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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下的游客行为研究进展 



 大数据带来了一场全方位的思维变革、产业变革和管理

变革，它把我们的旅游科学研究、旅游实践应用的各个领

域和环节都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数据时代”。 

旅游科学研究 

旅游实践应用 

思维变革 

产业变革 

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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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行为研究占据了现在首要的研究主题，取代了十年

前的旅游吸引物/资源/产品开发和管理。(黄松山，陈钢华，2016) 

挖掘旅游者行为和城市偏好已经成为近期地理信息系统研

究的热门。（Zhou, X., Xu, C，2015） 



基于大数据的游客时空行为研究取得了众多典型的成果。几个特征： 

第一是国外多，国内少。 

第二是数据来源多样，包括手机信令数据、社交媒体数据（具体包括

社交网络（facebook，人人网）、微博（twitter）数据、意见和评论（豆

瓣，大众点评）、内容分享（youTube，Flickr，优酷等），社会化标签

（Delicious），博客，BBS，论坛）、GPS数据和交通一卡通数据等。 

第三是处理方式更具有创新性与技术性。 

第四究研内容以时空分布特征、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行为足迹模式

等为核心。 



一、大数据相关研究 



1.1解析大数据 

BIG  

DATA 

Volume（数据规模大） Variety（数据种类多） 

Value（数据价值密度低） Velocity（数据要求处理
速度快） 

非结构化数据的超大规模和
增长 
• 占总数据量的80~90% 
• 比结构化数据增长快10倍到

50倍 
• 是传统数据仓库的10到50倍 

大数据的异构和多样性 
• 很多不同形式（文本、

图像、视频、机器数据） 
• 无模式或者模式不明显 
• 不连贯的语法或句式 

实时分析 
• 数据输入、处理与丢掉 
• 立竿见影而非事后见效 

大量的不相干信息 
• 对未来趋势与模式的

可预测分析 
• 深度复杂分析（机器

学习、人工智能等） 



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差异 

VS 大数据 传统数据 

    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数据来源、数据

反应速度、数据全面性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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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Footprinting: 

Uncovering Tourists with 

User-Generate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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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优势 劣势 应用举例 

土地利用和人口数
据 

可以运用到长时期的多种量表 
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城
市动力学的静态视角 

一个区域的旅游强度估
算 

人工调查数据 
收集高级别的信息，例如停留在

特定区域的动机和原因 
花费大，只能运用到有限

的时间阶段 
游览和停留时间的动机 

近距离无线通讯 精确的实时移动数据 基础设施部署贵 
描述空间的社会特征和

时空特征 

GPS 日志 精确的移动数据 
当运用到单纯的研究目的
时不能很好的量化，时间

和参与者限制 

旅游线路集群（Asakura 
and Iryob,2007) 

手机信令数据（基
于设备） 

及时的移动数据，有可能扩大到
现场调查 

不能很好的量化，时间和
参与者受到限制 

通过情景感知体验抽样
调查来获取现场体验
（Froehlich et al,2006) 

手机信令数据（基
于聚合网络） 

提供实时密度和移动数据，多种
地理尺度（附近，城市，乡村） 

解释大规模的现象但不能
解释原因 

实时的交通检测
（Yim,2007) 

用户自生成内容 
公开的开发可利用的数据，不需
要部署或之前存在的基础设施 

信息的可信度，没有系统
覆盖范围 

解释摄影者的流动
（Girardin et al,2008) 

Girardin, F. et al. “Digital Footprinting: Uncovering Tourists with User-Generated 

Content.” Pervasive Computing, IEEE 7.4 (2008): 36-43. © 2008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1.2 相关研究 

（1）技术层面的研究——数据标准化，数据存储、可视化 

（2）数据分析层面——数据分析算法、数据建模、关联分析 

（3）情景模拟与预测——情景模拟、预测模型 

（4）管理和应用层面——舆情管理、行为预测、网络营销 



• 2012年5月，香山科学会议组织了以“大数据科学

与工程——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为主题的会议

，深入讨论了大数据的理论与工程数据研究和应

用方向，指出目前最关注的是大数据分析算法和

大数据系统效率。 



• 2012年6月，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了“大数据时代，

智谋未来”学术报告会，就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

、体系架构理论、大数据安全、大数据平台开发与

大数据现实案例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学者们

也从大数据的概念与原理、挖掘技术、实际应用与

隐私保护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二、大数据游客行为研究 



2.1研究内容 

1.旅游网络结构研究（旅游流空间） 

2.旅游热点（兴趣点）发现 

3.游客空间行为建模与预测 

4.旅游客流监测与调控 



 2.1.1 城市（景区）网络空间结构 

利用手机、社交媒体数据进行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研究，目前
已经比较成熟。 

        Novel methods and tools are being developed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types of user-related spatio-temporal data. This approach helps 

uncover the presence and movements of tourists from cell phone network 

data and the georeferenced photos they generate. 

经典文献： 

Girardin, F. et al. “Digital Footprinting: Uncovering Tourists with User-Generated 

Content.” Pervasive Computing, IEEE 7.4 (2008): 36-43. © 2008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Figure . Geovisualizations of the presence of (left) 932 tourist photographers and (right) 

520,000 phone calls from foreign mobile phones in the Coliseum and Piazza della Repubblica 

area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06. Both types of data cover the train station area in the 

proximity of the Piazza della Republica. The values in each cell are normalized. 



