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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目的地形象主要指游客对旅游地的整体印象。网络游记是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最全面的描述方式之一，

但它信息庞杂、形制不一的特征使得难以人工分析，且缺乏直观系统的结论；此外，传统的旅游目的地

形象分析是整体的、静态的，特别是季节性分析不够深入，因此容易将时令性的特征当成普遍特征。为

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将2015年至2019年携程网上云南的13,033篇游记，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

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季节分别分析，同时得到云南的静态与动态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并以季节

为基本单位对游客基本信息、高频词、感情色彩等进行分析和对比，以捕获不同季节旅游业的不同特征。

季节性画像分析为精准理解游客不同季节的需求和旅游产品创新等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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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TDI) is tourists’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Travel 
notes are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s of the TDI. However, they have 
too much information and too many different forms to be analyzed manually, which makes it hard 
to draw the intuitive and systematic conclusions.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TDI analyzing task is 
holistic and static. Its seasonal analysis is not thorough enough, so it is easy to mistake the season-
al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two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13,033 Yunnan travel notes on Ctrip from 2015 to 2019. This paper uses natural lan-
guage processing for overall analysis and season-based analysis to get both the static TDI and the 
dynamic TDI. This paper takes season as the basic unit, then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basic in-
formation of tourists, high-frequency words and emotion of travel notes to capture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in different seasons. Seasonal portrait analysis provides a meaningful 
reference f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needs of tourists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innovating 
tourism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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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TDI)是旅游学科的重要概念之一。1971 年，Hunt [1]提出

旅游目的地概念。Baloglu 等[2]提出了心理相关的 TDI 模型。Beerli 等[3]完善了旅游认知分析，Russel
等[4]提出了旅游情感分析方法。他们使 TDI 分析愈发科学规范。内容分析法[5]是 TDI 分析的重要手段，

游记是内容分析法的主要资料之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互联网时代的海量网络游记分析提供了良好的

技术支持。 
目前，使用内容分析法进行 TDI 分析的研究备受关注，魏娇[6]分析了 100 篇济南游记，提出济南应

以强带弱，提升服务质量等建议。李伟等[7]分析了 292 篇游记，发现了苏州古镇的商业化、旅游容量等

问题。易婷婷[8]分析了 80 篇游记，发现西藏地区文化资源最为吸引游客等结论。方世敏等[9]分析了 41
篇游记，认为韶山的拥挤、代沟等现象需要关注。张力硕等[10]分析了 52 篇游记，得出游客对武汉的人

文资源感受最深等结论。王峥[11]分析了 366 篇游记，发现河南旅游路线、商业化现象和气氛还有改进空

间等结论。索志辉等[12]对开封网络评论进行了 TDI 分析。冯庆等[13]把目标定位于陕西的八大 5A 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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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Fakeye 等[14]比较了重游次数与 TDI 的关系。Dimitrios 等[15]检验了 TDI 认知模型。Joseph [16]
分析了 TDI 的影响因素。Tapachai 等[17]从收益和价值角度进行 TDI 分析。Hsu 等[18]通过访谈进行美国

TDI 分析。Choi 等[19]根据多个旅游网站分析了澳门各地的 TDI。Govers 等[20]根据图片和文字进行了迪

拜 TDI 分析。 
但上述研究尚存不完善之处，如张力硕等[10]的研究中，樱花是武汉最显著的旅游形象符号之一，但

樱花只在春季盛开。魏娇[6]的研究中，济南景点中泉水最受关注，但济南泉水喷涌现象以秋初为主。方

世敏等[9]提出了韶山拥挤的原因部分出自节假日。那么韶山非节假日拥挤现象应有减轻，节假日应更严

重。但以上信息却无法反应在结论中。这是因为传统的 TDI 分析是静态、综合的，无法体现旅游地的时

令性特征，甚至将时令性特征视为整体特征，造成结论的偏差甚至错误。 
季节与 TDI 关系深刻，对未来的旅游活动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被游客普遍参考，是重要的时令性外

