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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乡村旅游形象感知研究 

——以临安太湖源镇指南村为例 

薛敏 陈楚文 寿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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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以临安太湖源镇指南村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各大旅游网站的文本信息，运用 Rost Content Minning

软件进行高频词汇分析，语义网络构建和情感色彩判断，结果表明游客对指南村的自然环境大多持积极态度，消极

态度主要来自于村庄景点有限，体验性活动少，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方面，从发挥村庄资源优势，丰富旅游体验活动

和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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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

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成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建设农村生态宜居环境和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强大推

手。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 15.1 亿次，同比增加

10.2%；总收入 0.86 万亿元，同比增加 11.7%；就业总人数 886 万人，同比增加 7.6%。然而，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产

品开发层次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 

旅游形象是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是旅游地现实的一种理性再现，对于旅游地的经济、社会和环

境具有深远影响。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崛起，旅游网站对于旅游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游客基于自我

认知与体验，以游记、攻略、在线点评等多种形式发表感受，对分析旅游地形象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近年来，网络文本分析

成为国内外研究旅游形象的热门方法。 

张文亭以福建永定土楼世界文化遗产地为案例,对比研究网络游记游客感知与官方网站传播的旅游形象差异，并为旅游形象

提升提出建议；沈啸等人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以景区整体环境、景区旅游资源、游客行为活动、旅游设施服务作为旅游形象

感知的构成元素，对游客关于梅花节期间景区的旅游形象感知进行研究；顾渐萍等人结合词向量模型对重庆市景点的旅游评价

大数据进行语义挖掘，识别城市旅游形象感知要素类型，分析旅游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形象感知的空间分异。 

目前，运用网络文本内容分析进行乡村旅游形象研究的文章仍较少，因此本文以临安太湖源镇指南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收

集整理在线评论和游记网络文本，采用 Rost Content Minning软件分析旅游形象的主要内容与特征，总结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以促进其形象优化，为其他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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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对象概况 

指南村位于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身处杭州“旅游西进”路线前沿，长三角经济区 2 小时交通圈内，区位优势明显。指

南村由指南、塘顶两个自然聚落组成，村域面积约 7.86km2，平均海拔 600m，四面山峰环绕，森林覆盖率可达到 85%以上，红叶

景观特色鲜明。同时，村落人文历史资源有着深厚的积淀与传承，村子两侧分布着 31.33hm2 大寨式梯田，散落着古姓、古树、

古池、古宅、古墓、古井、古道“指南七古”之称的文化遗产，乡村聚落中心的 340 余棵百年古树绕池而生。自然与人文的有

机结合，为指南村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被称为“华东最美古村落之一”，是浙西乡村旅游地的典型代表。 

1.2数据来源 

通过百度、谷歌等知名搜索引擎筛选出关于指南村的在线评论及游记数量较多的大众点评、携程、马蜂窝三大网站，为获

取最新的旅游形象感知，分别在各个网站中搜寻 2017 年 10 月 8 日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的文本数据，剔除重复出现、与旅游主

题无关的文本内容，整理得到 619条点评，5篇游记。 

1.3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以测量变量为目的，对显性内容进行客观、定量和系统描述的研究方法。由于网络文本内容为游客随意

撰写，存在言语表达不规范的特点，首先需要修改错别字、繁体字，统一同义词句表达，剔除与旅游形象无关的赘述文本，保

存为 txt文件。其次，利用 Rost Content Minning软件对文件进行分词、归并及过滤 3个步骤。最后，进行高频词量化统计，

语义网络构建和情感色彩判断分析，以此获得游客对于指南村的旅游形象感知的综合结果。 

2 数据分析结果 

2.1高频词汇分析 

通过 Rost Content Minning软件分析，过滤与旅游形象感知无关及无意义的词汇，提取排序前 60位的高频词汇。 

可以看出，高频词汇主要包含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其中，名词主要涉及旅游吸引物、游览时间及特色产品等方面；形容

词集中体现为游客对指南村形象的整体评价；动词主要表现游客活动内容和交通行为。 

“银杏”“梯田”“枫香”等词汇位于前列，体现了游客对于指南村的旅游形象感知主要集中于自然风景，“美”“好

看”“值得”等形容词是表达了对指南村景色的高度认可。“农家乐”“民宿”“特产”词汇出现频率较高，说明指南村为游

客提供了乡村度假、美食休闲的好去处，而游客对于游览时间的选择较为在意，以秋季为主。动词总体出现频次较低，反映出

指南村仍以观光游为主，体验活动单一，仍处于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 

2.2语义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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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语义网络结构图 

通过 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中的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功能及 NetDraw图形工具，制作生成语义网络结构图。其中，

图形以指南村为中心词汇向四周发散，银杏、梯田、红叶处于次核心词汇，是指南村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季节、秋天代表旅游

时间与之联系紧密。此外,游客关注的民宿、山路也是对指南村的进一步认识和发展，最外层词汇是对核心及次核心词汇的进一

步发散和丰富。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游客对指南村旅游形象感知评价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是自然景观风貌和旅游服务设施，因

此应给予重视。 

2.3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主要是对游客在游览过后对旅游地产生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进行分析，主要分为积极情绪、中性情绪和消极情

绪。利用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的情感分析功能对文本中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语进行判断分析。其中，积极情绪占比总和高

达 89.34%，表明游客对指南村的整体认同感较高，文本评价主要集中于“风景如画”“梯田蔚为壮观”“空气清新”等自然环

境方面。而 5.49%的消极情绪评价主要表现为“没有特色”“山路崎岖狭窄”“无理收取停车费”等，说明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完

