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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地形象?非一成不变，需要关注形象感知的动态变化。本研究以澳门

相关网络?记作为数据来源，?用计算机文本分析方法，通过高频词提取、共现网

络分析等技术对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
-

程旅行网（
-

程）上的２，２７５篇?记展开分析，深

入研究了三个时间段
'

?客对澳门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变迁。结果表

明：第一，?客对澳门旅?目的地的认知形象以活动、文化和地点／建筑维度为主。

第二，活动认知由博彩购物向多元化
$

乐转变；文化认知较为稳定，主要为历史文

化和饮食文化；地点认知由传统的港澳?向港珠澳?，以及
.

港澳大湾区?发展。

第三，?客对於澳门酒店
$

乐综合体与饮食文化的积极感知最为强烈。影响澳门

旅?地消极情感形象的因素，主要为低性价比的住宿餐饮价格、较低满意度的服务

态度、澳门狭小的空间容量和过载的?客量，但?客的总体消极情感随时间变迁而

递
/

。研究结果对澳门动态塑造目的地形象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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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澳门《二二二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中指出，旅?业是澳门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基

础（澳门特
,

行政区政府，
LMLI

），要推动旅

?业与文化创意、会展等
*

业结合，开发方

向从博彩之都到博彩业的
*

业链延伸优化。

在
*

业转型的过程中，积极的旅?目的地形

象塑造是重要一环。澳门的旅?行政主管

部门也一直在积极寻求提升目的地形象，以

推动旅?
*

业的多元化发展。但受疫情防

控和通关口岸政策的影响，
LMLM

年旅?行

业增加总额同比下降
WQ,O^

，第三
*

业?澳

门总
>SE

比重同比下跌
N,N^ g JI,Q^

（张

立真，
LMLI

）。後疫情时代，澳门旅?业发展

的挑战与机遇?存，尤其是“
!

港澳大湾

区”战略的提出，为澳门由“赌城”向世界休

盻旅?目的地转型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机遇。

当前对於澳门旅?发展的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且随著
!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的通过与实施，有关澳门旅?形象多元化

发展升级研究逐渐增多（李岚睿，
LMLM

）。

学者们认为澳门旅?形象存在演变的过程

（李玺，
LMMJ

），访澳商务人士（李玺，
LMII

）

和本地居民（纪春礼等，
LMIO

）对澳门形象

有不同的感知，?地展会对澳门旅?地形象

和?客
6

策行为存在影响（周金泉，
LMLM

），

因此，应加大对澳门文化
0

涵的开发力度，

从口号、节事和视觉三方面优化澳门旅?形

象（唐娟，
LMMJ

），以进一步提高澳门在旅?

市场上的竞
D

力。值得注意的是，目的地形

３７



象的构建，以及?客对旅?目的地形象感知

都?非是一成不变的，但以往研究关注旅?

地形象感知的动态发展变化的成果?不丰

富，探讨澳门旅?地形象感知变迁的研究更

是凤毛麟角。同时，相比於传统的问卷调查

等数据获取方法，大数据时代海量的用
3

生

成
0

容（
e&48 >4$48#+4% '0$+4$+

，
e>'

）数据

更能充分反映?客对目的地的感知，为目的

地形象研究提供更为科学和全面的数据支

撑。基於此，本文基於情感—认知模型，选

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对澳门旅?目的地的认

知形象和情感形象进行感知分析，旨在从需

求角度观察澳门旅?
*

业多元化转型阶段

成果。本文预期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

选取了超过
LM

年长时间分阶段变化来观察

?客视角下的澳门旅?形象的感知变化，可

为澳门旅?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依据；第二，

进一步完善了基於
e>'

网络文本分析的澳

门旅?地形象感知研究的可行性，具有一定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文献回顾

１．１　澳门旅?形象的研究

澳门一直以来都以“东方蒙地卡罗”的

赌城形象深入人心，参与体验博彩文化也是

许多?客赴澳旅行的重要动机之一。管

博彩业为澳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贡献
C

收，以及促进就业等带来了较大的贡献，但

也很大程度造成了澳门单一旅?
*

业结构，

以及市场发展睶力缩小等隐患。同时，独大

发展的博彩旅?业也对其他多元化的旅?

