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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旅游”背景下旅游网络关注度为了解景区旅游需求时空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基于百度

指数数据分享平台，通过获取2011~2020年北京市68家高A旅游景区的网络搜索数据，借助Python和
ArcGIS软件，运用年际变动指数、季节性强度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对其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征分析。

研究发现：1) 北京市5A高等级景区和1A初等级景区数量较少，“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体结构仍有

优化改进的空间。2)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呈现出旺季较长、平季和淡季较短的特征，并且月度特征由“双
峰”向“多峰”转变，高峰出现在4月、8月和10月，与实际旅游流基本吻合。3) 节假日期间网络关注

度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并且随着年份由倒“U”型转变为倒“V”型，其中“五一”关注度高峰出现在4
月29~30日，具有明显的前兆效应，“十一”关注度高峰出现在10月2~3日，与实际旅游流趋于一致。

4) 全国31个省市对北京高A景区关注度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近高远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主要是地理空间距离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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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m network concern degre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ourism” provide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tourist de-
mand in scenic spots. Based on the Baidu index data sharing platform, this paper obtains the on-
line search data of 68 High-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from 2011 to 2020, and uses Python and 
ArcGI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dex, seasonal intensity index 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umber of 5A scenic spots and 1A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is small, and the spindle 
structure of “big in the middle, small at both ends” still has room for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
ment. 2) The network attention of scenic spots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er peak season, 
shorter average season and off-season, and the monthly characteristics change from “double peak” 
to “multi peak”. The peak appears in April, August and October, which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tourism flow. 3) During the holidays, the network attention shows a trend of first rising 
and then falling, and changes from inverted “U” type to inverted “V” type with the year. The peak of 
attention on the “May Day” appears from April 29 to 30, which has obvious precursor effect. The 
peak of attention on the “National Day” appears from October 2 to 3,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tourism flow. 4)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attention of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to 
Beijing high-grade scenic spots, which sh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ar high 
and far low, east high and west low”, mainly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spatial distance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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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同时大数据的快速发

展也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0.4% [1]。
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同时也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旅游”不断迸发出新的火花，旅游信息的传播不

再受到时空限制，人们以搜索引擎为平台，以网络搜索关键词为钥匙，在互联网中寻找旅游信息。充分

利用大数据，获得有价值信息是当前旅游产业的一次重大机遇，而北京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全球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每年吸引着大量国内外游客慕名参观，其中 5A 和 4A 级旅游景区的世

界知名度比较高，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北京市旅游发展的前沿水平。因此，研究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

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可以及时掌握游客的旅游需求变化，为景区应对旅游高峰提供科学依据，对促进

旅游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国内现有文献中，2008 年李山等[2]利用百度指数数据，对中国第一批 66 个 5A 级景区 2006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网络关注度展开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网络关注度是其现实游客量的前兆。2013 年黄先开等[3]
运用计量经济学探究了百度关键词与北京故宫实际游客量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增

强了预测的时效性。2019 年刘嘉毅等[4]对“天价虾”事件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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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许艳等[5]结合区域经济差异测算指标，对 2013~2017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对乌镇景区的网络关注度进

行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发达程度、地理空间距离、气候舒适度等是影响时空差异的主要因素。在国外现有

文献中，2009 年 Zheng X.等[6]指出用户输入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此外在关于一个特定城市的搜索中，旅游搜索的比例与该城市的“旅游”水平有关，旅行者搜索的关键词

反映了他们对城市及其竞争对手的了解。2013 年 Bing P. [7]深入研究了搜索引擎的排名和网络点击量的关

系，在排名靠前的搜索引擎中，关于旅游目的地信息的网络点击量也呈现出较高的趋势。点击量与搜索引

擎排名有着同样的变动趋势，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需要对旅游要素进行整合，创造新的营销手段。 

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互联网+旅游”背景下，从网络搜索视角出发，利用百度指数衡量北京市旅游

网络关注度，丰富网络搜索在旅游需求中的应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旅游景区正确选择营销推广时段和目

标投放地区，避免盲目的、无序的客源市场开发，为北京市旅游景区网络营销、旅游市场开发和旅游景

区游客预警管理提供实证依据，从而更好的推动北京市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互联网与旅游的深度融

合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网络关注度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互联网获取旅游相关信息。网络关注度即事物在网络

空间受到关注的程度。人们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快捷方便的搜索所需的各类信息，于是网络搜索关键词和

浏览痕迹都被搜索引擎记录下来，由此生成了海量的网络搜索数据。网络搜索数据潜在的反映出人们的

意愿，比如在网络上搜索“北京旅游”，这意味着他近期或者不久的将来有去北京旅游的想法或者是他

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有这个意向需要帮忙查询相关信息，为外出旅游做好准备。通过统计这些数据，可以

分析出在一定时段内人们对旅游信息的关注程度。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是游客通过互联网辅助决策形成

