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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携程网上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关的网络游记为例，利用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

法(SNA)归纳总结民族旅游体验要素及结构，通过“重要性一表现性”分析法(IPA)获取游客的民族旅游体验质量。

结果显示：①山地民族旅游包括自然风貌、民族人文风光、民族建筑要素、文化展示场所、民风民俗和民族节庆等

22个要素指标。②通过 SNA分析发现，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网络结构核心多、密度高。其中，民族自然风光、旅游身

心体验和民族餐饮体验是最核心的 3个要素，最为边缘的要素为民族特色旅游产品、文化展示场所和山地气候感知。

③黔东南民族旅游体验中游客总体较为满意，旅游体验质量较好，旅游者对黔东南的自然风光最满意，对于民族旅

游特色旅游产品评价最差。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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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深度休闲需求的发展，山地民族地区已成为我国居民休闲度假的主要目的地。贵州省自 2016年开始打造“山地公

园省”，努力建设山地民族类旅游景区景点，旨在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山地民族旅游体验。旅游体验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旅

游客源市场的满意度和重游率，进而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潜力和方向，一直是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1］。如何基于需求端科

学了解“山地公园省”打造后游客的真实旅游体验，为供给端提供真实的信息反馈，成为行业界亟需探讨的学术问题。 

当前，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包括旅游体验基础理论研究和旅游体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1-2］。其中，旅游体验基础理论研究多建

立在“主体性”角度上，通过旅游体验的本质探析旅游体验的含义和本真［3-4］，基于“认同”角度探索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认同

的概念模型
［5］

，基于“建构主义视角”剖析游客的旅游体验系统
［6］

，基于“体验”的含义分析旅游体验的特征和具体属性
［1，6］

。

同时，还有基于符号学视角［7］、现象学视角［8］和流动性视角［9］，针对旅游体验的类型、模式和过程的研究［10］，为旅游体验基础

理论研究提供了多个研究视角。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体验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体验的动机［11］、旅游体验产生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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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游客的体验质量［13］和体验营销［14］等方面，以基础理论研究为基本，对某一特定旅游目的地或游客类型的旅游体验进行理

论验证，研究对象包括基于空间视角的主题公园［15］、宗教旅游地［16］和乡村旅游地［17］等，也包括基于游客类别视角的观光旅游

者
［8］

、徒步旅游者
［18］

、朝圣旅游者
［19］

和黑色旅游者
［20］

等不同类型的游客。理论基础涵盖了多种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学、心理

学、人类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不同类型游客旅游体验的要素和评价内容因其旅游动机及旅游吸引物特征具有异质性，而掌

握异质性特征可以科学地塑造旅游目的地的主题和形象，进而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已有研究包括:基于地理学视角从游

客旅行的游前“预体验”、游中“实体验”和游后“思体验”3个层面进行的分析［20］;基于具身理论从“身体”、“感知”和“情

景”3个层面的探讨［18］，基于符号学理论从“态度”、“能力”和“解读结果”3个层面的讨论［7］。数据来源的方式多样，主要

从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或网络游记中获得。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大数据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旅游业的发展，网络游记作为一种新的数据源为旅游研究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17，21］，成为研究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手段。网络游记是游客通过在互联网上记录自己的旅途过程及感受的文

本数据，与问卷调查和访谈得来的传统数据相比能更加真实地反映游客的态度与感受，能够较好地调查游客真实体验［22-23］。网

络游记在研究旅游地形象感知方面具有可靠性和代表性［24］，网络游记能够让研究者更加方便快速地获取原始数据，数据更加全

面、可获得的样本量更大。但网络游记作为研究旅游体验的新数据源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网络游记主要基于旅游者个人认

知和感受，而对于在旅游过程中隐含的一些社会网络结构性要素关注较少
［25］

，且无法对游客体验的所有要素进行科学评价。本

文基于已有的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利用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归纳总结了民族旅游体验

要素及结构，通过“重要性一表现程度”分析法（IPA）获得民族旅游体验质量。基于研究结论找出黔东南州在民族旅游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建议。 

1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黔东南州坐落于贵州省东南地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67%,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100%。州内生活着 33 个少数民族，多彩

