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rv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服务科学和管理, 2023, 12(5), 357-36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sem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3.125045   

文章引用: 范留洋, 胡宇橙. 铜官窑古镇旅游度假区形象感知研究[J]. 服务科学和管理, 2023, 12(5): 357-364.  
DOI: 10.12677/ssem.2023.125045 

 
 

铜官窑古镇旅游度假区形象感知研究 

范留洋，胡宇橙 

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7月29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9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6日 

 
 

 
摘  要 

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即游客对旅游地的主观认知，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对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和利用

及铜官窑古镇旅游市场开拓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以铜官窑古镇为研究对象，通过Python爬虫程序采集

游客在美团OTA平台上对铜官窑古镇的自身体验评价作为数据来源，对铜官窑古镇的形象感知进行研究。

古镇游客分布呈地域毗邻性，以长沙本地为最多，出行时间多集中于节假日旅游高峰期。游客对古镇景

区核心吸引物体验多为积极感知，对古镇内存在景区票务不满、节假日人群过载、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为消极感知问题，最后针对目前铜官窑古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以期对提升铜官窑古镇旅游感知形象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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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is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tourists on tourism destina-
tions.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
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the tourism market development of Tong-
guan Kiln Ancient Town. This study takes the ancient town of Tongguan Kil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llects tourists’ self-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the ancient town of Tongguan Kiln on the Meituan 
OTA platform through the python crawler program as a data source, and studies the image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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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ion of the ancient town of Tongguan Kiln.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ts in ancient towns is geo-
graphically contiguous, with Changsha locals being the most, and the travel time is mostly concen-
trated during the peak tourist season during holidays. Tourists’ experience of the core attractions 
of the ancient town’s scenic spots is mostly positive perception, and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ticketing of scenic spots in the ancient town, overloaded crowds on holidays, under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are negative perception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ourism perception image of Tongguan Kiln Ancient Town, we put forward relevant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Keywords 
Tongguan Kiln Ancient Town, Tourist Evaluation, Grounded Theory, Image Perception,  
Imag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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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许多游客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游客可以通过网络获

取相关旅游景点信息，从而来安排自己的时间行程，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评价至关重要，这为

提升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形象发展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海量旅游体验数据可以帮助景点实现人群

画像分析游客行为。铜官窑古镇作为湖南省大型文化旅游项目，自开园以来许多游客通过网络平台分享

自己的旅游体验，为进一步研究湖南省旅游优选项目旅游形象感知，明确铜官窑古镇旅游资源优势和劣

势，从而帮助铜官窑古镇旅游度假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2. 相关研究进展 

旅游感知是旅游学中重要研究议题之一，游客在旅游过程通过感官获得一系列感知、认知，游客感

知直接作用于游客满意度，对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游客重游意愿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视角

主要有：以固定人群为主的目的地感知研究，以特色节日、传统文化传承项目为主的目的地感知研究，

以具体城市和景区为研究对象的目的地感知研究。 
(一)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旅游感知研究中韩雪等(2019)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国内研究旅游感知的

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定性为主的测度方法，如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1]、扎根理论法等；

二是以定量为主的测度方法，如多元统计方法中的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重要性–表现性分析模型

法中的 IPA 分析法、SEM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等[2]。程乾(2010)基于游客感知通过层

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古村落旅游资源评价研究[3]，史达(2022)基于文本挖掘探

索游客的目的地感知是如何形成的，深度挖掘的用户情感特征图谱研究，梳理出游客目的地感知形成过

程的故事线[4]。此外，黄颖华(2007)以内地居民“香港游”为例通过剖析顾客感知价值理论探讨旅游者

是如何形成对旅游经历价值的感知的[5]。 
(二)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研究研究旅游感知的测度方法不一，Gyunghoon 等(2022)采用的是探索性序贯混合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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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吸引力概念为指导，了解居民在建立居民–游客互惠关系中对游客的感知[6]。Anowar (2021)采用多

元回归模型从五个维度以期研究对游客感知进行测量[7]。Hunter 等(2007)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结合方法

来研究语言与形象感知[8]。还有 Assaker 等(2011)基于 SEM 方法对游客回访的感知意愿进行研究[9]。
RavinderJangra (2021)采用的是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对案例地游客观感进行评估，并有助于该

案例地制定适当的旅游政策和基础设施升级[10]。 

3. 研究案例概况及研究设计 

(一) 研究案例概况 
铜官窑古镇自开园以来许多游客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作为展示湖湘文化窗口之一，

铜官窑古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旅游资源，靠近长沙有综合区位优势，包括政府政策扶持等。 
本研究在消费者行为理论、顾客价值理论、体验经济理论的指导下[11]，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扩展了顾客感知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为定制旅游企业正确把握旅

