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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84 tourism e-commerc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three top travel journals (An-
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and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We establish the 
eight research topics (social media, online scoring, online commentary, peer-to-peer accommoda-
tion, network technology, mobile platform, online travel agency and online word-of-mouth). The 
eight major research topics are explored and investigated, and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Moreover,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opics of paper published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further explor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ourism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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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ATR)、Tourism Management (TM)和Journal of Travel R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19.8401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19.84016
http://www.hanspub.org


杨欣彤，李荣杰 
 

 

DOI: 10.12677/ecl.2019.84016 129 电子商务评论 
 

search (JTR)三大权威旅游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旅游电子商务的84篇文献进行了分析，确立了“社交媒体、

在线评分、在线评论、在线短租住宿、网络技术，移动端、在线旅行社和网络口碑”等八大研究主题领

域。接着，本文对此八大主题研究领域进行分析，并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通过对其中中国学者发布

的论文主题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未来我国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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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19)》[1]，2018 年全年全球旅游总人次达 121.0 亿人次，较上年增

加 5.8 亿人次，增速为 5.0%，全球旅游总收入达 5.34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 6.1%，旅游逐渐成

为全球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快速增长的全球电子商务使许多行业的融合发展成为

可能，电子商务市场最著名的行业之一的是旅游业，而旅游电子商务作为旅游产业中新的主力军，具有

整合性、快捷性、交互性等特点。近年来人们对旅游电子商务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其模式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人所接受，发展潜力还有很大的空间。据艾瑞咨询发布《2018 年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研究报告》[2]
显示，2018 年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将突破 1.48 万亿元，相对于 2017 年的 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6.5%，

再创历史新高。在学术界，针对旅游电商发展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加，相关文献的数量不断增长，中外学

者对旅游电子商务的研究不断深入与延伸，近年已成为热门议题之一。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ATR)、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 TM)和旅行研究杂志(Jour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TR)
是旅游研究领域公认的国际三大权威旅游期刊，这三大期刊刊载的文献代表着旅游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和最高质量。纵观我国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迅速增长，使用互联网进行旅

游电子商务交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习惯。然而国内关于旅游电商的研究还存在

着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研究范围较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

综述，掌握国际旅游电商研究的最新动态，为我国旅游电商的研究提供借鉴。 

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文献主要包括 2017 年至 2019 年发表(截止本文进行文献分析前，JTR 与 TM 的 2019 年

的期刊已全部刊登，而 ATR 只刊登到 2019 年第 78 卷，之后还未刊登)在这三大刊物上以旅游电子商务

为研究对象的所有论文(但不包括短篇通讯类文章)，共 84 篇，其中：ATR 14 篇，TM 50 篇，JTR 20 篇。

本文也统计出三大旅游期刊所选文献在 2017 年至 2019 年的数量分布(表 1)，从该表可以看出，近年来随

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研究旅游电子商务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其中：ATR 刊登的旅游电子商务论文数量每

年均有明显的增长，但总数量占比不多；TM 刊登的旅游电子商务论文总数量较多，且每年的数量都比

较均衡。经分析，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献总计 22 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5 篇，通讯作者与第一作者不同

12 篇，第一作者 3 篇，参与者 2 篇)。其中，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发表的与旅游电商相关的论文都发表在

TM 上，JTR 与 ATR 所占的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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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commerce literature among the three major tourism journals from 2017 to 2019 
表 1. 2017 年至 2019 年三大旅游期刊旅游电商文献数量分布 

年份 ATR TM JTR 总计 

2017 1 16 5 22 

2018 5 16 8 29 

2019 8 18 7 33 

3. 文献分析 

3.1. 数据来源分析 

在这 84 篇文献中，学者调查的数据有三种来源：一手数据，二手数据以及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相结

合。其中，一手数据来源主要以调查问卷(线上，线下)形式，其中采用线上问卷的文献较多(共 22 篇)或
者通过定性访谈，实验法收集，分析其原因是旅游电商基于互联网的商务，面向的顾客绝大部分是网民，

线上问卷的成本低，统计方便。而二手数据，则通过从权威的统计机构网站(如旅游局，统计局)上下载相

关的数据或者相关的旅游电商平台(Airbnb，Tripadvisor，Booking.com，Facebook，微博等)上直接获取数

据后，通过统计软件或大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的数据。其中，文献中收集的二手数据大部

