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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游记的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研究
1

林龙飞 何庆雅

【摘 要】:基于马蜂窝游客游记文本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和 IPA(重要性—满意度)分析方法,从游客体验视角

探究长沙市夜间旅游发展情况｡ 结果表明:长沙市夜间旅游的体验要素包含自然景观风貌､人文景观风貌､美食餐饮

体验､旅游交通体验等 22 个要素;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结构具有多核心高密度的特点,其中美食餐饮体验是最

核心的体验要素,游客对可达性与便利性的感知度最低,美食餐饮体验､文化地标､地方特色品牌组成的子群所代表的

游客是长沙市夜间旅游的主体客源;IPA 分析发现游客整体旅游体验质量较高,且美食餐饮体验满意度最高,人气感

知体验满意度最低｡ 基于研究结论,文章为长沙市夜间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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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明等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作息时间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白天上班、睡觉，

晚上消遣、娱乐”的模式在当代青年群体中更是一种常态，加之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发展，交通、灯光装饰、城市产品等不断地

完善，人们夜间外出的可能性不断加大，夜间旅游应运而生。夜间旅游是一种重要旅游形式，能增加旅游的时间含量，让游客

感受城市不同于白天的另一番风景，对拉动城市夜经济，完善城市旅游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

关于夜间旅游，我国学者宋雪茜较早提出了夜间旅游概念
[2]
,随后不少学者对夜间旅游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如卢冬梅

等认为夜间旅游是指在日落到深夜的这一时间段里人们以休闲为目的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
[3]
。顾至欣对夜间旅游的活动空间、活

动时间、活动内容和活动人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界定，提出城市夜间旅游是城市居民和旅游者从下午 6 点开始到次日凌晨 5 点，

在一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内所进行的不同于白天旅游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白天旅游活动的延伸，包含购物、餐

饮、观光等休闲活动；另一类则是夜晚独有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酒吧消遣、夜总会娱乐等
[4]
。目前我国夜间旅游研究内容主要

集中于夜间旅游产品的开发及分类
[5,6]

、夜间旅游发展模式
[4,7]

、游客夜间旅游表现和行为特征
[8,9]

,游客夜间旅游满意度和体验质

量
[10,11]

等方面。国外更多探讨夜间旅游经济、夜间旅游文化、夜间旅游社会现象等问题
[12,13]

。

在体验经济时代，游客体验质量至关重要。如何提高夜间旅游竞争力，提升游客夜间旅游体验质量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国外旅游体验的早期研究更多是对其概念的界定和解读
[14,15]

,随着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变化扩展，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逐

步扩展到旅游体验的质量评价
[16,17]

、旅游体验结构和分类
[18,19]

、旅游体验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20]
等。国内旅游体验研究主要集中于

旅游体验质量评价模型构建和影响因素探究
[21,22]

、旅游体验产品
[23]
、旅游体验营销

[24,25]
等方面。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夜间旅游的研究多以定性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较少有学者采用网络游记数

据从游客角度对夜间体验的要素结构特征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游客撰写网络点评、

游记等成为重要的数据来源，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网络文本数据研究游客体验
[26,27,28]

。因此，本研究拟从旅游者角度出发，

以长沙市为案例地，爬取马蜂窝网站上的游客游记，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结构表，并对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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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征进行分析。通过 IPA 分析法对游客夜间旅游体验质量和各要素指标的满意度进行评价，从游客角度多方法衡量长沙夜

间旅游的发展情况，分析长沙夜间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针对不足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概况

长沙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是湖南省省会，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中心。长沙水陆空交通发达，是楚文化和湖

湘文化重要的发源地，素有“楚汉名城”之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胜古迹众多，马王堆汉墓、岳麓书院等享誉中外。长

沙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拥有两个国家 5A 级景区，26 个国家 4A 级景区。近年来，长沙市立足自身区位优势、文化特色和