体验元素
*

生了形象遮蔽（曾韬等，
LMIJ

）。

该现象导致?客对於其他旅?
*

品诸如历

史宗教体验、美食休盻、文化艺术欣赏等认

知较低，访澳商务人士在对澳门旅?形象的

总体感知中提及了博彩
)

乐，而对澳门的世

界文化遗
*

认知较低且对具体美食缺乏联

想感知（李玺，
LMII

）。在有关澳门历史文

化的研究中发现，大陆?客更倾向於凝视权

威方提供的澳门文化景观，而?不深入感受

澳门的殖民历史文化（̀
$A- 4+ #6,- LMIL

）。

此外，本地居民对澳门品牌形象的主要认知

也为“赌场林立”，且对此持负面感知态度

（纪春礼，
LMIO

）。对此，澳门政府也多次提

出通过夯实文化基础，多元化提升
*

业格局

来优化澳门旅?形象。要加大对文化
0

涵的

开发力度，力
D

打造博彩
)

乐、文化旅?与休

盻度假相结合的旅?形象（郭永中，
LMII

）。

１．２　基於需求端的旅?目的地形象分析

随著互联网与
245 L,M

技术的兴起，用

3

的能动性得到了极大地增强。被赋予更

多主动权的用
3

自发地选择在社交媒体中

发布原创
0

容，用
3

生成
0

容（
e>'

）的概

念应运而生（徐勇，
LMIK

）。越来越多的旅

?者倾向於使用社交网络、旅行攻略社群等

e>'

平台进行旅?信息的查询、收集与交

流。而通过
e>'

平台
0

容所构建目的地形

象，已经成为了影响睶在旅?者?前
6

策和

感受的重要因素。旅?目的地形象（
V8#346

S4&+)$#+)0$ [;#A4

，
VS[

）由其供给侧和需求

侧的不同主体被分为投射形象和感知形象

（
U#60A69- IJJJ

）。前者是指目的地营销组

织 （
S4&+)$#+)0$ .#8B4+)$A `8A#$)F#+)0$

，

S.`

）或其他主体向目标市场描绘的形象，

後者则是反映在旅?者或任何接受者脑海

中的感知印象（
?$%849- 4+ #6,- LMMM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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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於
S.`

发布的官方旅?信息，睶

在?客往往更倾向於信任和共鸣来自
e>'

平台的真实体验
0

容。这也使得目的地营

销人员将
VS[

传播的重点从
S.`

单方面

主导转变为平衡二者关，?积极尝试引导

e>'

的
0

容创作（
c#$&4$- LMIP

）。

早期的旅?目的地形象研究主要依靠

深度访谈、调查问卷或者统计数据的方式来

收集数据。而
e>'

除了具有庞大的规模、

多元化的视角，以及紧贴热点的高时效性

外，低成本性和高获取性也让其逐渐成为了

大数据时代的新型数据来源渠道，
e>'

的

出现同时也丰富了传统旅?目的地形象测

量的数据类型手段（钟栎娜，
LMIW

）。文本

作为
e>'

平台
0

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

以来都是旅?研究发掘的重点。国外学者

早在上世纪
JM

年代就已经将计算机文本识

,

技术应用到旅?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研究

中（
T8)66<- IJJM

），对比分析网络法也被用於

研究不同群体的旅?者对旅?目的地形象

感知的对比分析（
"+4=/(4$B03# _ a(#$-

LMIQ

），通过爬虫爬取?分析旅??记的文

本
0

容，?用语义网络分析的方法，得出旅

?者对目的地整体形象的感知。国
0

学者

对於
e>'

塑造的旅?目的地形象研究主要

集中於
LMIM

年之後（张珍珍等，
LMIN

）。其

中，国
0

学界的研究
0

容主要包括?客对旅

?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评价分析，

以及评价感知模型的建立与检验（高
P

等，

LMMJ

；刘毅等，
LMIO

）。
LMIN

年之後，关於国

0

外?客群体对同一旅?目的地的感知差

?研究与实证检验得到广泛关注（唐继刚，

LMIN

）。在研究方法上，高频词分析、情感分

析，以及语义网络共线分析使用较多（王

敏，
LMIJ

），编码提取文本主题进行质性分析

的目的地整体形象研究也逐渐增多（任姿

等，
LMIP

）。

综上所述，通过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变迁

的研究，有助於正确评价澳门旅?目的地形

象塑造的效果，也有助於未来澳门旅?目的

地形象塑造的正确方向。尤其是基於
e>'

