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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对于旅游目的地形象方面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但对于海岛旅游形象感知的研究不足。本研

究以广东省南澳岛为例，对旅游者近五年的有效UGC数据展开内容分析，并利用IPA模式从感知形象、情

感形象和总体形象等三个方面展开形象认知研究。通过IPA模型分析，可知南澳岛自然景观和体验活动

的旅游感知重要性和表现性均较高。游客对于自然环境、旅游活动持积极肯定的评价，对于环境卫生和

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持消极评价。本次研究针对南澳岛存在的问题及消极情绪评价，提出了四项建议：① 加
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挖掘；② 完善旅游管理服务体系；③ 提高南澳岛的形象定位，打造知名海岛旅

游目的地；④ 优化整合资源，构建南澳岛全域旅游体系，以期提高游客体验，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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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in 
China, but the study of island tourism image perception is insufficient Taking Nan’ao Island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ive UGC data of tourists in recent five 
years, and uses IPA model to study the image perception from cognitive image, emotional image and 
overall image. Through IPA model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ourism perception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of natural landscape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in Nan’ao Island are high. Tourists have 
positive evaluation o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activities,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on envi-
ronmental health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configuratio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negative emotion evaluation of Nan’ao Island,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① Strengthen 
the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ourism products; ② Improve the tourism management 
service system; ③ Improve the image positioning of Nan’ao Island and build a well-known island 
tourist destination; ④ Optimize and integrate resources to build a regional tourism system of Nan’ao 
Island, in order to improve tourist experience and achieve better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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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业发展的好坏受到旅游形象的制约，良好的旅游形象不仅能够赢得游客的支持与推广而且能够提升

旅游地的知名度和竞争力。目前，伴随着网络信息的普及和其在不同领域的广泛渗透，互联网已逐渐成为游

客用以旅游信息交流、传递的网络平台[1]。通过相关的网络平台，游客能够分享自身旅游过程中的的所见

所感，发布后成为网络游记，对旅游形象的塑造影响非常大。旅游形象具有综合性、稳定性和可塑性特点，

“是旅游地吸引物、旅游服务、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外部表征，也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各要素体验感知、

情感评价的综合”[2] [3]。国外学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定义研究大体上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游客对于旅

游地视角、观念、情感、思想等因素形成的整体性看法[4]。国内学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定义主要集中于

游客在目的地游览中对旅游地的感官体验和整体印象就是旅游目的地形象[5]。目前，国内对于旅游目的地

形象感知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网络文本挖掘与分析，利用 ROST CM6.0 内容挖掘软件对所采集的网络文本进

行词频分析和社会语义网络分析，通过“认知–情感”模型深入分析旅游目的地形象。探究音频与影视作品

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6]。回顾国内的研究成果，对该主题研究的理论方法日趋完善，

且形式多样，研究范围扩大至经济领域[7]以及文化层面。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知名度高的旅游景区、

旅游城市，有关海岛旅游研究也十分稀少。因此，本文以广东省南澳岛为例，分析该岛旅游形象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优化策略，该研究可以丰富国内有关海岛旅游形象相关成果，也可以为海岛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 

2.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南澳岛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有“粤东屏障，闽粤咽喉”之称，是我国惟一的全岛域为国家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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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游览景点的岛屿。南澳岛旅游类型以观光旅游、生态旅游、文旅体融合旅游、滨海度假旅游为主。南

澳岛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旅游资源有自然资源青澳湾、金银岛等；人文资源宋井、三囱崖灯塔、南澳大

桥等。 
南澳岛旅游发展整体情况较好，从图 1 可以看出，2017~2022 年南澳岛接待游客数量持续增长，受

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游客增长幅度有所降低，但游客数量仍然增多，可见近年来，南澳岛旅游有较好

发展热度，接待的游客数量也在逐年增多。 
 

 
数据来源：南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信平台——南澳之窗(2017 年至 2022 年) 

Figure 1. Tourist numbers line chart in Nan’ao Island from 2017 to 2022 
图 1. 2017~2022 年南澳岛游客数量折线图 

