究真正开始的

时间是
;<SS

年，当年共有
R

篇研究论文。

根据对
S;T

篇旅?大数据实证研究文

章发表时间的统计，可以发现，国
$

旅?大

数据的实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XU ;<ST

年为萌芽期，
;<SR U ;<SY

年为初

步发展期，
;<S=U ;<SX

年为高速发展期。从

;<;<

年开始，旅?大数据的研究开始
:

少，

这可能与全球疫情爆发，旅?活动的大量
:

少有关。具体发文量见图
S

。

图
S

　国
$

旅?大数据研究发文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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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S

可以看出，在
;<ST

年之前，每年

关於旅?大数据的文章还不足
G

篇；而

;<SRU ;<SY

年间，旅?大数据研究开始有明

显的增长，每年的发文量已经接近
S<

篇；

;<S=

年之後，旅?大数据研究突然猛增，每

年利用大数据进行旅?实证研究的文章超

过
;<

多篇。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我国旅?

研究对大数据的重视是在
;<ST

年以後，

;<SV

年达到高峰，我国大数据在旅?的运

用趋势与世界趋势基本一致。
:*/4

（
;<S=

）

研究了大数据在旅?领域运用的世界趋势，

认为在
;<<Y

年之前，大数据?
.

有吸引旅

?研究者的兴趣，直到
;<SG

年，该领域的研

究才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

　国
$

旅?大数据主题、信息源

与研究方法

　　利用文本分析中的主题分析方法对

S;T

篇旅?大数据文章按主题进行分类，发

现国
$

的旅?大数据运用，主要集中在五个

领域：?客偏好、?客预测、?客流分析、?

客满意度和旅?营销等。在国
$

旅?大数

据研究中，?客偏好的研究论文高达
T=

篇，

?比
T<^

；?客预测
;S

篇，?比
S=^

；?客

流分析
;<

篇，?比
SY^

；?客满意度
SS

篇，

?比
X^

；旅?营销
SS

篇，?比
X^

；其它
;T

篇，?比
SX^

。

可见，?客偏好、?客预测和?客流分

析是国
$

旅?大数据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三

个主题的发文量总体?比高达
YT^

。

２．１　?客偏好

由於?客在网络上对旅?目的地、旅?

*

品和服务等进行评价和反馈，很容易捕捉

到?客的偏好
$

容。所以，?用网络文本分

析?客偏好是一种有效途径。
W

宝清等

（
;<SG

）对搜狗博客中
;ST

篇关於巴丹吉林

沙漠的?记进行了分析，发现沙漠旅?者偏

好自助旅?的方式在沙漠中进行徒步、越野

和探险等活动；高大的沙山、神秘的沙鸣、美

丽的胡杨林和神奇的湖泊泉水等都是旅?

者最为偏好的自然景观，藏传佛教、蒙古族

生
*

和生活文化所组成的沙漠景观是旅?

者偏好的人文景观，且旅?者对自然景观的

偏好高於人文景观。通过研究沙漠旅?者

偏好，可以为保护沙漠自然景观，营造人文

景观提供参考意见。王新亮（
;<SS

）在百度

中搜索了
S<;

篇关於周庄的?记，分析发现

周庄古镇的?客追求偏好呈现多样化，不再

局限於传统的观光旅?，更加偏好在旅?过

程中的参与感；旅?时间方面，?客偏好

“双日?”，?客饮食偏好主要以万三蹄、阿

婆菜和阿婆茶等周庄特色菜为主，沈厅和张

厅等景点是?客偏好度最高的景点。研究

?客偏好，对景区旅?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帮助景区提高服务质量，在未来的竞
<

中?据优势地位。

旅?目的地选择是?客偏好的一种典

型体现。蜜月?可以体现出?客的选择偏

好，
W

恒和陈燕翎（
;<S=

）利用爬虫工具收

集了
;

