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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足迹的桂林游客时空行为特征

姚建盛!刘艳玲!

!吴忠军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广西 桂林 /#'%%#'广西旅游产业研究院!广西 桂林 /#'%%#%

摘&要#基于网络游记构建数字足迹数据库!利用季节集中指数"月际变动指数"旅游偏好指数"最邻近指数和社会网络分

析等方法和可视化技术!从时间"空间和网络结构方面分析桂林游客的时空行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游客来桂林旅游的时

间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停留天数以 !c# ,为主#桂林景区的空间分布不均衡!访问偏好也不均匀!热门景区包括漓江"遇龙

河"西街"两江四湖"龙脊梯田#从社会网络分析角度看!桂林核心景区为漓江"遇龙河"西街和两江四湖!基于空间聚类方法

可划分 !个强连通社区(最后!针对桂林游客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时空行为#数字足迹#桂林#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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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是旅游活动的主体!也是旅游产业的服务对象!只有掌握了游客的行为特征并理解其内在机理!

才能加强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游客时空行为$移动性%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最主要

的体现!是游客的自身情况(旅游动机(行为偏好和选择决策的外在表现!研究游客时空行为能更好地理解

游客的旅游活动!对分析及预测旅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是旅游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

(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商业化旅游平台逐渐成为旅游者出行前获取信息(选择线路

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成为旅游者出行中和出行后分享旅游经历(表达旅游感受的重要媒体(:.IEI,.3 等"!#首

次提出*数字足迹+概念!并指出旅游数字足迹是游客在旅游中发送的信息和通话记录!以及旅游后在网

络发表的文字图片等信息(李君轶"##在国内较早研究旅游数字足迹的内涵和特点!指出旅游数字足迹是游

客在旅游活动中遗留在互联网(通讯网和物联网等信息设施上的具有定位信息或者地理标签的电子痕迹!

这些电子痕迹可以反映游客的时空运动轨迹(

旅游数字足迹为研究者研究游客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近年来!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数据源!如

:eB

"/#

(移动电话数据"5#

(地理标记照片""

*

+#

(微博"6#

(游记"'%

*

'!#

(游记b照片"'##和网络评论"'/#等研究游客

移动模型"5#

(网络形象感知""#

(旅游流网络结构"+

*

6!''#

(时空行为特征"'$!'##

(游客满意度"'/#和网络舆情"'5#

等(桂林作为国际旅游胜地!相关的研究却很少!与其旅游名城地位不符(为此!本文以桂林及其下辖市县

为案例地!以网络游记为数据源!研究来桂林游客的时空行为特性!为桂林的旅游规划(形象提升和市场营

销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足迹库案例

<(<=案例地

桂林自古就享有*山水甲天下+的美誉!是国家批复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对外开放国际旅游城市(全

国旅游创新发展先行区(中国建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示范区等!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0亚太旅游协会

旅游趋势与展望国际论坛永久举办地(世界旅游组织推荐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6 年!桂林接待国内

外游客 '! +!!(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 ' +"#($/亿元(旅游业是桂林的支柱性产业!因此!研究桂林的

旅游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 $%'6年!桂林下辖 5区 '%县(代管 '个县级市!旅游资源丰富!包括ZZZZZ级景区 # 家!ZZZZ

级景区 !"家!ZZZ级景区 $6家和多家非Z级知名景区!如印象刘三姐(桂林千古情(天湖生态旅游度假

区(三千漓山水人文度假区等(

<(>=数字足迹库

携程网是中国最大的在线旅行服务提供商!拥有大规模的注册用户!在线旅游信息保存相对完整!信

息更新速度快!适合作为样本来源库(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络平台及各大旅游网站的游记内容!发

现携程网上关于桂林的网络游记的数量较大!信息较全!适合本研究!因此!本文选择携程网平台作为研究

的数据源(基于 eMDT-3 语言的网络爬虫技术采集 $%'#(%'(%')$%'+('$(!' 的游记样本共 / +#% 篇!利用

eMDT-3语言的eE3,EJ库对游记进行清洗和预处理(

首先!清洗数据源(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游记&有游览路径'有游览天数!并且游览天数小于 $% ,'以桂林