文本分析的方法，可以更为完整全面地获取

?客近
LM

年来对澳门旅?形象的真实看

法，进一步保障了本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理论基础

学界对於旅?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研究

发端较早，上世纪
OM

年代美国学者
c9$+

於

IJOW

年首次提出旅?地形象是个人主观的

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的印象，即外界作

用於人脑的意识。而随著研究的深入，

*#7&0$

和
U0$4

（
IJOO

）、
'80;=+0$

（
IJOJ

）、

>#8+$48

（
IJJQ

）和
?884506#

（
IJJN

）等人将情

感因素纳入目的地形象概念。
IJJW

年“认

知—情感”理论被心理学家首次完整提出，

指出人们首先接触到具体环境下的行为及

事物之後才会催生出对应的情感，即认知是

情感的基础，情感是认知的延伸。
U#60A69

（
IJJJ

）随後提出了旅?目的地形象感知具

有杂性和持续性的特质，?将其分为了认

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其中认知形

象是?客对目的地各方面总体属性的完全

感知，情感形象是?客对目的地基於认知形

象的情感型认知，两者相结合构成了目的地

整体形象。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分析，学界经

过验证与应用，基本对这一论断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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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4486)$ _ .#8+)$- LMMN

）。即认知是情感
*

生的基础，情感是认知的延伸，两者相结合

构成了旅?目的地整体形象，而由此
*

生的

正面或负面评价直接影响?客前往该目的

地的意愿（
.)&/(46 _ "(0%#- IJJW

；
X);- 4+

#6,- LMIO

）。?客对旅?目的地的认知形象

是其
*

生情感形象的基础，而情感的反应来

源於其对旅?客体的认知（
"40- 4+ #6,-

LMIO

）。因此，本文?用旅?目的地形象

“认知—情感”结构理论，分
,

分析澳门的

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

２．２　数据来源及清洗

本文依据《
LMLI

年中国在线旅?行业

研究》中提及的主流
UL'

旅?平台，选择了

处於月活跃用
3

数量规模第一梯队的
?

程

作为数据来源网站（艾瑞，
LMLI

）。作者在

?

程攻略频道中以“澳门”为关键词，?用

计算机编程语言
E<+(0$ Q,P

编写网络爬虫，

?选用
"464/+)9;

工具模拟人工操作获取网

页
0

容。最终共?集了?记
L-LOW

篇，共计

QJW,IJ

万字。通过哈工大停用词表删除了

无意义词、标点符号、重文本，以及删除发

表图片及
0

容中包含广告连接等可疑商家

广告类文本，从而实现文本
0

容的清洗。清

洗後的?记包含
QQW,LQ

万字，形成本文研

究的基础数据库。?随机抽取?记总量的

W^

进行真实性验证，确保了?记文本均来

自於真实到访的?客。这些?记时间跨度

从
LMMM

年
J

月
IP

日到
LMLI

年
IM

月
LI

日，

超过
LI

年的数据可以很好的观察到?客对

澳门旅?形象感知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２．３　分析过程

?记文本中包含的描述性高频名词可

以被视为旅?目的地在?客心中的认知形

象，带有情感属性的高频形容词，则体现了

?客对旅?目的地积极和消极的情感认知。

根据本文选用的“认知—情感”旅?目的地

形象结构模型，分
,

对澳门的认知形象和情

感形象进行分析，?通过对分析结果的整合

与观察，总结出?客对澳门目的地形象感知

的阶段性特徵。总体技术路线流程图如图

I

所示。

Python

Selectium

图
I

　技术流程图

L,Q,I

　认知形象分析

使用
E<+(0$

编程软件中的
D)45#

分词

库对清洗後的有效文本数据进行分词处理，

得到总高频词表和时间线高频词表。分
,

得到前
I-MMM

个高频词後，通过
E<+(0$ Vce



*?'

中文词法分析工具包进行词性分析，

保留名词高频词。筛选总高频名词词表前

WM

进行名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
E<+(0$

分

析出名词间连入连出情癋来计算共现矩阵，

?生成共现网络关，输出至
>4=()

网络分

析和可视化工具中，从而绘出可视化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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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间线高频词表按目的地形象感知

变迁的特徵划分为三大阶段，通过保留名词

得到三个阶段的高频名词词表，每个阶段的

名词词表分为地点
h

建筑、文化
h

饮食和
)