程旅行网上
;7YG<

篇蜜月?的?记，

发现?客选择蜜月?目的地时偏好优质的

自然风光、富有特色的美食、丰富的
,

乐活

动、完善的服务设施和便捷的交通等因素。

王菲等（
;<SG

）通过对一起?、新浪博客和

天涯社区等
S<

个网站上
S7<<<

篇?记的分

析，发现?客选择蜜月?目的地的偏好因素

包含：人文景观、自然风光、交通可达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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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设施、情感映象、饮食和住宿等。对蜜月

?目的地的?客偏好分析，可以为目的地开

发与管理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社会文化背景差?可能引发?客偏好

差?，刘逸等（
;<S=

）在
;

程旅行网、马蜂窝

和穷?网抓取了
TY7SRV

条中国?客评论，

?从
O%'5,0@'(*%

抓取了
;7TG<

条国际?客

的评论，对赴澳大利亚的中国?客和国际?

客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客更加偏好建

筑、动植物、海滨，以及观光休盻类的活动要

素，而国际?客偏好艺术类和当地文化生活

类活动要素。?用网上图片进行旅?大数

据分析是一个新的趋势。邓宁等（
;<SX

）收

集了中国港澳台、美国和英国等地?客在

H#'-9%

网站上发布的
;=7<GR

张与北京相关

的图片元数据，包括图片的拍摄日期、经纬

度、图片的描述等
;<

条信息指标，分析发现

不同地区的?客在文化艺术、人物和食物拍

摄
$

容方面差?较大。在文化艺术方面，中

国港澳台?客偏好磁器、玉器等古代艺术珍

品，英、美?客则偏好神兽雕刻、彩绘和表演

等文化艺术；在人物方面，中国港澳台?客

偏好自拍，英国?客偏好拍摄天安门站岗士

兵和服务人员，美国?客则偏好拍摄居民生

活场景和中国旅?者；在食物方面，中国港

澳台?客偏好中国菜肴，英国?客只展示了

少量西餐图片，美国?客偏好烧烤、小吃和

啤酒等。以上关於出境?和入境?的?客

偏好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旅行社合理规划

旅?线路，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旅?目的地

根据?客特色开发旅?
*

品和服务。

?客偏好的分析对旅?
*

业发展至关

重要，通过解?客偏好，能够帮助旅行社

合理规划旅?线路，有利於旅?目的地调整

旅?项目和服务，迎合?客需求，使得旅?

目的地或者旅?吸引物持续得到?客的青

睐。?客偏好主要?用?记和网络评论等

文本类和图片类的
N8!

数据进行分析。分

析方法主要是
$

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

法；
T=

篇中有
TR

篇?用了
$

容分析法，
T

篇

?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

２．２　?客流

旅?流是连接旅?客源地和目的地的

纽带，广义的旅?流包括旅?客流、物质流、

资金流、文化流和能量流等，狭义的旅?流

仅指旅?客流。旅?客流是指旅?者因为

相似的旅?需求，发生的集体性空间移动现

象（闫闪闪等，
;<S=

）。关於旅?流的大数

据研究主要是指旅?客流这一狭义概念，而

且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旅?客流的时空分

布特徵和网络结构特徵两方面。

;2;2S

　?客流时空分布特徵

由於旅?客流在流动过程中，不仅是空

间上发生位移，还包括时间上的变化，所以

旅?客流的时空变化对旅?容量控制和交

通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旅?流的

时空分布特徵表现为节假日和一些特殊旅

?节日的旅?流时空特徵。戢晓峰等

（
;<SX

）?用云南省交通流量数据检测平台

的大数据对节假日旅?流时空分布特徵进

行了研究，发现旅?流在节假日具有明显的

聚集性特徵，?且长线旅?流的时间集中度

高於短线，自驾?的旅?流时间集中度高於

团队?。丁鼎等（
;<SV

）利用中国电信南京

分公司的
S7<<V7XS<

条?客手机定位数据，

对江宁区乡村旅?进行了分析，发现单峰型

乡村旅?点?客量呈现出节假日、双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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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依次递
:

；双峰型乡村旅?点节假日

和双休日的?客量差
7

不大，工作日客流较

少；多峰型乡村旅?点节假日、双休日和工

作日客流量峰值无明显区
7

。手机定位数

据属企业
$

部数据，在当前几乎人人都有手

机的时代，能够较为全面的反应一个地区?