旅游为主!即删除游览路径中包含大量非桂林景区的记录(最后获得有效样本为 $ %/"篇(

然后!进行数据预处理并构建数字足迹库(以桂林及其辖下市县的景区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如下

处理&$'%提取 $ %/"条游览路径!总长度包括 '6 $/# 个景区节点!平均游览路径长度为 6(#!去重后包括

6+/个不同景区的名称'$$%合并相同景区的不同名称和位于同一个景区的不同兴趣点$eG@%!如表 ' 所

示'$!%删除非桂林景区$很多游览路径记录很详细!从出发地开始一直到返程地!因此!路径中包含非桂

林景区%'$#%统计景区在游览路径中出现的次数!作为景区的游览频度'$/%利用 eMDT-3 语言调用高德地

图Ze@获取景区经纬度(桂林和阳朔在整个游览路径中大量出现!但是二者为旅游目的地!包含众多景区!

在统计分析时去掉桂林和阳朔!最后获得桂林景区 "6个(将以上信息整理后存入 BA?.DC数据库!构建数字

足迹时空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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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部分景区名称合并

统一名称 合并名称

漓江 阳朔漓江!;

*漓江桂林段!桂林漓江!漓江竹筏!漓江游船!漓江渔火!漓江精华游!九马画山!黄布倒影等

遇龙河 遇龙河漂流!阳朔遇龙河!遇龙桥

西街 阳朔西街!老西街!桂林市阳朔县西街!桂林阳朔西街

龙脊梯田
古壮寨!龙脊古壮寨!龙脊古壮寨梯田!古壮寨!大寨!龙脊大寨!大瑶寨!平安寨!平安壮寨!平安壮族梯田!龙脊平安!黄

洛瑶寨!天下第一长发村!七星伴月!金坑梯田!平安寨!黄洛瑶寨!金竹壮寨

象山公园 象山景区!象鼻山!象山!桂林象鼻山!橡皮山

靖江王府 独秀峰王城景区!靖江王城!独秀峰!独秀峰,王城!靖江王府

七星景区 七星岩!七星公园!;

*桂林七星岩!七星岩牌坊广场!桂林七星公园

>=研究方法

>(<=季节集中指数

季节集中指数又称季节性时间强度指数$季节强度指数%!可对网络游记发文时间的季节集中程度加

以定量分析!从而间接分析桂林旅游的季节集中程度!季节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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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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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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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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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槡
( $'%

式中&K

.

为各月网络游记发文量占全年关注度总数的比重'

0

K为各月网络游记发文量占全年网络游记发文

量总数的比重的平均值!假设服从平均分布!则 0

K

%

'C'$

1

%(%+!(

指数值$越大!表明网络游记发文量的季节集中程度越高!季节性差异越大'相反!指数值$越趋于 %!

表明网络游记发文量的季节集中程度越低!季节分布越均匀(

>(>=月际变动指数

变动指数相当于将网络游记发文量标准化!同样反映网络游记发文量在统计周期内的变化程度!但能

更好地观测数据的变化情况!月际变动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

%

L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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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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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式中& )

.

为第.月的网络游记发文量变动指数!%

"

)

.

"

''L

.

为年内第.月的网络游记发文量'L

;

为第;月

的网络游记发文量(

)

.

值越接近于基准值 '%%f!表明网络关注度的月分布越均匀!季节性越弱'反之!网络关注度的季节

性越强(

>(?=旅游偏好指数

定量分析旅游偏好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采用孙根年"'"#提出的旅游偏好指数来分析游客对桂林市旅

游景区的游览偏好!旅游偏好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M

%

7

.

+

5

'%%6( $!%

式中&7

.