游者的感知价值以及如何提高游客的感知价值提供具体参考，另一方面对其营销和获取客户方面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本研究以铜官窑古镇为研究对象，分析铜官窑古镇游客的人群特点。以铜官窑古镇网络评

价文本为对象，总结分类感知方向。运用扎根理论法分析游客行为偏好、人群特点、以及游客对古镇内

相关空间形象感知。 
(二)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研究铜官窑古镇的美团评价数据运用扎根理论、文本挖掘等方法对古镇旅游形象进行研究，

以期改善该景点的旅游感知形象。 
第一，百度指数作为统计分析平台之一，以百度搜索等为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搜索，运用其数据可视

化功能，即某关键词的搜索量在某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还包括可以分析检索类似关键词的网民情况，

通过判断次级检索关键词，分析其游客行为等，以此帮助景区实现形象定位。研究依据用户搜索时间、

地点、人群等，分析游客兴趣爱好、分布地，从而对景区游客进行初步的人群画像[12]。 
第二，运用扎根理论法对旅游形象进行研究。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一般从资料概念化，理论化开始，

从而形成理论概念联系，再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这一步它可以展现对资料的整理概括能力，从原始的

数据切入到不同维度的分析中，为以后相关研究提供不同的构建模型思路，在理论构建的问题上更具开

放灵活性。是扎根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环，首先收集铜官窑古镇的美团评价数据，将收集到的数据导入

RostCM6 软件中，进行文本处理，筛选高频词汇，搜集关于古镇旅游形象的主要感知要素，并根据游客

评价内容对各感知要素进行编码，对要素进行编码归类即开放性编码分析、主轴编码分析、选择性编码

分析[13]。 
第三，为完成扎根理论的最后一步，即理论模型的构建，根据形象感知要素分析铜官窑古镇感知形

象优化路径，针对目前铜官窑古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发展建议，以期对铜官窑古镇旅游感知形象提

升路径提供帮助。 

4. 基于网络评价数据分析 

(一) 数据来源可验证 
在美团以“铜官窑古镇”关键词进行搜索，在其景点旅游评价中使用 Python 小程序收集相关评论，

剔除重复无效评论，筛选获取有效评论 5000 条。 
(二) 客源市场特征 
依据百度指数检索“铜官窑古镇”获得相关数据，观察自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通过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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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检索铜官窑古镇游客客源地情况。 
结果表明，客群年龄主要集中在 20~49 这个区间(表 1)，按网络引擎搜索热度排名依序是湖南、湖北、

广东、江西等，其中以湖南为主，占 70%以上。地域排名依序是华中、华南、华北、华东地区。由此可

知，铜官窑古镇客源地主要呈现城市毗邻性，主要以湖南长沙，湖南省游客为主，跨省、的游客较少。

游客主要以短途出游，一日游为主。其对长途出游的旅客吸引力较弱，感知力由近及远逐级下降。由评

论时间可得铜官窑古镇的游客出游时间集中在 2、5、7、10 月。出游时间分布呈节假日相关。对关注铜

官窑古镇的游客年龄进行分析，青年游客和中年游客关注度较高，占比高于 50%，女性较之男性对该旅

游目的地表现兴趣较大，约占 54.75%。 
 
Table 1. Age distribution table 
表 1. 年龄分布表 

年龄 <19 20~29 30~39 40~49 >50 

占比(%) 4.98 16.51 42.19 26.79 9.62 
 

(三) 高频词汇分析 
运用 RostCM6 软件，提取游客评价高频词，剔除重复、无意义词汇，合并意义相近的词汇，如景点、

景区等，得到 50 多个关于铜官窑古镇旅游形象感知的高频词汇。表 2 中高频词汇示例主要为与铜官窑古

镇的旅游核心因素、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相关。如“飞行影院”“黑石号特技秀”等，说明游客是通过

体验古镇特色景点项目感知古镇的。 
 
Table 2. Examples of high-frequency words in the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age of Tongguan Kiln Ancient Town 
表 2. 铜官窑古镇旅游形象感知的高频词汇示例 

排名 词汇 频数 排名 词汇 频数 

1 铜官窑 2039 13 服务 783 

2 景区 1969 14 黑石号 780 

3 古镇 1590 15 适合 728 

4 飞行影院 1391 16 值得 705 

5 表演 1290 17 机器人博物馆 693 

6 项目 1178 18 水秀 682 

7 好玩 1141 19 节目 673 

8 游玩 1099 20 地方 650 

9 影院 1085 21 景点 646 

10 环境 970 22 玩的 596 

11 晚上 958 23 下次 566 

12 体验 889 24 黑石号特技秀 534 
 

从铜官窑古镇旅游形象感知的高频词汇来看，在排名前 20 的词汇中，“飞行表演”“表演”“项目”