娱乐资源优势等，大力发展旅游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20 年跻身网红城市的顶流行列，“网红指数”排在第六位，其

中夜间旅游成为当红，2021 年长沙入围“五一”夜游代表城市之一。逛夜市、吃湘菜和各色小吃、看烟花、喝茶颜、游湘江等

成为了长沙的一张张诱人名片，吸引四方来客。

(二)数据来源

马蜂窝旅游网是国内知名的旅游服务平台，用户数量庞大，游客游记分享和点评内容丰富。本研究以“长沙夜游”为关键

词，运用爬虫软件爬取了马蜂窝网站上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 年内有关长沙夜间旅游的游记，为保证文本资

料的质量和符合研究的主题，按照以下原则对游记进行筛选：(1)剔除重复、只有图片没有文字内容或只有个别描述途中地名的

游记；(2)删除明显不相关以及有明显广告、攻略性质等游记；(3)选取内容中有明确段落记录了游客在长沙夜间的活动，且具

体描述内容超过 200 字的游记。经过筛选，最终得到关于长沙夜间旅游的有效游记 180 篇，共计 123768 字，资料统计特征见表

1。

表 1 基于 180 篇网络游记的长沙市游客出游信息

区间 百分比(%) 区间 百分比(%)

出游时间

1—2 月 13.3(平均值)

停留时长

1日游 31.1

5 月 28.9 2～3 天 49.4

10 月 35.6 4～5 天 13.3

7—8 月 15.6(平均值) 5 天以上 6.1

其他 6.7 (平均值)

人均消费

500 及以下 17.8

同行人员

个人 11.1 500～1000 元 63.3

带孩子 14.4 1000～1500 元 12.2

和朋友 32.2 1500 以上 6.7

情侣/夫妻 26.1

和父母 7.8

其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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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游时间方面，发现 10 月和 5月是长沙市旅游高峰期，其次是 7—8 月和 1—2月，说明游客出游时间与寒暑假以及法定

节假日密切相关。在同行人员方面，与朋友结伴出游、情侣/夫妻出游相对较多；在旅游时长方面，2～3 天的短期旅游占比最多。

人均消费方面，500～1000 元消费区间游客最多，游客整体消费水平中等。

(三)研究方法

1.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指对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的分析，层层揭示内容本质的一种研究方法。该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得到

了较广泛的应用
[29,30]。本文利用网络文本数据对长沙夜间体验要素进行编码，具体过程如下：(1)通过对夜间旅游体验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和阅读，对

夜间旅游体验要素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
[10,11,31]

,为游客体验要素指标的筛选提供理论依据；(2)同时请两位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逐篇阅读游记中描述性语句，并进行拆

解、编码和提炼，直至两位编码者对所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邀请两位旅游领域的教授对所得到的编码要素进行评估，检查要

素概念是否清晰易懂以及是否准确涵盖了游记文本内容，最终得到 22 个夜间旅游体验要素指标，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指标

编号 要素 对应游记文本示例

1
自然景观风貌 橘子林、繁星点点、一望无际的湘江夜景……

2
人文景观风貌 毛爷爷头像、动画玩偶 kwas、大楼灯火通明、喷泉……

3
美食餐饮体验 臭豆腐、口味虾、小炒黄牛肉、幽兰拿铁……

4
旅游交通体验 共享电单车、打车、地铁、摩的、观光车……

5
地方特色品牌 茶颜悦色、文和友、炊烟时代……

6
旅游消费感知 量多还便宜、三小块 50+吃了个寂寞、实惠……

7
文化地标 太平老街、杜甫江阁、超级文和友、橘子洲头……

8
文化印记 上万件老物件、流水般的光阴、文夕大火、明清时期遗风遗韵……

9
特色旅游产品 酱板鸭、槟榔、茶包……

10
休闲娱乐体验 足浴、按摩、酒吧喝酒、采耳、看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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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旅游服务体验 阿姨很热情、态度和技术很不错、小主前小主后……