为第.个景区在游览路径中出现的次数'+为全部景区在游览路径中出现次数的总和(

M的取值范围在 %c'!M值越趋近于 '!则游客对该景区的旅游偏好程度越强(

>(@=最邻近指数

点状要素有 !种空间分布类型&聚集(均匀和随机(均匀分布的点状要素的最邻近距离最大!随机分布

次之!凝聚分布最小(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能很好地反映

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计算方法是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即随机分布时的理论值%的比

值!计算公式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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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1为最近邻指数'

0

0

'

为最近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

0

0

8

为理论最近邻距离'8为点密度'!为区域面积'

7为研究对象的数目(

1

g

'时!点要素随机分布'1l'时!点要素均匀分布'1h'时!点要素凝聚分布(

>(A=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由社会学家根据数学方法
!

图论等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方法!有助于把个体间的

关系(*微观+网络与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结合起来!是旅游流研究的常用方法(本文以数字足

迹库中的景区为节点!以路径为边!构建桂林旅游流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节点度(中心性和社区划分

等!度量节点的重要性和节点之间的联系!从而可有效地揭示出各个景区之间的空间联系规律(

?=试验与结果分析

?(<=时间分析

统计数字足迹库中 $%'#年)$%'+年每个月发文量的平均值!计算季节集中指数为 %(%'$!月际变动

指数的范围为 %(%5/c%(%6/(从数值上看!桂林旅游没有表现出季节集中性(可视化游记数量的月际变动指

数如图 '所示(由图 '可知&桂林旅游具有季节性!每年的 #月)'%月是旅游旺季!'月)!月和 ''月)'$月

相对为淡季!这和桂林的实际旅游情况比较吻合(这是因为月际变动指数的最高值$%(%6/%和最低值

$%(%5!%的差值仅为 %(%!!所以从数值上看不到季节性!而可视化技术局部放大了L轴的这一区间!才观测

到其中的微小差异(因此!桂林游记的发文数量和桂林游客的数量具有微弱的正向相关性(

图 $是对数字足迹库中!游客游览天数和分布密度的统计和可视化(由图 $ 可知&来桂林游览游客的

出游天数呈幂律分布!其中以停留 !c# ,为主!其次为停留 /! '! $! 5 和 " ,!其他停留天数占比较小!平

均停留天数为 #(' ,(来桂林旅客住宿的比例较大!停留 " , 以上的游客占比较小!说明来桂林深度旅游处

在初级阶段!短期的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在桂林总体旅游中的占比较大(

图 '&游记数量月际变动指数
图 $&游客游览天数分布

?(>=空间分析

!($('&空间分布

提取数字足迹库中整理的 "6个桂林景区(经纬度信息和桂林市辖区的几何形状数据!计算桂林景区

的最近邻指数为 %(!"" +h'!表明桂林景区分布的聚集特征(图 ! 为以高德地图为底图可视化桂林市辖区

游客到访景区的分布图(由图 !可知&桂林景区的分布南北狭长!主要沿江分布!北起资源八角寨景区!南

到荔浦荔江湾景区!东到龙脊梯田景区!西到兴安灵渠和乐满地主题乐园(

景区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聚集区在桂林市区和阳朔!以

及从市区到阳朔的漓江两岸和桂阳公路两侧!灵川(龙胜(资源(兴安和荔浦等下辖市县有零散分布!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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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阳(全州(恭城和平乐等县的景区由于在游记的轨迹路线中出现的频率较低!没有具体统计(

!($($&景区访问偏好

以数字足迹库中景区在游览轨迹路径中出现的次数作为景区被访问次数的模拟值!按照式$!%计算

景区旅游偏好指数!绘制景区访问偏好等值线图$图 #%和景区访问偏好指数及其累计值占比$图 /%(由图

#可知&桂林景区的访问偏好并不均衡!呈幂律长尾分布(由图 / 可知&从累计占比看!$'(/$f的热门景区

占据了 +%(/+f的访问量!可见桂林景区的访问偏好基本上符合二八定律$帕累托法定律%(从等值线图可

直观观测到访问热度从北到南分别集中在龙胜(桂林市区(漓江沿岸和阳朔(

图 !&桂林景区eG@分布 图 #&景区访问偏好等值线

图 /&景区访问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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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的热门景区分别为漓江(遇龙河(西街(龙脊梯田和两江四湖!是桂林旅游的精华(*桂林山水

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漓江联通桂林和阳朔!是桂林山水风光的典型代表'遇龙河被称为小漓江!以

田园风光著称!和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近年来游览热度逐年增加'与遇龙河的自然风光相比!