乐
h

活动三大类，分
,

取前
WM

个名词，?根据词

频高低分配权重，通过文字云（
708% /609%

）

库生成在时间和类
,

两个维度上的可视化

词云图。

通过共现网络分析澳门目的地认知形

象间的关，将认知高频名词分为自然、活

动、建筑、文化、人物、交通、场所
h

地域
O

个

认知
0

容维度?进行分析。最後以认知形

象的演变，分析不同阶段?客对澳门旅?地

形象感知的变化。

L,Q,L

　情感形象分析

通过?用
T`"V '.P

自然语言分析工

具和
E<+(0$

对澳门目的地?记文本进行文

本情感分析，构建评价语义共现网络。由於

消极词汇数量相对较少，而
T`"V '.P

对

共现关过少的语义网络的可视化效果不

佳，因此，本文?用了
E<+(0$

对消极语义网

络构建共现矩阵。得出积极和消极的语义

共现网络後，使用
>4=()

绘语义网络。通

过中心度、连入连出度、共现频次等对语义

网络中的共现关进行分析。中心度越高

关键词越趋於共现网络中心，节点越大代表

词频越大，该关键词对情感的贡献度最高。

连接线越粗代表关键词之间共现频次越高，

关键词之间关更紧密（李勇等，
LMLI

）。

连入连出度影响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的分

布，划分三个圈层，具体分为：核心、次核心

和外围三个圈层。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的共

现网络结构及圈层分布，实现澳门目的地旅

?形象感知的变化。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澳门旅?目的地认知形象感知

Q,I,I

认知高频词

本文将预处理後得到的?记
0

容作为

数据研究基础，选取前
I-MMM

个高频词进行

统计分析。词频越高
(

明?客对该要素关

注度与认可度越高。表
I

为排名前
WM

的高

频名词汇总。

表
I

　澳门旅?形象感知高频名词表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I

澳门
QNONO II

码头
LNOO LI

铁塔
IJML QI

广州
IQOK NI

海洋公园
IIPM

L

酒店
LMPKP IL

建筑
LQKQ LL

城中心
IKOI QL

表演
IQPJ NL

品牌
IIWK

Q

香港
POQM IQ

房间
LQLN LQ

教堂
IKWM QQ

价格
IQLI NQ

艺术
IILP

N

巴黎人
PMOK IN

博物馆
LLJO LN

历史
IOLJ QN

大运河
IQII NN

服务
IIIO

W

餐厅
WLWQ IW

朋友
LIKJ LW

?客
IPPI QW

炮台
ILOP NW

迪士尼
IIML

P

威尼斯人
WLIP IP

行程
LIWM LP

特色
IPLP QP

度假村
ILOL NP

银河
IMOQ

O

美食
NLPW IO

珠海
LINW LO

景点
IWNO QO

葡国
R ILIW NO

蛋挞
IMWK

K

金沙
QNLL IK

大三巴牌坊
LMLL LK

葡京
INKI QK

大堂
ILIL NK

口感
IMNO

J

购物中心
LOJO IJ

广场
IJJP LJ

风格
INQL QJ

海鲜
ILML NJ

生活
IMQK

IM

味道
LWNN LM

机场
IJWO QM

巴士
INLK NM

文化
IIJN WM

环境
IMII

　　由表
I

的高频名词分析可知，代表酒店

住宿、美食、
)

乐、历史文化、地标建筑、人

物、交通工具，以及周边城市的名词均出现

在高序位，
(

明?客对上述认知元素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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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因此，根据?记
0

容将前
IMM

个高频

名词划分为自然、场所、文化、建筑、活动、人

物，以及交通
O

个认知维度（陆利军等，

LMIJ

）。各维度所包含关键词数量及分布比

重见表
L

，?绘了澳门旅?目的地名词共

现网络（图
L

）。

表
L

　澳门旅?目的地认知形象维度表

序号 种类 词频 比重 维度关键词

I

活动
h)

乐
QO-WMJ LP,O^

酒店住宿
!LM-PKP1

、金沙
)

