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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视域下温泉旅游 

网络关注度实证研究 

潘立新 张可 晋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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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当前旅游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安徽是中国温泉旅游目的地的典型代表之一，从旅游

经济角度对安徽温泉旅游 2014-2018 年间网络关注度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安徽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在年际间

出现了明显的先下滑后增长趋势，总体量趋势相较于 2014年有所下降;月度变化在每年的 6至 7月间达到波峰，在

春季则持续处于低位;“黄金周”假期的前 2 天达到波峰，在假期结尾及结束后的三天里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安徽

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结构总体特征以合肥市、六安市、淮南市、铜陵市、马鞍山市位列前 5 名;较高的区域主

要是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淮河以北地区的关注意识则相对薄弱。最后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有温泉资源数量、

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网民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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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传统旅游经济逐渐转型升级为休闲度假旅游，温泉旅游经济以全面且绝对的特色已然成为当前重要的旅游休闲经济之

一。安徽抓住机遇，一度成为中国著名的温泉旅游目的地，许多学者开始对安徽温泉旅游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虽然现在研究

温泉网络关注度的十分稀少，但是旅游目的地的网络关注度可以侧面获知潜在客源市场情况，可以更好地为温泉旅游经济发展

做出正确的发展规划。
[1]
信息全球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进步。人们用科技

创造一个虚拟世界来满足真实世界的生产生活需要，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这些变化使人们在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不同维度上得到极大程度的拓展，当代流行于国内外的温泉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便是最好的见证。[2]例如:旅游者通过第

三方平台(如携程、去哪儿、马蜂窝等)不仅可以购买相对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更能提前获得旅游目的地的真实旅游信息，

从而可以更好的制定旅游攻略，以达到更丰富的旅游体验[3]。 

安徽的温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经济发达，其中养生度假的黄山温泉度假酒店、水质纯正优良的天悦湾温泉、拥有露

天温泉的万振逍遥别院酒店、享有“第一汤”美誉的香泉温泉度假村、商务型度假酒店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具有医用功效

                                                        
1作者简介：潘立新(1966-)，男，安徽滁州人，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大数据、区域

发展; 

张可(1995-)，女，安徽凤阳人，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旅游经济; 

晋秀龙(1969-)，男，安徽滁州人，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生态旅游。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干扰下的旅游地生态系统响应、演化与调控”(41371162)项目负责人:晋秀龙;安徽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众源数据的安徽省乡村游客情感特征研究”(AHSKY2018D19)项目负责人:潘立新;滁州学院科研启

动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合肥都市圈旅游创新发展研究”(2020qd03)项目负责人:潘立新 



 

 2 

的温泉岳西睡佛山温泉以及坐落在巍峨的黄山脚下的黄山醉温泉等更是远近驰名，象征地呈现出了分布广泛，品类多样，受众

面广，关注度高等特点。 

温泉旅游已成为 21世纪旅游度假的一大热点，其融合观光游览、医疗保健、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业模式更是使温泉旅游经

济被称为朝阳产业中的朝阳[4]。近年来，诸多学者开始运用百度指数对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5];张艳蓉等以

百度指数作为数据来源，分析了省域旅游形象口号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6];韩晓玲在大数据时代下，对广东温泉旅游市场(现实

和潜在)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7];杨海哨利用 IPA模型，从游客角度对温泉养生旅游经济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8];此外，姜太芹、

杨积典以南京汤山、云南省保山市为例对优质旅游发展视阈下的温泉旅游经济建设路径进行了探索[9]。利用现代计算科学的数据

挖掘理论作支撑来研究潜学科的温泉旅游十分准确便捷，国内学者以省域为单位对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温泉旅游经

济的研究越来越多
[10]

，但就我省的有关研究十分鲜有。鉴于此，在前人对百度指数的运用下，对安徽温泉旅游经济下网络关注

度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特征分析并总结出动因，从而为安徽温泉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11]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百度指数(index.baidu.com)是百度公司旗下重要的数据分享平台，其立足于百度网民的搜索行为形成的大数据资源，能够