的民族文化和宜人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大量的游客。2018年，黔东南州旅游人数总计超过 1.08亿人次，旅游总收人达 972亿元，

是贵州省民族旅游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也是该省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旅游研究案例地。 

1.2数据来源 

本文对携程网围绕黔东南州民族旅游相关的网络游记进行了分析。携程网在我国在线旅行服务公司中处于领先地位，将自

己的旅游体验分享到携程网上的会员已超过 9000 万，拥有非常丰富的游记和点评资料。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携程网上共

计有 2316 篇与黔东南地区相关的游记。本文运用“火车头”采集软件采集了黔东南地区 2016 年 1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期间共 724 篇游记。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客观与精确，首先将有大量重复、明显不相关和有明显广告嫌疑等有瑕疵的游记予以

剔除，其次将只有图片而没有文字内容或只有单独描述图中地名的游记进行排除。由于很多游客出游行程不仅包括黔东南地区，

一次性会去好几个旅游地，如有的游客在假期中同时去了桂林、成都、黔东南等地，因此这些游记也是可以被采集到的。但是

由于这些游记中仅有一部分是在描述黔东南，因此描述黔东南的内容没有超过一半的，也予以剔除。经过多重筛选，最后选取

符合标准的 310篇游记作为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 

1.3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指对研究对象的内容，通过客观、系统和量化的手段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内容本质的研究方法［26，

27］，现已被广泛应用在旅游游记文本分析当中。本文利用内容分析法具体进行了以下的分析步骤：①广泛搜集国内外民族旅游体

验的相关文献，科学全面地整理出本研究所需的民族旅游体验要素。②对于携程网的网络文本进行整理，筛选出与黔东南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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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相关的游记，删除旅游时间不符合，游记内容空白、重复的文档，字数过少的文档，同一作者写多篇游记合并为一篇游记，

题材相关的文档，最终经筛选后共计 310篇。③选取两位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操作人员对 310篇经过筛选的游记逐一进行操作，

从每篇游记中提取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两人共同探讨一致进而增加新的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最终达到两人一

致认为不再出现新的编码，最终获得了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结构表（表 1）。④完成首次的文本编码提取后，根据旅游者

的情况进行二次编码，对该要素结构进行更加深人的分析（表 2）。表 2 中，数字代表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种类，字母代

表旅游者对旅游中该要素的评价等级，分别以 A、B、C、D、E 来代表“非常差、比较差、中立、比较好、非常好”，并分别赋

值为 5、4、3、2、1分。 

表 1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结构 

编号 要素 对应点评文本示例 

1 民族自然风光 
青山绿水景色是无可挑剔、山奇水秀、大山环绕、两岸山峰对峙、绿油油的梯田、晨雾迷离、瀑布

颇为壮观…… 

2 民族人文风光 苗族人结婚的隆重场面、学生写生 

3 民族建筑景观 干栏式建筑、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犬牙交错、梯田中散落着苗乡特色的吊脚楼…… 

