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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民宿感知体验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晋彭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民宿成为旅游者倾向选择的独特住宿方式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网络文本分析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探索海南省民宿的感知体验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抓取海南省民宿相关的网络文本数据，并运用文本分析工具，分析旅游者在民宿的感知

体验和评价。同时，结合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发现和探索影响民宿感知体验的关键因素和研究热点。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提高海

南省民宿业的服务质量和竞争力，为海南旅游业提供有价值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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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省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旅

行者。作为一种新兴的住宿选择，民宿逐渐受到旅游者的青睐。

民宿以其独特的特色和亲近自然的体验，吸引了一大批喜欢探索

风土人情的旅行者。然而，民宿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服

务质量的不稳定、消费者感知体验的差异等。因此，了解旅游者

对民宿的感知体验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民宿业的竞争力和推动

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通过网络文本分析和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的方法，

对海南省民宿的感知体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基

于网络文本数据收集和分析，旅游者对海南省民宿的感知体验，

包括客房设施、服务质量、环境舒适等方面的评价。随后，结合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揭示影响民宿感知体验的相关因素，如民

宿体验、地方依恋、体验设计、景观设计等，并发现研究热点。

本研究的结果不仅有助于提高海南省民宿业的服务质量和竞

争力，同时也为相关旅游业提供有价值的决策支持，促进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通过对美团民宿、携程网、飞猪、去哪儿网、和马蜂窝这 5

个国内外知名的 OTA 在线预定平台以“海南民宿”“三亚民宿”“海

口民宿”等作为关键搜索词对游客评论文本、网络游记等内容进

行检索，通过后羿采集器软件进行相关数据采集，然后对搜集到

的总体评级、评论时间、评论地点等内容进行数据处理。为保证

评论数据样本的时效性，获得评论和游记发表时间为 3 年的在线

评论及网络游记内容，剔除与民宿主题无关，以及一游客重复评

论的内容，共计 4359 条。

本研究主要论文期刊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以“民宿感知体验”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进行检索近 5 年相关文献，得到相关文献共 199 篇。

检索主题 检索时间 学术期刊数量

民宿感知体验 2018-2023 199

（二）研究方法

ROST CM 6 是一种文本数据分析工具，用于从大规模文本数

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洞察。它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和

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帮助用户快速理解和处理大量的文本数据。

CiteSpace 是一个基于科学数据的视觉分析工具，可以帮助用户分

析文献、专利、社会网络及其他类型的科学数据。它具有可视化展现

研究领域演化趋势、关键字共现分析、机构合作网络等功能，可以帮

助用户进行研究课题的深度挖掘与发现，并提供各种分析报告。

本研究采用 ROST CM 6 中的情感分析功能，探讨旅游者在海

南民宿体验过程中所表达出的情感倾向；对海南民宿主题进行归

纳和凝练；最后通过 CiteSpace 研究热点分析：挖掘相关领域学者

对于相关关键词 / 主题词共现频率，以可视化图片展现。

1. 民宿评价高频词

本文利用 ROST CM 6 软件中的词频分析功能进行典型意象元

素的抽取。词频分析功能提取的高频词表主要由动词、名词、形

容词以及一些描绘情感的词语组成按频率由高到低选取 50 个与研

究有关的词汇生成词汇频率表，作为分析依（表 1）。

表 1 海南民宿评价高频词

词条

Entry

词频

World frequency

词条

Entry

词频

World frequency

词条

Entry

词频

World frequency

词条

Entry

词频

World frequency

房间 2366 舒适 606 装修 284 适合 212

环境 1455 热情 523 前台 276 晚上 200

干净 1403 舒服 492 体验 274 附近 198

服务 1278 态度 420 值得 270 用品 196

卫生 973 宽敞 415 周到 259 朋友 195

设施 887 整洁 398 周边 251 明亮 186

方便 876 交通 393 温馨 247 距离 185

位置 738 海景 342 便利 241 地方 180

齐全 697 安静 325 出行 241 风格 178

入住 694 老板 298 选择 234 度假 176

海边 640 优美 295 人员 229 打扫 172

满意 627 下次 295 周围 215

性价比 622 三亚 294 景色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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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频词语义网络分析

利 用 ROST CM 6 软 件 对 游 记 文 本 进 行 语 义 网 络 分 析（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SNA） 。利用共现分析方法，根据高