向用户反馈指定关键词在研究时间段内在百度网站内的搜索规模，以及该关键词的检索规模在一定区间内的变化趋势和新闻舆

论关注度，成为当下重要的数据分析平台和用户画像刻画工具。数据主要采集于“百度指数”，即在该网站首页检索“温泉旅

游”“旅游经济”等关键词，并利用人群、时间段、地域等差异化信息限定研究范围进行对比、论证，从而记录并研究 2014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内安徽省内温泉旅游层面的用户检索量数据，记为“网络关注度”。其浮动趋势和未来走向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客源对温泉旅游出行的倾向程度和侧重点。根据统计结果刻画的人群画像显示，全省范围内在网络平台关注

温泉旅游经济行业的人群具有一定的范围属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性别比例方面:在关注温泉旅游经济

的用户中，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为 58%与 42%，结合全省民众的性别比例观察，男性群体相对更加关注温泉旅游出行及其相关产

品。二、学历水平方面:关注人群中，大部分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对温泉旅游经济的关注程度与学历水平呈正相关态势。其

表明了学历水平不仅和运用互联网的熟练程度具有关联性，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行为以及生活态度。三、年龄结

构方面:14.3%人群年龄在 19岁以下，17.6%的人群超过了 40岁，而年龄介于 20至 39岁之间的民众占到了总体量的近七成，成

为温泉旅游行业的主要受众面[12]。 

(二)研究方法 

运用百度搜索工具——百度指数，检索区域分别自定义为安徽省 16 市，检索时间段为温泉旅游 2014—2018 年，根据期间

的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年、月、周变化曲线截取相应的关注度数据。通过每年的“黄金周”、月份以及全年，三个时间节点

进行整理分析，以探讨关注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同时，使用百度指数的添加对比功能(“+”)对“温泉度假村”、“温泉酒店”、

“温泉旅游”进行数据叠加搜索，最后统计分析所得数据。[13] 

温泉旅游的活性受天气情况和温泉资源特性的影响。变异系数通常是用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来呈现一组数据的

变化。在这里便可以借用变异系数来测算温泉旅游经济网络关注度的月差异程度，其公式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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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v—变异系数;第 i个月关注度的平均值设为 。变异系数越大，说明网络关注度的月度变化越大，差异也就越大。 

分别对安徽 16 市以“温泉旅游+市域”进行组合检索，分析全省各市以及淮河以北、江淮之间、长江以南地区间的温泉旅

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离不开基尼系数的使用。运用基尼系数的计算可以得到区域收入差异程度，从

而对比分析市际、区域间的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公式如下: 

 

式中:G-基尼系数;W 为 N 个市区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总和;Qi,Qj 分别为 N 个市区搜索指数由低到高第 i,j 个市的温泉旅

游网络关注度，其中 N=16。且基尼系数与市际或区域间的关注度差异成正相关。 

相关系数是通过研究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量来分析两个要素之间的密切关系。各区域的旅游经济因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而存在着差异。通过线性相关分析，探究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区域发展水平、温泉资源的质与量、网民普及率等的关系。公

式如下： 

 

三、安徽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间特征 

（一）年度差异 

安徽省居民最近几年对通过温泉旅游休闲度假的需求越来越旺盛。2014年至 2018年全省温泉旅游和度假人数年平均增长约

年达 226万人次，体量大幅增长。伴随着省内积极地加快温泉旅游经济产业升级，不仅温泉旅游经济相关产业的结

构得到调整，产品市场也日益活跃。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运用的大规模普及，旅游者愈加倾向于利用各网络平台了解温泉旅游目的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评价，从

而全方位地熟悉其项目设施、消费水平、周边服务、业务质量等指标。 

在百度指数中分别以“温泉旅游”、“温泉旅游+温泉酒店”、“温泉旅游+温泉度假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取 2014-2018