“影院”“黑石号”等词汇排名靠前，表明古镇的核心吸引物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好玩”“适合”

“值得”等词汇，直接能表达出游客对铜官窑古镇正面的情感感知态度。“服务”“体验”等词汇则表

明游客对古镇的基础设施、接待服务态度、商业化现状评价十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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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铜官窑古镇形象感知模型构建 
1、开放性编码阶段 
运用 rostcm6 软件，将评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把其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选择出来，并依次根据

表 3 所做的高频特征词分析贴上标签，通过整理分析后形成了 58 个子概念，将 58 个子概念进一步归类，

即范畴化的过程，研究共提炼出 14 个范畴。为下一步选择式编码中即寻找范畴间的关系提供基础，在预处

理过程中，即在筛选评论和开放性编码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对评论保佑较大包容度。 
 
Table 3. Examples of conceptual analysis of data openness coding 
表 3. 资料开放性编码的概念化分析示例 

主范畴 对应范畴 示例句子(原始资料记录) 

游玩动机 

家人 我们一家人玩得非常开心，我还推荐了好多其他的朋友过来一起来玩。 

朋友 国庆和朋友一起来的，体验了飞行影院，5D 影院还有参观了黑石号特技秀，都非常吸引人。 

小孩 国庆节带着我家小孩来到新华联铜官窖，感受一下穿越大唐那时的古文化。 

游玩时间 

国庆 趁着国庆小长假了，和朋友一起来铜官窑古镇游玩，景区里面有玩项目很多。 

晚上 晚上的篝火晚会大家一起手牵手氛围简直不要太好心动不如行动。 

周末 周末带孩子、老人去铜官窑古镇玩还是很好的，环境很好、 
可以选择在里面住一晚，想一天全逛完还是太累了。 

白天 白天有很多演出活动，不是很单纯的就只是逛街看景那种感觉。 

夜场 晚上的烟花很美，夜景超级好看，很适合晚上来逛，篝火晚会很热闹。 

节假日 不枉费我累的半死挤挤挤挤了个站位节假日最好提前一个半小时去占位置。 
 

2、主轴性编码阶段 
第二步是主轴性编码，根据前文开放性编码，通过分析评论文本形成多个次级编码概念，依据他们

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行合并同类项，如景区景点等同义词，通过这种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将开

放性编码所得到的 14 个范畴进一步归类，最终得到“游玩预期”、“景区体验评价”、“景区核心吸引

物”、“景区环境与服务”、“景区配套设施”五个主范畴，主轴编码如表 4 所示。 
 
Table 4. Spindle coding 
表 4. 主轴性编码 

主范畴 对应范畴 主范畴 对应范畴 

游玩预期 游玩动机 

景区环境与服务 

票务政策 

景区体验评价 

整体印象 景区管理 

项目评价 基础设施 

重游意愿 

景区配套设施 

景区餐饮 

景区核心吸引物 

人文景观 景区交通 

项目感知 景区住宿 

项目服务  
独特体验  

 
3、选择性编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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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编码进一步整合凝练的过程，提炼出核心范畴。浓缩所有文本分析结果后得到可以阐释整个

研究的关键词，这几个关键词具备对阐释文本中心的效力。通过之前的开放性编码和主轴性编码，已经

对铜官窑古镇形象感知的主要范畴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通过 15 个已经归纳出的核心范畴构建出“游玩

预期”、“景区体验评价”、“景区核心吸引物”、“景区环境与服务”、“景区配套设施”的理论模型。

最后依照开放式编码和主轴性编码的内容，完成扎根理论最后一步的模型构建，如图 1 所示。通过前文

对美团平台所获取的网络游客评论进行整理筛选，后根据扎根理论对相关内容进行三级编码后归纳出等

“游玩预期”“景区体验评价”、“景区核心吸引物”、“景区环境与服务”、“景区配套设施”5 大主

范畴。并结合相关理论基础和扎根理论分析提出了铜官窑旅游形象感知模型。 
 

 
Figure 1. Tongguan kiln tourism image perception model 
图 1. 铜官窑旅游形象感知模型 

5. 铜官窑古镇感知形象分析 

通过对铜官窑古镇旅游度假区的形象感知研究发现，结合“游玩预期”“景区体验评价”、“景区

核心吸引物”、“景区环境与服务”、“景区配套设施”5 大主范畴，游客在情感形象上对铜官窑古镇

旅游度假区的积极情感认知主要包括项目服务、人文景观、景区餐饮、景区住宿、基础设施等，积极情

感认知主要包括景区票务政策、项目感知、景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景区管理等。在认知形象上，旅游