12
可达性与便利性 酒店就在地铁站出口、没找到景区入口、转角是厕所、商场和文和友互通……

13
基础设施完善性 长沙地铁 App、预约公众号、街电充电宝……

14
排队体验 从五点排到十二点、排到崩溃、一小时的队值得……

15
拍照体验 随手拍了一张车水马龙的长沙、很出片、仰拍的空间感与俯拍不大相同……

16
天气与气候感知 天气很闷热、天又下起了雨……

17
旅游活动场所集聚程度 密密麻麻的各种小店一应俱全、太平老街南门对面就是坡子街和火宫殿……

18
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 骗子、开摩的的男人搭讪拉活……

19
人气感知体验 人山人海、人挤人、晚上 11 点还是人潮拥挤……

20
旅游住宿体验 房间里看到巨大无比的小强、大床房、干净卫生不潮湿……

21
旅途社会交往 长沙人真不错、与来自各地的小姐姐互相交谈……

22
人文环境氛围 韩剧氛围感、烟火气、不夜城、市井生活气……

2.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SNA)是揭示要素间内在联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其中，Ucinet 软件是计算要素的网络结构密度、中心性和进

行子群分析的常用工具，能够揭示要素结构的内在特征，具有很强的矩阵分析功能
[32]
。本研究采用 Ucinet6.5 对长沙夜间旅游

要素结构进行社会网络分析。

3.IPA 分析法。

游客对感知到的旅游体验要素的评价十分重要。IPA 分析能够将体验要素划分为优势区、保持区、机会区和修补区等四个象

限，有助于我们了解长沙夜间旅游发展的优势和不足。在获得 22 个体验要素指标后，从 1开始排好顺序。接下来编码者们对应

游客评价单独进行打分，1～5分分别表示“非常差、较差、中立、较好、非常好”,并用字母“A～E”表示，未出现的要素视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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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示例如下：

“晚上去了太平老街(坡子街、黄兴步行街),几条街都很近，在一个区域，太平老街是长沙古城保留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

一条街，各种小吃汇聚，值得好好逛一下。第一个打卡的当然是心心念念的茶颜悦色了，可能是我的期待太高了，没有觉得特

别惊艳。”

编码结果为：17E、7E、5C。

其中“7E”则表示要素 7(文化地标)让游客感觉非常好(对应文本“值得好好逛一下”)。对所有游记打分后，编码者交叉检

查直至一致，最后求出每个体验要素的得分均值就是游客对要素的满意度评分，记为 Pn。重要性指数 I 为旅游体验要素在游记

中出现的频率，及 In=(体验要素出现频次/总游记数量)。表 3为所有要素的重要性—满意度计算结果。

表 3 夜间旅游体验要素“重要性—满意度”表

序号 要素名称 重要性 满意度

1 自然景观风貌 0.13 3.14

2 人文景观风貌 0.41 3.35

3 美食餐饮体验 0.75 3.79

4 旅游交通体验 0.24 3.37

5 地方特色品牌 0.60 3.55

6 旅游消费感知 0.40 2.88

7 文化地标 0.69 3.47

8 文化印记 0.13 3.20

9 特色旅游产品 0.13 3.23

10 休闲娱乐活动 0.37 3.27

11 旅游服务体验 0.21 3.33

12 可达性与便利性 0.15 3.29

13 基础设施完善性 0.18 3.31

14 排队体验 0.31 2.86

15 拍照体验 0.34 3.34

16 天气与气候感知 0.18 2.86

17 旅游活动场所集聚程度 0.14 3.24

18 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 0.07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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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气感知体验 0.41 2.80

20 旅游住宿体验 0.14 3.12

21 旅途社会交往 0.07 3.07

22 人文环境氛围 0.21 3.34

均值 0.28 3.22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结构特征分析

1.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结构的基本特征。

整体网络密度表示体验要素的联系紧密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结构的整体密度值为 0.675,联系较紧密。