2.2. 数据采集与处理 

通过对比国内排名前十的旅游网站中关于南澳岛的评论数据量，最终选择数据量较多的 4 个旅游网

站，分别是携程网、去哪儿网、马蜂窝旅游网和同程旅游网站。使用八爪鱼采集器对发布时间为 2017 年

到 2022 年期间的 UGC 数据进行采集，为后期研究方便，且对除中文外的少量外语评价进行删除。根据

以上条件，一共采集到 1423 条、81,979 字的 UGC 数据。 
将采集到的数据经过人工处理和筛选，去除重复的评价或与南澳岛无关的评论、广告、乱码等，最

终抓取七万多字的数据内容。由于游客个体的文化水平以及表达方式存在差异，各大旅游网站信息量过

于庞大，故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进行处理。因不同的游客对于相同的景物会有不同的称呼，故需要统一

替换意思相近但表达不同的词语，以免出现相近却分为不同类别的情况。还需要筛选无关词表，提高高

频词和分词筛选的精度，同时把常用的、与项目不相关的词筛选掉。 

2.3. 研究方法 

在游记分享较为集中的旅游网站中，收集并筛选出以“南澳岛游记”为关键词、“2017 年~2022 年”

为时间段的文本内容，而后将“南澳岛游记.txt”导入 ROST CM6.0 内容挖掘软件中，进行分析之后得到

更加具体的感知情况，再通过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运

算和分析，得到南澳岛旅游品牌的受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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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社会科学中使用的一个研究手段，它是一门对信息传播中的符号文本或图形加以编码

与理解的系统方法[8] [9]。本研究将收集到的南澳岛 UGC 数据系统有序地分配到不同分析类目中，形成

5 个一级类目和 16 个二级类目，见表 1。并使用统计工具将包含在不同类目中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南

澳岛的游客感知形象。按照相关规则，运用 ROST CM6.0 和 SPSS 软件对南澳岛游客的认知形象、情感

形象、整体形象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10]。 
 
Table 1. Category table of the image analysis of Nan’ao Island tourist destination 
表 1. 南澳岛旅游目的地形象分析类目表 

主类目及编码 次类目及编码 举例 

旅游资源 A 
自然资源 A1 沙滩、海洋 

人文资源 A2 宋井、灯塔、南澳大桥 

旅游活动 B 

饮食 B1 海鲜、烧烤 

住宿 B2 酒店 

交通 B3 驾车、公交车 

购物 B4 特产 

娱乐 B5 出海、捕鱼、游泳 

旅游环境 C 

城市卫生 C1 干净、清新、清澈 

基础设施 C2 完善、方便 

物价水平 C3 性价比高 

当地居民 C4 热情 

整体印象 D 
人物代表 D1 妈祖、晏继芳 

城市名片 D2 海岛、日出、风车 

总体评价 E 
整体评价 E1 值得 

城市氛围 E2 历史、惬意 

2.3.2. IPA 模型分析法 
IPA 模型分析也称重要性–表现性研究，通过重要性–表现性分析法可以深入研究确定旅游目的地

形象的感知要素构成[11] [12]。本文按照游客感知要素的重要性和表现性程度进行赋分，细化分析影响游

客满意度的因素[13]，最终获得旅游资源、旅游活动、旅游环境及旅游设施及服务四个主要维度。通过统

计得到各维度所包含的特征词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ll dimensions feature words 
表 2. 各维度特征词 

主维度 子维度 特征词 

旅游资源 

人文景观 北回归线(62)、风车(49)、灯塔(46)、渔船(22) 

建筑景观 南澳大桥(153)、广场(32)、自然之门(13)、码头(26) 

历史文化 宋井(55)、总兵府(57)、历史(38)、中国(27)、古迹(17)、雄镇关(14) 

自然景观 南澳岛(891)、风景(250)、青澳湾(210)、沙滩(213)、 
海水(143)、海边(231)、日出(179)、金银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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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旅游活动 
游览活动 环岛(95)、自驾游(22)游览(78)、游玩(51) 

体验活动 出海(93)、体验(49)、捕鱼(37)、游泳(36)、拍照 927、潜水(12) 

旅游环境 

价格水平 性价比(47)、门票(30)、收费(29)、过桥费(28)、便宜(25) 

环境氛围 漂亮(129)、好玩(50)、休闲(45)、优美(31)、舒服(56) 

旅游时间 分钟(31)、距离(26) 

旅游设施及服务 

住宿条件 酒店(45)、民宿(15)、度假(38)、干净(35)、住宿(30)、市区(29)、公寓(13) 

特色美食 海鲜(295)、新鲜(48)、好吃(73)、烧烤(41)、美味(18) 

购物设施 大排档(18)、餐厅(12) 

公共设施及服务 公交车(61)、设施(28)、司机(28)、停车(27)、包车(15) 