的，贯穿于游客旅游的整个过程，即：出行前，游客在网上搜索旅游路线、景区、天气等信息；旅游中，

游客随时查询交通路线、住宿地址等信息；结束后，游客在论坛、贴吧等网络社交媒体上分享旅游感受，

其后出行的游客又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到这类信息，成为他们制定旅游计划的依据。 
目前，在中国搜索引擎行业中，百度是国内使用率最高的搜索引擎，《2019 年中国网民搜索引擎使

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百度搜索品牌的渗透率达到了 90.9%，受到国内用户的青睐[8]。根据 Statcounter
网站流量检测机构的统计数据，过去几年里百度搜索所占市场份额始终位列第一，百度在中国搜索引擎

的市场份额中占比 74.37%，用户规模最大，远远领先于搜狗(13.7%)和谷歌(3.66%)。2006 年，百度推出

了以百度海量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分享平台——百度指数，包括“趋势研究”、“需求图谱”和

“人群画像”三个模块。它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计算出各个关键词在百度网页搜索中搜索频次的加权，

通过曲线图的形式展示关键词的持续变化情况，可以较为准确全面地反映游客对旅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文采用百度指数来衡量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从而研究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

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3.2. 数据来源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平台提供的关键词搜索指数，数据获取包括景区确定、关

键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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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景区确定 
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中的划分标准，将旅游景区从高到低依次分为 5A、4A、3A、

2A 和 1A 五个等级，其中 5A 级是中国旅游景区最高评定标准，代表着世界级旅游精品景区等级，具有

国际市场的高知名度；4A 级旅游景区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较高，具有较高的资源吸引力和市场吸引力；

3A 级景区周边省市具有一定的市场吸引力。通过百度指数平台，对北京市 227 家 A 级景区关键词进行搜

索汇总，发现 3A 级以上景区网络关注度占比达到 80.87%，3A 级景区网络关注度占比 14.98%，2A 级景

区网络关注度占比仅为 4.15%，见图 1。考虑到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数量众多，5A 和 4A 级旅游景区的

世界知名度比较高，是国内外游客聚集相对较高的景区，也是我国旅游景区的中坚力量，而 3A 级及以

下旅游景区关注度占比不大，绝大多数景区知名度不太高。 
因此，本文选取 9 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 72 家 4A 级旅游景区代表北京市旅游发展的前沿水平，对其

进行网络关注度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北京市旅游景区的整体趋势。 
 

 
Figure 1. Proportion of network attention of A-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图 1. 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占比 

3.2.2. 关键词确定 
搜索关键词的确定是网络关注度研究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关于搜索关键词的选择方法研究还没有

统一的标准，主要方法有：技术取词法、直接取词法、范围取词法。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是北京市 5A
级和 4A 级旅游景区，有确定的景区名称，因此，采用直接取词法。将 81 家高 A 旅游景区的全称作为关

键词，获得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百度指数日搜索量。在搜索过程中，会出现以下

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关键词未被收录即将景区全称输入百度指数搜索栏无结果；第二种是关键词指代不

明即其他地方有与北京市相同名字的景区。 
对于第一种情况，可能是游客搜索行为导致的，大部分网络用户对景区搜索时会输入简写名称进行

搜索，因此，对景区全称进行增删修改，选择整体搜索量最高的词语作为最终该景区的关键词，若多次

尝试都显示未被收录，认为该关键词为无效搜索，将其剔除。如将“圣莲山旅游度假区”作为关键词进

行百度指数搜索，结果显示关键词“圣莲山旅游度假区”未被收录，将“圣莲山”和“圣莲山风景区”

作为搜索关键词，结果均会显示搜索量的变动趋势，但发现关键词“圣莲山风景区”对应的百度指数日

搜索量要比关键词“圣莲山”高得多，因此考虑选择对百度指数日搜索量更高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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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种情况，在景区全称前加上“北京”或“北京市”作为前缀，若显示趋势图，则将其作为最终

关键词，否则将其剔除。如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云居寺”，同时有“西安云居寺”和“北京云居寺”，所

以通过对比，将“北京云居寺”作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指数搜索，结果显示搜索量的变动趋势，认为有效。 
整个搜索过程，可以发现“小汤山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仙居谷风景区”、“北京张裕爱菲堡国

际酒庄”、“世界葡萄博览中心景区”、“龙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谷山村景区”和“北

京世园景区”八个旅游景区的所有关键词均显示未被收录，而“八奇洞风景区”、“顺义国际鲜花港”、

“乐多港假日广场”、“京东石林峡”和“南宫旅游景区”五个旅游景区的关键词搜索量大部分为零值，

因此，将这 13 家旅游景区予以剔除，最终获得 68 家 A 级旅游景区，其中 5A 级景区 9 家，4A 级景区 59
家，见表 1。 
 
Table 1. Baidu Index search keywords of high-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表 1. 北京市高 A 景区的百度指数搜索关键词 