年其日均网络关注度，在搜索所呈现的折线图中截取关注度数据，并计算年均值（图 1）。经计算统计得出四年搜索指数的年均

值依次是 211,217,162,121,136，在五年间出现了明显的先下滑后增长趋势，而最终总体量趋势相较于 2014年却有所下降。 

有所不同的是，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流行以及智能手机等服务终端的普及，通过手机上网的方式获取旅游经济信息已然

成为大势所趋，以求全方位、立体化地了解旅游景点的实时信息从而为旅游攻略提供有效的参考。[14]温泉旅游的关注度在近年

来逐渐上升，但网络关注度的数据上却出现较大的起伏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从主观层面分析，随着政府在温泉旅游市场

监管层面的不断发力，其市场供给在数量和质量层面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改良；从客观层面分析，随着网络浏览的普及和旅

游经济体量的快速增长，温泉旅游作为一种重游性较大的旅游活动，旅游者得以相对便捷地实地了解、体验旅游目的地的环境、

价位、服务、产品等相关性信息，因此借助网络途径了解温泉旅游的需求相对正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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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安徽省 2014-2018年温泉旅游关键词网络关注度 

由图 1 可知，温泉度假村与温泉酒店的网络关注度都很高，但是温泉度假村的主要特征是主题化、复合性、度假型，集多

种功能于一体，是综合性的旅游场所。相比较温泉酒店而言，其在创新泡浴模式的基础上不仅设施齐全、服务专业、体验多样，

更是整合了各种文化主题，自然地成为了温泉旅游项目的理想模式，所以温泉度假村的关注度远高于温泉酒店。温泉酒店和温

泉度假村的网络关注度持续高位运行，这不仅表明二者已成为网民和旅游者关注的焦点，更体现了温泉旅游经济已从原始的温

泉洗浴项目转变为生活、商业、娱乐等多种功能一体化的新型综合休闲服务产业。 

(二)月度差异 

利用百度数据的“自定义”功能设置不同时间段，检索 2014 年-2018 年五年间的各月份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月平均搜索

指数数值(图 2)，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月度变化总体呈现明显的波形，随季节变化差异较大。其中，各年度搜索指数的波峰大

多出现在第一及第三季度附近，且上半年的关注度明显高于下半年。具体来看:2014 年和 2015 年度数据极差较大，行业经历了

较大的起伏变化;2016 年度 5 月和 7 月平均搜索指数最低，数值仅为 7;10月份平均搜索指数最高，达到了 40;2017 年度数据极

差较小，最低为 8月的 1，最高为 5月的 20，年度总体运行相对处于低位、平稳的状态;2018年度数据变化很大，特别是下半年

相对于上半年数据增长迅猛，在 7月份达到了 41点的历史新高。 

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呈现出明显的季节特征，是由温泉资源的特性所决定。温度较低的下半年度即秋冬季节里，温泉旅游

成为旅游者较为关注的方向。此外，数据表明在每年气候相对炎热的 6 月和 7 月，温泉旅游关注度有明显的攀升，主要原因是

该季节中、高考的相继结束和暑假的来临，学生群体出游比率大大增加，温泉旅游市场增长强劲。 

综上所述，一方面，温泉旅游的搜索指数是人们内在旅游经济需求在网络层面的一种重要反映;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温泉旅

游网络关注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和体验性。 

 



 

 5 

图 2 2014-2018年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月份变化情况 

通过变异系数计算出 2014-2018 年间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月度差异如(表 1)，该期间的月平均关注度变异系数在 2016 年

经历大幅下跌后行业总体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这表明:排除偶然因素外当前温泉旅游关注度呈缓慢增长趋势。同时，也表明温泉旅游活动的季节性差异较为明显。 

表 1 2014—2018年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月平均值与变异系数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2014 39 56 30 27 13 7 9 12 24 18 24 33 24.33 14.11 58.0% 