客量的真实情癋。

旅?客流时空特徵的另一方面表现为

城市旅?的时空特徵。闫闪闪等（
;<S=

）?

用
S==7XXG

条?客在新浪微博签到数据对

洛阳市旅?流进行了研究，发现洛阳市年
$

旅?客流体现为“双峰山岭”特徵，双峰分
7

对应牡丹文化节和国庆
B

金周，春、夏、秋、冬

四季客流量依次递
:

，周末客流量大於周
$

，

日
$

客流量主要集中於
XU ;R

时。王新越和

曹婵婵（
;<SX

）?用
;

程旅行网和马蜂窝网

站的
S7VXS

篇?记数据，对青岛旅?流进行

了研究，发现青岛市旅?流年
$

淡旺季明

显，
RU S<

月旅?客流较大，在我国法定节假

日期间旅?客流呈增长高峰，双休日旅?客

流大於工作日。城市旅?流的时空特徵对

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重要影

响，掌握好城市旅?流的时空特徵，有助於

做好?客接待服务，提升城市品牌形象。

;2;2;

　?客流空间网络结构

空间网络指的是空间单元及其关的

集合，包含节点、关边和流动物三个要素，

节点指的是空间单元，关边指的是各个空

间单元之间的连线，流动物可以是知识或信

息类的
9

体，也可以是人口或者资金之类的

实体形式（周慧玲和许春晓，
;<SY

）。旅?

流空间网络结构能够揭示旅?系统的空间

规律，可以分析旅?目的地之间的竞
<

关

或者互补关（蔚海燕等，
;<SV

）。研究旅

?流空间网络结构，有利於政府对旅?区域

进行合理规划，也有利於旅?景区之间的相

互合作等。周惠玲和许春晓（
;<SY

）从
;

程

旅行网、去哪儿、百度旅?和途牛网收集了

S7SX=

篇?记对湖南省旅?流空间网络结构

进行了分析，发现旅?流空间集聚性较高，

凤凰古城、张家界、天门山、岳麓山和橘子洲

等旅?流量大，聚集性突出；节点功能具有

差?性，优势子结构具有区域指向?形成跨

越之势。蔚海燕等（
;<SV

）从驴妈妈旅?网

筛选出迪士尼在上海开业前
;7<T=

条?客

信息和开业後
;7YS<

条?客信息，对旅?网

络结构进行了对比，发现存在明显差?。迪

士尼开业前，上海旅?网络以东方明珠和上

海野生动物园为中心节点，迪士尼开业後，

上海旅?网络中心变化为迪士尼、东方明珠

和上海野生动物园，且迪士尼的开业使得上

海旅?网络集中度增强，热门景点客流量更

多，其它景点则受到击。?客量空间网络

结构的研究能够呈现出旅?景点之间的关

，可以为景区联合推出优惠套票或者其它

服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旅?客流网络结构研究的数据主要是

?客的位置信息，比如新浪微博的签到信

息，
;

程旅行网、去哪儿、马蜂窝、途牛网和

驴妈妈等旅?网站上的?记，这些信息都包

含了时间、地点等有关?客的流动情癋。另

外，地方的交通流量数据监测平台和电信公

司根据收集信号的定位信息等，也是反映?

