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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型旅游城市形象感知机制研究
1
 

--以“爽爽贵阳”为例 

王超 

(贵州财经大学工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连片特困区贫困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基于扎根理论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爽爽贵阳”旅游城市形象为例，探讨了游客对“爽

爽贵阳”形象感知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游客对于“爽爽贵阳”形象感知并非只是因夏季凉爽天气而形成的。游客

感知是集旅游六要素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不仅是夏季环境气候宜人的“爽”，而且是城市生态文明的“爽”。关于

游客对“爽爽贵阳" 形象感知所反映的城市交通、公共设施、市民文明、食品卫生方面“不爽”问题，提出从加强

市容秩序督查考核力度、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启动市民文明素质提升行动、多渠道加强招商引资投入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旅游业法律法规实施力度、推动“爽爽责阳”特色旅游商品的系统开发几个方面，完善生态型

贵阳旅游目的地形象。  

【关键词】形象感知；旅游城市；生态城市；扎根理论；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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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自 1971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Hunt 博士的论文“形象旅游发展的一个

因素”进行旅游目的地形象研讨之后，对于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便层见叠出。国内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起步较

晚，自 1998年李蕾蕾撰写了第一本探讨旅游目的地形象专著《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之后，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进入

学者的视野。2009 年，国家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颁布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文件，从国家层面逐步重视旅游目的

地形象建设。贵州旅游具有后发优势，独特的生态环境条件成为贵州重要的旅游资源。其中，作为贵州省会的贵阳市又是国内

著名的避暑胜地和贵州旅游的中转站，其旅游目的地形象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游客对贵州的印象。 

国内关于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现状主要包括：一是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构成研究。例如，吴小根和杜莹莹对旅游目的

地形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方向的概括总结。 张宏海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成做了一定的补充，提出旅游目的地形象是由认

知形象、情感形象、总体形象构成的三维结构。二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创新宣传推广路径研究。例如，王劲松认为网络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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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形象的传播重要模式之一，并对网络传播模式进行了探讨。吴雪飞提出了网络口碑营销与顾客忠诚度对旅游目的地形象

推广的影响。二是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案例研究。例如，魏宝祥以甘肃省临夏冋族自治州旅游形象感知为案例，提出了少数

民族地区旅游形象发展的建议。张明伟探讨了胶东半岛游客认知维度滨海旅游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黄胜男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以网络文本分析法进行黄山风景区形象感知的研究。 

国外关于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现状主要包括：一是基于游客形象感知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建设研究。例如，Ruzzier探讨

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问题，提出从游客角度对旅游目的地形象调查评价被应用到旅游品牌打造之中。 二是旅游目的形象感

知与市场营销推广研究。例如，Busby 等通过电影旅游这种新型方式，认为要将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打造出来并向

全世界推广。Lee基于游客吸引角度发展塑造购物旅游形象营销策略，这是一种新型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方式。三是基于游客

感知研究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例如，Hernandez-Lobato 等通过分析旅游营销中形象、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三个变量之间的关

系，将游客感知纳入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的重要衡量维度。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有以下优点：一是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的文献较多，可以从这些文献中深入了解相关旅游目

的地形象的内涵，从而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二是基于游客感知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方面，对新型传播渠道

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宣传模式，这使得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更加全面化。但是，案例研究不够丰富，基于游客感知探

索相关旅游目的地形象打造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特别是针对我国西部后发旅游景区。以“爽爽贵阳”形象为例，基于扎根访

谈与内容分析法，研究游客对贵阳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机理，抓住游客对贵阳形象的系统认知与关键问题，为如何完善旅游

目的地形象塑造提供-些建议参考。 

2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研究釆用扎根理论分析范式和内容分析。第一个层面通过扎根访谈进行数据采集；第二个层面通过相关主题网络舆情资料

采集，基于 ROST软件进行内容分析。扎根访谈时间为 2015年 2月 5日至 2016年 1月 5日，深度访谈前来贵阳旅游的外地游客

60人。访谈对象均具有髙中及以上学历，以保证访谈对象的表达能力，并做好访谈记录，以确保资料和数据的有效性、客观性。

网络舆情资料采集来自于百度、贴吧、微博、新闻等多种网络传播渠道.为了保证资料收集渠道的有效性，确保研究资料的丰富，

按照以下要求采集资料：一是与文本主题“爽爽贵阳”形象相关的游客评价文本。二是文本内容丰富客观，不少于 100个汉字，

能够反映作者或游客明确的观点和感受。 三是文本来源可靠，来自于贵州官方媒体或相关权威网站游客评论。四是文本发表时

间为近五年，以确保文本的时效性。基于上述标准，共收集 410个有效文本进行研究。 

3 资料的处理与分析 

3.1基于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 

3.1.1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所获取的初步资料进行分类归纳，使之形成概念化的范畴，由既简单又零乱过渡到有概念有范畴的一个过

程。对 60 个游客零散的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将通俗易懂的语言转换为精炼文字， 经过多次总结分