4 文化展示场所 镇远展览馆、黎平会议旧址、肇兴侗寨也是鼓楼文化的艺术之乡 

5 民族风俗 
此行接触的贵州人都非常热情和有耐心、很健谈,也很友善、都非常热情和有耐心、苗族的酒礼、拦

路酒、侗寨将开寨门迎宾客、吃特色的乌米饭、丢自卣、打花脸等民俗活动 

6 民族节庆 
舞阳河龙舟演练、当地人的情人节——“谷雨节”、和邑沙苗族人共跳团圆舞、侗族大歌、苗家歌舞

表演…… 

7 旅游开发程度 
感觉贵州的景点每个都相隔挺远、苗寨第一感觉就是太商业化、个人认为组织差,景区摆渡车排队人

多车少秩序乱、景区修建的特别漂亮整洁…… 

8 民族特色旅游产品 颜色很亮丽的民族服装、银器店很多 

9 旅游基础设施 
个人觉得设计的不是太人性化、感觉各方面配置都跟不上旅游的发展、整个寨子突然停电、寨里交

通基本靠走…… 

10 旅游交通体验 附近居然没有滴滴、交通很方便、班车很多、凯里一镇远绿皮火车超值…… 

11 民族餐饮体验 荔波小吃街、金牌罗记肠旺面、贵州吃的东西真的不错、牛肉粉味道不错、太好吃太好吃了…… 

12 民族住宿体验 本身酒店整体情况也一般、位置极佳、条件一般，酒店整体情况也一般、床具柔软光滑很舒服…… 

13 民族娱乐体验 看夜间歌舞表演、观看篝火晚会、《美丽西江》大型情景演出、给游客体验蜡染、綻染等项目 

14 旅游服务体验 老板娘非常热情、客栈的人还帮忙拿行李、老板娘比较好客，还送了免费饮料…… 

15 景区管理感知 车站外出租车、私家车无序乱停，全堵在出口最佳位置 

16 旅游消费感知 名食红酸汤江团鱼 48元一斤不便宜、宾馆价格不髙、价格还行、部分地区只能现金支付…… 

17 旅途社会交往 
客栈刚好碰到一对情侣，好心的哥哥姐姐租车玩、遇到很多有梦想的年轻人、一起谈天说地、感觉

很不错…… 

18 山地气候感知 天气也是晴朗阴天小雨大雨电闪雷鸣都经历了、早晚温差有点大…… 

19 拍照摄影感知 
无论是摄影还是写生都是最适合的、美美地拍了一番、尽情的拍摄美景、这里是拍摄人文的好地

方…… 

20 旅行身心体验 心情也舒畅多了、很舒服惬意、真的美呆了…… 

21 拥挤度感知体验 景点人满为患、非常多人、排了很长的队、从进景点大门开始就是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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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山地生态环境 山地公园省，有湛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 

 

表 2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编码评分示例 

编码 评分依据 游记原文示例 

1A 
游记中含有“非常、特别、尤其、极、很、太” 

等程度副词+表达正面评价的词语 

但不得不说卧龙潭真的太美了！美呆了！可以用震撼心灵评价

了，真心的美，美，美！景色非常美！空气特别清新 

11B 
游记中含有“比较、还、稍微”等程度副词+ 

正面评价的词语 
在荔波一家小酒楼进晚餐，虽属相对简陋，但吃的口味还不错 

18C 
游记中没有含有明显的情感态度， 

对旅游体验的描述相对客观中立 

天气也是晴朗阴天小雨大雨电闪雷鸣都经历了，早晚温差有点

大 

10D 
游记中含有“比较/有点”等 

程度副词+负面评价的词语 

行程是黄果树瀑布景区，因发现转车比较麻烦，且黄果树里面

有 3个景区离得都挺远 

7E 
游记中含有“非常/很”等 

程度副词+负面评价的词语 

苗寨第一感觉就是太商业化，个人认为景区组织差，景区摆渡

车排队人多车少、秩序乱 

 

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是适用于分析关系数据的研究方法［28］，能够为研究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结构和内在关系提

供有效工具，凭借此来分析网络结构中位置和重要性等。本文为防止数据的旅游要素不能全面地体现，更深挖掘黔东南州民族

旅游体验要素结构之间的关系，选取社会网络分析法（SNA）进行研究，力求分析文本数据内部的关系结构特征。本文运用

UCinet6.212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对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的网络结构、中心性和子群密度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同时针