乐场
!Q-NLL1

、大运河
!I-PJJ1

、表演
!I-QPJ1

、度假村
!I-LOL1

、

摄影
!I-QOM1

、品牌
!I-IWK1

、商场
!PQL1

、包包
!NMQ1

、免
C

店
!LJP1

等

L

文化
h

饮食
QW-LWP LW,I^

米其林餐厅
!W-LWQ1

、美食
!N-PW1

、味道
!L-WNN1

、博物馆
!L-LJO1

、教堂
!I-KWM1

、历史城区

!I-OLJ1

、炮台
!I-LOP1

、葡国
R!I-LIW1

、蛋挞
!I-MWK1

、自助餐
!I-MIQ1

、
S

扒
!KKL1

、小吃

!PQK1

、妈阁庙
!NNI1

、手信
!NIP1

等

Q

建筑
LP-WMK IK,J^

巴黎人
!P-MOK1

、威尼斯人
!P-MQO1

、大三巴牌坊
!N-MLL1

、购物中心
!L-OJO1

、铁塔
!I-JML1

、

新葡京
!I-NKI1

等

N

场所
h

地域
IP-NWQ II,O^

香港
!P-OQM1

、珠海
!L-INW1

、广州
!I-QOK1

、海洋公园
!I-IPM1

、上海
!JWO1

、深圳
!KLW1

、西望

洋山
!QWN1

等

W

交通
h

设施
IM-LMO O,Q^

码头
!L-NOO1

、机场
!I-JWO1

、巴士
!I-NLK1

、飞机
!KIL1

、大桥
!PIL1

、公交
!NIP1

等

P

人物
J-NLL P,O^

朋友
!L-IKJ1

、?客
!I-PPI1

、孩子
!KWL1

、闺密
!OIM1

、老公
!NOW1

、工作人员
!NOW1

、网红

!QLM1

、明星
!LWW1

等

O

自然
W-ILM Q,P^

山顶
!JPN1

、风景
!KQL1

、海洋
!PWJ1

、自然
!PIJ1

、沙滩
!WJN1

、景色
!NOP1

、天气
!NQO1

等

　　　　注：括号
'

数字为该关键词出现频次

图
L

　澳门旅?目的地名词共现网络
　　由表

L

和图
L

可知，?客对澳门活动
)

乐类（
LP,O^

）的
0

容?比最高。澳门作为

全球知名度假城市，酒店住宿、
)

乐表演，以

及商场购物最受到?客的关注。文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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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W


I^

）排名第二，可见?客对澳门独特

的历 史 文 化 感 知 较 为 丰 富。建 筑 类

（
IK


J^

）排名第三，主要包括巴黎人、威尼

斯人和葡京等闻名世界的五星级豪华酒店，

以及大三巴牌坊和巴黎铁塔等传统和新进

澳门的地标性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巴黎人

和威尼斯人作为一站式豪华度假综合体的

提及频率进入总词频前六名，不仅是澳门订

购最火热的酒店，更是?客的
<

佳拍照打卡

点。场所类（
II,O^

）排名第四，高频词主要

为香港、珠海、广州、深圳等周边省市区，以

及海洋公园和西望洋山等著名?玩场所。

周边省市的高频被提及也体现了?客对於

澳门周边目的地组合?玩的极大热情。交

通（
O,Q^

）排名第五，主要包括码头、机场、

大桥等到达澳门的交通方式，以及巴士、公

交等城市
0

交通工具。人物类（
P,O^

）排名

第六，主要包括朋友、?客、孩子、闺密等主

要?客人群及结伴出行?客属性。此外，还

包括目的地服务工作人员、网红、明星等公

众人物形象。自然类（
Q,P^

）?比相对最

低，主要包括风景、山顶、海洋、沙滩等自然

旅?资源。

通过图
L

可知，与“澳门”共现紧密度

最高的周边省市是香港、珠海、广州和广东；

与“酒店”共现联最为紧密的是威尼斯

人、巴黎人和新濠影汇；与“餐厅”共现频次

最高的是米其林、特色、蛋挞店、安德鲁和玛

嘉烈。

Q,I,L

　认知形象演变

选取澳门旅?地认知形象维度表中所

?比重排名前三的活动类、文化类、建筑类，

以及除“澳门”外最高频热词“香港”分析动

态变化，?通过热度名词综合比分析每三年

的词频数据形成图
Q

。观察图
Q

中各热词

比重走势和拐点年份，我们发现
LMMM


LMMJ

年期间，除“香港”以外，其他
J

个认知元素

所?比重均呈下降的走势；在
LMIM


LMIW

年，除“威尼斯人”和“大三巴”呈上升趋势

且达到自身较高提及率点以外，其他认知元

素均呈现下降趋势；
LMIP


LMLI

年期间，“巴

黎人”出现明显陡峭上升趋势，除“香港”比

重持续下降以外，其他认知元素均呈现上升

趋势。在该阶段性特徵观察的基础上，同时

结合各年文本数量，本文认为?客对澳门目

的地认知形象的感知结果可归结为三个阶

段，分
,

是
LMMM


LMMJ

年、
LMIM


LMIW

年和

LMIP


LMLI

年。

图
Q

　澳门旅?地网络形象热词比重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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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N