3. 结果与分析 

3.1. 南澳岛旅游评价高频特征词分析 

对收集到的 UGC 数据导入 ROSTCM6.0 软件处理，一共得到 50 个有效高频词，如表 3 所示。把

表 3 的词性加以归类，可以看出高频词以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居多。其中名词 23 个，形容词 18 个，动

词 9 个，分别占比 46%、36%、18%，名词可以反映出游客在南澳岛的所见所闻，形容词可以反映出游

客对南澳岛的直接感受，动词则可以反映出游客的游玩活动。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南澳岛、海边、三囱

崖、青澳湾、南澳大桥在地点名词中频次比较高，得知游客主要在这些景点游玩，也是游客来南澳岛游

玩的主要目的地。“漂亮”、“性价比高”、“方便”、“好玩”在形容词中频次较高，共有 397 次，

说明游客对于南澳岛的整体形象是十分满意的，但名词词中出现“垃圾”的频次达 11 次，说明南澳岛的

公共卫生还不是很到位。“捕鱼”、“游泳”、“烧烤”这些高频词说明游客在南澳岛的游玩方式以沙

滩类休闲为主。在出行方式上看，游客选择驾驶小汽车的和坐公共汽车的较多，说明南澳岛的游客主要

以自驾游和大巴旅行团两种方式出行。 
 
Table 3. Nan’ao Island tourist evaluation of high frequency feature words 
表 3. 南澳岛游客评价高频特征词 

序号 游客评价特征词 词性 频次 序号 游客评价特征词 词性 频次 

1 南澳岛 名词 706 26 最好 形容词 44 

2 海边 名词 317 27 总兵府 名词 43 

3 海鲜 名词 237 28 蓝天 名词 43 

4 沙滩 名词 213 29 宋井 名词 43 

5 海湾 名词 197 30 特色 形容词 41 

6 三囱崖 名词 185 31 度假 动词 38 

7 漂亮 形容词 143 32 捕鱼 动词 37 

8 青澳湾 名词 140 33 游泳 动词 36 

9 南澳大桥 名词 139 34 金银岛 名词 35 

10 开车 动词 119 35 干净 形容词 35 

11 性价比高 形容词 106 36 清澈 形容词 33 

12 值得 形容词 105 37 优美 形容词 31 

13 方便 形容词 98 38 烧烤 动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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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4 自然风光 名词 84 39 舒服 形容词 29 

15 海面 名词 84 40 天然 形容词 26 

16 好吃 形容词 76 41 阳光 名词 23 

17 适合 形容词 68 42 日落 名词 19 

18 历史 形容词 55 43 公园 名词 18 

19 日出 名词 53 44 东方夏威夷 名词 18 

20 空气 名词 51 45 可惜 形容词 17 

21 出海 动词 51 46 热情 形容词 14 

22 好玩 形容词 50 47 污染 动词 12 

23 新鲜 形容词 48 48 神奇 形容词 12 

24 灯塔 名词 46 49 欣赏 动词 12 

25 海风 名词 46 50 垃圾 名词 11 

3.2. 南澳岛旅游形象感知分析 

3.2.1. 南澳岛旅游认知形象分析 
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游玩考虑的因素，通常是旅游地理环境、基础设施与活动内容。高频词汇中表示地

理环境的有“海岛”、“海边”、“沙滩”，潜在的游客可以通过部分游客上传的网络文本初步了解旅游目

的地的地理环境，通过“干净”、“清澈”、“漂亮”等评价性的高频词，潜在游客可以进一步了解南澳岛

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卫生条件。高频词汇表中“出海”、“捕鱼”、“游泳”等均代表了在南澳岛内的活动内

容，并且觉得非常好玩，是吸引游客重游并且成为潜在游客选择南澳岛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最后，

游客的游玩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受园区内的服务设施影响，甚至影响游客对旅游区的整体形象评价。 
 

 
Figure 2. Nan’ao Island sensing high frequency word cloud map 
图 2. 南澳岛感知高频词词云图 

 

利用云图形式对筛选出的 50 个与南澳岛旅游地形象有关的高频词进行可视化展示，如图 2 所示。从

图 2 可以看出，“南澳岛”、“海鲜”、“南澳大桥”、“青澳湾”、“沙滩”、“海岛”、“海水”等词

汇在词云图中十分突出，说明南澳岛在汕头城市形象扮演的角色认可度较高，也能够看到“方便”、“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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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是旅游者接受其的主要影响因素；针对南澳岛的景区形象，游客给出的评价也比较高，如“值得”、