2015 53 48 33 7 0 11 17 0 0 0 0 0 14.08 19.73 140.1% 

2016 18 17 12 15 7 13 7 9 15 40 19 20 16.00 8.39 52.4% 

2017 11 6 16 3 20 13 3 1 3 3 19 14 9.33 22.43 240.4% 

2018 11 8 11 5 7 15 41 7 25 26 33 24 17.75 38.99 219.7% 

 

(三)周度差异 

“黄金周”是指我国每年“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春节三个国家法定的长假，是人民群众重要的休闲假日。

由于假期跨度相对较大，很多人倾向于选择外出游玩的度假方式。出行时间的相对集中导致“黄金周”内往往会出现全国主要

公路和景点“超负荷”运行、人满为患的情况。 

对三大“黄金周”内温泉旅游的网络关注度进行分析，有助于通过典型消费行为更加准确、透彻地剖析广大旅游消费者对

温泉旅游的关注情况、参与情况和认可情况。利用百度数据网站的自定义时间段功能，搜索并统计 2014-2018年间“五·一”、

“十·一”和“春节”三大“黄金周”期间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数据(图 3，图 4，图 5)(“五·一”黄金周现在并不是 7天，却

是出游最佳时间，文章仍以 1周对比)。同时，统计时间还包括了“黄金周”小长假的假期前三天和后三天的数据，力求充分体

现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一定的前导性、计划性以及前兆性。[15] 

 

图 3“五·一黄金周”期间温泉旅游经济网络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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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对比来看:旅游经济视域下的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通常在“黄金周”假期的前 2天达到波峰，且在假期结尾及结束后的

三天里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反映了人们在小长假内常常习惯提前制定出游计划，在假期之初选择出游从而释放生活压力，并在

假期即将结束时减少出游以尽快恢复到良好的工作、学习状态。纵向对比来看:对于“五·一”黄金周而言，14 年和 15 年内有

效数据十分有限，这与该年份温泉旅游景点开发及信息网络的普及程度有密切关联。16年和 17年的数据具有极强的集中分布特

点，分别集中在 5月 3号、5 月 4 号和 5月 7号;2018年则数据全部为 0，其与所处季节特征和不是 7天长假有较大关联。对于

“十·一”黄金周而言，人们选择温泉旅游的热情更高，且波峰也出现在假期前期和中期，体现了时间安排上原则的一致性;相

较而言，人们在国庆假期期间出行选择温泉旅游的热情更高，这与国庆期间气候转凉关系密切。不过 2017年未能形成有效数据。

对于“春节”黄金周，由于近年来“移风易俗”的深入开展和春节期间气候较为寒冷的缘故，温泉旅游在假期前期更受人们青

睐，并在正月初二到正月初三前后达到波峰，而正月初五以后，三年也都保持了 0的数据，这与“春运”大潮有类似的趋势。 

综合对比以上数据，由于“五·一”黄金周的季节特点和“春节”黄金周的独特意义，使得人们大多更倾向于在“十·一”

黄金周期间选择温泉旅游出行。 

 

图 4“十·一黄金周”期间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 

 

图 5“春节黄金周”期间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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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特征 

(一)空间差异 

旅游活动在空间上的差异同样较为明显，现代旅游活动规模地域差异的根本原因来源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温泉旅

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度假形式，其关注度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亦是十分明显。[16]利用百度指数的自定义功能，以安徽省 16地

级市为地域限制，2014-2018 为时间节点，统计其间温泉旅游经济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差异(图 6，图 7，图 8)。经统计该期间安

徽省温泉网络关注度平均值以合肥市、六安市、淮南市、铜陵市、马鞍山市位列前 5 名。安徽省温泉旅游经济网络关注度较高

的区域主要是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相比较而言，淮河以北地区在网络上对温泉旅游经济的关注意识则相对薄弱。 

 

图 6 2014年至 2018年安徽省 16个地级市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情况 