客流动的重要数据来源。

旅?客流网络结构主要是研究各个节

点之间的?客流动情癋，所以研究者较多使

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常见的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有中心度分析、子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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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关联性分析和
P3M

假设检验（蔚海燕

等，
;<SV

）。除此之外，时间层次分析法也被

用来进行旅?流网络结构分析。
;<

篇研究

?客流的论文中，
S;

篇主要?用了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
T

篇主要?用了时间层次分析

方法。

２．３　?客预测

精准的旅?预测对於政府和企业及时

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旅?预

测主要基於历史数据，存在一定的滞後性

（李晓炫等，
;<S=

）。网络搜索信息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用
6

的意愿，可以作为提前预

判用
6

行为的参考依据。信息搜索是消费

者在旅?之前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常会通过

网络对目的地、交通、天气和住宿等信息进

行解，而这些搜索信息都被记
'

下来，形

成了搜索词的搜索指数（李晓炫等，
;<S=

）。

利用搜索指数进行旅?预测成为提高预测

准确性的一个新途径。

利用网络搜索数据可以对景区、城市或

者省级等行政区域进行?客量的预测。李

晓炫等（
;<S=

）利用百度指数对九寨沟景区

?客量进行了预测分析，认为基於网络搜索

的
!F:D


b6J


EM

预测效果优於时间序列、

EM

神经网络和网络搜索的基准模型。孙烨

等（
;<S=

）分
7

?用移动端百度指数和
M!

端百度指数对三清山景区日流客量进行了

预测，发现移动端百度指数的预测效果更具

解释力。任乐和崔东佳（
;<SR

）利用百度指

数和历史数据构建了北京国
$

?客量预测

模型，发现对客流量预测的拟合优度高达

X=2;T^

，月平均误差仅为
G2<V^

。可见，通

过网络搜索数据进行旅?客流研究，能够解

D

传统预测方法的滞後性。但是用
6

的搜

索行为具有一定的杂性，利用网络搜索对

?客流量的预测需要注意“噪音”污染，所

以在预测之前对数据进行降噪预处理是必

要的（李晓炫等，
;<S=

）。?客量的准确预

测能够帮助旅?企业提前安排好?客接待

工作，为?客提供优质的旅?
*

品与服务。

受网络搜索数据可以预测旅?客流量

的启发，研究者也开始探索使用网络搜索数

据来预测旅?收入。张斌儒等（
;<SG

）?用

百度指数对海南旅?收入进行了预测，发现

利用合成指数构建的模型比基准模型的预

测精确度提高了
T;2R;^

。旅?收入的准确

预测可以让政府和企业提前预判收益情癋，

能够推动政府积极制定相应的旅?政策，促

进旅?发展。

基於网络搜索的旅?预测，其数据来源

主要是百度指数，通常会根据研究问题确定

关键词，然後将所有关键词的百度指数进行

合成，最终形成合成指数。
;S

篇研究旅?

预测的论文中有
SR

篇?用了百度指数进行

分析。旅?预测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根据研

究者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或者其它量

化分析，最终得出预测结果。

２．４　旅?营销

?用网络大数据进行旅?营销的研究，

主要是以旅?目的地形象的传播为主。旅

?目的地形象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就成

为旅?研究中最热门的主题之一，随著研究

的深入，其概念也不断发展，经过从认知到

情感的过渡，最终形成了杂的系统（
W

林

芝等，
;<SV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

更加方便，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网络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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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的信息一方面向人们传递了目的

地的形象，另一方面，?客在旅?之後将自

己对目的地的旅?印象记
'

在网络上，也参

与了旅?目的地形象的塑造。研究者对旅

?目的地形象传播的研究主要侧重於群体

差?。肖亮和赵黎明（
;<<X

）选取台湾旅?

官方网站、台湾综合旅?网站、台湾旅行社

网站、大陆综合旅?网站和大陆旅行社网站

等
G

类共
RS

个网站中关於台湾旅?的数据

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网站在营销宣传中侧

重於塑造台湾的自然生态、度假和乡村形

象，而大陆网站侧重於塑造台湾的文化和城

市形象。不同的营销宣传信息，会影响旅?

