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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分析 
赵昌洲 

（长春财经学院） 

摘要：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分析，需要对不同乡村旅游景区的旅客来源和空间行为路径等基本特征进行定量分

析，在进行抽样样本特征分析的过程中，还需要客观考量个体属性特征和行为特征之间的关联性。数字足迹能够协助地方旅游部门

改善和优化乡村旅游项目的后续规划设计指标。本文将着重分析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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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项目的研发过程，需要适配更加客观和量化的统计分

析指标，还需要对旅游景区和游览区的客源市场空间差异特征进行

对比分析，才能够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项目中的交通路线设计方案，

依托地理优势重组旅游业态和资源，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

活动。数字足迹能够客观展现乡村旅游者的差异化行为模式和个体

表现形式。 

1 乡村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和行为模式 
对于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项目，旅游者在特定空间的行为模式

主要涵盖对象环境、知觉、认知、地理优选以及空间活动等环节，

不同来源的旅游者会对空间活动进行主观认知，构建相应的信息体

系[1]。根据旅游空间的不同尺度，乡村旅游者的广义和狭义层面上的

空间行为，主要涵盖决策和行为两个关键要素，心理活动驱动的空

间行为能够有效扩充行为模式。因此旅游者动机行为、决策选择行

为、旅行行为以及体验行为四个层面都能够创新融入到乡村旅游者

的行为模式之中。部分专家和研究学者根据乡村旅游者的旅游景点

选择偏好和旅游动机，对空间行为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行对比分析，

构建旅游项目尺度下的旅游空间行为模式。根据乡村旅游者的不同

空间来源，其对旅游项目和景区的认知和理解层次普遍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会直接影响到乡村旅游项目和景区中的旅游体验差异和景

点遍历差异[2]。乡村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和行为模式，需要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层面进行对比分析。 

2 数字足迹概述 
2.1 GPS 数字足迹 

GPS 数字足迹，主要面向车辆交通数据信息的采集和旅游行为

轨迹跟踪模式，因此需要对 GPS 信号的车载终端和固定终端设备数

据通信传输环节进行动态化跟踪和轨迹分析等基础操作[3]。在集中溯

源 GPS 数字足迹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已授权的数字轨迹动态变化特

征进行快速识别和统计分析，但是 GPS 信号的发送接收装置会限定

车辆类型，例如出租车和旅游大巴等。尤其在集中规划交通路线和

交通流量预测分析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将数字足迹的实时生成结果

进行关联分析，强化 GPS 信号的接收和发送控制效率。GPS 信号接

收工具比较受限，还会对数据通信链路的信噪比数值变化趋势产生

深远的影响。在对不同乡村旅游项目的旅游者进行空间行为分析的

过程中，单纯依靠 GPS 数字足迹，其自动输出的数字地图并不完整，

还会对部分本地地理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存储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在