 



 



 



 



Jia Tang, Junyi Li (2016): Spatial network of urban tourist flow in Xi’an based on microblog 

big data,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DOI:10.1080/19388160.2016.1165780 



2.1.2 旅游热点发现 
• 通过城市边界进行地理标签图像（基于Flickr ）搜集。收

集到的数据文本标签、地理坐标位置、图片的时间标记。
数据一收集便将标签识别并提取出来。收集到的与旅游目
的地有关的标签都被放到一起进行标签特征计算。对不同
旅游目的地根据其受欢迎程度进行排序。发现了通过与事
件相关的照片中分离与旅游者相关的照片，照片的时间特
征和地理特征信息是非常有用的。（Xiaolu Zhou, Chen 

Xu, Brandon Kimmons，2015） 

Zhou, X., Xu, C., & Kimmons, B. (2015). Detecting tourism destinations using scalable geo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Computers Environment & Urban Systems, 54, 144-153. 



。 • 芝加哥的标签社区 

• （Tag communities in 

Chicago）. 

• （相应的字符代表了
检测到的社区的字母
云） 

•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 represent 

word clouds for the 

detected communities. 



• 在芝加哥的辨别旅游目
的地空间分类（Space 

clusters of the identified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Chicago）. Note: Map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are in the inset 

map because these two 

places are far away from 

the main attractions and 

are difficult to fit into the 

figure. 



 



• 提出了利用带有地理标签的网络照片
的不同上下文信息，然后通过学习排
序来结合各种信息呈现出个性化旅游
景点推荐。 

 
Jiang, K., Yin, H., Wang, P., & Yu, N. (2013). Learning from contextual information of geo-tagged 

web photos to rank personalized tourism attractions. Neurocomputing, 119(16), 17-25. 



• Algorithm overview 



 

Panoramio dataset 



3.游客空间行为建模与预测 

• 基于游客的空间轨迹，利用数学方法建模（常用

马尔科夫链）并进行游客的空间行为预测，实现

基于位置的服务和推荐（LBS） 

Jie Bao, Yu Zheng,Mohamed F. Mokbel. Location-based and Preference-Aware 

Recommendation Using Sparse Geo-Social Networking Data，CONFERENCE 

PAPER · NOVEMBER 2012 DOI: 10.1145/2424321.2424348 



 



 



 



2.1.4 旅游流时空模拟与预测 

 
• 主要是利用实时数据（LBS, 手机信令）等

模拟旅游流。并对其进行预测。 



 



 



 



 



 



 



 



2.2.5 其他 

e.g. Järv等（2007）
通过借助手机定位技术
分析了气温与游客空间
行为和目的地选择的相
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tourists’ locations and daily mean air temperature at the level of network cells during summer 

period (June-August) in 2004. Correlations are shown at significant level of p < 0.05 



2.2 主要研究方法 

• 2.2.1 可视化 (visualization ) 

• 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 空间可视化 

• （Spatial visualization ） 

• 是指将大型数据集中的数据以图形图像形式表示，并利用

数据分析和开发工具发现其中未知信息的处理过程 



• 2.2.2 空间分析( Spatial analysis) 

• 利用空间分析分析空间分布、空间形成及空间演变

的信息。空间分析——空间建模——模拟。 

• 路径分析，叠加分析，网络分析，空间统计 



2.2.3 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 

非结构化数据（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

的处理，目前比较多的应用旅游行为的研究之中。 

 



• 2.2.4 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 

• 利用各种统计方法分析数据，研究事物之

间的各种关系（相关性）。 

• 预测方法，各种预测模型也会应用到研究

之中。 

 



3 展望 



3.1研究驱动力变革 

单一驱动——综合驱动 



有别于需求驱动的应用研究和兴趣驱动的基础

研究，大数据结构的多样化为旅游研究提供不同

结构的数据源，拓宽了学者的研究思路，丰富学

科研究内容。 



3.2 研究方法变革 

    在方法上，中国旅游研究运用了更多的量化研究手段。

但有些过度依赖和信奉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然而国际旅

游研究有大量的公认的可选择的研究范式，如解释主义、建

构主义和批判主义。中国现阶段旅游研究似乎慢了一步。研

究多为内容驱动而非理论驱动或知识驱动。多数的文章缺乏

理论和知识贡献。（黄松山，陈钢华，2016） 



传统方法 

调查问卷 

结构形问卷 

非结构形问卷 

统计方法 

官方统计 

企业统计 

   …… 

实地访谈 

标准化访问 

非标准化访问 

  …… 观察法 

实验法 

  …… 
其他方法 



新数据 
新思维 
新模型 
新方法 

有什么？——方法融合 
 



•新方法： 
• 文本分析！ 

• 语义分析（语义引擎）！ 

• 复杂网络！ 

• 数据挖掘（数据挖掘算法）！ 

• 可视化（空间可视化，其他可视化）！ 

• 数据缩减！ 

传统方法 + 新方法 



3.3 学科认识变革 

• 旅游学科的认识——多学科交叉、融合 

• 大数据——多学科交叉融合 



01 

02 

03 

04 

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 

需要融合多源信息建模 

需要形成功能强大的爬虫模块 

单枪匹马无法做大数据 

需要行程标准化的分析模块 



3.4 局限与拓展 

• 大数据目前更多的是——现象总结、规律总结，

缺乏因果、机制的分析 

• 大数据解决现象、规律问题 

• 传统方法解决因果、机制问题 



3.5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 1.基于大数据的游客行为建模 

• 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3.数据挖掘方法 

• 4.基于大数据的客流预测 

• 5.数据融合，同化 

• 6.隐私和伦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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