“适合”、“最好”等词语。从图中可以看出，南澳岛在汕头的城市形象的塑造中占据很大一部分。 
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还可以通过 IPA 模型分析，获悉当前旅游目的地形象建设中的优劣势并找出改

善的优先顺序，能够让有关部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注在游客重视的要素层面，并有次序、系统性地安

排工作。在 IPA 模型中，水平轴表示旅游目的地各维度的重要程度，垂直轴表示其表现程度。在 IPA 模

型中，基于前文对形象感知各要素的维度分析与情感评分，根据杨晓琪等学者[14]赋值方法计算，可以得

到南澳岛旅游感知各要素相关值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Nan’ao Island tourism perception element structure 
表 4. 南澳岛旅游感知要素结构 

序号 要素 全部频数 “正”频数 I 值 P 值 
1 人文景观 179 124 0.1258 0.6927 
2 建筑景观 224 186 0.1574 0.8304 
3 历史文化 208 169 0.1462 0.8125 
4 自然景观 1256 1182 0.8826 0.9411 
5 游览活动 246 219 0.1729 0.8902 
6 体验活动 1154 1002 0.8110 0.8683 
7 价格水平 159 96 0.1117 0.6038 
8 环境氛围 311 246 0.2186 0.7910 
9 旅游时间 57 34 0.0401 0.5965 
10 住宿条件 205 136 0.1441 0.6634 
11 特色美食 475 328 0.3338 0.6905 
12 购物设施 30 12 0.0211 0.4000 
13 公共设施及服务 159 74 0.1117 0.4654 

 

 
Figure 3. Nan’ao Island quadrant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ipa 
图 3. 南澳岛旅游 IPA 象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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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得 13 个子维度要素的 I 值、P 值录入 SPSS，将重要性(In)作为横坐标，表现性(Pn)为纵坐标，

将 In 和 Pn 均值作为原点(0.2521, 0.7112)，获取南澳岛旅游的 IPA 象限分布图，由图 3 可知，落在 I、II、
III、IV 象限的要素个数分别为 2 个、4 个、6 个、1 个。 

通过分析各旅游形象感知要素分布得到表 5。据表 5 可得，位于第 I 象限的要素只有自然景观和

体验活动，两个要素的旅游感知重要程度和表现性都呈现出较高水平，属于旅游感知优势区；位于第

II 象限的则有建筑景观、历史文化、游览活动、环境氛围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的旅游感知重要性

较低但满意度较高，属于旅游感知保持区；位于第 III 象限的有人文景观、价格水平、旅游时间、住

宿条件、购物设施、公共设施及服务 6 个要素，这些要素的旅游感知重要性和表现性都呈现低水平，

结果与参考文献中研究结论一致，说明管理者需对这 6 要素所反映出的这些问题加以关注，持续改进

[15]；位于第 IV 象限的主要有特色美食 1 个要素，这个要素的旅游感知重要性较高但满意度较低，需

重点修补。 
 
Table 5. Nan’ao Island analysis of four quadrants of tourism ipa 
表 5. 南澳岛旅游 IPA 四象限要素分析 

象限 重要性 表现性 要素 分析 建议 

I 高 高 4. 自然景观 
6. 体验活动 滨海旅游是南澳岛的重要名片 有优势继续保持 

II 低 高 

2. 建筑景观 
3. 历史文化 
5. 游览活动 
8. 环境氛围 

游客不是特别关注，但满意度高 暂时不用过多投入 

III 低 低 

1. 人文景观 
7. 价格水平 
9. 旅游时间 
10. 住宿条件 
12. 购物设施 
13. 公共设施及服务 

岛上物价较贵；酒店、民宿等供

不应求导致节假日价格飙升；服

务要更加专业化 
加强指导，完善公共设施 

IV 高 低 11. 特色美食 饭菜口味一般且价格与品质不

成正比，餐饮需求得不到满足 
丰富餐饮类别， 
适当调整餐饮价格 

3.2.2. 南澳岛旅游情感形象分析 
情感形象分析是通过提取并分析游客在游记或评价中所运用到的一些包含个人情感色彩的名词、形

容词等，得到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情况和认知态度[16]。使用 ROSTCM6.0 软件中的“情感分析”