全面采集 GPS 数字足迹信息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乡村旅游者的

来源和空间足迹时序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分析。 

2.2 Web 数字足迹 

Web 数字足迹则更偏向于描述乡村旅游者的旅游偏好信息，尤

其在公开社交媒体平台中分享旅游经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轨迹和

空间行为都具有较强的个体特征，尤其带有地理信息的文字和照片，

都能够呈现直观和生动的视觉传达效果。在重点调研和统计分析

Web 数字足迹的过程中，需要集中提取三个以上的关键词，将 Web

数据加载到本地计算机网络之中[4]。根据 Web 数字足迹的特征分析

结果，很多乡村旅游者的旅游偏好和时间特征信息都更加生动直观，

但是需要对旅游过程进行客观还原的过程中，部分旅游痕迹不会被

磨灭和遗忘。Web 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平台，都能够获取更加生动直

观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信息和个体特征，但是需要合理运用个人

隐私保护措施，避免将旅游目的和旅游满意度暴露在复杂的计算机

系统之中。Web 数字足迹，能够客观展现乡村旅游者的旅游热度，

将比较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快速识别和抽取，协助旅游项目研

发项目整合零散化的数字足迹等信息资源。 

2.3 智能手机数字足迹 

在信息化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因此互联网系统

平台中的信息资源普遍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因此基于智能手机的

数字足迹生成结果更加精准，但是需要与不同通信运营商进行深度

合作，筛选出不同乡村旅游地区的旅游者时空拓扑特征，并深度调

研分析不同来源的旅游者路径行为是否存在离散化的差异特征[5]。但

是在对智能手机的数字足迹信息进行分类筛选的过程中，只能够初

步涵盖年龄、性别对旅游空间行为的影响，样本数量相对比较小，

乡村旅游空间的尺度信息并不完善，样本分析结果普遍存在一定偏

差和误差问题。基于智能手机的数字足迹，可以从乡村旅游者选用

的地图软件入手，例如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软件，将乡村旅游者

的路径导航和搜索区域进行精准定位和识别分析，筛选出不同维度

的时空拓扑特征信息。但是智能手机中的数字足迹，需要在用户和

通信运营商的双重认证机制基础之上，才能够保护旅游者的用户隐

私，避免影响到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3 乡村旅游者的空间结构和行为特征分析 
3.1 空间来源和分布结构 

在对乡村旅游者的空间结构和行为特征进行抽样统计分析的过

程中，需要将旅游者的空间来源和分布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将不同

区域的旅游空间进行集成化数据采集，将不同省市的游客出游比例

进行统计分析。南北方和东西方省市的整体出游比例普遍呈现正态

曲线的分布特征，本省和邻省的游客所占比例比较高，不同的乡村

旅游项目，其吸引的旅游群体有所差异，不同旅游景点的吸引效应

有所差异，因此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景点的遍历顺序有所不同，更倾

向于个体化差异空间行为模式。不论是自助游还是跟团游，其空间

来源和分布结构普遍呈现小集聚效应，不同乡村旅游景点的到访率

和游客出入次数成正比。在对不同乡村旅游地区进行旅游者空间行

为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从游客到访率、景区偏爱程序以及平均停留

时间入手，将以上三个维度的空间行为特征进行聚类分析。不同乡

村旅游者的空间行为特征与来源有关，行动-偏爱以及偏爱主导型游

客，都会呈现乡村旅游景点到访率增高的时空轨迹变化特征。 

3.2 外部空间的行为模式 

在分析乡村旅游者的过程中，需要对不同旅游景区内部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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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行为模式进行分类统计和数据分析，根据自助游和跟团游两

类旅游形式，丰富和拓展旅游区域内的交通路线和轨迹特征。乡村

旅游者在旅游景点外部空间的行为模式，主要涵盖交通出行方式以

及持续时间长度等分析要素。部分较为偏远的乡村旅游景点区域，

其外部空间的行为模式更经济，还会对旅游者的旅游日程决策和路

径选择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乡村旅游者的外部空间行为模式，一

般呈现点状以及线状，部分旅游景点和交通路线之间的距离较长，

会直接影响到乡村旅游者的路径选择结果。整体乡村旅游项目和景

区的总面积比较有限，因此很多旅游者普遍选择大众交通方式和包

车租车等行为模式，也会对当地民宿环境进行市场调研，影响到后

续旅游日程安排结果。外部空间的行为模式，会逐步提升乡村旅游

者的决策效率，但是需要对不同旅游景区之间的空间距离进行重点

测算，将时间和交通成本纳入其中。 

3.3 内部旅游线路分析 

在对乡村旅游者的空间行为模式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还需

要对景区内部的旅游线路进行重点分析，因此需要合理运用强度分

析方法，将东西南北等不同旅游线路的里程数、接待旅游者人次、

路段百分比等数据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还需要对不同旅游线路进行

洛伦茨曲线分析。不论是自助游还是跟团游等旅游形式，很多本省

市和外省市的乡村旅游者，都会在旅游行为空间中增加或者降低某

些景点的旅游权重系数，从而影响到景区内部旅游线路的遍历次数

和行程速度。对乡村旅游区域的内部路线进行规划设计的过程中，

也需要客观考量旅游者的主观意愿，尤其对于自助游游客的实际游

览需求，实施可拓展的旅游路径规划设计目标更加关键。对于跟团

游形式，部分游客跟随不同游览路线的过程中，会遗留较多行为轨

迹和时空信息，其旅游需求和认知水平成正比。不同乡村旅游景区

对应的不同旅游线路和交通设施，都能够直接影响到旅游者对内外

空间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4 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分析 
4.1 乡村旅游者的分类 

在对乡村旅游者进行问卷调研的过程中，需要将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家庭月收入、职业以及交通距离等数据维度进行特征分析，