者的选择，通过对网站宣传信息的分析，可

以帮助旅行社调整营销宣传策略，吸引更多

的?客前往旅?目的地。
W

林芝等（
;<SV

）

?用官方微博、官网网站和?客?记等数据

对南京旅?形象进行了分析，共收集官方微

博
S7T<Y

条、官方网站文本
S;R7VT;

字、?记

S;<

篇，发现三者所要传递的南京旅?行为

存在差?，官方微博重点宣传乡村风光形

象，官方网站重点宣传休盻度假，而网络?

记中的?客感知主要是城市景观形象。
B

沙等（
;<S;

）对武夷山和九鲤湖景区管理者

进行了?访，??用驴妈妈网站上?客评

论，分析了武夷山和九鲤湖的景区形象，发

现与景区管理者所要传达的景区形象和?

客网上评论的景区形象不吻合，对其原因进

行分析後，构建了网络信息嵌入後的旅?目

的地形象双向传导模式。?记代表了?客

的真实旅?体验，官方宣传代表了政府和景

区希望塑造和宣传的旅?形象，当两者不相

符合的时候，政府和旅?企业需要考虑调整

宣传的
$

容，以便更好地吸引?客。

旅?形象传播有利於提高旅?目的地

的知名度，是旅?营销的重要方式，可以促

进旅?发展，所以是研究者热衷的研究主题

之一。主要数据来源一方面是以
;

程旅行

网和驴妈妈旅?网等专业的旅?类网站，另

一方面，也包含了政府旅?部门和旅?企业

的旅?宣传
$

容。
SS

篇文章中有
G

篇?用

了以
;

程旅行网为代表的专业旅?网站的

资料，
R

篇?用了政府部门发布的旅?相关

资料，
;

篇文章的资料来源包括以上两种途

径。研究方法主要也是?取
$

容分析法，也

有研究会增加访谈之类的传统方法进行多

源数据的研究。
SS

篇文章中有
=

篇?用了

$

容分析法，
;

篇?用了案例分析法。

２．５　?客满意度

?客满意度虽然在旅?学界是一个比

较陈旧的研究话题，但是对於旅?业界来

>

，确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也是旅?业

界必须关注的重点。王雨文等（
;<SV

）从
;

程旅行网、百度旅?、途牛网和
O%'5,0@'(*%

收集了湄洲岛
TT7;TT

字的在线评论，通过

网络点评数据对湄洲岛?客满意度进行了

分析，发现?客主要对风景因素和文化因素

满意度较高，对交通和价格满意度较低，而

环境和声誉因素对提升?客满意度起著关

键作用。研究旅?目的地或者景区的?客

满意度，可以帮助政府改善公共设施，帮助

旅?企业合理调整旅?
*

品和服务的价格

等。曹小曙和刘丹（
;<SV

）通过收集百度旅

?网关於中国大陆
TS

个省（市、自治区）中

TTR

个地级市的
SY7RGV

条旅?交通评论，对

我国城市旅?交通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发现

在区域尺度上，?客的旅?交通满意度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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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但是在省域和市域尺度上则存在

显著差?；交通发展水平是影响市域旅?交

通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旅?必然涉及交通，

交通满意度的研究可以为政府进行交通规

划提供重要依据。刘向前等（
;<SV

）?用大

众点评网和
;

程旅行网网上?客对开封的

美食评价数据，结合传统问卷调研分析，研

究开封美食夜市?憩者的满意度，发现价

格、供应速度、供应准确性、文化气息和洗手

间等公共设施对外地?客和本地居民的满

意度均有正向影响。美食是?客在旅?过

程中追求的一个重要因素，美食满意度的研

究，对於旅?企业改善服务质量、完善设施

设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客满意度的大数据信息来源主要是

以大众点评网和
;