功能进行分析，由表 6 可知，在 1423 条词条中，有 1071 条展现的是积极情绪，所占比例为 75.26%，展

现中性情绪的词条数占比为 12.37%，展现消极情绪的词条数为 12.37%。由此可见，游客的积极情绪为主

体，在游客积极情绪中高度积极、中度积极的情绪与一般积极的情绪占比均匀，但强度为一般积极的占

比略大，表明了旅游者对南澳岛的形象感知大多为正面积极的评价，这也与高频词表中的“值得”、“好

玩”、“适合”等积极的情绪用词相照应，主要表现在旅游者对南澳岛屿风貌的感叹和对整体旅游流程

舒适的肯定。消极情绪的评价占比虽然不高，但也会对南澳岛的旅游形象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部分

海岸垃圾多”、“公共厕所少”等问题的反映较为突出，是给游客造成负面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的旅

游体验会大打折扣，管理者需要高度重视展现消极情绪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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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Nan’ao Island analysis of tourism image perception emotion  
表 6. 南澳岛旅游形象感知情感分析 

情感类别 词语数(条) 比例(%) 强度 词条数(条) 比例(%) 

积极情绪 1071 75.26 

高度 324 22.77 

中度 367 25.79 

一般 380 26.70 

中性情绪 176 12.37    

消极情绪 176 12.37 

一般 132 9.28 

中度 38 2.67 

高度 6 0.42 

总计 1423 100    

3.2.3. 南澳岛旅游整体形象感知分析 
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结束游览之后，会对旅游地有自己的认知形象与情感形象的思考，这两类形象共

同组成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社会语义网络矩阵图是由节点与连接节点的连线两部分所构成，

其中，各节点是与其他节点有联系的高频关键词，连线则表示各高频关键词之间的语义关联关系。通过

对 UGC 数据的高频特征词汇提取、语义网络分析和情感分析，能够为研究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属性和

结构要素的认知与评估提供更全面数据，从而引导旅游目的地政府或旅游组织确定潜在旅游者的感知维

度[17] [18]。为深入研究旅游者的感知对象情况，通过分析游记中的高频特征词汇，建立了南澳岛 UGC
数据社会语义网络矩阵图(如图 4)。由图 4 可看出游客对南澳岛海滨自然风光感知较深，而对购物、食宿

等其他方面感知较弱。 
 

 
Figure 4. Nan’ao Island social semantic network matrix diagram 
图 4. 南澳岛社会语义网络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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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生态景象、清净的滨海环境成为游客游览南澳岛时所关注的重点，这与南澳岛作为广东海岛

旅游目的地代表的感知形象也基本相符。经过高频词提取，筛选整理出排名前十的高频词分别是“南澳

岛”、“风景”、“海边”、“海鲜”、“沙滩”、“海湾”、“三囱崖”、“漂亮”、“青澳湾”、

“南澳大桥”。由此可见，前 10 个整体形象高频词中并没有出现负面整体感知，可见游客对南澳岛旅游

目的地整体形象感知较好。 
通过整体分析可得，社会语义网络矩阵图主要是以“核心–次核心–过渡–边缘”四层构架来展开，

各个层次中的高频词如表 7 所示。按照由内而外的顺序，核心层以“南澳岛”为核心关键词，这里既是

核心位置，也是线条最紧密的部分。以“南澳岛”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得到次核心关键词，“海滩”是次

核心关键词之一，表明游客前往南澳岛主要游览的景点，反映南澳岛最受游客关注的是海岸风光。“方

便”与“交通”、“环岛”与“公路”等关键词相连接，说明大量游客在前往南澳岛时会选择乘坐汽车、

大巴等交通工具，从侧面反映环岛公路的修建大大便利了游客的出行。 
 
Table 7. Vocabulary of different levels of Nan’ao Island social semantic network matrix diagram 
表 7. 南澳岛社会语义网络矩阵图不同层级词汇 

结构层级 关键词 

核心层 南澳岛 

次核心层 值得、朋友、海滩、景点、大桥 

过渡层 海水、海岛、汕头、海鲜、方便、环岛、景色、 
自然、粤东、适合、蓝天、游玩、美丽、海边、旅游 

边缘层 漂亮、新鲜、好吃、交通、公路、性价比、碧海、北回归线、岛屿、清澈 

4. 南澳岛旅游形象提升的优化策略 

通过对南澳岛旅游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南澳岛整体旅游形象较好。认知形象中自然景观和体验

活动要素优势突出，情感形象中积极情绪占大部分，中性情绪与消极情绪相当。本次研究发现南澳岛存

在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景区内卫生差，并未充分利用人文资源，形象定位不明确等问题。因此，为