对各要素内在的联系进行可视化分析。 

IPA分析法：IPA分析法最早提出于 1977年［29］，主要以重要性和满意度两个方面对测评要素进行评价［30］，游客在游记中表

达出对于所感知到的旅游体验要素相关的评价。对民族旅游地的开发者和管理者而言，游客的评价格外重要，可以从中了解到

黔东南地区作为民族旅游地在开发中存在的优劣势。本文应用 IPA 分析法对民族旅游地黔东南地区旅游体验要素进行了分析，

并根据游客对黔东南地区旅游体验要素的评价，明确黔东南地区作为民族旅游地发展存在的优劣势和游客对黔东南地区旅游服

务的满意程度。IPA分析法以重要性为横轴（X轴），表现性为纵轴（Y轴），以表现性和重要性的均值作为 X轴，Y轴的切割点，

其被划分为 4个象限
［30］

。本文中，重要性指标 I表示旅游体验要素在游记中出现的频率，即 In=（游记中 n 出现的频次/游记文

本总量）x100%;表现性指标 P 表示将游客对旅游体验要素的满意度评价分值。在此基础上，将游记文本中没有出现的要素等级

设为“中立”，并赋值为 3,即 Pn=游记文本中要素 n的评价分值/游记文本中要素 n出现的次数。通过计算民族旅游地黔东南地

区旅游体验各要素的 I值和 P值，并以 I值最小值和最大值之和的均值和 P=3为均值切割点，建立坐标进行分析。 

2 结果及分析 

2.1黔东南州山地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结构特征 

网络密度表示在要素结构中各个节点彼此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测算结果显示，该要素结构中网络密度值为 0.632,密度较

高，相互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结构也较为科学。同时，使用 UCinet6.212软件对列表中的各要素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不仅可知

游客对各要素民族旅游体验感知程度的强弱，还可知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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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节点之间的大小反映了节点的重要程度，节点越大，重要程度越大，节点越小，重要程度相对较小。从图 1可见，

位于核心位置的节点包括民族自然风光、民族餐饮体验、旅游交通体验、旅游身心体验、民族娱乐体验、拥挤度体验感知等，

位于边缘的节点有景区管理感知、山地气候感知、旅游开发程度感知、民族特色旅游产品、拍照摄影感知等。在网络图中，还

存在着多个要素节点，但无论是核心节点，还是边缘节点，每个节点之间都存在着联系，没有任何一个孤立的节点。 

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的中心性分析：中心性是用于衡量结构图中的要素在该结构中的重要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

通过每个要素的点度中心度表现出来，一个要素的点度中心度越大，在结构中就显现出越高的重要性。利用 Ucinet软件获得各

要素的点度中心度，以此确定各个要素对于游客对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的影响程度（表 3）。由表 3 可知，影响游客黔东南州

民族旅游体验最为重要的要素是民族自然风光，其次是旅游身心体验和民族餐饮体验，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和文化展示场所是对

于游客旅游体验影响最弱的两个因素。通过对黔东南州游记网络文本的具体分析，游客对于黔东南地区的民族自然风光感受的

敏感度最高，这是所记载的游记中游客反映最为强烈和带给游客最深刻感受的 

一个因素。黔东南地区自然风景区较多，青山绿水环绕，自然风光美丽，深得游客喜爱。此外，游客对于在旅途中的综合

感受是非常关注的，除民族自然风光之外，游客身心体验也是影响游客旅游体验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这与游客出游的目的有着

很大的关联。对于黔东南地区这类以自然风景为主的旅游胜地而言，游客出游目的多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放松身心，让自己感

到舒适惬意的地方。在对黔东南网络游记的分析中，多次出现“心情真是舒畅多了”和“真的特别舒服惬意”等表示游客身心

体验的积极情绪词汇。黔东南州虽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是游客对于民族旅游发展的感受主要来源于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在旅

游期间感受到的民族节庆和活动，对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和当地文化展示场所的兴趣和关注度相对较小。 

表 3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重要性排名 

编号 要素 点度中心度 重要性排名 

1 民族自然风光 39.300 1 

2 民族人文风光 9.339 13 

3 民族建筑景观 8.301 14 

4 文化展示场所 3.483 21 

5 民族风俗 12.692 7 

6 民族节庆 6.189 18 

7 旅游开发程度 7.689 16 

8 民族特色旅游产品 2.779 22 

9 旅游基础设施 10.67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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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旅游交通体验 15.194 5 

11 民族餐饮体验 25.422 3 

12 民族住宿体验 23.013 4 

13 民族娱乐体验 9.524 12 

14 旅游服务体验 14.767 6 

15 景区管理感知 10.895 10 

16 旅游消费感知 11.025 9 

17 旅途社会交往 7.097 17 

18 山地气候感知 4.373 20 

19 拍照摄影感知 5.003 19 

20 旅行身心体验 26.441 2 

21 拥挤度感知体验 12.099 8 

22 山地自然环境 7.708 15 

 