分是网络平台上用户的评论(23 篇)。原因是调查的文献中研究在线评论的文献较多，而要研究在线评论、

各大酒店网站、在线旅行社、在线旅游网站、在线短租住宿网站上的评论是很好的数据来源。 

3.2. 研究对象分析 

本文在研究的 84 篇文献中，其中 41 篇基于地域研究，43 篇基于平台研究。地域研究方面主要对象

是欧美地区(共 29 篇)，对亚洲地区的研究较少(共 13 篇)，而研究中国的也仅有 4 篇；平台研究方面，研

究的平台有 Airbnb，TripAdvisor，Facebook，Twitter，微博等，其中 Airbnb 的文献占了最大的篇幅(16
篇)，TripAdvisor 紧随其后(9 篇)。而研究国内平台的文献也较少，仅限于对微信，微博，携程等平台有

相关信息内容的探讨。 

3.3. 研究内容分析 

本文根据分析对上述文献进行了归类梳理，将近年来旅游电商研究的主题内容梳理出八大主题研究

领域，即：社交媒体、在线评分、在线评论、在线短租住宿、网络技术，移动端、在线旅行社和网络口

碑(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目前旅游电商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在社交媒体、在线评论、在线评分和

在线短租住宿上。而近年来中国学者(表 3)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在线旅行社和在线评论上。接下来，本

文就中外学者研究的八大主题研究领域及中国学者重点研究的主题研究领域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当前

研究国内旅游电子商务的不足，以便为未来研究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方向。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eight research topics in the three major tourism journals 
表 2. 三大旅游期刊旅游电商文献八大研究主题数量分布 

主题 ATR JTR TM 合计 

社交媒体 3 4 6 13 

在线评分 1 0 5 6 

在线评论 2 4 12 18 

在线短租住宿 3 1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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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网络技术 0 1 2 3 

在线旅行社 0 0 5 5 

网络口碑 0 0 2 2 

移动端 0 2 3 5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topic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表 3. 中国学者研究主题数量分布 

主题 篇数 

目的地在线平台 1 

社交媒体 1 

在线旅游网站 1 

旅游流量 2 

酒店预订 APP 1 

在线评级和在线评论 1 

在线旅行社 4 

智能旅游 1 

在线评分 2 

在线评论 4 

字体选择 1 

网络口碑 2 

3.3.1.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是发布旅游电子商务信息的重要平台，对旅游信息的传播、旅客的购买意愿与期望值等存

在一定的影响。通过社交媒体探讨旅游电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追溯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有针

对性的建议或对策。这类文献的主题研究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获得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直接从社交

媒体网站上获取数据；二是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展调查后获取数据。鉴于近年来社交媒体的迅速崛

起，国内外学者就社交媒体对旅游电商影响的研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例如，Narangajavana Kaosiri 等[3]
探讨了社交媒体用户产生的信息内容对游客期望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不仅有助于传播信息，还

可以影响游客的期望。当使用者收到与旅游目的地有关的用户产生的信息内容时，他们会对所收到的信

息内容寄予信任，从而对目的地产生期望。旅游机构应该具有持续或更好的质量水平，并能够提供旅游

者所期望的东西。接着，Narangajavana 等[4]对社交媒体中用户生成内容的来源分为三个种类：强关系来

源，弱关系来源，以及旅游联系来源，并重点分析了其对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影响。其中 Jansson [5]，
Perez-Vega 等[6]，Dolana 等[7]的研究都是基于 Facebook，分别考察了可传播社交媒体的文化如何影响后

旅游业；Facebook 的粉丝页面对用户购买意图的影响；与服务提供商之间成功解决旅游问题的消费者是

否会通过 Facebook 互动共同创造价值。 

3.3.2. 在线评论 
在线评论是电子商务用户在决策中最为关注的因素，消费者发布的评价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潜

在消费者的决策。经对 84 篇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研究在线评论的文献占比最高，可以看出近年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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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者对于在线评论研究的重视。由于研究在线评论需要大量的评论作为研究数据的来源，因此这其中