序号 景区名称 搜索关键词 等级 

1 颐和园 颐和园 5A 

2 十三陵 十三陵 5A 

3 慕田峪长城 慕田峪长城 5A 

4 八达岭长城风景名胜区 八达岭长城 5A 

5 天坛公园 天坛公园 5A 

6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5A 

7 恭王府 恭王府 5A 

8 北京市奥林匹克公园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5A 

9 圆明园遗址公园 圆明园遗址公园 5A 

10 石景山游乐园 石景山游乐园 4A 

11 八大处公园 八大处公园 4A 

12 玉渊潭公园 玉渊潭公园 4A 

13 香山公园 香山公园 4A 

14 中央广播电视塔 中央电视塔 4A 

15 北京市植物园 北京市植物园 4A 

16 紫竹院公园 紫竹院公园 4A 

17 凤凰岭自然风景公园 凤凰岭自然风景区 4A 

18 戒台寺 戒台寺 4A 

19 潭柘寺 潭柘寺 4A 

20 北京十渡风景名胜区 十渡风景区 4A 

21 云居寺 北京云居寺 4A 

22 圣莲山旅游度假区 圣莲山风景区 4A 

23 石花洞 石花洞 4A 

24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周口店遗址 4A 

25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 韩美林艺术馆 4A 

26 通州大运河森林旅游区 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 4A 

27 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4A 

28 龙脉温泉度假村 龙脉温泉度假村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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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9 银山塔林风景区 银山塔林 4A 

30 中国航空博物馆 中国航空博物馆 4A 

31 居庸关长城 居庸关长城 4A 

32 绿野晴川野生动物园 大兴野生动物园 4A 

33 青龙峡旅游度假区 青龙峡 4A 

34 红螺寺 红螺寺 4A 

35 北京黄花城水长城旅游区 黄花城水长城 4A 

36 雁栖湖旅游区 雁栖湖 4A 

37 京东大峡谷旅游区 京东大峡谷 4A 

38 金海湖风景区 金海湖 4A 

39 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景区 渔阳国际滑雪场 4A 

40 北京丫髻山道教文化名胜区 丫髻山 4A 

41 司马台长城景区 司马台长城 4A 

42 黑龙潭旅游区 北京黑龙潭 4A 

43 龙庆峡旅游区 龙庆峡 4A 

44 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 野鸭湖湿地公园 4A 

45 八达岭水关长城景区 水关长城 4A 

46 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景区 百里山水画廊 4A 

47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4A 

48 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 4A 

49 明城墙遗址公园 明城墙遗址公园 4A 

50 地坛公园 地坛公园 4A 

51 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 4A 

52 北京海洋馆 北京海洋馆 4A 

53 首都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 4A 

54 景山公园 景山公园 4A 

55 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 4A 

56 北京天文馆 北京天文馆 4A 

57 什刹海风景区 什刹海 4A 

58 陶然亭公园 陶然亭公园 4A 

59 蟹岛绿色生态农庄 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 4A 

60 朝阳公园 朝阳公园 4A 

61 北京欢乐谷 北京欢乐谷 4A 

62 中国紫檀博物馆 中国紫檀博物馆 4A 

63 世界公园 世界公园 4A 

64 北京园博园 北京园博园 4A 

65 世界花卉大观园 世界花卉大观园 4A 

6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4A 

67 北京汽车博物馆 北京汽车博物馆 4A 

68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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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方法 

3.3.1. 年际变动指数 
年际变动指数用来反映网络关注度年际差异的相对值，将历年网络关注度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数，然

后用此基准数去除各年的网络关注度，计算公式如下： 

1

i
i n

i
i

X
Y

X

n
=

=

∑
                                     (1) 

式中， iY 表示年际变动指数， iX 表示第 i 年景区网络关注度，n 表示年度数。 iY 越接近于 100%，表明网

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动强度越小，关注度越稳定；反之， iY 值过大或过小，越远离于 100%，则表明网络关

注度的变动强度越大，关注度越不稳定。 

3.3.2. 季节性强度指数 
季节性强度指数用来反映网络关注度的时间集中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 )
12 2

1
8.33 12i

i
R X

=

= −∑                                (2) 

式中： iX 表示第 i 月网络关注度占全年总关注度的比重，8.33 是全年总关注度的平均值即将 100%平均

分配到 12 个月所得到的比重。R 值越大，表明网络关注度的季节性差异越明显，分布越集中，淡旺季之

间的差异就越大；R 值越接近于零，表明网络关注度的季节性变动越小，全年分布越均匀。 

3.3.3.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用来衡量旅游流空间分布结构，计算公式如下： 

( )2

1
100

n

i
i

G P P
=

= × ∑                                 (3) 

