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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大数据应用前景最广阔的行业之一，旅游大数据从庞大的旅游数据中对有意义的信息进行专业化处

理，为整个旅游行业发展及旅游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旅游产业的增值和盈利，体现了现代旅游信

息的综合。本研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设计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对云南省户外旅游大数据的

关注度及信息化平台应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户外旅游市场的经营模式主要是“线下俱乐部 + 线
上俱乐部平台”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方式。云南省户外旅游爱好者对大数据的关注度较低，户外旅游信

息资源分散、旅游信息化程度不高、各信息模块间不能互相连通，数据无法交换、效率低下。最后，针
对云南省信息化平台的应用情况，作者提出了在大数据背景下云南省户外旅游模式的重构策略，以促进

云南省户外旅游产业的全面信息化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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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widest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big data, tourism big data protect the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from huge tourism data. Tourism big data suppor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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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the whole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decision-making, realize the value-added and 
profit-making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reflect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tourism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he attention of Yunnan outdoor tourism big dat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
formation platform by consult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esigning a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usiness model of Yunnan outdoor tourism market is mainly “of-
fline Club + online club platform” and the spontaneous organization of the enthusiasts. Outdoor 
tourism enthusiasts pay less attention to big data,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outdoor tourism 
are not clustered together, the degree of tourism informatization is lower, the information mod-
ules cannot interconnection each other, tourism data cannot exchange and the efficiency is low.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Yunnan Provinc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Yunnan outdoor tourism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
grading of Yunnan outdoor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Outdoor Tourism, Big Data, Factor Analysis, Yunnan Province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当前，大数据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并发挥着巨大的应用价值，越来越多的行业把收集、

分析和利用“大数据”视为未来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旅游大数据体现了现代旅游信息的综合，对旅游数

据进行整合，建立科学的、合理的数学模型，研究数据的计算方法并找出有价值的信息，是扎实有序地推

进旅游大数据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同时也为整个旅游行业发展及旅游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

各地旅游业都在蓬勃发展，但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低消费、大众化、低水平的初期阶段[1] [2]。随着生活质量

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当下的旅游项目，与传统的跟团旅游不同，具有强烈个性化特征的户

外旅游是一种正在发展的、新兴的旅游形式，是一种较高水平、更体现游客需求的旅游[3] [4] [5]。 
目前，旅游大数据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旅游市场分析领域。开展旅游目的地大数据分析的企业通过对

手机位置数据、搜索数据、交通数据、交易数据、社会数据等进行系统集成、数据挖掘、降维和统计分

析[6] [7] [8] [9] [10]，建立了旅游目的地综合客户市场分析。携程，去哪儿，飞猪等互联网平台利用平台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数据，评价数据和日志数据分析用户全方位画像和消费行为，在产品信息浏览和

产品知名度等多方面形成精准统计分析，赋予游客多维属性标签[11] [12]。平台企业根据旅游产品类型和

旅游标签组合的匹配程度推荐产品和服务。 
英国航空将散布在各个系统的所有与旅客有关的碎片数据和历史数据整合起来，发现很多以前被忽

视或无法看到的有价值信息，并将数据分析推向最前线，大大提升了企业内部的运营效率[13]；著名在线

旅游网站 Travelocity 将大数据分析用于定价、库存和广告，采用拟归模型，最佳交易分析和推荐引擎向

目标客户推送最恰当的产品，并提供和支持实时决策[14]；旅游广告公司 Sojern 收集并聚合来自各航空

公司、酒店、汽车租赁商和信用卡公司的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和高级分析丰富用户个人资料，其数据分

析结果已被航空公司、连锁酒店和汽车租赁商采用，适时调整价格和服务名目，制定合理的交叉销售策

略并调整库存[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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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户外旅游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研究，对不同类型的非结构化数据采取有针对性、灵活

的统计建模方式[18] [19] [20]，加快实现线上平台服务的户外旅游模式，使得户外旅游的产品更加标准化、

结构化、多维度化，线路产品难度的分级、各种衡量维度也将更加精准。本文选择以云南省户外旅游大数据

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省户外旅游俱乐部及其会员的问卷调查，以户外运动爱好者和户外行业从业人员对

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入手，对云南省户外旅游信息平台的使用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云南省户外旅游大数据的

现状和信息平台应用需求，旨在提供准确实用的户外旅游信息，从规划、开发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户外旅