西街是拥有 ' #%%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街区!融合中西特色的商业和文化!是阳朔最重要的人文旅游景点

之一'龙胜梯田距今至少有 $ !%%多年的历史!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堪称世界梯田原乡!是民族风

情和自然风景的完美融合'两江四湖环城水系再现桂林*水城+的繁荣景象!号称*东方威尼斯+(

?(?=社会网络分析

从数字足迹库中提取游览轨迹路径!以景区为节点$"6个%!以景区间的轨迹路径为边$' $'/ 条%!利

用eMDT-3语言的复杂网络分析包9CD[-I4;构建景区客流社会网络!并进行相关计算!通过 :COT.软件进

行可视化构建景区客流社会网络(其中!节点大小和边的权重$厚度%分别用节点度$和其他节点直接连接

的次数%和边出现的次数度量!计算网络密度为 %($%$ !!平均路径长度为 $!网络直径为 /!网络传递性为

%(/#5 +!网络平均度为 '/(/""(可见!桂林作为我国较早建设的国际旅游城市!市辖区内景区的网络通达性

较好!景区间的联系较紧密(

!(!('&4

*核分解

4

*核分解是以节点度衡量节点的重要性并排序(景区社会网络分层如图 5 所示(网络按节点度的大小

布局!节点度越大!离网络核心越近'反之!节点度越小!离网络核心越远(由于网络节点度的分布域较大!

最小值为 '!最大值为 6!$入度和出度和%!因此!严格按照 4

*核分解以 ' 为粒度进行层次划分!层次较多

而且意义不大(论文借鉴 4

*核分解思想!按照度值将网络划分 #个层次!网络分层如表 $所示(核心层是桂

林旅游的精华景区'次核心层是从核心层扩散的重要景区!如兴坪古镇是漓江的延伸!十里画廊(世外桃

源(银子岩是遇龙河的延伸!印象刘三姐是西街的延伸!靖江王府(象山公园(正阳步行街是两江四湖的延

伸'第三层是桂林旅游热度居中的景区'边缘层是网络末端!由于地理等原因导致访问热度较低(

图 5&景区社会网络分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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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网络分层

网络分层 节点集合

核心层节点 漓江(遇龙河(西街(两江四湖(龙脊梯田

次核心层节点 兴坪古镇(十里画廊(世外桃源(银子岩(印象刘三姐(靖江王府(象山公园(月亮山(大榕树(正阳步行街(杨堤(冠岩

第三层节点

工农桥(阳朔公园(芦笛岩(叠彩山(灵渠(图腾古道(聚龙潭(伏波山(七星景区(碧莲峰(中心广场(富里桥(大圩古

镇(金水岩(山水园(草坪(鉴山寺(蝴蝶泉(书童山(古东瀑布(尧山(刘三姐大观园(龙颈河漂流(相公山(徐悲鸿故

居(南溪山公园(老寨山(东西巷

边缘层节点 其他节点

!(!($&中心性分析

度中心性通过景点之间直接连接的数量!表达了景点和其他景点的联系程度!在有向网络中分为入度中

心性和出度中心性(依据旅游流网络中节点的出度中心性和入度中心性可分析景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当出

度中心性和入度中心性都大时!表明景区位于网络的核心区'当出度中心性大而入度中心性小时!表明景点

处于网络的辐射区'当出度中心性小而入度中心性大时!表明景点处于网络的聚集区'当出度中心性和入度

中心性都小时!表明景区处于网络的边缘!对促进景区间游客流动的作用不大(表 !列出中心性大于 %($的节

点!图 "可视化了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心性都大于 %(!的景点(由图 "可知&漓江是连通桂林市区和阳朔的水