式中： iP 表示第 i 个地区的网络关注度，P 表示所有地区的关注度总量，n 表示地区数。地理集中指数取

值范围为[0, 100]，当各地区平均分时地理集中指数为 18。G 值越大，表明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越集中；

G 值越小，表明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越分散。 

4. 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总体发展情况 

北京市地处中国华北平原北端，东与天津市毗连，其余均与河北省相邻，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

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四大功能区，共辖 16 个区。对北京市 2001 年至 2020 年

4 个时间段 A 级旅游景区数量进行统计，发现 A 级旅游景区总体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 2001 年的

47 家增加到 2020 年的 227 家，年均增长率达到 8.64%，见表 2。2001 年北京市产生首批 A 级旅游景区

47 家，2007 年首批入选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 4 家 5A 级景区，此后相继增加 5 家 5A 级景

区。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数量已经达到 227 家，其中 5A 级景区 9 家，4A 级景区 72 家，

3A 级景区 115 家，2A 级景区 31 家，1A 级景区 0 家。综合景区等级和数量来看，3A 级景区所占比例最

大，其次是 4A 和 2A 级景区，而 5A 高等级景区和 1A 初等级景区数量较少，意味着这种“中间大–两

头小”的纺锤体结构仍有优化改进的空间。 
从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发展情况来看：3A 级和 4A 级旅游景区增加数量最多，分别从 2001 年 4 家和

17 家增加到 2019 年 115 家和 72 家，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 19.34%和 1.82%。5A 级旅游景区增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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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故宫博物院、天坛公园、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成为北京市首批 5A 级景区，此后十三陵、慕田峪

长城、恭王府、奥林匹克公园相继入围 5A 级景区，2020 年圆明园从 4A 级景区升级正式成为 5A 级景区。 
 
Table 2.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表 2. 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不同阶段统计 

景区等级 
年份 

年均增长率 
2001 2007 2013 2020 

5A 0 4 8 9 - 

4A 17 40 67 72 7.89% 

3A 4 32 86 115 19.34% 

2A 22 53 42 31 1.82% 

1A 4 17 10 0 - 

合计 47 146 213 227 8.64% 

5. 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分布特征 

5.1. 年际特征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获取 2011 年至 2020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北京市 68 家高 A 旅游

景区的百度指数日搜索量，计算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每天的网络关注度总和，按照对应年份得到当年的

网络关注度总量和年增长率，见图 2。可以看出，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总体上呈现出先增后

减的趋势，并且变化幅度大小不一，从 2011 年开始网络关注度逐年增长，2014 年网络关注度有较大幅

度增长，年增长率达到 17.77%，2015 年和 2016 年网络关注度保持低速增长，分别为 9.48%和 8.44%，

并且在 2016 年网络关注度达到顶值，从 2017 年开始网络关注度开始有所回落，2018 年网络关注度年增

长率为−12.45%，2019 年年增长率稍有改善，但仍为负值。由于近几年市面上众多搜索引擎产品可供用

户自由选择，一定程度上对百度引擎形成了冲击，并且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出现和微博、今日头条等

自媒体的崛起，导致百度搜索在信息上的优势流失，使得总体网络关注度有所下降。2019 年 12 月爆发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国内各地旅游业产生深远影响，直到 2020 年夏季旅游市场开始逐步恢复，导致

2020 年一整年的总体网络关注度仅为 472,161，负增长 31.12%，达到近十年最低值。 
 

 
Figure 2. Annual changes of the network attention of high-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2011~2020) 
图 2. 2011~2020 年北京市高 A 景区网络关注度年度变化 

https://doi.org/10.12677/sa.2021.104061


李静静 等 
 

 

DOI: 10.12677/sa.2021.104061 601 统计学与应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网络关注度的年际特征，本文使用年际变动指数来衡量。运用公式(1)，通过计算得出

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动指数，具体结果见表 3。可以看到，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动指数

逐年攀升，从 2011 年的 64.25%增加到 2013 年的 87.79%，随后逐渐远离且大于 100%，年际变动指数在 2016
年更是达到了 128.82%，表明全国对北京市景区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化幅度较大，总体不够稳定。但 2016
年之后，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动指数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到 2019 年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动指数数值为

105.85%，最为接近 100%，表明全国对北京市高 A 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化强度较小，网络关注

度较为稳定，有利于北京市各个旅游景区的长期均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年际变动指数直降为

80.73%，可见旅游因为疫情备受冲击，可以说 2020 年是旅游业最艰难的一年，经历了从“熬过去”到“活

下来”的过程，未来需要在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通过线上平台或网红景点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复苏。 
 
Table 3. Inter annual variation index of scenic spots network attention in Beijing (2011~2020) 
表 3. 北京 2011~2020 年景区网络关注度年际变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年际变动指数(%) 64.25 75.92 87.79 106.77 117.95 128.82 122.76 109.85 105.85 80.73 