才能够快速聚类乡村旅游者的不同类型。从性别维度分类，男性和

女性的比例接近一比一，样本性别分布情况比较均衡。从年龄维度

分类，乡村旅游者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36-45 以及 26-35 两个年龄

段之中，25 岁以下以及 46 岁以上的样本人数次之。不同聚类对应

的旅游偏好要素有所差异，26-35 岁的旅游者更偏向于远距离旅游，

重点体验该地区的乡土文化，属于文化体验型旅游者。36-45 岁年

龄段的聚类，其女性比例较高，更倾向于体验乡村地区的自然风光，

一般都会选择两天一夜的体验套餐。35 岁以下的男性旅游者比例偏

高，偏好乡村地区的各项民俗活动，但是对乡村地区的旅游服务设

施要求较高，主要集中一天体验型的空间行为模式。45 岁以上的乡

村旅游者，基本属于待业和离退休人员，属于乡村社会生活体验型

旅游者，对各项服务基础设施的要求较多。 

4.2 出入时间的差异分析 

对于集中式和离散式的乡村旅游区域，不同旅游景点和游览区

域的出入时间，能够客观展现乡村旅游者的数字足迹，不同聚类的

旅游者，其出入时间呈现不太显著的差异，且大部分集中在上午游

览某些景点和服务设施。乡村旅游区域内的餐饮设施并不完善，因

此不同年龄段的旅游者更倾向于中午时间离开景点和游览区域，但

是不同聚类的乡村旅游者， 晚离开旅游区域的时间点在 12-13 点

之间。不同年龄段和文化水平的乡村旅游者，其游览开始和结束时

间会受限于路径规划和餐饮设施等各项影响因素，若旅游园区内有

大中型和小型餐饮设施，则可以适当延长内部路线和景点停留时间

范围。不同年龄段和职业的乡村旅游者，其旅游需求和游览目标并

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聚类的出入时间普遍集中在上午和中午两个

时间段之中。出入时间的差异分析结果，能够客观反应数字足迹和

时空特征信息的相关性，还会间接影响到乡村旅游者的差异化空间

行为模式。 

4.3 游览时间和移动速率的差异分析 

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分析结果，需要涵盖出入

时间、地点停留时间、移动速率以及停留次数等不同量化分析维度，

部分乡村旅游区域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因此两天一夜等过夜旅游

者占比较低，半日游以及一日游的乡村旅游者占比较高。不同乡村

旅游景点和景区对应的游客浏览时间长度有所差异，会对游客的行

程安排、景区吸引力和身体状况等量化维度产生显著的影响。游览

时间和移动速率，都能够从侧面体现出不同类型乡村旅游者的偏好

程度，但是需要对游览时间较长和移动速率较慢的聚类分析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对年龄和职业等聚类维度进行特征分析。若乡村旅游

景区的面积较大，交通路线和服务设施比较单一，旅游者的移动速

率也会有所提升，景区吸引力有待提升。游览时间和移动速率，受

限于乡村旅游区域内服务设施和景点交通路线规划设计等核心要

素，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基本相似。 

4.4 旅游景点停留次数的差异分析 

很多乡村旅游景区普遍具有同质化的特征，因此在实际统计分

析旅游者对数字足迹过程中，离散度并不高，部分年龄偏大的旅游

者，其生理需求和拍照留念需求非常显著，因此部分景点和服务设

施的实际停留次数比较高。但是乡村旅游者，不论是自助游还是跟

团游，重复停留次数普遍集中在 6-10 次之间，部分乡村旅游景点的

吸引力不足，驻留时间比较短，也是乡村旅游景点比较明显的短板

之一。旅游景点的停留次数，与年龄段聚类分析结果成非线性关系，

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和研发项目，都需要建立在增加景区吸引

力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旅游景点的停留次数，需要与 Web 和

智能手机生成的数字足迹特征信息相结合。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数字足迹的乡村旅游者空间行为分析，需要在

明确样本来源和数据分析边界的基础之上，合理运用 GPS、Web 以

及智能手机的数字足迹生成模式，对比分析乡村旅游者的空间来源

和行为模式。不同年龄段对应的乡村旅游体验形式有显著的差异，

其景点游览的总时间和停留次数成正比，但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乡村

旅游景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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