道!并且是桂林山水旅游资源最典型的代表!位于桂林旅游流网络的最核心'遇龙河(西街是阳朔的核心景

区!两江四湖是桂林市区的核心景区'龙脊梯田的入度中心性明显高于出度中心性!趋向聚集区'其他景区分

布在对角线附近!出入度比较均衡!说明在实际交通网络和社会网络中都处于中间过渡区域(

表 !&网络部分节点中心性

排名
入度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出度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中介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接近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 漓江 %(5' 漓江 %(5% 漓江 %(5% 漓江 %("%

$ 两江四湖 %(5' 遇龙河 %(/! 遇龙河 %(/! 遇龙河 %("%

! 遇龙河 %(5% 西街 %(/$ 西街 %(/$ 龙脊梯田 %("%

# 龙脊梯田 %(5% 两江四湖 %(/$ 两江四湖 %(/$ 两江四湖 %("%

/ 西街 %(5% 兴坪古镇 %(#" 兴坪古镇 %(#" 西街 %(56

5 兴坪古镇 %(/$ 十里画廊 %(#" 十里画廊 %(#" 兴坪古镇 %(55

" 十里画廊 %(#+ 银子岩 %(#/ 银子岩 %(#/ 十里画廊 %(5#

+ 杨堤 %(## 龙脊梯田 %(#/ 龙脊梯田 %(#/ 杨堤 %(5$

6 印象刘三姐 %(## 世外桃源 %(## 世外桃源 %(## 正阳步行街 %(5$

'% 正阳步行街 %(## 大榕树 %(## 大榕树 %(## 印象刘三姐 %(5$

'' 象山公园 %(#! 靖江王府 %(#! 靖江王府 %(#! 象山公园 %(5'

'$ 世外桃源 %(#$ 印象刘三姐 %(#$ 印象刘三姐 %(#$ 靖江王府 %(5'

'! 靖江王府 %(#$ 工农桥 %(#$ 工农桥 %(#$ 世外桃源 %(5'

'# 芦笛岩 %(#$ 象山公园 %(# 象山公园 %(#% 芦笛岩 %(5'

'/ 银子岩 %(#% 冠岩 %(# 冠岩 %(#% 银子岩 %(5%

'5 月亮山 %(#% 月亮山 %(# 月亮山 %(#% 月亮山 %(5%

'" 冠岩 %(!+ 叠彩山 %(!+ 叠彩山 %(!+ 冠岩 %(5%

'+ 大榕树 %(!5 阳朔公园 %(!+ 阳朔公园 %(!+ 大榕树 %(/6

'6 阳朔公园 %(!$ 聚龙潭 %(!+ 聚龙潭 %(!+ 图腾古道 %(/"

$% 图腾古道 %(!' 正阳步行街 %(!5 正阳步行街 %(!5 灵渠 %(/"

$' 灵渠 %(!' 杨堤 %(!/ 杨堤 %(!/ 叠彩山 %(/5

$$ 叠彩山 %($6 灵渠 %(!# 灵渠 %(!# 工农桥 %(/5

$! 工农桥 %($6 图腾古道 %(!$ 图腾古道 %(!$ 阳朔公园 %(/5

$# 伏波山 %($5 芦笛岩 %($6 芦笛岩 %($6 伏波山 %(//

$/ 聚龙潭 %($5 伏波山 %($5 伏波山 %($5 碧莲峰 %(//

$5 中心广场 %($! 金水岩 %($/ 金水岩 %($/ 中心广场 %(/#

$" 七星景区 %($! 七星景区 %($/ 七星景区 %($/ 七星景区 %(/#

$+ 碧莲峰 %($! 富里桥 %($! 富里桥 %($! 草坪 %(/!

$6 富里桥 %($$ 碧莲峰 %($! 碧莲峰 %($! 大圩古镇 %(/!

!% 大圩古镇 %($$ 中心广场 %($$ 中心广场 %($$ 富里桥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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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排名
入度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出度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中介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接近中心性$取值l%(/%

景区 中心性值

!' 草坪 %($' 山水园 %($$ 山水园 %($$ 聚龙潭 %(/!