频词中的词语与其他词语同时出现的频率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从

而得到海南民宿评价文本的语义网络图，进而挖掘住客对海南民

宿感知体验的关键词，构建文本的语义网络语义图中线条的数量

代表词汇间共现频率的高低，连线越多，表示二者间共现的频数

越高，海南民宿住客感知中对相关概念的关联就越密切。

3. 关键词共现

通过对近 5 年（2018-2023）的民宿感知体验的相关文献分析，

基于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现图示可以发现近 5 年内民宿感知体验

的选题范围之间连接度较高，共现关系较强，去除与检索词相关

的“民宿”和“乡村民宿”，通过其聚类分析可知学者选题范围

多聚焦于住宿动机、住宿体验、地方依恋、感知形象、空间设计、

情感体验、享乐主义等。

4. 关键词突显

此外，关键词突显图显示，2018 至 2019 年间学者们开始探

索民宿发展策略与情感体验内在联系，2019 至 2021 年间突显关键

词为民宿体验、地方依恋、共享经济等。2021 至 2023 年间民宿感

知体验研究的突显关键词为体验设计、景观设计、感知体验、大

数据、城市民宿等。这些突显的关键词反映了民宿感知体验研究

主要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代表学者们对该领域未来发展

的展望和关注。

二、研究分析

从海南民宿评价高频词看出，“干净”“卫生”“服务”“设施”

是海南民宿最重要的吸引要素，也是影响住客入住感知体验的关

键。住客关注的其他主题包括位置、海边、性价比、齐全、海景等，

基本包含了民宿入住过程的各个层面，也说明网络信息文本内容

翔实程度，可以更好地反映住客感知行为。首先设施、卫生和位

置等因素是民宿住客体验的基础要素，旅客期望选择一家提供充

足设施、干净卫生、服务良好的民宿，这些要素能够为旅客提供

舒适和便利的居住环境，良好的入住体验，它们对于提供基本的

住宿条件至关重要。其次位置、海边、性价比、齐全、海景等因

素是旅客在选择和评价民宿时的基础要素。住客希望选择具交通

便利、设施齐全、性价比较高的住宿环境，这些因素能够满足旅

客的基本需求和提供便利。

综合语义网络图分析可海将南民宿住客感知中对相关概念大

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核心区域，即由“环境”“服务”和“房

间”构成的内部最区域，这部分是词组语义联结最紧密的区域，

共同构成了海南省民宿住客感知体验的最核心特征。

第二部分是内包围区，由“设施”“卫生”“位置”等组成，

这些额外的组成部分是民宿住客体验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住客

对民宿满足重要条件期望的关注点。

第三部分是外包围区，由“性价比”“宽敞”“入住”“热情”

等组成，代表民宿住客感知体验的部分感知基础。

第四部分是发散点，主要包括海景、周边、出行、温馨等要素，

是关于海南民宿住宿体验的进一步拓展。

早期学者们主要聚焦于民宿发展策略与情感体验的内在联系。

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主要关注民宿的发展策略，尤其是与情感体

验的关系，以深入理解旅客在民宿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其对民宿发

展的影响。

2019 至 2021 年：民宿体验、地方依恋、共享经济成为突显

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反映了旅客对于目的地强烈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并且体现了民宿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

学者们开始着重研究旅客在民宿中的体验，以及民宿对于旅客地

方依恋感的影响。共享经济的概念也进一步渗透到民宿领域，研

究者们开始考察共享经济对于民宿发展和旅客体验的影响。

而近期相关学者更专注于体验设计、景观设计、感知体验、

大数据等。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们更加关注民宿的感知体验，从

设计的角度探讨如何提升旅客在民宿中的感知体验。同时，大数

据的应用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研究大数据如何为民宿提供更

好的服务和优化运营。此外，城市民宿成为研究的焦点，关注在

城市环境中的民宿发展和城市旅游动态。

三、结语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民宿住客的感知体验与相关学者的研

究存在一些异同之处：

异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视角和重点上。民宿住客的感知

体验是指实际住客在民宿中所体验到的情感、认知和感知，包括

设施、卫生、位置、服务等方面。而相关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民宿感知体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上，从学术角度对民宿住客的

体验进行剖析、总结和探索。

 民宿住客的感知体验侧重于住客对设施、卫生、位置等因素

的实际感受和评价，关注住宿的便利性、舒适度和满意度。而学

者的研究关注的是感知体验背后的因素和机制，如住宿动机、地

方依恋、感知形象等，以及旅客在民宿中的情感反应和行为。

 民宿住客提供了实际消费者的视角和真实体验，能够揭示消

费者的真实需求和评价。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通过对大量数据和研究样本的归纳和分析，能够深入剖析和总结

民宿住客体验的特点、影响因素和改进建议。

尽管存在一些异同之处，但民宿住客的感知体验和相关学者

的研究是相互关联和互相促进的。住客的感知体验是学者研究的

重要参考和研究对象，而学者的研究又可以为民宿提供改进和优

化的建议，以提升住客的感知体验。

总之，通过学者对民宿住客入住动机等行为机制的研究，除

了环境和服务等基本要素，设施、卫生和海景位置也是提高住客

体验的重要因素。如果海南民宿房东能够注意并优化这些方面，

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就能够赢得良好的口碑和客源，促进海南省

民宿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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