图 1为要素结构关系的可视化图谱，黑色节点符号体现了不同要素在整体网络结构中地位的重要性，越大表示越重要，越小表

示重要性越低。从图 1 可以看到：该结构网络中具有多个核心节点，如美食餐饮体验、人文景观风貌、地方特色品牌、旅游消

费感知、文化地标等，说明这些要素对游客而言很重要；网络中也具有多个边缘节点，如旅途社会交往、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

旅游住宿体验、可达性与便利性等，这些要素的重要性比较低；网络中没有节点孤立存在。总之，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结

构具有多核心、高密度的特点。

2.夜间旅游体验要素中心性分析。

特征向量中心性不仅强调节点邻居的数量，同时还重视其质量。节点可以通过连接很多其他重要节点来提升自身的重要性。

因此，特征向量中心性可以反映要素在结构中的重要性，当一个要素的特征向量中心性值越大，其在结构中的重要性就越高，

反之则重要性越低。本研究通过 Ucinet 软件计算了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的特征值中心性，结果如表 4所示。游客对美食餐饮的感

知最强烈；其次是文化地标和地方特色品牌；对可达性与便利性感知最弱；对旅途社会交往、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等关注也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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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美食协会的研究显示，寻找当地特色菜肴为目的的旅游已成为重要的主流趋势。长沙饮食文化非常丰富，糖油粑粑、

臭豆腐、口味虾、米粉、豆腐乳、梅菜扣肉饼、烤面筋等风味小吃数不胜数，吸引了大批游客。长沙人爱吃辣，湘菜作为中国

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之一，口味上香辣软嫩，刺激味蕾，食材和品质丰富繁多，是湖南旅游重要吸引物。长沙湘菜品牌众多，

各具特色，常见的有费大厨、炊烟时代、一盏灯、笨萝卜等，品尝湘菜也是游客来长沙旅游的必不可少环节。除了湘菜品牌，

长沙还有主打茶饮、烘焙、文化餐饮等各种网红餐饮品牌，例如走“中国风”路线的茶颜悦色，已成为奶茶界的顶级网红，以

其美轮美奂的包装设计、充满诗意画意的命名和特色鲜明的口感吸引了广大消费者不远万里来长沙为它买单。丰富的美食吸引

游客穿梭会聚在太平老街、黄兴步行街、坡子街等标志性场所。除了美食的吸引，橘子洲毛主席头像、杜甫江阁及充满长沙市

井文化特色的超级文和友等也是长沙独一无二的旅游名片。因此，前往长沙旅游的游客主要以品尝美食、打卡文化地标和体验

地方特色品牌为主。

长沙夜间旅游活动场所大多集中在市中心，灯火通明，相关政府部门有意细化便民服务，如设置多个夜间服务中心、数量

和位置合理的公共厕所、街电充电宝等，为游客提供了较安全和方便的夜间消费环境，游客们对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可达性

与便利性感知度较低。科技智能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游客交往行为模式，移动智能手机除了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可

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外，还具备丰富的娱乐功能和社交功能，使得当代游客的关注点过度集中移动设备上，导致游

客对旅途社交的缺席
[33]
。这可能是旅途社会交往成为旅游体验结构中边缘要素的主要原因。

表 4 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中心性指标

要素 特征向量中心性 重要性程度 要素 特征向量中心性 重要性程度

自然景观风貌 0.178 16 可达性与便利性 0.081 22

人文景观风貌 0.250 6 基础设施完善性 0.144 19

美食餐饮体验 0.274 1 排队体验 0.248 7

旅游交通体验 0.212 13 拍照体验 0.253 5

地方特色品牌 0.273 2 天气与气候感知 0.216 12

旅游消费感知 0.267 4 旅游活动场所集聚程度 0.187 14

文化地标 0.273 2 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 0.102 20

文化印记 0.178 16 人气感知体验 0.245 8

特色旅游产品 0.187 14 旅游住宿体验 0.162 18

休闲娱乐活动 0.233 9 旅途社会交往 0.100 21

旅游服务体验 0.222 11 人文环境氛围 0.233 9

3.夜间旅游体验要素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分析能够挖掘出结构网络中紧密联系的要素形成的次级小团体
[34]
。本文利用 CONCOR(迭代相关收敛法)对夜间旅游