!$ ) ) 大圩古镇 %($$ 大圩古镇 %($$ 刘三姐大观园 %(/!

!! ) ) ) ) ) ) 古东瀑布 %(/$

!# ) ) ) ) ) ) 尧山 %(/'

!/ ) ) ) ) ) ) 蝴蝶泉 %(/'

!5 ) ) ) ) ) ) 东西巷 %(/'

图 "&部分景区度中心性

度中心性基于节点间的直接联系度量节点的重要性!而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是从路径上考虑节

点的重要性(中介中心性指的是 '个景点担任其他 $个景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桥梁次数!反映景点在旅游流

网络互动中对其他旅游节点的控制和依赖程度!中介中心性越高的景点!对其他旅游节点的控制性越强!

则越是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接近中心性考量每个景区到其他景区的最短路径的平均长度!接近中心性的值

越大!表明节点对景点之间客流流动的观察视野越好!可以设置旅游集散中心等旅游公共基础设施(表 !

给出网络中节点中心性大于平均值的中心性和排名!在所有排名中都位于前 / 的核心景区有漓江(遇龙

河(西街和两江四湖!在所有排名中都位于前 '% 的次核心景区$不包括核心景区%有十里画廊(兴坪古镇

和龙脊梯田!在所有排名中都位于前 $% 的重要景区$不包括核心和次核心景区%有印象刘三姐(靖江王

府(象山公园(银子岩(世外桃源(正阳步行街(杨堤(冠岩(大榕树和月亮山(

!(!(!&空间聚类分析

通过空间聚类算法分析桂林景区有 !个强连通社区!模块度为 %(!#"!平均聚类系数为 %(5#(为理清网络

社区划分结构!可视化边的权重大于等于 /%的子图!结果如图 +所示2 图 +中以景区和路径在游览轨迹路径

中出现的次数作为节点大小和边的粗细!以地理空间划分!可观察到 !个社区(由图 +可知&$'%以两江四湖为

核心的城区风光带!主要包括象山公园!其他没有显示的景区如榕杉湖景区(古南门(伏波山(叠彩山等景区'

$$%以漓江为核心的沿江风光带!主要包括杨堤和兴坪!其他没有显示的景区如古东瀑布(草坪(大圩古镇(相

公山等'$!%以遇龙河为核心的阳朔风景区!也是最大的网络社区!主要包括西街(十里画廊(银子岩(印象刘

三姐(月亮山(大榕树(世外桃源(工农桥(富里桥和图腾古道等!还有其他没有显示的景区(桂林经典游览路线

是以漓江为纽带连通市区和阳朔的路线!如两江四湖)漓江)西街)遇龙河)十里画廊(

龙脊梯田景区从网络度上看位居第 #!但是由于不在桂林旅游的黄金带上!没有划入骨干网络(图 6可

视化了边的权重大于 $%的子图!并且只保留龙脊梯田和其他景区的相互连接(由图 6 可知&从桂林核心景

区$漓江(两江四湖(遇龙河和西街%都有去龙脊梯田的路径!其中!从两江四湖去龙脊梯田是主流路径!这

与市区离龙脊较近(交通便利有关'从龙脊梯田到漓江的游客较多!到两江四湖的较少'从龙脊梯田到西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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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遇龙河的游客更少!在这个子图中没有体现(

图 +&社区检测 图 6&龙脊梯田和其他景区的连接

!(!(#&社会网络分析应用

通过 4

*核分解(中心性和空间聚类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桂林旅游景区的重要性和

作用!为桂林旅游线路规划(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旅游集散中心(购物点等%提供科学

依据(

漓江是桂林喀斯特地貌旅游资源的代表!并且在地理上是连接桂林市区和阳朔的纽带!从网络度(4

*

核分解和聚类分析看!漓江都是桂林旅游的核心!同时具有聚集和扩散功能!也是社会网络路径的枢纽(因

此!从陆路$桂阳公路%和水陆$漓江%充分开发漓江的旅游资源(旅游集散中心等基础设施!针对桂林其他

旅游景区和旅游产品进行营销!对桂林游客分流(增强旅游业竞争力和宣传力具有重要作用(

*阳朔山水甲桂林+!由此可以看出!阳朔是桂林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其中!遇龙河和西街分别作为阳