部条件之一。因此，本文基于 13,033 篇携程游记，根据季节的变化进行季节性 TDI 分析，本文选取四季

皆宜而景色各有不同的云南作为分析对象，在传统 TDI 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对比四季 TDI，对游

客出游和旅游地发展提出更准确全面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携程旅游网 2015 年至 2019 年共 13,033 篇游记进分析，使用中科院自然语言处理与信息检

索共享平台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Information Retrieval Sharing Platform (NLPIR)分词系统进行分

词，使用汉语言处理包 Han Language Processing (HANLP)进行词性标注，使用 GooSeeker 进行词频分析

和情感分析，数据处理流程见图 1。本文尽量保持游记的原始内容，仅在高频词分析时删除了如下词：

1) 代词；2) 连词；3) 无具体含义，仅形容程度或范围的词，如“很多”；4) 代表前往、观看，但既不

体现旅游方式，又不包含感情倾向的词，如“前往”；5) 用于行文连贯的词，如“现在”。 
 

 
Figure 1. Flowchart of travel data processing 
图 1. 游记数据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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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aloglu 等[2]、Beerli 等[3]与 Russel 等[4]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分析类目：1) 游客分析：本文

主要针对游客的出游时长、同伴、旅游消费进行分析；2) 认知分析：本文根据高频词数据，对云南的旅

游资源、旅游配套服务、社会环境与气氛进行分析，其中旅游配套服务包括餐饮、住宿、交通、旅游、

购物、娱乐共 6 方面，社会环境与气氛除了传统的市容市政、居民素质与态度外，还分析了云南的旅游

目的地节奏问题，共 3 方面；3) 情感分析：通过游记中的正面、中性、负面句进行情感分析。本文将分

别分析并比较云南全年及四季 TDI，得出综合结论并提出相关意见。 

3. 结果分析 

3.1. 游客分析 

本文分析了 13,033 篇游记中游客全年与四季的出游时长、同伴、消费，并计算了具有给定特征的

某季游客占全年游客的比例。结果如表 1 与图 2、图 3、图 4 所示。总体来说，云南游客具有以下特

征： 
 
Table 1. Statistics of tourist characteristics 
表 1. 游客特征统计表 

子类目 子类目值 
全年 春 夏 秋 冬 

数量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时长 

1 天 1530 378 0.247 392 0.256 366 0.239 394 0.258 

2 天~7 天 5704 1498 0.263 1406 0.246 1368 0.240 1432 0.251 

8 天以上 2242 496 0.221 625 0.279 605 0.270 516 0.230 

无记录 3557 813 0.229 1022 0.287 831 0.234 891 0.250 

同伴 

独自 1788 448 0.251 426 0.238 451 0.252 463 0.259 

和朋友 4585 1242 0.271 1115 0.243 1179 0.257 1049 0.229 

和子女 723 125 0.173 241 0.333 135 0.187 222 0.307 

和父母 526 113 0.215 124 0.236 125 0.238 164 0.312 

情侣 507 106 0.209 149 0.294 150 0.296 102 0.201 

夫妻 789 215 0.272 218 0.276 176 0.223 102 0.129 

无记录 4115 936 0.227 1172 0.285 954 0.232 1053 0.256 

消费 

100 元以下 368 98 0.266 93 0.253 82 0.223 95 0.258 

101 元~1000 元 1854 431 0.232 448 0.242 490 0.264 485 0.262 

1001 元~5000 元 4575 1228 0.268 1130 0.247 1153 0.252 1064 0.233 

5001 元~10,000 元 1008 226 0.224 328 0.325 258 0.256 196 0.194 

10,001 元以上 127 31 0.244 33 0.260 33 0.260 30 0.236 

无记录 5101 1171 0.230 1413 0.277 1154 0.226 1363 0.267 

合计  13033 3185 0.244 3445 0.264 3170 0.243 3233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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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tistics of travel time 
图 2. 出游时长统计图 

 