善。 

3 旅游形象感知要素综合分析 

3.1自然环境 

“红叶指南”形象突出，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对应的游客满意度词汇较多，“层林尽染，秋色迷人”“摄影胜地”“世

外桃源”表明游客对指南村的自然环境高度认同。但在长三角区域以红叶特色景观为主的村落不胜枚举，一定程度而言，指南

村旅游资源竞争力不强。与此同时，由于植物景观的季节性，“红叶指南”招牌使得群众对于游览时间产生偏差，秋季人满为

患，其他季节游客较少。虽然村庄目前依托 31.33hm2 大寨式梯田资源，采用作物轮作的方式，旨在营造“春季油菜花，夏季和

秋季水稻，冬季是水田和雪景”的四季景观缓解旅游淡旺季明显的问题，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3.2景区景点 

指南村景点主要围绕古姓、古树、古塘、古宅、古墓、古井、古道“指南七古”展开，根据网络文本内容的分析，游客除

对古树，古塘的描述性内容较多外，其他几项虽有提及，但鲜有描述。部分游客表示“七古文化牵强附会，没有观赏价值”“古



 

 4 

塘天池只是村中心一个不大的池塘，夸大宣传”，对景点的认识仅停留在匆匆游览的第一印象，难以品味到其中的文化内涵。 

3.3情感体验活动 

从游客网络文本中分析得到，有关体验活动的词汇出现频次较少。观光摄影成为游客在指南村的主要体验，开发层次较为

粗浅，留不住游客。从评论内容中，发现游客常选择“周末”，多为亲朋搭伴，家庭出游及单位组织为主要出游方式，属于社

交活动。除了短暂的网红打卡拍照，游客可参与性活动较少，体验感差，如有网友评论“没意思”“没特色”“很快就逛完了”。

总的来说，指南村的体验活动拓展空间很大，市场潜力还未充分释放。 

3.4景区服务与管理 

“停车”“收费”“农家乐”“特产”等都是网络文本中与景区服务与管理相关的高频词汇。大多游客反映“开车进村需

要付 10元所谓的停车费”，其中不少游客认为“这是变相收取门票”，部分游客表示“进村之后没有停车场，车也只是路边随

便停停，所谓的停车费不合理”。事实上，目前指南村只针对游客车辆收取停车费，并没有收取门票及其他费用的规定。由于

景区收费公告及后续服务管理工作不到位，游客无法理解收费行为与制度。“农家乐”“民宿”也是网络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

的词汇，说明游客对餐饮和住宿非常关注，其中农家菜“价格合理”“新鲜美味”的特点备受好评，更会购买山核桃、笋干等

特产。还有不少游客提出村庄内部标识系统不完善，山路崎岖狭窄等问题，这体现出指南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综合

服务与接待能力不足，需不断提升改造。 

4 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通过对游客在线点评和游记的网络文本内容分析，发现游客对指南村旅游形象感知的要素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景区景点、

情感体验活动及景区服务与管理四个方面。游客总体对指南村的旅游形象持积极态度，较为满意的是村庄的自然环境，用“风

景如画”“值得一看”等词汇进行评价。部分游客持消极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自然环境：旅游淡旺季明显；(2)景

区景点：村庄景点有限，人文景观感知弱；(3)情感体验活动：体验性活动少，参与感弱；(4)景区服务与管理：基础设施不完

善，收费机制不合理，服务质量差。 

4.2指南村旅游形象提升建议 

4.2.1发挥村庄资源优势。 

乡村旅游的内涵首先体现在自然性，指南村本身拥有天池秋色、大寨式梯田、生态山林的良好原野环境，具有较高的游憩

价值，但目前陷入一种“指南只有秋叶红”的尴尬处境，游览空间有限的问题亟需解决。首先，梯田可改变原有单一的种植观

光模式，创新发展现代生态农业，融合大地艺术造景手法和创意农业景观，合理安排四季作物搭配种植，打造四季有景的梯田

景观游憩区，提高田园的可观赏性。其次，村庄可以通过梳理通山道路，合理利用村庄周围山林资源，建设生态山林游赏区。 

除了自然景观资源的利用，也应深入挖掘古村文化，对“七古”进行重点提炼，以天池为核心，结合游步道建设联动周边

古树、古宅、古井等景点，修复提升各项资源并融入不同主题景观元素，营造统一而又各具特色的文化漫游游览线，打造文化

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复合型乡村旅游。 

4.2.2丰富旅游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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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参与性、体验性活动对于指南村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激活市场潜力具有重要意义。指南村

可立足于农业生产，如开展种植采摘、耕作等传统的体验活动，让游客体验农事劳作的乐趣，寓游于乐；依托古村文化、大寨

文化，开发节日庆祝、民俗活动、美食制作等多特色文化体验类项目，发扬传承地方文化；以红叶美景、大寨梯田、山林绿野

等景观资源为依托，建立摄影、艺术写生研学旅游基地；结合康体运动主题，延伸山林徒步、野外露营等拓展训练，丰富乡村

旅游活动产品体系。多元融合的旅游活动产品不仅能够提升指南村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还能保持活动项目一年四季的新鲜度，

有效解决目前淡旺季明显的难题。 

4.2.3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指南村乡村旅游服务能力的提升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合理建造停车场等配套基础设施，对于部分陈旧设施及时加以整

改和修缮，给游客提供更为便捷、舒适的硬件设施服务。对于交通导览、景点介绍、意见反馈等可建设“智慧景区”，游客利

用互联网及电子设备便可更加高效智能地获取相应服务。第二，景区管理与服务形成规范的制度、流程及方案，从根本上提升

指南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由于指南村旅游管理与服务人员多为本地村民，可通过进修培训，专家指导等形式进一步提升服务意

识与水平，从而优化指南村旅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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