朔山水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的典范!已成为阳朔乃至桂林的核心景区(阳朔周边的旅游资源丰富!因此!增

强阳朔及其周边乡村旅游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能进一步增加阳朔自驾游游客的数量!不仅能增强阳朔

的分流作用!而且能进一步提升桂林的旅游形象(

两江四湖,象山景区是国家ZZZZZ级景区!是桂林城区的主要自然风景!也是桂林旅游的核心(靖

江王城是桂林最重要的人文景观!是桂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象征!而同是国家ZZZZZ级景区的独

秀峰,王城景区却不在整个网络的核心位置(可见!*桂林山水甲天下+宣传了桂林的自然风景而忽略了桂

林厚重的人文历史(因此!桂林旅游应该加强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文景观资源的开发(活

化(利用和营销!促进文旅融合!从而提升桂林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相比而言!龙脊梯田景区的入度中心性$%(5%明显高于出度中心性$%(#/%!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

性$%("%和较低的中介中心性$%(#/%!这表明龙脊梯田位于网络的聚集区!并且从桂林多个景区直接到达

龙脊梯田景区的概率较高!但是从龙脊梯田到桂林其他景区的概率较低!该景区并不在桂林旅游网络路径

的核心(这是由龙脊梯田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可以通过建设道路等旅游基础设施!增强龙脊梯田在网络路

径中的核心位置!从而进一步优化桂林游客流的时空分布!减少节假日游客流的拥堵!降低旅游流管理成

本!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基于以上分析!一方面!进一步提升桂林核心景区的知名度应充分发挥核心景区的带动作用'另一方

面!通过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资源开发等!增强次核心层的扩散和延伸作用!将游客从核心景区向边

缘景区输送!整体提升桂林旅游的竞争力'此外!还应加强桂林人文景观的宣传!提升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

知名度!增强桂林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结论

'%基于旅游数字足迹分析桂林游客时空行为!发现桂林旅游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都不均衡!这主

要是受桂林核心旅游资源$即漓江%的影响(时间上!漓江在冬季进入枯水期'空间上!很难辐射到远离漓江

的景区(这也是一些其他受自然景观影响的旅游目的地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建议地方政府可采取政策进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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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干预!以减小目的地内旅游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

$%建议桂林市政府通过兴修水库等水利工程破解漓江水困难题'利用南北气候和民族文化差异!针

对北方游客!打造冬游桂林旅游项目'通过建立交通(旅游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改善桂林景区现有的

网络结构!以增强漓江对其他景区的辐射作用'利用新媒体营销策略包装非核心景区!打造新的*网红+打

卡地!使桂林旅游向多核心发展!提升整体的市场竞争力(

!%论文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计划(

$'%数据源单一(论文只选择携程网作为数据源!事实上!其他 GYZ网站和社交网络!如马蜂窝(去哪

儿网(猫途鹰和微博等都包含大量的游客时空数据(不同数据源拥有不同的用户群体!因此!多源数据分析

结果可以更全面地展示用户时空行为特征(

$$%数据类型单一(论文仅从文本中提取游客时空数据!而GYZ网站$如马蜂窝等%的照片和微博的签

到数据等都具有丰富的时空信息(多类型数据分析可以增加分析结果的全面性(

$!%研究案例单一(论文仅以桂林为案例!不同旅游目的地受旅游资源和特征的影响!游客具有不同的

时空行为特征(多个案例分析能更好地总结归纳游客旅游目的地的时空行为特征!为旅游目的地的管理(

服务和营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基础(

#%未来将考虑基于多源异构数据(多个案例分析游客移动特征!融合移动和 eW端多个 GYZ网站及

社交网站的文本(图片(签到等时空数据!总结出更普适的游客时空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指导区域旅游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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