1) 时长：出游时长总体较高，长期游客更倾向于在夏秋两季出游。由数据可知，出游时间 2 天~7
天游客位列第一，8 天以上位居第二，可见云南游客的出游时间普遍偏长，表明云南景区较为优秀，足

以留住游客。从季节角度，春冬两季长期游客较少，夏秋两季反之。值得注意的是，长期游客具有更明

显的季节偏向性。 
 

 
Figure 3. Statistics of travel company 
图 3. 出游同伴统计图 
 

2) 同伴：旅游同伴以朋友为主，基于亲情、爱情的出游缺乏吸引力；出游季节选择主要受假期影响，

不同同伴的游客错峰出游现象明显。和朋友出游篇数明显高于其他选项，独自出游位居第二。这两者的

数量大幅度超过基于亲情的出游，即父母和亲子出游频次之和，或基于爱情的出游，即情侣与夫妻之和。

基于亲情、爱情出游者数量较少且两者差距不大，表明云南在亲情和爱情方面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和子

女、父母、情侣、夫妻这四种重要同伴的出游有两个明显特征：受到节假日影响，错峰出游。和子女出

游以夏冬为主，对应寒暑假；和父母出游以冬为主，对应春节；情侣出游以夏秋为主，对应暑假与国庆；

夫妻出游除集中于夏季外，还避开了上述三个季节，以春季为主。以上分布体现了明显的错峰现象。若

根据节假日分析，情侣除了暑假出游，也可于寒假出游，但由于情侣与父母一般不同住同游，与夫妻出

游相互冲突，因此寒假出游率反而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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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tatistics of travel cost 
图 4. 出游消费统计图 

 
3) 消费：消费在 1001~5000 元的人数居多，高消费游客更加偏爱夏季出行。消费在 1001~5000 元的

游客位居第一，一方面，该现象是云南众多景点、出游时间较长、同伴较多导致的，表明云南对游客有

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该现象同样意味着云南旅游价格可能偏高。在消费方面，同样存在消费越高

则季节倾向越明显的现象。其中高消费游客倾向于夏秋出行。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冬季的低占比，吸引

高消费游客的并非寒暑假或春节，更可能是夏季的凉爽气候和时令性景观。 
因此，在游客分析角度，云南四季的形象词条如下：春：短期出游，爱情，低消费；夏：长期出游，

亲情、爱情，高消费；秋：长期出游，爱情，高消费；冬：短期出游，亲情，低消费。综上，云南季节

可基本分为夏秋、春冬两部分，若认为时间长、消费高、与重要的同行者出游对游客更有意义，则游客

更喜欢于夏秋两季进行意义重大的出行，且意义越重大，季节倾向越明显。 

3.2. 认知分析 

本文分析了云南全年与四季排名前 100 的高频词，结果见表 2，未上榜者以“/”表示。图 5 为云南

四季高频词云图，中部为全年高频词，四周分别为春夏秋冬高频词。 
 

Table 2. Top-100 high frequency words for the whole year and the four seasons 
表 2. 全年与四季排名前 100 高频词表 

词汇 性质 
排名 

词汇 性质 
排名 

词汇 性质 
排名 

全 春 夏 秋 冬 全 春 夏 秋 冬 全 春 夏 秋 冬 

丽江 地区 1 1 1 1 1 第二  39 38 39 40 45 住宿 住宿 77 81 75 71 85 

古城 场所 2 2 2 2 2 文化 文化、氛

围 
40 39 46 39 36 民族 民族、氛围 78 84 77 75 72 

大理 地区 3 3 3 3 3 老板 购物 41 41 41 43 41 休息 旅游 79 79 73 74 90 

客栈 住宿、旅游 4 4 4 4 4 门票 价格、旅

游 
42 40 44 41 43 建筑 场所 80 73 85 85 63 

洱海 水景 5 5 6 7 5 一般 评价 43 43 49 38 39 国家公园 场所 81 96 55 68 / 

古镇 场所 6 6 7 6 7 虎跳峡 水景、山

景 
44 48 28 45 67 飞机 交通 82 70 79 87 75 

泸沽湖 水景 7 9 5 5 10 推荐 评价 45 51 43 44 40 自然 氛围 83 74 82 8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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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昆明 地区 8 7 10 10 6 味道 餐饮 46 42 42 51 46 历史 文化、氛围 84 91 94 80 73 