体验要素结构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5 个凝聚子群，结果见图 2。各子群的密度计算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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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可以看出，子群 1包括了自然景观风貌、旅游交通体验、文化印记、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旅途社会交往、旅游活

动场所集聚程度、特色旅游产品、旅游服务体验 8 个体验要素。子群 2 包括了旅游住宿体验、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便利性、服

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3 个体验要素，子群 3 包括了人文景观风貌、天气与气候感知、拍照体验、人文环境氛围 4 个体验

要素。子群 4 包括人气感知体验、排队体验、休闲娱乐活动、旅游消费感知 4 个体验要素。子群 5 包括美食餐饮体验、地方网

红品牌、文化地标 3 个体验要素。

由表 5可知，子群 1(密度值为 0.143)和子群 2(密度值 0.388)两个子群内部夜间旅游体验要素联系比较弱，低于网络平均

密度，不具备统计学上的差异。子群 5 内部要素联系非常密切(密度值为 1),并且该子群与其余四个子群的联系也都很密切，例

如在子群 3 中，游客提到美食餐饮时，也经常提及地方特色品牌、文化地标这些要素，换言之，该子群内的三个要素经常出现

在同一游记文本中，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子群 5 所代表的这类游客更加关注美食餐饮、地方网红品牌、文化地标这

些要素，并且这些要素的重要性排名都是前三，说明该子群所代表的游客是长沙市夜间旅游的主体客源。子群 3 的密度值为 1,

该子群内部联系非常紧密，而与子群 2的联系较弱。子群 4的密度值为 0.833,内部要素联系密切，同时与其他子群联系紧密。

子群 3 所代表游客主要关注人文景观、拍照、人文环境、天气和气候这方面的体验，子群 4所代表的游客更关注休闲娱乐、排

队、人气、消费方面的体验，这两类旅游者是长沙市夜间旅游的次级客源。

表 5 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子群密度值

子群

密度矩阵

1 2 3 4 5

1 0.143 0.208 0.781 0.781 1.000

2 0.208 0.338 0.083 0.667 1.000

3 0.781 0.083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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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781 0.667 1.000 0.833 1.000

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二)长沙市夜间旅游体验要素 IPA 分析结果

对长沙市游客夜间旅游体验各要素进行 IPA 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游客夜间旅游的满意度均值为 3.2 分(大于 3分),且过

半数的体验要素的得分高于平均值，说明游客在长沙的夜间旅游体验质量整体较高。

具体而言，落在第一象限的要素有美食餐饮体验、地方特色品牌、文化地标、人文景观风貌、休闲娱乐活动、拍照体验。

表明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这 6 个要素颇为关注且满意度较高，说明长沙市能够为夜间游客提供优质美味的餐饮美食和丰富多彩

的休闲娱乐活动，地方特色品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且符合游客的预期，当地人文景观观赏性高，文化地标值得打卡，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获得了美好的拍照体验。第二象限的要素最多，包括旅游交通体验、人文环境氛围、旅游服务体验、基础设施完善性、

可达性与便利性、旅游活动场所集聚程度、特色旅游产品 7 个要素。表明这些要素虽然游客提及的相对较少，但提到的游客的

满意度相对较高。进入第三象限的要素有文化印记、自然景观风貌、旅游住宿体验、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天气与气候感知、

旅途社会交往 6 个要素，表明较少的游客提到了这些要素，且游客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如在游客的游记中，有游客提到酒店环