5.2. 季节特征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获取的网络关注度是虚拟旅游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现实旅游流，本文

参考旅游客流季节划分标准[9]，统计全国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对应年份的月度网络关注度，将当月

网络关注度高于年内网络关注度的月份划分为旺季，当月网络关注度介于年内网络关注度 80%至 100%
之间的月份划分为平季，当月网络关注度低于年内网络关注度 80%的月份划分为淡季。通过计算得到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the network attention in low and peak seasons of high-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表 4. 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淡旺季分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旺季 平季 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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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历年淡旺季分布情况，见表 4。对比可以发现，2011 年至 2020 年这十

年间全国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情况表现为：虽然各年淡旺季分布存在些许差异，但旺季主

要集中于每年的 4 月至 10 月，平季多出现在 6 月和 11 月，淡季分布在 12 月和次年 1 月。总体而言，北

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在淡旺季分布上表现为旺季较长、平季和淡季较短的特征。 
根据气象划分法，可将一年分为四个季节，每三月为一个季度，即 3 月至 5 月为春季，6 月至 8 月

为夏季，9 月至 11 月为秋季，12 月至 2 月为冬季。将 2011 年至 2020 年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

度按照季节进行统计，得到春季网络关注度年平均值为 53,856，夏季网络关注度年平均值为 56,575，秋

季网络关注度年平均值为 49,855，冬季网络关注度年平均值为 34600，四个季节网络关注度占比分别为

27.63%、29.03%、25.58%和 17.75%，全国对北京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在夏季比例最高，春季次之，

冬季为一年中网络关注度最低的季节。 

5.3. 月际特征 

统计全国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在 2011 年至 2020 年每个月的网络关注度总和，进而得到对应年份

的月度网络关注度，其变化趋势如图 3 所示。通过对比 2011 年至 2020 年折线图，可以看出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每年的网络关注度变化走向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在 2011 年至 2013 年这三年间全国对北京高 A
景区网络关注度呈现出“双峰”特征，其中每年的 4 月和 10 月为网络关注度的峰值，11 月至次年的 2
月为网络关注度的低谷，每年的 7 月和 8 月网络关注度有凸起趋势。在 2014 年至 2017 年这四年间全国

对北京高 A 景区网络关注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三峰”特征，除了每年 4 月和 10 月外，网络关注度在 8
月形成一个新的峰值，表明人们在暑期外出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在 2018 年至 2020 年这三年间全国对

北京高 A 景区网络关注度呈现出“四峰”的特征，在每年的 2 月也形成一个新的峰值，2019 年数值表现

最为明显，表明人们经过寒冷的冬季对外出有着迫切的需求。 
 

 
Figure 3. Monthly changes in network attention of scenic spots (2011~2020) 
图 3. 2011~2020 年景区网络关注度月度变化 
 

纵观这十年间的网络关注度变化，可以看到最高值几乎都出现在 4 月份，主要是因为气候舒适和接

下来“五一”节假日的来临，旅游需求迅速升高，人们选择外出踏春游玩，形成了高峰区，而每年的最

低值均出现在 12 月或 1 月，主要是因为进入冬季，天气寒冷，不适宜开展外出旅游活动，人们旅游需求

较弱，形成了低谷区，但同时网络关注度变化由“双峰”向“多峰”转变，反映出景区的季节影响在逐

渐缩小。2020 年的 2 月没有表现向上凸起，反倒向下凹进，是因为 2019 年爆发的疫情使得短时间内外

出成为困难，相应的网络关注度不高。 

https://doi.org/10.12677/sa.2021.104061


李静静 等 
 

 

DOI: 10.12677/sa.2021.104061 603 统计学与应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网络关注度的月际特征，本文使用季节性强度指数来衡量。运用公式(2)，计算出历

年季节性强度指数，结果见表 5，可以看到 2011 年至 2020 年北京市高 A 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季节

强度指数分别为 1.94、1.98、2.05、1.98、1.95、1.83、1.59、1.67、1.65 和 2.23，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

的变化趋势，表明全年各月高 A 景区网络关注度存在较强的时间差异，季节波动性较为明显，但这种差

异自 2013 年开始逐年递减。2011 年至 2013 年季节性强度指数持续上涨，表明全国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

区网络关注度年内各月分布差异越来越大，季节性差异越来越明显，而 2014 年至 2019 年季节性强度指

数开始下降，表明全国对北京市高 A 景区旅游需求年内各月分布逐渐趋于均匀，网络关注度具有季节性

差异变小的趋势。2020 年季节性强度指数增加，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夏季外出旅游和冬季外

出旅游形成鲜明的对比。 
 
Table 5. Seasonal intensity index of scenic spots network attention (2011~2020) 
表 5. 2011~2020 年景区网络关注度季节性强度指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季节性强度指数 1.94 1.98 2.05 1.98 1.95 1.83 1.59 1.67 1.65 2.23 