析，最终从访谈资料中总结出 163条初步语句，然后根据初步语句，将相同性质的语句再次归结在一起，再次精炼到 8个范畴，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与提炼，最后得到的数据较全面地反映了游客对“爽爽贵阳”形象的感知。 

3.1.2主轴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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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性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进而精确归纳开放性编码中各初步提炼的语句，需要判断开放性编码中各初步语句之

间潜在的联系，将存在潜在关系的各初步语句进行连接，寻找到一定的切入口进行再一次精炼，先将主轴性编码提炼出微观层

面的结论，得到总结 a 再将微观层面的总结 a 进行提炼，得到宏观方面的总结 b，从表 1 来看，主轴性编码微观层面总结 a 得

到 8个较小范畴，宏观层面的主轴性编码总结 b总括 5个较大范畴。 

 

3.1.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性编码的基础上，摒弃主轴性编码中不需要的或者是不重要的范畴，从而保留下重要的范畴，在表 1

中将并不重要的微观、宏观层面的“其他”项去除，则游客对“爽爽贵阳”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剩下 7个小范畴和 4个大范畴。 

3.1.4基于扎根理论研究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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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扎根访谈游客对“爽爽贵阳”形象感知，是为了认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关键因素，从而思考旅游目的地形象可以从哪些

方面进行改善。从 60 位外来游客扎根访谈资料中提炼出 4 个大范畴和 7 个小范畴，根据各个范畴所占的比例进行排序和权衡来体现各

个范畴的重要性，构建出游客 对“爽爽贵阳”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体系，如表 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游客对“爽爽贵阳”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从多方面得以体现，且各方面所占比例大小不同。从宏观范畴来说，游

客对“爽爽贵阳”基础设施加强期待很高，达到 28.2%，数据说明“爽爽贵阳”对于基础设施方面比较欠缺，尤其是在交通方面，需要

大力改善交通；其次，社会融入感所占比例达到 26.4%，数据表明贵阳人民在城市自豪感上较为欠缺；政府要加大力度对“爽爽贵阳”

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对内对外宣传，对贵阳市民旅游目的地形象意识间接培养；游客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很关注，服务质量的提升所占比

例为 25.8%，为打造“爽爽贵阳”旅游形象，要以优质服务为长远目标，规范服务行业；对餐饮业规范化的期待达到 18.4%，不规范的

饮食卫生，欠缺规划的饮食地点给旅游目的地形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餐饮业结构的优化改善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有积极作用。  

3.2基于网络舆情的内容分析 

3.2.1词频分析 

通过 410个目标文本的统计分析，得到高频词、共现词统计表，如表 3、表 4所示。从总词频表 3初步得出，“交通” “生态” “道

路” “文明” “市民” “环境” “素质” “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的频数最高，从共现词频表 4 初步得到， “贵阳交通” “贵阳

文明” “基础设施” “贵阳卫生”所占频率比例最大，可以概括出游客对“爽爽贵阳”形象感知主要集中在道路交通、环境卫生、市

民素质、基础设施四个方面。为了保证游客感知的准确性，要结合社会网络语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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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社会网络语义分析 

仅词频分析不能准确代表游客对“爽爽贵阳”的感知， 对文本进行社会网络语义分析相结合进而得到更加精确的 结论，通过 ROST

软件分析可得到高频特征词网络结构主要成分图，如图 1所示。调查文本主要成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频词“城市” “贵阳市” 

“设施” “交通” “中心 完善”关系结构，表明游客期待“爽爽贵阳”的交通设施得到完善，同时反映出贵阳现有交通状况比较差；

二是高频 词“基础设施” “公共”，游客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关注，同时反映出贵阳现有基础设施欠缺完善；三是高频词 “政

府” “管理” “推进” “文明” “生态” “环境”，游客希望政府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文明建设，同时表明贵阳在生态环境、

文明建设等方面欠缺发展；四是高频词“交通设要”“行动”，游客重点希望加快交通的改善； 五是高频词“味道” “食品” “拥

堵” “主要”，游客希望在食品安全方面有所改善，同时说明贵阳饮食监督较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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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网络舆情的内容分析总结 

游客对“爽爽贵阳”感知可分为加强文明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达度的改善、环境卫生的改善四个主要方面。文明建设

方面，游客对于贵阳市民的印象较差， 应加强市民“爽爽贵阳”旅游形象意识的培养，同时说明贵阳人民的城市自豪感较低，参与度

不高；基础设施应不断完善，星级旅游城市相关配套设施还需要完善；贵阳市的 交通拥堵是很严重的问题，需要大力构建畅通贵阳城

市交 通网络；环境卫生方面，需加强街道、车站等人群聚集处的治理，加强餐饮业的管理。 

4 研究发现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发现：游客对于“爽爽贵阳”旅游城市形象感知并非只是因贵阳夏季凉爽天气而形成的。游客感知是集旅游六

要素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不仅是夏季环境气候宜人“爽”，而且是城市生态文明的“爽”。基于游客感知促进旅游目的地形象发展的因