分
,

展示澳门认知形象感知中活

动类、文化类，以及建筑类三个维度中的高

频名词在
LMMM


LMMJ

年、
LMIM


LMIW

年和

LMIP


LMLI

年三个阶段的变化。由图
N

（
#

）

可以看出，活动
)

乐类当中的度假购物一直

是?客的主要关注
0

容，但随著时间的变

化，?客的细分活动体验也在发生改变。

LMMM


LMMJ

年的词频榜首“港币”在
LMIM



LMIW

年跌至前十，而在
LMIP o LMLI

年期间

“支付宝”和“微信”的词频数已经超过“港

币”。威尼斯人自
LMMO

年开业以来迅速赶

超新葡京，?在
LMIM


LMIW

年期间?据词频

第一，然而
LMIP

年之後巴黎人力压威尼斯

人成为?客最热议词频。此外，?客的
)

乐

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从免
C

购物、
)

乐博彩

转向主题乐园、观赛演出等相结合的综合度

假方式。
LMIP


LMLI

年期间小众
)

乐项目如

笨
S

跳、
+4#;6#5

美术展等也吸引了大量?

客前往打卡。

图
N

　澳门旅?地认知形象变迁

　　文化类维度中的历史文化和饮食文化

元素表现稳定。由图
N!51

可知，与澳门历史

文化相关的“博物馆”、“教堂”、“历史城

区”、“妈阁庙”，在三个时间阶段都位於?

客认知印象高频词的前几位，博物馆更是每

个希望解澳门历史文化的?客必参观的

第一站。另外，澳门贯穿中西的饮食文化也

塑造了?客的多元美食文化认知。以“葡

国鸡”为代表的本土特色菜近二十年都位

於高频词前列，而其他特色小吃或特色菜系

则交替出现在?客的认知词频榜
0

。

由图
N!/1

可以看出，?客非常关注澳门

周边组合目的地?览的方式。?客对於港

澳?路线的热衷和认可使得“香港”一直处

於
LMMM o LMIW

年的最高词频。“港珠澳大

桥”
LMIK

年的正式通车为澳门融入湾区注

入新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了
LMIPo LMLI

年?

客对於澳门旅?地建筑地点的十大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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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LMIW

年完工的巴黎铁塔一经建成，就

在
LMIPo LMLI

年期间超越了澳门八景之一

的大三巴牌坊，成为了?客心中的新地标建

筑。

３．２　澳门旅?目的地情感形象

Q,L,I

　积极情感感知因素变迁

〗?客对旅?目的地的情感形象基於其

生成的认知形象，而情感的
*

生和变化来源

源於对旅?目的地体验的直观反应。良好

的旅?目的地形象除了会促使?客
*

生积

极正向的情感以外，还会增加?客的满意度

和重?意愿（
200%&)%4- 4+ #6,-IJKJ

）。为了

观察?客对澳门旅?地情感形象的变迁，本

文依旧按上述的三个时间段来分析澳门?

客?记
0

容的语义网络关。

图
W

　澳门?客?记积极语义共现网络关变迁

　　由图
W

可以看出，?客对於澳门的旅?

目的地网络形象的积极感知，大体可以分为

三个层级：最中心层为核心圈，“澳门”、“香

港”和“酒店”组成明显的铁三角，其名词之

间不管是连入连出度，还是共现频次都是最

高的。但在
LMIP o LMLI

年，“香港”与“澳

门”和“酒店”的共现联，以及提及频次大

幅度降低，?退到了第二圈层。
LMMM o LMMJ

年，“房间”、“购物”，以及“港币”之间紧密

的共现联也体现了?客对住宿购物的超

高关注度。此外，核心圈层还包括“餐厅”、

“味道”、“特色”、“特
,

”等高频词，可见?

客对澳门文化层面，尤其是饮食文化，有比

较深刻的认知；
LMIM o LMIW

年，“方便”是?