5.4. 周内特征 

根据百度指数平台，获取全国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日

网络搜索量，按星期计算网络关注的平均值并绘制周内网络关注度的分布情况，见图 4。可以看出，北

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总体上呈现“周末高，工作日低”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星期一至星期二景

区网络关注度稍有回落，星期二至星期六逐渐上升，在星期五这天增速达到了 5.73%，周内最大峰值出

现在星期六，之后开始迅速下降，在周日这天降幅达到了 6.05%，并在星期一触底出现周内网络关注度

最小值。这一特征与旅游人数工作日较少、周末较多的现状较为相符，在周末外出旅游前，游客会通过

网络搜索相关旅游信息，从而制定旅游计划，一般来说提前 1 至 3 天，也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存在较高

的网络关注度，星期六达到了关注的峰值，星期日由于在旅途中而对景区的网络关注度开始下降。 
 

 
Figure 4. Weekly distribution of network attention of high-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图 4. 北京市高 A 景区网络关注度周内分布 

5.5. 节假日特征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定节假日有七个，分别是春

节、国庆节两个黄金周和元旦、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五个小长假。在节假日期间，人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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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旅游的意愿更为强烈，相应的景区网络关注度在节假日年后会出现较大波动，由于季节因素的影响，

在“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出游的人群最为明显，是游客聚集的高峰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因此，本文选择“五一”和“十一”这两个节假日，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特征进行分析。

考虑到每年具体放假日期不一样，为了确保研究时间段在节假日范围内，对北京市 68 家高 A 旅游景区

2011 年至 2020 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假期前后的逐日搜索量进行统计，时间从节假日前

一周到节假日结束后两天，见图 5。 
 

 

 
Figure 5. Daily network attention during the May Day and the National Day 
图 5. “五一”和“十一”节假日前后逐日网络关注度 
 

可以看出，在这十年间“五一”和“十一”节假日期间的景区网络关注度由 2011 年至 2013 年的倒

“U”型逐渐变化成 2014 年至 2020 年的倒“V”型，表明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越来越向节假

日集中，节假日与非节假日的差距越来越大。北京市高 A 景区历年网络关注度在“五一”前后的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大部分年份在节假日前一至两天达到峰值，在节假日期间开始下降并在节后趋于稳定，具

有明显的前兆效应，这与人们在外出旅游前搜索旅游信息的行为特征一致。从“十一”前开始全国对北

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并在 10 月 2 日和 10 月 3 日这两天达到峰值，之后网络关注

度开始下降并在节日后趋于稳定。两者不同的是，“五一”网络关注度峰值出现在节假日开始前，而“十

一”网络关注度峰值出现在节假日期间的前几天，这可能是“十一”假期时间相对较长，人们分流外出

旅游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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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获取 2011 年至 2020 年全国除港澳台外 31 个省市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的百度

指数，得到相应年份各省市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总和的排名情况。由表 6 可以发现，除

少数地区的网络关注度位序存在显著跳跃现象，总体上全国各地对北京高 A 景区网络关注度位序相对稳

定。由于研究景点全部位于北京市，北京市始终位于地区网络关注度排行榜的首位，2017 年网络关注度

为 12,587,004，达到十年间地区网络关注度的峰值，而河北省具有明显的可达性，网络关注度仅次于北

京市。广东、河北、河南、江苏、山东、上海、天津、浙江等地区网络关注度排名靠前，其中河北、河

南、山东等地区位于北京周边，空间距离有较大优势，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区虽然距离北京较远，但

经济发展较好，旅游消费能力和旅游动机较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网络关注度。西部地区游客对北京市

旅游景区关注度明显偏低，其中海南、宁夏、青海、西藏这四个地区的网络关注度排名基本维持在 28、
29、30、31，还有甘肃、贵州、新疆等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口基数小，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

距离目的地北京市较远，网络关注度排名靠后。 
 
Table 6. The network attention and ranking of high-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by regions 
表 6. 各地区对北京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及排名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安徽 543,352 (15) 734,539 (13) 1,024,538 (16) 1,088,161 (15) 1,207,466 (14) 

北京 5,181,460 (1) 5,300,299 (1) 6,525,254 (1) 10,487,094 (1) 11,450,993 (1) 

重庆 350,180 (23) 442,265 (23) 664,234 (23) 711,139 (22) 861,450 (21) 

福建 505,490 (19) 521,602 (20) 800,849 (18) 757,344 (21) 863,283 (20) 

甘肃 262,044 (25) 316,640 (26) 508,291 (25) 595,124 (25) 607,373 (25) 

广东 928,014 (5) 957,053 (5) 1,603,985 (5) 1,925,370 (4) 2,047,747 (4) 

广西 405,151 (21) 530,135 (19) 695,572 (21) 706,390 (23) 861,024 (22) 