游的发展策略，实现户外旅游游客、户外旅游区、相关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者四者之间的信息对称。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调研，问卷包括 2 个部分：1) 云南省户外旅游爱好者或者从业人员的

基本情况；2) 云南省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及应用情况。第一部分的问题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

学历、职业、月收入、户外旅游年消费、参加户外旅游的方式、获得户外旅游有关信息的途径、对户外

旅游信息感兴趣的模块、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是否有了解并关注。变量类型主要是分类变量。第二部分的

问题包括对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在此基础上，针对“了解并关注户外旅游大数据”的人群进行信

息化应用平台的重要程度进行分析。 

2.2. 样本采集 

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数据采集，考虑到户外旅游受众较小、针对性较强的特点，研究者于 2019
年 1 月对特定的户外旅游爱好者采用问卷星的方式，在手机上填答，问卷星给与数据反馈的方式获得 78
份有效问卷。对所获数据进行可信度、有效度分析，删除四个容易混淆、与主题关系不大的选项，并对

调查问卷的提问方式和表述进行了调整。2019 年 4 月，研究者到昆明市 32 家户外旅游俱乐部，通过面

对面、随机偶遇的方式对俱乐部管理人员及其部分会员，采用现场填答现场回收的方式，共发放 220 份

问卷，加上预调研的 78 份问卷，共发放 298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278 份，总体有效率为 93.3%。 

2.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在被调查的参与人群中，参与人数最多的主要集中在 31~55 岁之间，占调查总人数的 75.6% (表 1)。
可以看出参与人群主要以中年为主，这部分人事业、家庭稳定，在参加多年的工作以后，职位、收入、家

庭、假期等各方面稳定，同时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注重锻炼。 
2) 户外旅游参与者通常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如图，被调查人群中，大学本科学历所占比例最高为 50.0% 

(表 1)，大专学历次之为 28.2%。户外运动爱好者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教育背景的这类人群对于

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较强。 
3) 户外旅游爱好者的月收入以 5000~15,000 元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71.5% (表 1)，对比昆明市的消费

水平和工资水平，这部分人处于昆明总收入人群水平的中等偏上。因为户外活动的特性(即装备和到交通

较远的地方开展)，收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更具备参加户外活动的经济基础。 
4) 参与户外运动人群的职业类型多样化(图 1)，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艺术、体育工作者)

所占比例最多为 34.6%，自由职业者占比第二为 24.4%，企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占 17.9%，学生占比为

7.7%，公务员占 6.4%，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占比为 5.1%，离退休人士占比为 3.8%。专业技术

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占了户外旅游爱好者群体的 76.9%，说明户外运动参与人群大多属

于中产阶级职业人群，他们有稳定的工作环境或闲暇时间，有充足的经济基础和精力去参加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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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参与者基本情况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月收入 人数 百分比(%) 

19~30 岁 43 15.4 高中及以下 18 6.4 5 千元以下 53 19.1 

31~45 岁 128 46.2 大专学历 78 28.2 5 千元~1 万元 142 51.1 

46~55 岁 82 29.4 大学本科 139 50 1 万元~1.5 万元 57 20.4 

56 岁以上 25 9.0 研究生以上 43 15.4 1.5 万元以上 26 9.4 

 

 
Figure 1.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of outdoor travel enthusiasts 
图 1. 户外旅游爱好者职业分布情况 

 

5) 户外旅游爱好者获取旅游相关资讯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他人告知或邀请、报名参加旅行社、俱乐部

或其它社团的方式，占比约为 72.0% (表 2)；对于参加户外运动的方式，则以个人完全资助或参加俱乐部

为主，占比为 72.8%。说明昆明户外运动仍处在起步阶段，大部分参与者信息来源单一，发达的网络对

户外资讯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力不够，需要更多的俱乐部或旅行社通过定期发布信息

吸引更多的人群参与到户外活动中。 
 
Table 2. The situation of outdoor travel enthusiasts obtaining informa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outdoor sports 
表 2. 户外旅游爱好者获取信息和参与户外运动的情况 

获取途径 人数 百分比(%) 参加方式 人数 百分比(%) 

他人告知或邀请 128 38.7 个人自助 130 41.5 

报纸、书刊、杂志等纸质读物 11 3.3 网络召集 35 11.2 

电视广播、广告宣传 32 9.7 报名参加俱乐部 98 31.3 

旅游社、俱乐部或其他社团活动 106 32.0 旅行社组团 30 9.6 

小程序、电子期刊、社交媒体 45 13.6 学校单位组织 12 3.8 

其他途径 9 2.7 其他方式 8 2.6 

 
6) 图 2 是云南省户外旅游的项目的参与情况，最受欢迎的旅游方式是进行自助游、自驾游。在进行

户外旅游的时候，自驾出行比较方便自由，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进行游览活动时只需要关注自身