 

图 7 2014年至 2018年安徽省 16个地级市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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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4年至 2018年安徽省 16个地级市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分布 

为更加准确地定量分析安徽省各市际及区域间温泉旅游经济网络关注度空间的非均衡程度，抽取各地级市的淮河以北、江

淮之间、长江以南地区间的温泉旅游经济网络关注度，并通过变异系数进行计算(表 2)。 

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分析需要，结合各城市实际地理位置情况，做出以下地理划分:淮河以北地区包括阜阳市、蚌

埠市、亳州市、淮北市、宿州市;江淮之间地区包括淮南市、六安市、滁州市、合肥市、安庆市，长江以南地区包括黄山市、宣

城市、池州市、马鞍山市、铜陵市、芜湖市。 

表 2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 

年份 各市差异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淮河以北 江淮之间 长江以南 

2014 0.648 0.518 0.779 0.802 0.407 

2015 0.615 0.612 0.154 0.750 0.308 

2016 0.677 0.772 0.338 0.784 0.272 

2017 0.768 0.063 0.165 0.548 0.265 

2018 0.752 0.149 0.936 0.771 0.374 

 

随着旅游经济升温，全省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差异特征较为明显。经济上的市际“基尼系数”从 2014年的 0.648增

加到 2018 年的 0.752，基尼系数的增加很好地说明了安徽省各市居民(潜在旅游者)对温泉旅游这一休闲度假热点的关注虽逐年

升温，但差异性也在迂回中扩大。 

首先，在地理跨度上，从淮河以北、江淮之间、长江以南三大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来看:淮河以北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的基

尼系数都呈逐步增长趋势，且前者增长更快，说明二者的内部差异在逐渐增大。江淮之间地区的基尼系数呈波动增长趋势，2018

年的差异最大。总体来看长江以南地区的温泉旅游经济网络关注度内部差异远小于淮河以北地区和江淮之间地区。 

另一方面，在时间跨度上，三大区域间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在各年份之间的相互差异也较大，且呈逐步扩大趋势，但在差

异整体上与市际间呈相对应式波动上升趋势。说明区域间居民的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所存在的差异在不断地扩大。 

(二)空间差异的动因 

对比发现，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多方面因素都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一，区域内温泉资源数量及开发规模是发展温泉旅游

及相关产业的物质基础，“温泉资源数量”反映了目的地选择的多样性，对吸引客源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国内生产总值”

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经济数据反映了区域内群众日常生活的经济状况和物质条件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群众

日常消费的层次和体量，决定了当地温泉旅游行业的发展规模。第三，百度指数的数据都是来源于网民行为，所以由百度搜索

而来的指数与“网民数量”、“网络普及率”等数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此外，为了探究影响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的因素及其相关性，搜集了安徽省各地级市的温泉资源(天然温泉)数量

并以 2018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17]、人均可支配收入、网民普及率共四项指标为例(表 3)。[18]并通过计算得出温泉旅游网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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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度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表 4)。 

表 3 2018年安徽省 16个地级市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与相关影响因素 

城市 年均网络关注度 温泉资源数量/处 
国内年生产总值/亿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网民普及率/% 

合肥市 6 5 7213.4 41484 82.6 

马鞍山市 0.62 1 1738.1 45108 75.5 

淮北市 0.78 0 929.0 29578 55.8 

宿州市 0.16 0 1503.9 30100 73.7 

阜阳市 0.63 0 1571.1 30113 72.1 

蚌埠市 0.32 1 1550.7 33855 69.4 

淮南市 0 0 1100.0 32852 57.1 

滁州市 0 1 1607.7 31230 71.1 

六安市 0 2 1218.7 29070 69.6 

芜湖市 0.32 0 3065.52 38397 80.9 

亳州市 0.16 0 1184.0 29711 62.0 

安庆市 0.16 3 1708.6 31187 68.3 

池州市 1.42 2 654.1 30884 51.4 

铜陵市 0.32 0 1163.9 23292 58.6 

宣城市 0.63 2 1188.6 36554 60.0 

黄山市 1 3 677.9 33551 48.9 

 