贵州 236,618 (27) 352,238 (25) 495,364 (26) 547,304 (27) 578,545 (26) 

海南 180,129 (28) 158,681 (29) 215,492 (29) 268,846 (30) 303,525 (28) 

河北 1,461,912 (2) 1,556,274 (2) 1,737,682 (2) 3,170,402 (2) 3,246,238 (2) 

河南 862,408 (7) 1,157,220 (4) 1,683,206 (4) 1,761,074 (5) 1,668,144 (8) 

黑龙江 561,295 (14) 554,035 (18) 747,441 (19) 1,060,464 (16) 1,116,294 (17) 

湖北 666,294 (12) 849,150 (9) 1,207,288 (9) 1,369,011 (10) 1,301,343 (13) 

湖南 520,261 (16) 685,227 (17) 1,014,364 (17) 1,050,156 (17) 1,063,190 (18) 

吉林 514,349 (18) 521,106 (21) 708,874 (20) 824,384 (19) 1,022,032 (19) 

江苏 797,692 (9) 838,094 (10) 1,170,961 (11) 1,470,262 (7) 1,766,602 (7) 

江西 387,559 (22) 496,346 (22) 683,782 (22) 780,413 (20) 795,596 (23) 

辽宁 781,627 (10) 792,237 (12) 1,048,512 (15) 1,040,743 (18) 1,450,611 (11) 

内蒙古 483,300 (20) 703,044 (16) 1,056,847 (14) 1,111,473 (14) 1,148,657 (16) 

宁夏 155,964 (29) 176,159 (28) 269,575 (28) 314,953 (28) 288,746 (29) 

青海 70,497 (30) 111,032 (30) 184,997 (30) 303,708 (29) 275,655 (30) 

山东 942,785 (4) 942,147 (6) 1,343,870 (6) 1,457,666 (8) 1,857,371 (5) 

山西 686,461 (11) 860,610 (8) 1,066,350 (13) 1,396,232 (9) 1,442,023 (12) 

陕西 613,544 (13) 711,262 (14) 1,079,049 (12) 1,239,617 (13) 1,167,48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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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上海 865,872 (6) 907,689 (7) 1,281,772 (7) 1,299,385 (12) 1,847,135 (6) 

四川 519,477 (17) 706,248 (15) 1,263,322 (8) 1,566,281 (6) 1,457,828 (10) 

天津 1,332,856 (3) 1,323,261 (3) 1,737,266 (3) 2,295,759 (3) 2,107,887 (3) 

西藏 25,915 (31) 29,368 (31) 36,549 (31) 4859 (31) 52,799 (31) 

新疆 238,095 (26) 315,960 (27) 460,925 (27) 551,287 (26) 569,820 (27) 

云南 321,040 (24) 438,942 (24) 592,891 (24) 653,508 (24) 650,641 (24) 

浙江 818,820 (8) 837,709 (11) 1,174,676 (10) 1,346,828 (11) 1,560,855 (9) 

地区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安徽 118,563 (18) 1,380,665 (14) 1,361,543 (14) 1,342,599 (14) 1,175,758 (12) 

北京 1,178,890 (1) 12,587,004 (1) 11,920,793 (1) 11,688,183 (1) 8,949,964 (1) 

重庆 904,177 (22) 1,083,744 (21) 959,550 (22) 960,413 (21) 719,262 (22) 

福建 106,726 (20) 1,258,249 (18) 1,202,552 (18) 1,207,712 (16) 991,252 (15) 

甘肃 648,982 (27) 746,514 (25) 727,511 (25) 680,106 (25) 500,366 (25) 

广东 2,546,706 (4) 2,409,471 (3) 2,379,036 (3) 2,381,226 (3) 2,333,129 (3) 

广西 902,525 (23) 962,460 (23) 833,658 (24) 895,206 (24) 695,602 (23) 

贵州 649,329 (26) 738,880 (26) 652,951 (26) 651,666 (26) 468,252 (26) 

海南 371,859 (29) 367,664 (29) 456,486 (28) 427,443 (28) 343,775 (28) 

河北 3,796,923 (2) 3,289,864 (2) 3,786,764 (2) 3,519,871 (2) 2,666,099 (2) 

河南 2,094,376 (7) 2,133,963 (6) 2,041,218 (6) 2,004,616 (6) 1,578,416 (8) 

黑龙江 126,113 (17) 1,104,942 (20) 1,201,416 (19) 1,128,802 (18) 870,259 (18) 

湖北 141,101 (13) 1,492,544 (12) 1,461,802 (13) 1,436,985 (12) 1,137,772 (13) 

湖南 115,776 (19) 1,325,495 (16) 1,226,256 (16) 1,193,094 (17) 934,383 (17) 

吉林 140,154 (14) 1,170,642 (19) 1,149,336 (20) 1,042,314 (20) 733,847 (21) 