云南  9 8 8 9 8 特色 氛围 47 49 45 50 42 景色 旅游 85 95 80 79 93 

酒店 住宿、旅游 10 10 11 12 9 拍照 旅游 48 45 48 46 56 白族 民族 86 87 95 93 74 

香格里拉 地区 11 11 9 8 15 火车 交通 49 44 50 55 49 门口  87 86 88 91 95 

束河 人文景点 12 12 12 11 13 早上 时间 50 47 53 57 52 不同 评价 88 98 87 89 91 

玉龙雪山 山景 13 14 13 15 12 美食 餐饮 51 46 56 65 48 城市 场所 89 90 96 95 79 

时候 时间 14 13 14 13 16 价格 价格 52 54 63 48 53 三塔 人文景点 90 89 86 / 82 

公园 场所 15 15 16 16 11 阳光 旅游 53 52 71 58 44 美景 旅游 91 93 91 90 100 

时间 时间 16 16 15 14 14 世界  54 57 51 56 54 导游 旅游 92 94 84 88 / 

小时 时间 17 17 17 17 17 木府 人文景点 55 53 47 53 77 风情 氛围 93 / 92 92 87 

景区 场所 18 18 21 19 18 照片 旅游 56 58 60 49 65 火车站 交通 94 99 93 96 / 

第一  19 19 18 18 19 蓝月谷 水景、山

景 
57 59 52 60 66 游记 旅游 95 88 97 / 97 

晚上 时间 20 20 20 20 22 美丽 评价 58 55 61 54 60 餐厅 餐饮 96 76 / / 98 

雪山 场所 21 21 19 21 24 索道 交通 59 61 54 59 59 游玩 旅游 97 / / 83 / 

朋友  22 22 22 22 23 房间 住宿 60 62 57 61 57 温泉 场所 98 / / / 50 

喜欢 评价 23 24 23 23 26 分钟 时间 61 65 64 63 58 高原 场所 99 / 98 84 / 

生活 氛围 24 25 24 25 21 海拔 旅游 62 75 59 52 70 梯田 场所 100 60 / / 62 

旅行 旅游 25 23 25 24 25 好吃 餐饮、评

价 
63 56 62 70 61 码头 场所 / 78 / / / 

西双版纳 地区 26 26 29 32 20 酒吧 餐饮、娱

乐 
64 64 69 67 64 滇池 水景 / 85 / / 86 

不错 评价 27 27 26 26 28 司机 交通 65 69 68 73 68 日出 旅游 / 97 / / / 

公里 旅游 28 29 30 29 31 石林 山景 66 63 76 86 51 峡谷 场所 / 100 / / 99 

苍山 山景 29 31 34 31 27 四方街 人文景点 67 67 58 76 80 草原 场所 / / 83 94 / 

风景 旅游 30 28 37 28 35 中国  68 68 89 77 47 表演 娱乐 / / 90 / / 

景点 旅游 31 32 32 30 32 大研 人文景点 69 82 65 62 83 早餐 餐饮 / / 99 / / 

自由 氛围 32 30 31 36 30 摄影 旅游 70 66 70 81 69 方便 评价 / / 100 97 / 

旅游 旅游 33 33 35 34 29 徒步 交通 71 71 66 72 78 安静 评价 / / / 98 / 

拉市海 水景 34 35 33 35 33 天气 旅游 72 80 67 69 81 行李 交通 / / / 99 / 

机场 交通 35 34 38 42 34 纳西 民族 73 83 72 64 88 独克宗 人文景点 / / / 100 / 

普达措 水景 36 50 27 27 55 里格 水景 74 92 81 47 96 腾冲 地区 / / / / 89 

下午 时间 37 36 36 38 37 古道 场所 75 72 78 66 84 和顺 人文景点 / / / / 92 

游客 旅游 38 37 40 33 38 太阳 旅游 76 77 74 78 71 享受 评价 / / /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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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op-100 high frequency words cloud graph for the whole year and the four seasons 
图 5. 全年与四季前 100 高频词云图 