需求即可，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进行户外旅游时，更倾向于选择平时常见的徒步、野营、登山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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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运动项目，其次是参与探险、水上运动、野外生存项目，选择飞行、攀岩、滑雪、轮滑、小轮车、极

限运动等项目的较少，倾向性较低。 
 

 
Figure 2. Outdoor travel enthusiasts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图 2. 户外旅游爱好者参加运动项目的情况 

3. 大数据背景下云南省户外旅游的研究 

3.1. 对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研究 

通过“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是否了解并关注”的问卷调查发现，仅仅听说过户外旅游大数据但尚未关

注的，占比最大约为 47.4%；不了解也没有关注的约为 29.5%，有一定了解并且较为关注的约为 23.1%。

这与两个原因有关：① 户外运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虽然户外运动的发展呈逐年上涨的趁势，参与

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参与者未能完全了解户外旅游的真正含义，或者对大数据户外旅游这一概念关注

度还不是太高；② 大数据体现了现代旅游信息的综合，是旅游、工业、金融、交通等众多产业与互联网、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其本质是从庞大的旅游数据中对有意义的信息进行专业化处理，实现旅游产业的增

值和盈利。人们对大数据的了解也仅限于听说过，关注度并不高。 
基于户外旅游和大数据两个概念，我们选择从学历(高中及以下、大专、大学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和职

业(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艺术、体育工作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一般工

作人员、公务员、自由职业者(个体)、学生、离退休人士)两个角度，采用列联表统计分析方法对户外旅

游大数据的关注度进行研究。 
由表 3 可以看出，各个学历层次中，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一定了解并关注的被调查者中，学历是高

中及以下的为 0.7%，学历为大专的为 4.3%，学历为大学本科的为 12.2%，研究生以上为 5.8%；对户外

旅游大数据仅听说过但尚未关注的被调查者中，学历是高中及以下的为 2.6%，学历为大专的为 11.5%，

学历为大学本科的为 24.4%，研究生以上为 9.0%；没听说过户外旅游大数据的被调查者中，学历是高中

及以下的为 6.1%，学历为大专的为 9.0%，学历为大学本科的为 12.9%，研究生以上为 1.4%。结果表面：

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了解和关注的人群大部分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但是关注度也并不是很高，说

明需要进一步推广户外旅游大数据的相关概念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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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ttention degree of outdoor tourism big data * cross table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表 3. 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 * 学历交叉表 

 
学历 

总计 
高中及以下 大专 大学本科 研究生以上 

是

否

对

户

外

旅

游

大

数

据

有

了

解 

没听说过 

计数 17 25 36 4 82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

了解的百分比 
20.7% 30.5% 43.9% 4.9% 100.0% 

占学历的百分比 65.4% 36.2% 25.6% 8.8% 29.5% 

占总计的百分比 6.1% 9.0% 12.9% 1.4% 29.5% 

仅听说

过，尚未

关注 

计数 7 32 68 25 132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

了解的百分比 
5.4% 24.3% 51.4% 18.9% 100.0% 

占学历的百分比 26.9% 46.4% 49.3% 55.6% 47.4% 

占总计的百分比 2.6% 11.5% 24.4% 9.0% 47.4% 

有一定了

解并关注 

计数 2 12 34 16 64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

了解的百分比 
3.1% 18.8% 53.1% 25.0% 100.0% 

占学历的百分比 7.8% 17.4% 24.6% 35.6% 23.1% 

占总计的百分比 0.7% 4.3% 12.2% 5.8% 23.1% 

总计 

计数 26 69 138 45 278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

了解的百分比 
7.2% 23.4% 49.6% 19.8% 100.0% 

占学历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占总计的百分比 9.4% 24.8% 49.6% 16.2% 100.0% 

 
为了检验列联表各变量之间的关联度是否显著相关，我们用皮尔逊卡方检验对表 3 进行显著性水平

为 0.05 的假设检验。由表 4 可知，皮尔逊卡方检验的值是 0.047,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不同学历

人群的对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是显著相关的。 
 
Table 4. Chi-square test of the cross-contingency table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outdoor tourism big data 
表 4. 户外旅游大数据学历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皮尔逊卡方 5.565a 6 0.045 