表 4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系数 

网络关注度 

及影响因素 
网络关注度 温泉资源数量 国内生产总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网民普及率 

网络关注度 1 / / / / 

温泉资源数量 0.711 1 / / / 

国内生产总值 0.858 0.552 1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0.453 0.391 0.540 1 / 

网民普及率 0.182 -0.048 0.456 0.13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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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从宏观经济视角来看，安徽省内各地级市的网民普及率与对应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间

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456和0.137，说明二者映射出的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的多元化应用，

同时也优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能够通过例如温泉旅游等更多维的手段丰富日常生活体验。说明随着国家科技和经济的飞

速发展，我国的网络普及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另一方面，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经计算 0.858的相关系数更说明了市际温泉

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且其与所在地级市的温泉资源数量间相关系数为 0.711，表现出较为显著的

相关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之间具有相对低度的相关性，二者间相关系数仅为 0.453;而网民普及率

与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仅有 0.182，相关性极其微弱。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城

市温泉资源数量成为支撑温泉旅游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现代信息传递的多样化，人们对温泉旅游行程的了解和规划并不完全借

助互联网途径，因此网民普及率对该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十分有限。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前者可以呈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实力，后者则可以展现该地方居民的旅

游经济消费水平，因此这两个因素对于温泉旅游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新时代的外出旅游体验中，允许自由支配的收

入同样也是驱使群众外出旅游并丰富旅行体验的关键限制条件。[19] 

换言之，温泉旅游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供给能力决定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越程度，需求能力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均

可支配收入状况。总的来看，当地温泉旅游开发状况、群众收入水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便捷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着温泉旅游网络关

注度的空间差异。 

五、结语 

旅游网络关注度可以直接反映旅游者的需求状况，据此，对安徽省温泉旅游网络关注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简单探索可以清

晰地呈现其在不同维度上的需求特征。随着旅游经济不断提高，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温泉旅游会逐渐地得到关注。据此，未

来安徽省温泉旅游行业应走向“旅游综合体”的发展道路[20]。 

(1)经营模式方面:委托管理是近年来新兴温泉旅游采用最多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能最快速度地建立团队，同时提升品牌、

产生效益[21]。 

(2)产业延续方面:“温泉休闲综合体”有望进行全局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开发，并形成五大相关产业:一、养生产业。以

温泉泡浴为基础，将养生、医疗、康复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这是其发展的根本基础。二、会议产业。大型会议，重要接待等

将成为大多数温泉旅游行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产品，把温泉旅游产品添加到各种类型的会议中必然会带动温泉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三、房地产业。温泉度假房地产项目的主流是养生地产和温泉第二居所等产品，同时，具有较大上升空间的产权式度假行业也

将成为我省该板块的市场热点。四、运动游乐产业。根据安徽省不同区域的资源特征，构建品质化的休闲交流平台，如:高尔夫、

网球、滑雪、跑马场等体育游乐项目。五、温泉农业产业。在温泉水系统的设计模式上进行创新，比如可充分的利用温泉余热

为温室大棚提供热量，在水产养殖业上可以发展热带鱼养殖，促进安徽农业生产方式的产业升级，更好地给从业者持续带来多

元化收益。 

(3)发展方向方面，重视科技经济，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应用将会使我省部分温泉旅游企业摆

脱传统发展模式的羁绊
[22]

。对于重资产投入的温泉旅游行业而言，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安全健康互联为理念的相关技术将

会将得到广泛应用;最大化的把无形的大数据资源化为有形的客流量为温泉旅游产品的营销增添亮点;跨领域加强合作，将在不

同维度上加速温泉旅游产业的发展;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在“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以“温泉旅游+”为主干，将成为温

泉旅游经济的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优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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