 

3.2.1. 旅游资源 
根据高频词，云南旅游资源有如下特征： 
1) 云南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广受欢迎。高频词中，地区共 6 处，景点共 18 处，场所共 15 处，合

计 39 处。说明云南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2) 云南水景大受欢迎，山景较少被游客提及。18 个景点中，包括具备多种性质的景点在内，水景，

即湖泊、河流、湿地、峡谷等景点共 8 处，山景，即山脉、峡谷、特殊地貌等景点共 5 处，人文景点共

7 处。结合排名分析，可见水景在云南广受欢迎，山景较少被人提及。 
3) 夏季旅游以水景和人文景观为主；冬季以山景为主。水景和人文景观总在夏季更受欢迎，山景则

在冬季更受欢迎。 

3.2.2. 旅游配套服务 
本文从食住行游购娱六个角度分析旅游配套服务。 
1) 餐饮：云南餐饮风味优美，广受欢迎，以春季为最。6 个餐饮相关词全部倾向于春季，没有一个

倾向于秋季。在六要素中，除占比极高的旅游要素外，餐饮关键词数量与排名偏高，没有负面词汇，可

见云南餐饮广受欢迎。 
2) 住宿：特色客栈与酒店兼顾旅游和住宿需要，住宿行业根植于旅游业蓬勃发展。相较餐饮服务，

住宿关键词数量略少、排名略高，表明住宿与餐饮同样具有较高的关注度。住宿高频词中，同样与旅游

相关的“客栈”、“酒店”排名靠前，与旅游关系较少的“房间”、“住宿”则相反，体现了云南住宿

地与旅游的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住宿词倾向于春季。 
3) 交通：跨省交通以飞机为主，省内交通中，独有的索道广受欢迎。交通词汇共 8 个。其中“机场”

词频高于“火车”，“飞机”高于“火车站”，说明飞机是云南跨省交通的最主要途径。在省内交通中，

除了“司机”、“徒步”分别体现乘车、步行外，“索道”一词排名相当靠前，这一兼具旅游功能的特

色交通方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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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游：旅游资源高度丰富，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具有深厚内涵。除旅游资源分析中的 39 个词属于

旅游范畴外，还包含旅游相关词 23 个，合计高达 62 个，另有民族相关词共 4 个，可见云南的旅游资源

丰富。云南四季均具有较多时令性景观，如春季的“梯田”，夏季的“草原”、秋季的“高原”、冬季

的“温泉”等场所独具特色。 
5) 购物：购物受到关注较少，相关产业有待加强。与购物和价格相关的词汇较少，没有特定的购物

地和特色产品，只有“老板”、“价格”、“门票”三个宽泛词汇。经分析，老板以客栈、酒店、餐厅

老板为主，其它老板以贵金属业为主，可能高昂的价格是云南购物欠发达的原因之一。 
6) 娱乐：丽江酒吧一枝独秀，景区表演涵盖广泛。与娱乐相关的词汇有 2 个。“酒吧”是丽江的特

色，这一具有现代气息的娱乐场所在云南独树一帜。“表演”一词涵盖广泛，经上下文分析，以歌舞、

戏剧、动物表演为主。 

3.2.3. 社会环境与气氛 
1) 市容市政：社会氛围与旅游氛围高度结合，游客赞不绝口。氛围词汇共 8 个，这些词富有人情味

与烟火气，独具民族特色，表现了亲近自然、向往自由的氛围。同时体现了云南社会机能和旅游机能的

高度融合的特点。游客评价词共 10 个。除“一般”外均为赞美词，游客对云南给予了高度评价。 
2) 居民素质与态度： 
a) 商家态度亲切、热情好客、富有人情味。涉及商户的仅有“老板”一词，评价以正面居多，上下