似然比(L) 6.640 6 0.036 

线性关联 0.020 1 0.876 

有效个案数 278   

a. 5 个单元格(41.7%)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15。 
 

由表 5 可知，不同职业的被调查者中，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一定了解并关注的被调查者中，专业技

术人员占 6.5%，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 4.7%，企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为 4.0%，公务员为 3.2%，

自由职业者为 2.2%，学生为 2.5%，离退休人士为 0%；对户外旅游大数据仅听说过但尚未关注的被调查

者中，专业技术人员占 13.7%，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 9.7%，企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为 7.6%，

公务员为 6.8%，自由职业者为 5.8%，学生为 3.2%，离退休人士为 0.7%；没听说过户外旅游大数据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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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者中，专业技术人员占 7.6%，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 3.6%，企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为

3.2%，公务员为 4.0%，自由职业者为 9.4%，学生为 1.1%，离退休人士为 0.7%。 
 
Table 5. Attention of outdoor tourism big data * Occupation cross table 
表 5. 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 * 职业交叉表 

 

职业 

总计 
专业技术人

员(教师、医

生、艺术、

体育工作者) 

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管理人

员 

企事业单

位一般工

作人员 
公务员 

自由职

业者 
(个体) 

学生 离退休

人士 

是

否

对

户

外

旅

游

大

数

据

有

了

解 

没听说过 

计数 21 10 9 11 26 3 2 82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

数据有了解的百分比 
25.6% 12.2% 11.0% 13.4% 31.7% 3.7% 2.4% 100.0% 

占职业的百分比 27.3% 20.0% 22.0% 28.2% 54.2% 15.8% 50.0% 29.5% 

占总计的百分比 7.6% 3.6% 3.2% 4.0% 9.4% 1.1% 0.7% 29.5% 

仅听说

过，尚未

关注 

计数 38 27 21 19 16 9 2 132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

数据有了解的百分比 
28.8% 20.5% 15.9% 14.4% 12.1% 6.8% 1.5% 100.0% 

占职业的百分比 49.4% 54.0% 51.2% 48.7% 33.3% 47.4% 50.0% 47.4% 

占总计的百分比 13.7% 9.7% 7.6% 6.8% 5.8% 3.2% 0.7% 47.4% 

有一定了

解并关注 

计数 18 13 11 9 6 7 0 64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

数据有了解的百分比 
28.1% 20.3% 17.2% 14.1% 9.4% 10.9% 0.0% 100.0% 

占职业的百分比 23.4% 26.0% 26.8% 23.1% 12.5% 36.8% 0.0% 23.1% 

占总计的百分比 6.5% 4.7% 4.0% 3.2% 2.2% 2.5% 0.0% 23.1% 

总计 

计数 77 50 41 39 48 19 4 278 

占是否对户外旅游大

数据有了解的百分比 
34.6% 5.1% 17.9% 6.4% 24.4% 7.7% 3.8% 100.0% 

占职业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占总计的百分比 34.6% 5.1% 17.9% 6.4% 24.4% 7.7% 3.8% 100.0% 

 
Table 6. Chi-square test of the occupational cross-contingency table of outdoor tourism big data 
表 6. 户外旅游大数据职业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皮尔逊卡方 20.940a 12 0.043 

似然比(L) 22.780 12 0.032 

线性关联 3.439 1 0.065 

有效个案数 278   

a. 15 个单元格(71.4%)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0.69。 
 

结果表面：云南省大部分户外旅游爱好者对户外旅游大数据处于“听说过但尚未关注”的状态，其

职业类型以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艺术、体育工作者)、企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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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主，这类职业的特性属于有稳定的收入和可支配的假期，是长期活跃在户外旅游的固定人群，在后

续的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推广过程中，可以提高他们对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同理，我们用皮尔逊

卡方检验对表 5 进行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假设检验。由表 6 可知，皮尔逊卡方检验的值是 0.041,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提示不同职业人群的对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是显著相关的。 

3.2. 大数据背景下旅游信息化平台的应用研究 

我们对户外旅游大数据“有一定了解并关注”的人群展开旅游信息化平台的应用研究。户外旅游项

目含有一定的风险，爱好者对户外旅游关注度最高的是旅游线路、住宿、交通等情况，其次是户外旅游

的设施及用品、户外运动专业人才培训、户外应急与救援。在户外旅游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云