客同时提及港澳时的最高频积极形容。威

尼斯人自建成後给?客带来非常强烈的认

知变化，其与“澳门”和“酒店”的共现频次

及紧密度均为澳门酒店品牌的首位；
LMIP

年开业的巴黎人也与“威尼斯人”和“金沙”

共同成为澳门酒店共现紧密度最高的度假

综合体。此外，“铁塔”、“博物馆”和“美食”

是
LMIPo LMLI

年期间?客印象最为深刻的

感知元素，其提及最多的评价为“浪漫”。

第二圈层为次核心层。
LMMMo LMMJ

年，

?客从交通和文化的维度对澳门旅?地的

高频评价分
,

为“方便”、”免费“、“推荐“、

喜欢”、“好吃”等正面积极情感词。周边城

市“珠海”和“上海”的出现也表明了?客的

?玩喜好与客源地来源的属性；
LMIM o LMIW

年，?客对於建筑、文化等维度中的“表

演”、“博物馆”、“广场”等给予了积极的评

价如“喜欢”，另外“免费”的机场—酒店巴

士也是?客连续两个时间段中对澳门旅?

地交通印象最深刻的积极认知；
LMIP o LMLI

年，主要包括文化、活动、地点等维度，?客

对以上维度的积极评价“奢华”、“推荐”、

“喜欢”、“特
,

”也均为正向情感。此外，随

著澳门旅?地层出不穷的推出新进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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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拍照打卡的热情也充分体现在与建筑、餐

厅和景点的共现联结上。

第三圈层为外围圈层。
LMMMo LMMJ

年，

包含了文化、活动、场所和交通等维度的中

高频词，其中“美味”、“新鲜”、“招牌”等积

极情感均与澳门饮食文化相关。值得注意

的是，所提及的“导?”、“商店”等较为低频

的名词，表明了在
LMMMo LMMJ

年期间团体?

是当时?客选择前往澳门和港澳?的主流

方式；
LMIMo LMIW

年，周边城市的提及率随

著交通的逐渐便捷，其中“广州”和“深圳”

与“澳门”和“酒店”的共现联紧密度增长

较快，上海依旧是非周边城市群中澳门目的

地的主要提及旅客来源地。此外，?客在

LMIMo LMIW

年期间对澳门旅?地的网络形

象评价高频情感词均为正向积极，“著名”、

“推荐”、“特
,

”、“值得”、“好吃”，分
,

是

?客对建筑、活动、文化等维度的积极感知。

LMIPo LMLI

年，主要包含活动场所维度的高

频词，补充反映了?客对澳门酒店餐厅体验

和服务的感受，“享受”、“精”、“美味”为

?客的主要积极感知。

Q,L,L

　消极情感感知形象变迁

由图
P

可以看出，中心圈层的高频词变

化与积极感知相似，主要集中在“酒店”、

“餐厅”、“购物”、“交通”四大主题上，?客

的消极情绪也主要共现於此。
LMMM o LMMJ

年，“澳门”与“香港”、“酒店”、“博物馆”和

“葡京”共现频次最高，?客的主要认知集

中於活动和文化两维度。此外，“门票”与

多个景点的高共现频次，反映了?客对景区

门票价格的高敏感性；
LMIM o LMIW

年，“澳

门”与“香港”共现频次降低，而与“酒店”及

“威尼斯人”共同提及频次最高。?客的消

极认知主要集中於交通、购物观光和餐饮三

个领域；
LMIP o LMLI

年，“香港”与其他高频

词共现频次持续下降，“巴黎人”首次出现

?进入核心圈层。“体验”与购物
)

乐及酒

店住宿等高频词紧密度较高，体现了?客对

该维度体验经历的消极情绪。

图
P

　澳门?客?记消极语义共现网络关变迁

　　次核心圈层中，
LMMMo LMMJ

年，“巴士”、

“地铁”、“机票”和“价格”共现最紧密，?

客对於交通出行的性价比消极情绪较高，

“味道”和“一般”的连线较粗代表了部分?

客的饮食偏好；
LMIM o LMIW

年，主要包括活

动、场所类维度，?客的消极情绪主要与

“门票”和“服务”相关；
LMIPo LMLI

年，主要

包括活动、建筑和文化维度，?客的消极情

绪主要与食宿的“价格”、“味道”，以及观光

休盻的“排队”、“空间小”相关。

外围圈层中，
LMMMo LMMJ

年，“不耐烦”、

“态度”、“很差”与“店员”共现频次较高，

“昂贵”与“酒店”和“餐厅”共现最多，“简

陋”、“拥挤”和“排队”则与活动场所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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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现最高；
LMIM o LMIW

年，“很贵”、“小费”

和“不便宜”依然与活动
)