文以闲聊、请老板帮忙为主。说明云南的社会氛围是非常热情友善、有人情味的。 
b) 不合理收费的现象确实存在，刻板印象也根深蒂固。除涉及价格的“价格”“门票”外，“司机”

一词也值得关注。这些词上下文频繁出现胡乱定价、中途涨价、强行收费等行为。同时“事先谈好价格”

等防备性语句频现，意味着部分游客已经对不合理收费产生防备心理。 
3) 旅游目的地节奏：时间紧张，路途遥远，游客旅游节奏紧凑。高频词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引

起关注：有关时间的词汇数量较多，共有 7 个。上下文中，游客时有表示车程过长，游览时间过短，行

程匆忙。前文分析，云南游客消费较高、耗时较长，因此可能对旅游更加重视。同时云南旅游业发达，

过于规范化的旅游服务可能加重了旅程的仓促。 

3.2.4. 总结 
综上，基于认知分析的云南四季形象关键词如下：春季：餐饮、梯田、码头；夏季：水景、人文景

观、住宿、公园、草原；秋季：住宿、公园、高原；冬季：山景、梯田、城市、民族、温泉。 
可见，云南夏季以水景和人文景观为主，冬季以山景为主，四季各有特色服务与场所。总体上，云

南的水景更受欢迎，餐饮与住宿业较为发达，购物与娱乐业反之。云南的社会氛围充满旅游气息，人民

热情好客，但依然存在不合理收费等现象，旅游节奏紧张的现象值得关注。 

3.3. 情感分析 

本文分析了全部游记共 782,924 句的感情倾向，结果如表 3，其中占比指当前季节该倾向语句占全年

的比例。 
数据显示，13,033 篇游记中，正面评价远多于负面评价，春夏两季好评相对较少，秋冬两季较多。

其中夏冬两季的情感倾向需要重点关注。根据上文分析，夏季的水景和人文景观广受关注，此外夏季的

旅行意义更加重大，同时受到基于亲情、爱情游客的青睐，其好评度却低于预期值。冬季以山景为主，

它的游客更为一般化，好评率却较高。因此优化水景与人文景观服务，完善云南亲情、爱情特色旅游可

能是改善这一现象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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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entiment tendency analysis of yunnan travel notes 
表 3. 云南游记情感倾向分析表 

情感倾向 
全年 春 夏 秋 冬 

数量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正面 318,525 71,726 0.225 85,444 0.268 87,195 0.274 73,860 0.232 

中性 372,774 85,330 0.229 101,106 0.271 100,022 0.268 86,316 0.232 

负面 91,625 20,887 0.228 25,022 0.273 24,880 0.272 20,836 0.227 

合计 782,924 177,943 0.227 211,572 0.270 212,097 0.271 181,012 0.231 

4. 总结与建议 

总体来说，云南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山、水、人文景观兼备，水景最受关注，餐饮、住宿业发达

而娱乐、购物相对薄弱。社会氛围富有人情味，独具民族特色。云南游客旅行时间长、消费高，对云南

的总体印象以积极为主，而云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收费不合理和旅游时间仓促两方面。从时令角度，云

南春冬以短期、低消费旅游为主，夏秋以长期、高消费旅游为主，出游同伴主要与节假日相关。夏季水

景和人文景观备受关注，是唯一一个同时吸引爱情和亲情游客的景点，正面评价却略有不足。以山景为

主的冬季广受好评。 
本文综合考虑各项结论，试图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云南的发展提出建议，现总结如下：1) 开拓

亲情、爱情主题旅游；2) 以完善水景和人文景观为核心，开发云南四季时令性旅游资源；3) 促进娱乐与

购物产业发展；4) 整顿社会氛围与扭转刻板观念并重；5) 旅游时间仓促的现象需提起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部分结论触及到了传统观念所忽略的领域，与人们对云南的一般印象相比，

开拓了新的视角，各个结论相互联系、互为补充。这些结论无疑是最具有价值的。它们可以从全新的角

度优化游客的旅游体验，触及云南形象的盲点，进一步丰富云南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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