南省户外旅游信息化平台的重要程度进行了分析。 
因子分析模型通过因子载荷以及旋转矩阵综合评价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其模型如下所示： 

1 11 1 12 2 1 1

2 21 1 22 2 2 2

1 1 2 2

m m

m m

p p p pm m p

X a F a F a F
X a F a F a F

X a F a F a F

ε
ε

ε

= + + +
 = + + +


 = + + +









 

矩阵表示式为： 

11 12 11 1 1

21 12 22 2 2

1 2

, , ,

m

m

p p pmP P P

a a aX F
a a aX F

X A F

a a aX F

ε
ε

ε

ε

      
      
      = = = =      
             





   
  



 

构造的模型表达为 X AF ε= + 。 
首先，通过计算数据的 KMO 值和巴特利特检验，户外旅游大数据应用平台调查数据的 KMO 值为

0.616，显著性为 0.000，远小于 0.05，应该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不可能是单位阵，即原始变量之

间存在相关性，适合于作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中变量共同度表示的是各变量中所含原始信息能被提取的公因子所解释的程度，它描述全

部公共因子对于变量的总方差所作的贡献，说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变量信息的百分比。以云南省

户外旅游个信息应用平台作为变量，借助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各变量的共同度，结果显示提取的各个变

量共同度值都比较大，说明变量空间转换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多的信息，因子分析的效果较为显著。

同时，对各变量进行总方差解释分析，由表 7 可知，“初始特征值”一列显示有前三个特征值大于 1，
所以我们选择前三个主成分：“提取载荷平方和”一列显示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 69.443%，前两

个主成分的方差占有所有主成分方差的 77.706%，前三个主成分的方差占有所有主成分方差的 83.473%，

由此可见，选前三个主成分已足够替代原来的变量，几乎涵盖了原变量的全部信息，“旋转载荷平方和”

一列显示的是旋转以后的因子，提取结果与未旋转之前差别较大。 
由表 8 可知，户外旅游大数据的信息应用方面，具有较大载荷的是：户外目的地营销系统(0.896)、

景区信息化管理系统(0.776)、爱好者信息化管理系统(0.756)、户外旅游 APP 客户端(0.744)、从业技术人

员信息平台(0.740)、户外电子商务系统(0.737)、户外住宿信息共享平台(0.692)和户外交通信息化平台

(0.665)，这些大数据平台主要反应了户外旅游信息状况，对于户外旅游爱好者和从事户外旅商业的人群

都是了解相关户外旅游信息的核心。搭建的户外旅游大数据平台将开放接口给各类旅行服务机构、旅游

管理部门、户外俱乐部、领队及个人组织者，鼓励各类经营者利用本平台组织各类旅行活动，使得该平

台成为链接政府、企业、游客、景区的重要数据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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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Interpretation of total variance 
表 7.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12.500 69.443 69.443 12.500 69.443 69.443 6.330 35.166 35.166 

2 1.487 8.263 77.706 1.487 8.263 77.706 5.437 30.205 65.371 

3 1.038 5.767 83.473 1.038 5.767 83.473 3.258 18.102 83.473 

4 0.718 3.990 87.463       

5 0.645 3.584 91.047       

6 0.411 2.283 93.330       

7 0.337 1.873 95.203       

8 0.291 1.615 96.818       

9 0.206 1.147 97.965       

10 0.112 0.620 98.585       

11 0.078 0.434 99.018       

12 0.071 0.395 99.413       

13 0.056 0.314 99.727       

14 0.030 0.168 99.895       

15 0.017 0.093 99.988       

16 0.002 0.009 99.998       

17 0.000 0.002 100.000       

18 −3.467E−16 −1.926E−15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Table 8. The component matrix after rotation 
表 8.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信息应用 安全保障 展示与收集 

从业技术人员信息平台 0.740 0.311 0.311 

呼叫中心系统 0.071 0.766 0.224 

户外定位服务系统 0.300 0.875 0.119 

户外应急救援系统 0.518 0.786 0.167 

户外旅游APP客户端 0.744 0.254 0.499 

户外目的地营销系统 0.896 0.121 0.207 

户外电子商务系统 0.737 0.519 0.188 

爱好者信息化管理系统 0.756 0.464 0.260 

景区信息化管理系统 0.776 0.447 0.342 

户外住宿信息共享平台 0.692 0.544 0.266 

户外交通信息化平台 0.665 0.459 0.364 

信息化政策法规 0.401 0.847 0.245 

拓展培训 0.257 0.465 0.756 

户外旅游人才培养 0.483 0.498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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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监管系统 0.498 0.649 0.467 