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个或多个平台进行研究。这些文献中，对酒店网站进行分析的较多，例如，Liu [8]
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自 TripAdvisor 上五个中国城市的 10,149 家酒店的 412,784 个用户生成的评论集合，利

用用户生成的评论的优势，旨在通过语言群体区分客户来确定酒店顾客满意度；Lui [9]分析了台北多家

酒店在线评论响应策略及其对竞争绩效的影响。比较有趣的是，Villamediana 等[10]发现了在西班牙

Facebook 上，在线评论的最佳发布的时间是上午 8 点、上午 10 点、下午 2 点和下午 5 点；还发现周四和

周六是发布的最佳日子，夏季(1 月至 6 月)之前的时期是最好的发布月份。而 Pera 等[11]对比了在 Airbnb
和 Booking.com 上提出的社交关系亲近是否会阻碍游客的旅游意愿及在线评论表达他们糟糕的经历带来

的负面信息影响。而 Gavilan 等[12]同时研究了在线评分和在线评论对酒店预订的影响，其结果表明，数

字评级和评论之间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作用：当评级良好时，评级的信任度取决于评论的数量，但相反，

如果评级不好，评论的数量对评级的可信度影响较少。 

3.3.3. 在线评分 
在线评分与在线评论相类似，在这 84 篇文献中，学者关于在线评分的研究重点也在酒店上。例如，

Geetha 等[13]旨在探究客户情绪与客户在线酒店评级之间的关系；Gao 等[14]研究调查了文化、酒店和评

论者特征对网络的集体影响；Mariani 与 Borghi [15]通过实证调查 Booking.com 评级系统对位于伦敦超过

两年的酒店评级分布的影响。综合上述研究，客户的情绪及满意度对在线评分存在影响。 

3.3.4. 在线短租住宿 
Airbnb 是一个全球的民宿预订平台，在欧美地区尤其受当地游客的信赖，近年来，随着 airbnb 进入

中国市场和小猪短租等国内的民宿预订平台的兴起，在线短租住宿市场逐渐发展。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分

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 2019》[16]显示，随着国家对全域旅游、乡村旅游的政

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持续提升民宿用户的体验，公众对共享住宿的接受度和消费

意愿越来越高，2018 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额为 165 亿元，同比增长 37.5%，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P2P 住宿网站，如 Airbnb、HomeAway 和 FlipKey 等创造了一个能够让“普通人”(即相对于商业实体)
出租他们的空房和公寓的平台，并为游客提供家庭式服务。国外学者在研究在线短租住宿大多基于 airbnb，
其中以酒店网站与在线短租住宿网站作比较的比较多，例如，Gutiérrez 等[17]分析了巴塞罗那 Airbnb 的

空间格局，并将其与酒店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尽管 Airbnb 在该市的主要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但具有

明显“中心–周边”格局的酒店在该市的一些周边地区占主导地位。Heoa 等[18]探讨了 Airbnb 市场与当

地酒店在过去七年中在巴黎的发展，调查结果表明，这两类产品没有直接竞争。此外，airbnb 对房东的

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与传统的酒店不同，游客在民宿体验上更看重与房东的交流。研究发现，

住在 Airbnb 住宿的客人正在寻找家庭式服务体验和“专业接待体验的混合体验感觉。Airbnb 列表提供更

多的信息数据，如狗、邻居和社区归属感等因素对旅客旅游体验的影响，这与酒店不同，这些将给客人

带来家的感觉[19]。值得一提的是，Zhua 等[20]研究使用来自旧金山和湾区的 Airbnb 列表数据，进行调

查获得成为 Airbnb 超级房东需要具备的因素。 

3.3.5. 网络技术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旅游大数据的分析越来越简便。Vyas [21]使用搜索引擎优化工具比较

和排名印度五大州的政府旅游网站；Raisi [22]调查西澳大利亚旅游各大旅游网站上目的地的超链接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还可以运用网络技术预测旅游流量，Huang 等[23]运用百度指数预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旅

游流量并进行分析互联网搜索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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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在线旅行社 
在线旅行社(Online travel agency, OTA)是主要的旅游分销渠道，但是国外学者对在线旅行社的研究较