素不仅是拥有众多的旅游资源，而且是要以旅游资源为基础，将交通、饮食、人民的融入感等方面围绕旅游资源进行改善与优化，为旅

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铺下基石。同时说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打造要将其本身所具有的特色旅游资源和游客的感知评价 相结合，使之处

于无缝对接的状态，当所有潜在的关联面处于较为完善的状态，进而加强宣传，达到大力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效果。 

通过两种研究方法对比得出：游客对“爽爽贵阳”形象感知所反映的问题，一是在交通需要改善方面非常突出，反之可以说明贵阳

交通拥堵问题十分严重。二是关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基础设施是创造良好主观感受的保障，分析得出要加强贵阳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进程，达到星级旅游城市发展标准。三是建设文明城市，研究中游客对贵阳市民印象比较欠缺，政府应加强市民“爽爽贵阳”

形象意识的培养和相关宣传提升市民的旅游城市的形象自豪感。四是环境卫生方面，主要是针对食品卫生，对餐饮业进行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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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游客对“爽爽贵阳”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形成机制如图 2所示。 

 

5 关于完善“爽爽贵阳”形象，提升贵阳旅游质量的建议 

以建设生态文明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㈣，贵 阳市应致力于发展理念的转变，加强民生改善的力度，促 进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水准的不断提高，加快市民的思想道 德建设，并且加强法规制度的完善，以优化产业结构、改 善生态环境、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为目的，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使得旅游形象主题能够得到收效，促进“爽爽贵阳”旅游城市形象的发展。  

5.1加强市容秩序督查考核力度 

加大贵阳市容秩序整治，以督查考核的方式对市容秩序进行管理，加强街道占道执法管理。对占道经营、占道堆物、车辆乱停乱放

等现象进行动静结合、轮回巡访、跟踪督查等一系列管理，建设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进行高效的城市管理工作，提高城市路面清

洁卫生以及人行道路畅通便捷，实现全面不留死角的网格系统化管理，为 “爽爽贵阳”旅游形象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  

5.2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 

以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为先导，缓解贵阳市当前拥堵的交通情况，进而带动市区交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进一步完善城市布

局，做足细致计划，加快贵阳市地铁建设的进程，加速环城快速铁路建设进程和贵开城际客运专线以及客运专线的建设进程，从而形成

以城市轻轨大运量交通和城市常规公交出租车为依托的全面系统的城市交通网，对各类交通方式进行潜在链接，从而打造现代交通运输

格局，解决“爽爽贵阳”交通通达度问题，促进旅游出行质量的提升。  

5.3启动市民文明素质提升行动 

加强贵阳市民文化素质教育，充分利用学校、文化宫 等场所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活动，培养市民的文明礼仪意识， 在传承传统文化

的同时对贵阳市民进行文化熏陶，通过地 方电视台、报纸、LED滚动屏等渠道开展素质教育专栏， 全方位耳濡目染式的提升市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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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明行为引导， 在景区、公共场所等人群聚集地以志愿者形式进行文明排队引导，文明交通引导，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教育；

将文明教育与引导落实到个体，从根源上提升市民素质，提升“爽爽贵阳”市民形象。 

5.4多渠道加强招商引资投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修订完善招商政策制度，及时更新调整招商引资项目库，做到与时俱进，进行招商项目规划，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从长远发

展的角度着力打造有战略性的项目， 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重点解决，打造实际可行的项目方案，对招商环境进行改善优化，做到精要

包装，突显资源和区位优势，进行多渠道招商，打造良好的招商平台，邀请有实力、资金雄厚的相关投资集团前来了解考察，间断性召

开投资环境新闻发布会，做到长期招商，一切以健康发展为宗旨。  

5.5加强旅游业法律法规实施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以国家旅游法为依托，政府加强对贵阳旅游业的监管， 建设高素质旅游人才队伍，加强贵阳市旅游业从业人员相关法律意识，旅

游局应与工商局、交通管理部门等相关机构加强合作，加强旅游市场监督，完善市场秩序，对旅行社、酒店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对旅游

配套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加强责任追究力度，做到违法必究，提髙旅游安全工作的效率，确保旅游活动的安全，确保旅游人员的人身安

全，对旅游投诉现象要及时处理，加强对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 

5.6推动“爽爽贵阳”特色旅游商品的系统开发 

贵阳市旅游商品开发具有无穷的潜力，与此同时，规模不大，缺乏创意型产品，旅游商品与旅游文化间不协调以及本地特色产品无

精致的包装等问题占据了很大比例，需要政府进行开发引导，相关旅游管理部门应进行游客偏好市场调研，明确市场需要，引导相关旅

游企业沿着正确的旅游商品开发方向前进，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以确保旅游商品资金的正常运转；政府以各种形式诸如旅游商品创意大

赛鼓励个人或者企业加入到旅游商品开发的队伍中，集思广益；同时以法律为基础，以诚信为宗旨，为旅游商品的开发及交易打造良好

和谐的环境，推动旅游商品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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