微信公众号 0.582 0.185 0.706 

信息安全保障系统 0.573 0.672 0.137 

数据收集、存储及分析系统 0.223 0.103 0.88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 旋转在 7 次迭代后已收敛。 
 

在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安全保障方面，具有较大载荷的是：户外定位服务系统(0.875)、信息化政策法

规(0.847)、户外应急救援系统(0.786)、呼叫中心系统(0.766)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0.672)，这些大数据平台

主要反应了户外旅游安全保障内容，为户外旅游从政策制定、信息安全及救援提高保障。建立户外旅游

装备、后勤、服务收费以及客户评价的标准化体系，系统分析和全面审视云南省户外旅游领域研究的重

点：如户外运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户外运动安全救援体系的构建、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健康发展、户

外运动市场的壮大等问题，为促进云南省户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多样性提供理论参考； 
在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展示与收集方面，具有较大载荷的是：数据收集存储及分析系统(0.887)、拓展

培训(0.756)和微信公众号(0.706)。这个部分主要为后续政策的制定和户外旅游大数据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数据支持和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旅游路线实现个性化旅游定制服务；利用统计预测技术进

行预警提示可实现错峰、错流旅游等，从而达到提升整个户外旅游的信息化水平。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市场关注度较低，市场规模很小 
目前，云南省对于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关注度、技术开发及应用都处于概念阶段和发展初期，户外旅

游开发主体大多以俱乐部、社会组织、个人等方式开展，实力较强的旅行社还未涉及户外旅游部分，市

场规模的主体普遍较小。 
2) 户外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智慧旅游和信息化水平不足 
云南省拥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分布广泛的户外旅游资源，但目前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徒步、登山、

野营等方面，户外运动俱乐部开展的活动形式相对较单一。整个云南省户外旅游行业的数据资源差异较

大，大部分重要数据尚未收集，户外旅游数据挖掘深度严重不足。同时，户外旅游数据尚缺乏准确性和

完整性，平台的智能化和监管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仍处于数据孤岛和未开放状态。 
3) 从业技术人员缺乏，运营监管力度不够 
民间组织的无序化，云南省户外旅游发展与专业人才缺乏的矛盾突出，大多数专业教练员由领队或

爱好者担当，俱乐部对员工培训不到位，稳定、优质的服务难以形成。户外运动的安全隐患问题，安全

救援保障程度低，且受到经济、人员、装备的影响，救援能力不足。 

4.2. 建议 

云南省户外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实现了大数据应用给该行业带来的机遇，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应用从微

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入手，调整特定户外旅游景点的资源和旅游计划，评估户外旅游市场的资源划分、营

销方法和准确服务，还能为相关旅游部门，户外旅游龙头企业、平台和户外旅游从业人员共同促进该行

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保障，提高整个云南省户外旅游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的户外旅游理念，

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户外旅游管理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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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户外旅游大数据分析和预测旅游各环节的需求，实现精准营销 
针对云南省户外旅游的发展要把握户外旅游运动的特殊性，加大安全保障投入，强化安全意识；充

分发挥云南省丰富多样、特色鲜明的户外运动旅游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动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的户外旅游运动特色化、差别化发展，提升云南省户外旅游的影响力；建立对民间自由活动组织

进行监管审批制度，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相关机构人员专业培训不可忽视，加大培训力度，推动稳定、

优质服务的形成。 
2) 利用大数据及时调整和控制户外旅游管理 
在产业扶贫方面，以住宿床位、协作向导、驮马和现有构筑物和建筑物的升级利用为基础，带动当

地居民增加收入。同时，鼓励沿线居民根据自身条件，开发提供民族文化、工艺品和各类生活体验项目。

无论是扶贫攻坚，还是环境保护，只有当地居民的收入可持续增长，且与环境质量正相关的前提下，才

可能具备最为可靠的群众基础，旅游行业得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3) 通过大数据实现户外旅游信息的共享和整合 
旅游产业综合性强、关联度大、产业链长，其广泛涉及并交叉渗透到许多相关行业和产业中，影响、

带动和促进与之相关联的行业飞速发展。户外旅游大数据的建立和发展将提升云南省旅游产业质量，增

加就业机会、促进传统旅游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产业链转化，加快实现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向现代服务业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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