境不干净、隔音效果不好等问题。还有一些游客对街头摩的师傅拉客以及摩托车、电瓶车横冲直撞的现象感到不安全和害怕。

第四象限的要素最少，分别为旅游消费感知、人气感知体验、排队体验。长沙夜间人流量较大，让不少游客感到拥挤，导致游

玩质量下降，大部分游客也反映在排队上花费了较多的时间，部分游客表示餐饮消费性价比不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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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研究通过对游客游记内容的爬取、筛选和编码，得到了 22 个长沙市游客夜间旅游体验要素指标，按照前文拟定的原则

对游客评价进行打分，构建了长沙市游客夜间旅游体验要素结构表。

2.运用 UCINET 软件对构建的体验要素结构进行了整体网络密度分析、特征向量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表明该体

验要素结构密度较高，具有多核心的特点。在 22 个要素中，游客对餐饮美食关注最高，文化地标和网红品牌次之，对可达性与

便利感知最弱，对旅途社会交往、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等也较少关注。

3.运用 SPSS 软件对游客夜间旅游体验进行 IPA 分析，发现优势区、保持区、机会区、修补区的指标数量依次为 6个、7 个、

6个、3个。整体体验质量得分为 3.22 分(大于 3 分),说明游客长沙夜游体验质量较高，在 22 个指标中游客美食餐饮体验评分

最高(3.79 分),人气感知体验得分最低(2.8 分),低于平均值。在重要性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美食餐饮体验游客最为关注，

提及最多。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和旅途社会交往两个要素游客较少提到。

4.将特征值中心性分析的重要性排序和 IPA 的重要性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存在差异。原因是两个方法的计算原理

不同，前者是指要素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两个要素同时出现在一篇游记中算作一次，强调两个要素的共现次数。IPA 分

析中，单个要素在一篇游记中被提及就算作一次，强调要素出现的游记数量占所有游记的比例[28]。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得到每

个要素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关系，通过 IPA 分析能够知道游客对每个夜间旅游体验要素是否满意。

因此，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 IPA 分析结果，能够有效发现长沙夜间旅游发展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建议

1.把握核心体验要素，增强核心要素旅游吸引力。

研究显示，美食餐饮体验、文化地标、地方特色品牌等要素在整体网络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游客比较关注的方面。

对此，长沙需要发挥好“美食”在夜间旅游过程中的核心吸引作用，积极创新和做好细节，营造良好就餐环境，把控好饮食品

质安全。丰富品牌文化内涵，积极推动地方特色品牌传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强对景点建筑遗存、文化景观等的保护和

修复，实现长沙夜间旅游的良性发展。

2.不断优化边缘体验要素，促进整体协调发展。

旅途社会交往、夜间旅游安全与卫生、旅游住宿体验等要素虽然游客提及较少，但绝不能忽视。整体体验结构的提升离不

开核心要素和边界要素的协调联系
[28]
,这一部分体验要素是长沙市夜间旅游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要素，相关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

加强夜间旅游巡逻和治安管理，完善消防和医疗设施等。加强对酒店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改进酒店硬件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创新夜间休闲娱乐活动内容和形式，打造有趣的夜间游玩体验项目，增强游客与游客之间、游客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

长沙夜间旅游的全面协调发展。

3.加强对经营者和游客的管理，提高游客满意度。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 IPA 分析结果，旅游消费感知、排队体验、人气感知体验受到游客较多的关注，但满意度都较低，对

游客体验造成负面影响。对此，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经营者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加强对客流的预测和监控，

对游客进行疏导和控制，避免街道和交通拥堵，保证游玩安全和质量。同时景区需要在避免过度开发的前提下，增大景区容量，

合理规划旅游活动路线和线下门店间隔距离，完善好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设网络点单程序、提供排队超时优惠等

举措，缓解游客长时间排队问题以及产生的焦躁情绪。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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