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的子群分析：当社会网络存在某些节点联系非常紧密，将这些节点结合在一起，就凝聚成了一

个个次级小团体，也就形成了一个个凝聚子群。这些子群之间具有紧密的内部联系，但是子群与子群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性。通过迭代相关收敛法（Concor）对要素结构进行聚类分析，其后分类出 4个次级小团体，并通过分析得到子群密度矩阵（表

4）。为了使子群之间的差异性表现的更加清晰，本文在密度矩阵中，用 0或 1来表示所有子群的密度。0——子群表示网络结构

中出现的洞，表示在整个网络结构中，这个子群与其他子群之间不存在直接和显著的差异性，即无法被理解成该网络的基本结

构；1——子群代表网络基本结构。本文研究中用 0表示上述密度矩阵中低于网络平均密度的值，大于或等于平均密度的值记为

1，将现有的矩阵进行转换，而后得到转换矩阵（表 4），据此有 3个有意义和 1个无意义的小团体出现。 

表 4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子群矩阵 

子群 
密度矩阵 转换矩阵 

1 2 3 4 1 2 3 4 

1 16.333 8.125 13.583 10.333 1 1 1  

2 8.212 9.667 9.889 3.000 1 1 1 0 

3 13.500 8.000 3.500 4.075 1 1 0 0 

4 5.889 3.333 1.667 2.938 1 0 0 0 

 

在对子群的具体分析中，不同的子群表示影响游客体验要素组合的差异情况，即游客对于影响旅游体验各要素的关注点存

在差异（表 5）。如子群 1 中，游客频繁提及的旅游体验要素除了民族自然风光、旅游身心体验，还有旅游住宿体验、旅游消费

体验、民族餐饮体验、旅游服务体验、民族娱乐体验、旅途社会交往，说明这些要素在同一游记中经常性同时出现，统计学上

具有差异性，同时说明影响游客旅游体验的主要要素是自然风光、住宿、美食、娱乐、服务、社会交往等方面。这些要素在点

度中心度的排名中都居于前六位，充分说明在影响游客体验的主要因素中上述因素占据了主要地位。子群 2 中的要素排名基本

都是紧随子群 1 要素排名之后，包括民风民俗、旅游交通体验、旅游开发程度感知、拥挤度感知体验、旅游基础设施，说明在

子群 2 所代表的这一类游客比较关注当地的风土人情、交通状况、基础设施、景区拥挤程度等方面，代表了黔东南州游客的另

一部分游客群体。对于子群 3 代表的是黔东南地区民族旅游的一小部分游客类型，他们对于富有民族特色的当地建筑和民族节

庆等具有浓厚少数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旅游元素更加感兴趣。子群 4 内各要素虽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但是在结构上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其内部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具有相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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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要素子群结构 

 子群类别 要素 

有意义 

1 
民族自然风光、旅游身心体验、民族餐饮体验、民族住宿体验、 

旅游交通体验、旅游服务体验、民风民俗、拥挤度感知体验 

2 
旅游消费感知、景区管理感知、旅游基础设施、民族娱乐体验、 

民族人文风光、民族建筑景观、山地生态环境 

无意义 
3 旅游开发程度感知、旅途社会交往、民族节庆、拍照摄影感知、山地气候感知 

文化展示场所、民族特色旅游活动 4 

 

2.2黔东南州山地民族旅游体验质量评价 

本文基于 IPA 分析法对黔东南州民族旅游地旅游体验各要素进行了分析（图 2）。其中，位于第一象限的主要有民族自然风

光、民族餐饮体验、旅行身心体验、民风民俗、旅游住宿体验，说明游客对这些要素的关注度和满意度都比较高。位于第二象

限的要素最多，第二象限属于游客关注度较低，但是满意度较高的范围，说明游客对于黔东南州的民族建筑景观、人文景观、

民族节庆活动、拍照摄影和当地娱乐活动、消费水平、服务水平等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明显，但是评价都较高，游客在黔东南州