程旅行网为主的生活服

务类和旅?类网站，?用的研究方法也主要

是
$

容研究法。
SS

篇文章中，有
X

篇?用

了
$

容分析法，
S

篇?用了网络文本和问卷

相结合的方法，
S

篇?用了电信部门开发的

舆情监测系统数据进行了分析。由於满意

度的研究在学界已经探讨得非常多，在理论

上，以後较难有新的突破，未来的研究可能

主要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

２．６　其　它

旅?是一个交叉学科，既有人文社会科

学的
$

容，也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旅?大数

据的研究范围远不止本文总结的几个方面。

旅?过程中的社会认知（宋振春等，
;<SV

）、

旅?网络社区的人际互动（张骁鸣和常璐，

;<SX

）、旅?舆情危机（付业勤等，
;<SR

）、住

宿业的空间格局演变（王娟等，
;<SV

）、节庆

活动的评价（林仁状和周永博，
;<SX

），以及

旅?资源的分布情癋（张坤等，
;<;S

）等都

是旅?大数据研究的范畴，而且在未来随著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旅?大数据研究的

$

涵将会不断深化，外延也将不断扩展。

３　结论与未来展望

３．１　结　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大数据在我国旅?领

域中的运用。研究发现如下：

国
$

?用大数据进行旅?研究的时间

虽然较短，但是研究文献的增长量较快，
>

明大数据在旅?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以

文本和图片等
N8!

数据成为旅?大数据的

主要来源，百度指数的搜索数据、手机定位

信息和政府交通监测平台的信息也是国
$

旅?大数据研究的重要来源。在分析方法

方面，研究者们也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比如文本数据的处理，几乎都?用
ZL:O



!6

软件进行
$

容分析。

目前旅?大数据的运用主要集中在

解?客偏好、?客流、旅?营销、?客满意

度，以及?客预测等方面。其中?客偏好、

旅?营销和?客满意度等三个主题的旅?

大数据来源主要是
;

程旅行网、去哪儿和马

蜂窝等旅?类专业网站的评论或者?记等

文本信息，分析方法主要以
$

容分析法为

主。?客流和?客预测主要是以百度指数

和旅?专业类网站
N8!

数据中的时间和地

点等信息
"

主，?用的研究方法以社会网络

分析法和建模预测为主。

旅?大数据分析能弥补传统旅?研究

的部分缺陷，对旅?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

旅?大数据自身也有较大的缺陷。首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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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网络
N8!

数据的易获取性和低成本性

（
F'7 &$ ,#27 ;<SV

），使得
N8!

数据成为目前

旅?大数据研究的最主要来源，但是以网络

数据为主的旅?大数据，虽然能够较好反映

使用网络的人群旅?特徵，但是对於较少使

用网络的人群缺乏代表性。其次，数据越大

?不一定是优势，也可能给研究带来负面影

响（曾忠
#

，
;<S=

），大数据的低密度价值使

得数据中可能包含了很多“噪音”污染，干

扰了分析的准确性。所以，大数据分析需要

根据具体问题和研究目的，正确地选择数据

来源和分析范围（曾忠
#

，
;<S=

）。

３．２　未来展望

大数据在旅?中的运用虽然已经有很

多经典的案例，但是还有巨大的睶力有待挖

掘。

从大数据在旅?中运用的来源来看，

N8!

数据比例最大。虽然网络
N8!

数据

方便获取，但是数据质量问题一直存在。因

为?客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给出
9

假评论，

在线文本数据是否可靠的问题无法避免

（
:-)"-9&%$7 &$ ,#27 ;<SG

）。未来可能需要进

一步开发手机定位数据、
I'H'

和蓝牙等电

子设备
*

生的数据，以及?客交易过程中
*

生的数据。这些数据有非常好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如果能够开发利用，将可能
*

生重

大的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用这些数

据的时候，需要保护好个人隐私，要切记合

法使用，这是大数据开发和利用的前提。

从研究方面来看，如何提高非结构化的

数据处理能力，是未来旅?大数据研究的一

个方向。比如文本处理中大量的使用高频

词统计、词云图等，但是文字表达的逻辑关

目前处理能力还有待提高。图片分析的

研究中，主要可以识
7

图片的
$

容、位置、时

间等信息，但是图片所要表达的含义还
.

有

较好的大数据处理方法。非结构化的数据

可能需要推动机器学习，逐渐积累，从而提

升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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