解决问题及进一步提升南澳岛旅游形象特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4.1. 加快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满意度 

游客在游览景点感知旅游地形象的同时，也会根据其公共服务水平来评价旅游地的整体印象[19]。南

澳岛应以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改造和新建海滨

栈道、观景平台、公共广场等旅游配套设施。实施严格的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方位保护景区生态，

全力整治景区环境，加大垃圾处理管控力度。景区从业人员多为当地居民，对于景区运营与维护的相关

专业知识比较欠缺，因此需要提高景区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素质。对在景区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不

定期考核以及专家指导等形式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与意识，从而达到优化南澳岛旅游区形象的目的。 

4.2. 深度开发旅游地文化资源，提高旅游管理服务层次 

南澳岛存在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根据所得数据发现，游客发布在旅游网站上的旅行所感所想内容中

极少出现与南澳岛文化资源相关的词汇，进而表明南澳岛的文化资源对游客的影响还不够，远远不及南

澳岛自然资源对游客产生的印象深刻。从而需要深入挖掘南澳岛的文化资源并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文

旅融合力度，发展文旅新业态，增加文化内涵，提升游客感知价值”[20]。为使南澳岛的文化动态呈现和

活态传承，旅游者可以全面掌握南澳岛的文化旅行商品，也可以升级游客互动体验产品设计。同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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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技术管控和监控游客安全问题，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管理技术水平，进而提高游客对景区的

舒适度和满意度。 

4.3. 进行形象定位，创建知名海岛旅游目的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

要在“十四五”期间打造若干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国际性旅游景点和度假区，并建设若干历史人文特点

突出的国家旅游文化休闲城市和社区。南澳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我国惟一的全岛域或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点的岛屿，是南澳县内惟一有市民定居的岛屿，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岛屿。为了创建国家级知名

海岛旅游目的地，需要结合客源地具体特征，构成线下和线上布局全国化的营销网络。南澳岛政府应加

强与政府及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开发旅游，尽可能地借助对口帮扶力量，设计出具有标识性的旅游品牌。 

4.4. 整合优化资源，打造南澳岛全域旅游体系 

全域旅游，是指以旅游业为引导并推动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地区综合发展理念与模式。

南澳岛全域旅游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提升旅游形象。政府应与旅游区共同合作，出台发展全域旅游的政策

以及加大推进全域旅游建设的宣传。在全域旅游背景下优化整合南澳岛所拥有的资源，推动其整体开发，

做到南澳岛“旅游行业全域化合作、旅游景点全域化、旅游服务全域优化、旅游管理全域覆盖、旅游成

果全民共享”。 

5. 结论 

本研究以广东省南澳岛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及 IPA 模型分析法，对从旅游网站收集到的 UGC
数据进行高频特征词分析、认知形象分析、情感形象分析、整体形象感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在高频特征词语分析中，获取了 50 个高频有效词。通过词云图可视化分析发现，“南澳岛”出

现频率最高，表明了南澳岛在汕头城市形象扮演角色认可度较好。词性为形容词的高频特征词也大多为：

“漂亮”、“性价比高”、“方便”、“好玩”，进而证明游客对南澳岛的整体形象感知较好。 
2) 在认知形象分析中，利用 IPA 模型分析发现南澳岛自然景观和岛中体验活动是南澳岛旅游的主要

吸引物，说明滨海旅游是南澳岛的重要名片，需继续保持其优势，而公共设施的重要性和表现性较低，

说明在完善公共设施方面有所欠缺。 
3) 在情感形象分析中，游客对南澳岛的积极情感占 75.26%，中性情感占 12.37%、消极情绪占 12.37%，

通过分析，游客正面情感最为满意的感知元素是自然资源。负面情感较大的感知因素是公共、卫生环境、

住宿、物价。 
4) 在整体形象分析中，排名前十的高频词有“南澳岛”、“风景”、“海边”、“海鲜”、“沙滩”、

“海湾”、“三囱崖”、“漂亮”、“青澳湾”、“南澳大桥”，而且这十个高频词中并没有出现负面

整体感知，可见游客对南澳岛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感知较好。 
5) 本次研究发现南澳岛存在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景区内卫生条件差、未充分利用岛上人文资源

以及旅游形象定位不明确等问题。针对南澳岛所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景区配套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

量”、“深入开发旅游地文化资源，优化管理机制及提升服务水平”、“进行形象定位，创建知名海岛

旅游目的地”、“整合优化资源，打造南澳岛全域旅游体系”四大具体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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