乐维度共现最

高，“不方便”和“拥挤”与活动场所类共现

最高但有下降趋势，“难吃”首次出现?与

“餐厅”、小吃类共现联结；
LMIP o LMLI

年，

“性价比”、“不高”、“一般般”首次出现且

与住宿餐饮类共现最高，“狭小”、“拥挤”、

“压抑”和“简陋”依旧是?客对活动场所类

维度的主要联想，“昂贵”和“难吃”共现频

次降低，“遗憾”首次出现?与建筑景点类

共现最高。

通过词频的总量和其与各维度名词的

共现频次来看，?客的总体消极情感词频随

著时间段变化而递
K

。“遗憾”等消极情绪

的词语在
LMIWo LMLI

年共现较高，但结合具

体文本信息，其多与景点因不可控因素取消

相关。

４　结论与局限

４．１　结论

本研究?用了网络文本分析法，通过高

频词提取、词云变化和共现网络分析等技术

手段，对
LMMMo LMLI

年间
?

程网络?记展开

分析研究，对澳门旅?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

感形象的感知变迁得出以下结论：

（
I

）在总体认知形象方面，?客对澳门

旅?地的认知形象主要以活动、文化和地

点
h

建筑维度为主。其中，?客对澳门活动

维度的感知最为强烈。作为世界级旅?休

盻圣地，住宿休盻、购物
)

乐，以及会展演出

等体验元素最受?客欢迎。由於澳门融合

聚了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底
T

和饮食文化，

?客对澳门文化维度的感知最为丰富。历

史城区、博物馆、炮台和妈阁庙，都是?客感

受澳门近代历史文化的必选?览地。此外，

?客不仅会打卡价格不菲的米其林餐厅，还

可以品尝到正宗的葡国菜或传统街头小吃；

建筑类维度也受到了?客的广泛关注，不管

是五星级度假综合体，还是地标建筑大三巴

和巴黎铁塔，都是?客的拍照打卡圣地。

（
L

）认知形象变迁方面，随著三个时间

段的变化，?客的活动认知由传统单一的博

彩
)

乐向多元化休盻方式转变。其中，极限

运动、世界级赛车活动和明星演唱会正逐渐

吸引旅?者的注意力。其次，?客的支付手

段随著终端设备的升级与商家服务意识的

提高，逐渐由传统的现金支付转向移动支

付。此外，澳门高端酒店竞
D

力不断增强且

愈发激烈，?客的选择重心也从博彩
)

乐转

向五星级酒店体验，?客留宿率增长显著。

文化认知变化差?最小，总体依旧以历史文

化和饮食文化为主；?客的地点认知随著国

家战略规划的提出和交通口岸的发展
*

生

了较大的差?。曾经作为澳门最大的客源

地和交通要道的香港，也因为港珠澳大桥等

交通口岸的开通而逐渐降低了频次，港珠澳

?和
!

港澳湾区一体?逐渐成为?客选择

城市群周边?的首选路线。交通的便捷也

使得澳门的新兴客源市场不断盠现。

（
Q

）在总体情感形象方面，?客积极与

消极的语义网络均呈现核心圈、次核心圈层

和外围圈层结构，且?客的积极情感认知远

大於消极认知。?客对澳门
)

乐综合体和

饮食文化的积极感知最为强烈，奢华、浪漫、

精、推荐和享受，是?客对澳门最主要的

情感认知。另外，澳门各大五星酒店深度体

验?的火爆也增加了?客的留宿率。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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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服务人员的消极态度、

拥挤的购物场所、性价比较低的住宿餐饮价

格和澳门相对狭小的空间容量，以及超载的

?客量。

（
N

）从情感形象的时间变迁来看，香港

逐渐淡出澳门目的地积极情感，这进一步证

明了认知情感分析的结果；另外，?客对澳

门酒店、餐饮和购物等方面在服务上的积极

情感逐渐增多。从消极情感形象的变迁结

果分析来看，消极情感的整体数量逐渐下

降，
(

明?客对澳门的满意度是逐渐上升

的。现有的消极情感主要集中在“酒店”、

“餐厅”、“购物”、“交通”四大主题上，具体

表现在空间、便捷性和性价比等方面。

４．２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用了文本数据的分析方法，通过

三个时间段对澳门旅?目的地感知形象，以

及感知形象变迁进行了较全面的动态分析。

但数据来源方面仅选取了
?

程一家在线旅

?服务平台，对其他在瞃旅行社 （̀
$6)$4

V8#346 ?A4$+

，̀
V?

）和旅?攻略平台的?记

收集较为欠缺，数据来源较为单一。在未来

的研究中，应考虑数据来源渠道的多样性，

以及研究方法图文结合的丰富性，以提高研

究的科学严谨性和
(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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