获得了良好的服务体验、娱乐体验，在社会交往方面也有非常不错的感受。落入第三象限的要素较少，主要为民族特色旅游产

品、天气气候、旅游开发程度、基础设施、景区管理等方面，游客对于这些要素的感知程度较低，评价也较低，说明这是黔东

南州发展旅游业需要加以改善的方面;游客对黔东南州旅游开发和景区管理等方面评价较低，主要在于景区的秩序混乱，交通工

具随意停放、缺乏管理，苗寨等主要景点还存在着停电断电等情况，游客认为景区的各方面配置与其旅游业的发展程度不匹配。

进人第四象限的要素最少，只有旅游交通体验和拥挤度感知体验两个要素，说明游客认为这两个要素是影响游客旅游体验的重

要因素，但游客感受到的评价也一般，说明这是黔东南州发展旅游业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和方案来进行改进，以提高游客的满意

度。交通方面，交通是影响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黔东南州须在交通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改进;在拥挤度感知方面，游客反映许多

景区旺季人满为患，适当控制景区人流量对于景区的良性发展有益。 

 

民族地区旅游体验研究对民族地区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满足游客需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以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

的实证研究为例，归纳总结了游客在民族地区旅游过程中的主要体验要素，将民族旅游体验归纳为“民族环境体验”、“设施

与管理体验”、“游客真实感受”和“民族文化体验”4个维度，旨在为其他同类民族旅游地区旅游体验提升提供理论基础（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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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16-2018 年黔东南州游客网络游记文本信息进行游客体验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①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

（SNA）发现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结构核心多、密度高。在中心性分析中发现，最核心要素是民族自然风光，其次为旅行身心

体验，最为边缘的要素为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子群结构中存在 3个有意义结构、1个无意义结构。游客关注最多的是黔东南州的

风景、身心、餐饮、住宿和交通，其次是民风民俗、旅游服务等要素，最后是文化展示、民族旅游特色产品、拥挤度等。②通

过 IPA分析法研究游客对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验评价，民族旅游体验要素平均分值为 3.28分，说明总体上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体

验中游客较为满意，旅游的体验质量较好，但游客对黔东南州民族旅游中自然风光、民风民俗、民族餐饮体验、旅游身心体验

等要素最为满意，而对于旅游开发程度感知、旅游基础设施、景区管理和拥挤度感知等要素评价最差。③通过以上研究，由于

民族地区旅游体验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地的环境、民族文化特色、设施与管理和吃住行游购娱这类游客真实感受等方面，

因此本文从“民族环境体验”、“设施管理体验”、“游客真实感受”和“民族文化体验”4个方面构建了民族旅游体验的研究

框架。 

3.2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游客旅游基础设施体验。在 IPA得分中，旅游基础

设施、旅游开发和拥挤度感知等得分较低，但在 SNA 重要性排名中，住宿、交通和拥挤度感知等排名前列。黔东南州由于地形

复杂、经济条件落后、景区面积较大且不在同一区域等原因，导致景区设施与管理体验的满意度偏低。因此，开发与管理机构

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所提高和改善，以提高游客的体验满意度。②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促进当地民族旅游发展。在黔东

南州民族旅游中，民族自然风光和游客身心体验是最重要的两个体验要素，进一步保护黔东南州秀丽的民族自然风光，维护黔

东南州良好的山地生态环境，是让游客拥有更加美好的旅游身心体验的关键。③防止旅游产品同质化，打造适合黔东南州当地

特色的民族特色旅游产品。从上述 IPA 分析结果可知，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分值并不高。民族特色旅游的核心吸引点关键就是自

身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虽然民族风俗和节日 IPA 得分较高，但是对于旅游后续的产品开发，周边产品容易陷入同质化，在我国

众多旅游景点的开发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诸多景区的特色产品大同小异，民族旅游发展应对旅游产品同质化的现象进行改善和

整顿。④完善旅游管理水平，提升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在 IPA得分中，景区管理感知、拥挤度感知和旅游基础设施得分仅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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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当地旅游管理主体治理能力上的不足和欠缺，且这些要素的游客关注度都不低。这是制约当地旅游发展的重要问题，迫

切需要建立起稳定与合作兼具的旅游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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