少(只有 1 篇)：Yang 与 Leung [24]调查了在美国六大城市 HotelTonight 与 Tripadvisior 的价格折扣的影响

因素，而国内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有 4 篇，在 3.3.9 中将继续探讨。 

3.3.7. 网络口碑 
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在网络中通过互动产生和传递网络口碑，如何促进消费者发布更具参考价

值的网络口碑从而激发购买意愿是关注的焦点。Yan 等[25]探究了游客情绪对网络口碑平台选择的影响，

结果发现有积极影响的游客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经历，而有负面影响的游客更喜欢综合旅游

网站。Yang 等[26]通过分析 25 篇文章，探讨网络口碑与酒店业绩之间关系。 

3.3.8. 移动端 
根据艾瑞咨询 2019 年在线旅行网站报告[27]，2018 年上半年在线旅行 APP 用户规模同比增幅均超

过 55%，移动端超过 PC 端成为用户的首选渠道，可以看出，移动端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近年来，与

移动端旅游电商相关的文献也逐渐增多，Yu 等[28]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来了解智能手机使用对家庭的影响

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依靠智能手机来培养家庭团结感。Hew 等[29]调查了影响马来西亚国内游客

使用当地旅游电商平台购买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因素；Park 与 Tussyadiah [30]探究移动旅游预订中导致感

知风险的维度和因素。 

3.3.9. 中国学者目前的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很重视在线旅行社的研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线旅行社逐渐成为中国游客出行的第一

选择。纵观 2017~2019 年国际三大旅游期刊上的论文，除了在线旅行社与传统旅行社的对比(如 Long 和

Shi [31]运用经济学模型对比研究了实体旅行社和在线旅行社的最优定价策略)，大部分的研究主要是在线

旅行社的评论上。例如，Hou 等[32]使用语义关联分析对中国主要三大 OTA (桐城，携程，途牛)上的评

论进行比较分析；Liu 等[33]通过从去哪儿平台上收集酒店评论数据，分析用户评论的动机；Changa 等[34]
通过对比使用 OTA 和酒店网站提供预订服务对用户再次购买意愿的影响。综上可以看出，国内的学者热

衷于运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分析在线评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建立决策支持社会信息的模型，能

帮助访问 TripAdvisor.com 的独立游客找到满意的餐馆[35]。国外的学者更倾向于基于社交媒体的研究，

而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只有一篇)：Luo 和 Zhai [36]以新浪微博上的传播的热门话题为例，

分析二次危机沟通对社会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的主题较为分散，但是其中不乏一些比较新颖的主题，

例如，Huang 等[37]研究了消费者在网页上字体选择与支付意愿的关系；Zhang 等[38]通过构建认知–情

绪–行为模型，探究在线平台经验对目的地情感经验的影响及目的地情感经验对目的地参与经验的影响。 

4.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对《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 大期刊近 3 年来发表的有关旅游电商的文献进行分类和分析讨论，国内外对旅游电商的研究日趋升温，

重视度越来越高。近年来，在线评论是中外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但是大量的文献都是注重分析评论本

身，研究方向、内容缺乏创新，而其他研究方向各有侧重。此外，国外旅游电商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社

交媒体和在线短租住宿。综合上述研究表明，我国的旅游学术研究能力逐渐增强，国际影响力也明显增

加，由此可见，我国的旅游研究逐步成熟，正在与国际接轨。但是我国的旅游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

我国学者缺乏一定的国际视野，研究的主题比较集中，对社交媒体、跨文化，网络技术，移动端 APP 方

面的研究还较少；其次，中国学者研究同一主题同一方面的文献较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作为第

https://doi.org/10.12677/ecl.2019.84016


杨欣彤，李荣杰 
 

 

DOI: 10.12677/ecl.2019.84016 134 电子商务评论 
 

一作者所著的文献占中国学者发表文献的比重较大，但是数量还较少。 
在国际上，通过研究社交媒体分析旅游电商的文献较多，而这些文献研究的基于 Facebook 等国外社

交媒体软件，对于中国市场社交媒体的研究还较少，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地区进

行的，缺少不同国家的用户购买意愿的对比以及对旅游目的地网站的研究还较为欠缺。由此可见，未来

的学者可以针对以上这些方面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为未来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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