江苏 2,156,031 (6) 2,099,262 (7) 1,872,706 (8) 1,929,976 (8) 1,915,975 (5) 

江西 908,058 (21) 974,696 (22) 969,815 (21) 943,176 (22) 761,712 (20) 

辽宁 149,523 (12) 1,485,182 (13) 1,604,825 (10) 1,502,568 (11) 1,308,076 (11) 

内蒙古 130,909 (16) 1,299,446 (17) 1,221,938 (17) 1,126,473 (19) 853,154 (19) 

宁夏 360,231 (30) 424,680 (28) 382,929 (29) 360,525 (29) 270,304 (29) 

青海 529,632 (28) 293,662 (30) 257,801 (30) 212,667 (30) 156,821 (30) 

山东 201,009 (10) 2,383,386 (4) 2,203,079 (4) 2,302,311 (4) 1,968,086 (4) 

山西 157,318 (11) 1,543,332 (11) 1,496,902 (11) 1,433,430 (13) 1,102,087 (14) 

陕西 132,060 (15) 1,359,889 (15) 1,313,003 (15) 1,272,577 (15) 973,222 (16) 

上海 2,063,944 (8) 2,001,151 (8) 1,853,903 (9) 1,935,378 (7) 1,587,664 (7) 

四川 2,681,164 (3) 1,765,040 (9) 1,496,534 (12) 1,551,136 (10) 1,387,290 (10) 

天津 2,256,003 (5) 2281,102 (5) 2,177,677 (5) 2,193,413 (5) 1,491,518 (9) 

西藏 62,055 (31) 75,003 (31) 74,670 (31) 73,370 (31) 59,934 (31) 

新疆 666,233 (25) 609,693 (27) 569,744 (27) 545,153 (27) 346,002 (27) 

云南 796,326 (24) 914,458 (24) 903,129 (23) 903,877 (23) 667,205 (24) 

浙江 2,024,595 (9) 1617,174 (10) 1,875,399 (7) 1,812,097 (9) 1,698,83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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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网络关注度的空间特征，本文使用地理集中指数来衡量。运用公式(3)，计算出历年

地理集中指数，结果见表 7。当网络关注度在全国 31 个省市平均分布时，地理集中指数理想数值为 18，
由表 7 可以看出，总体上地理集中指数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其中 2011 年至 2013 年

地理集中指数下降，表明全国各地区网络关注度的集中程度在降低，北京市旅游景区的影响力在不断蔓

延，2014 年至 2015 年地理集中指数上升，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受到互联网各大搜索引擎和旅游网站热

帖文章的影响，北京市旅游景区名声增加，网络关注度上升，造成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2016 年后又开

始逐年下降，数值较为接近 18，表明全国 31 个关注北京高 A 旅游景区的地区分布较为分散，越来越趋

于稳定，空间分布在不断优化。 
 
Table 7.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of scenic spots network attention (2011~2020) 
表 7. 2011~2020 年景区网络关注度地理集中指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地理集中指数 28.43 26.84 25.27 29.09 29.21 27.53 28.43 28.16 28.14 27.56 

 
运用 ArcGIS 软件，根据数据进行分级得到图 6。由于不同省市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

不同，各省市在图中呈现出的颜色存在较大差异，表明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整体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不

均匀，大致以北京市为中心，向外逐渐扩散，呈现“近高远低、东高西低”的特点，这说明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的旅游市场在不断的扩大，也印证了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总体逐年增长，受搜索引

擎的分流和疫情的冲击造成 2017 年关注度后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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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etwork attention of high-grade scenic spots in Beijing (2011~2020) 
图 6. 2011~2020 年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 

7. 结论 

本文利用百度指数数据平台，针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从年度来看，旅游景

区的网络关注度由快速增长阶段到平稳增长阶段，逐渐趋于稳定态势；从季度来看，夏季关注度最高，

冬季关注度最低，且旺季较长、平季和淡季较短；从月度来看，网络关注度由“双峰”向“多峰”转变，

高峰期出现在每年的 4 月、8 月和 10 月，与实际旅游流相吻合；从周度来看，网络关注度在周六到达顶

峰，周二降到谷底；节假日期间是游客聚集的高峰期，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五一”网络关注度峰值出

现在 4 月 29 日至 30 日，具有明显的先兆效应，而“十一”网络关注度峰值出现在节假日开始的前两天，

前兆效应不明显。从空间来看，受经济发展和距离衰减规律的影响，网络关注度呈现“近高远低且东高

西低”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河北省、广州市等发达地区。 
通过对北京市高 A 旅游景区时空特征的分析，为游客外出旅行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同时对北京市旅

游流的预测和旅游市场开发营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本文仅以北京市 68 家高 A 旅游景区为例，并

不能完全反映北京市的旅游需求，因此分析的结论还不够全面，今后还应该开展影响网络关注度的相关

因素和实际旅游人数预测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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