者对铜官窑古镇旅游度假区的基本认知仍然以人文景观和瓷器文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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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游客认为铜官窑古镇门票价格高，或增加其旅游成本，景点游玩项目多但存在时间规划、景区

交通存在问题。由旅客评价可知，瓷器文化以及古风特色建筑以及特色旅游项目是铜官窑古镇主要的旅

游吸引处，能给游客带来较为深刻的印象，但有部分游客认为古镇的商业氛围太重，作为铜官窑古镇的

瓷器特色文化感知不强，使顾客产生“后悔”等消极情绪。古镇开发运营、景区管理等庞杂且都需要科

学的系统管理。铜官窑古镇需要利用古镇独特的文化资源对古镇特色文化进行充分挖掘。同时，铜官窑

古镇也存在同质化，以及过度商业化等问题。除此之外，铜官窑古镇自驾游游客较多，且游玩时间多集

中在放假高峰期，即古镇内还存在节假日期间景区过载等问题。 

6. 铜官窑感知形象优化路径 

(一) 充分挖掘利用铜官窑古镇文化资源 
由旅游评价可知，铜官窑古镇吸引游客兴趣的主要是古代瓷器文化、特色建筑、特色项目。同时，

铜官窑古镇也存在同质化，以及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因此铜官窑古镇需要利用古镇独特的文化资源对古

镇特色文化进行充分挖掘，人文景观深受游客认可，须保持好古镇历史感浓厚的人文景观。游客体验较

好，尤其在如“黑石号”“机器人博物馆”核心项目游玩方面表现突出，该指标的游客感知较为敏感，

所以景区需继续保持且不断创新。“长沙窑，大唐造”，瓷器文化是铜官窑古镇的核心，将铜官窑古镇

其特有的瓷器文化融入商业运营中，打造长沙瓷器大型演艺古镇。在大型演绎中不断挖掘其内在文化价

值，利用铜官草市等售卖生产铜官窑手工艺品和旅游周边。注重游客体验，在游客观光体验过程中更好

地传承和传播当地文化，如长沙特色小吃美食故事化荧幕化，丰富其美食文化内涵。景区可有效利用自

媒体等平台等渠道发布“铜官窑古镇景区游玩攻略”。为提升古镇知名度，可以通过与旅游 up 主合作，

通过发布一些视频，照片来吸引游客。 
(二) 提高景区的质量丰富古镇旅游游览内容，降低旅游成本 
部分游客认为铜官窑古镇门票价格高，或增加其旅游成本，景点游玩项目多但存在时间规划、景区

交通存在问题。导致游客旅游成本较高，游客游览内容较少，导致部分游客的旅游体验较差，付出价值

与收获价值不成正比。因此，完善景区门票的定价机制成为降低游客旅游成本的主要途径，为了提高门

票性价比，可以进行差别定价，可以联合古镇内景区、酒店推出低价门票，推出多种套餐，如亲子套票，

学生票，大团票等。游客游览内容较少，导致部分游客的旅游体验较差等问题，为做到景点质量与门票

相匹配，在丰富景点展览内容的同时，增加游客互动，提高游客的参与度，努力做到让游客沉浸式体验

古镇文化，丰富游客观感。铜官窑古镇客源以长沙市周边城市为主，铜官窑地处湘江古镇群，较河西商

圈与市中心商圈较远，比较远离长沙中心地段，为解决时间规划、景区交通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提

供专线公交线路解决到达古镇的问题，既可以减少游客的交通花费，又可以提高古镇交通通达度。另一

方面古镇为大型建筑聚集，古镇内景点项目之间距离较远，因此可以通过增设旅游观光车，提供项目游

玩指南等方式设计时间地图帮助游客科学规划游览顺序。 
(三) 提升景区经营及公共秩序管理水平 
铜官窑古镇与其他古镇一样，过度商业化、旅游同质化依旧是景区痛点之一，因此，铜官窑景区在

丰富古镇旅游游览内容的同时，在经营方式上应加大监督力度，防止景区内商品物价过高，加强旅游商

品品质的监督，从而加重游客旅游成本。铜官窑部分景点还未实现全年开放，因此铜官窑古镇应对镇内

景观做出保养修缮的同时加快建设其古镇二期工程建设。由于游客出行时间呈现出淡旺季规律，节假日

景区会出现人流量过载的情况，部分景点项目“排队长”“等太久”，影响游客感官体验，因此管理者

应加强监督公共秩序的管理，在古镇游客服务中心和主要景点项目上做好景区秩序维护。及时疏导顾客

排队等候情绪，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安抚，了解顾客诉求。首先在排队服务过程中保证公平，其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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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过载地段可设置专区等待服务，为等待游客提供水，座椅等，还可以将部分观光车作为疏散引流通

道，将部分游客引至其他景点项目区，减少人群过载压力，减少游客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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