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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游记的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景区关注度分析

———以贵州省为例

罗梦雪

（贵州大学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旅游流网络的深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源。 本文利用八爪鱼采集器抓

取携程旅行网站上发布的关于贵州省景区游记和景点评论数量，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贵州省旅游

流网络结构及其节点网络关注度的特征。 研究表明：（１）贵州省旅游流网络整体规模大、密度低、结构松散，不同节点的流量

的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呈现出显著的层级结构；（２）贵州省旅游流网络节点获得的网络关注度旅游流网络具有相似的结构特

征，且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景点网络关注度差异大；（３）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与节点网络关注度之间既有关联、也有差异，可
依此将网络节点划分为 ４ 个类型，并结合不同类型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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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旅游流是一个具有空间属性的旅游经济系统的

纽带，反映了旅游者在现实世界流动的真实情

况［１］；而景区网络关注度则是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和

决策行为在虚拟网络世界的综合体现，贯穿着旅游

者旅游活动的全过程［２］。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
使得旅游信息的传递、获取、交流变得更加快速、便
捷。 旅游社交平台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分享旅游经历，并通过长时间

收集用户发布数据，构建大规模旅游数据库，为旅游

流［３］、景区网络关注度［４］ 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支撑。
国内外对于旅游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２ 个方

面。 一是探讨旅游流网络的时空分异特征［５］ 和旅

游流网络结构特征［６］；二是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文

本分析等方法提炼旅游流的影响因素［７］；三是探讨

旅游流的空间效应［５］，分析旅游流在不同地区呈现

出的扩散、带动效应。 而景点的网络关注度是近年

来探究潜在旅游者出游行为的重要度量指标之一，
反映了游客在虚拟网络中对旅游景点关注热度［８］。
目前，关于景区网络关注度主要围绕 ２ 个方面进行

研究。 一是探讨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



征［９］，并从资源丰度、地理空间距离、网络普及率等

方面来揭示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二是探讨景区

网络关注的前兆效应［１０］，即探讨以网络空间关注度

为代表的信息流与现实旅游接待人数为代表的旅游

流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客流量进行

预测。
综上，已有研究侧重于从时间角度出发，探讨旅

游流流量与景点网络关注度的关系，忽略了从空间

视角探讨旅游流网络结构和景点网络关注度之间的

关系，即网络关注度越高的地区是否在旅游流网络

中的地位越重要。 为此，本文聚焦贵州省旅游景点，
从旅游景点视角出发，以八爪鱼采集器抓取携程旅

行网站上发布的关于贵州省景区游记和景点评论数

量为数据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

法探索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节点网络关注度

的特征，以期为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

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贵州省地处西南，于北纬 ２４°３７′ ～ ２９°１３′，东经

１０３°３６′～１０９°３５′，北接四川和重庆，东毗湖南、南邻

广西、西连云南，下辖 ６ 个地级市，３ 个自治州。 贵

州地貌高原山地居多，且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
斯特地貌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６１．９％。 基于其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特色，形成了独一无二

的旅游资源，近年来贵州省已发展为著名的山地旅

游目的地。
１．２　 研究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是从旅游者视角出发的贵州省旅游研究，
因此选取由游客自主发布的网络游记和景点评论作

为研究开展的数据源。 携程旅游网站是国内最早提

供一站式旅游服务的网站之一，主要提供来自世界

各地的旅行者的评论和建议，每年有上亿的旅游者

通过该平台分享自己的旅游经历，网站内海量游客

自主发布的文本信息已被多次作为研究数据。 因此

本文利用八爪鱼采集器在携程旅游网站上抓取以

“贵州 ” 为 关 键 词 的 所 有 网 络 游 记 文 本 共 计

１ ５６７ 篇，去除掉包含广告信息、单景点行程的游

记，符合研究要求的游记共计 ９２１ 篇，在此基础上将

其转换成具有先后顺序的旅游线路、共涉及贵州省

１４５ 个旅游景点，并根据该数据构建贵州省景区旅

游节点数据矩阵作为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的

原始数据。

景区评论文本的数量可以反映出游客对景区的

关注程度。 因此，本文利用八爪鱼采集器在携程旅

游网站上抓取上述确定的 １４５ 个旅游景点的游客评

论文本数量（因携程网站青岩古镇景点无评论数

据，所以爬取去哪儿网站的景点评论替代），以网络

节点的游客在线评论文本的数量作为景区网络关注

度的评价指标，景点评论数量越多，则景区获得的网

络关注度越高；反之，亦然。
１．３　 研究方法

（１）社会网络分析法。 这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

法，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属

性特征［１１］。 本文基于游客发布的游记文本构建贵

州省旅游流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贵州省

旅游流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通过 Ｕｃｉｎｅｔ、 Ｎｅｔ Ｄｒａｗ 等

软件进行可视化展示，从而进一步明确贵州省旅游

流网络的局部特征和整体结构特征。
（２）ＧＩＳ 空间分析法。 主要是利用 ＧＩＳ 中的空

间分析功能从空间数据中获取有关地理对象的空间

分布并进行分析［３］。 本文利用 Ａｒｃ ＧＩＳ １０．２ 空间分

析软件对 １４５ 个旅游景点建立数据库，以实现贵州

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分布形态的可视化表

达。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

２．１．１　 旅游流网络构建

本文利用八爪鱼采集器在携程旅游网站上抓取

以“贵州”为关键词的所有游记文本共计１ １６７ 篇，
对其进行清洗，并整理转换成具有先后顺序的旅游

线路共计 １ ０２３ 条，再根据该数据构建贵州省景区

旅游节点数据矩阵作为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

的原始数据。 此外以往研究表明，访问频次较低的

节点为旅游流网络的结构较小，可将其剔除。 因此，
本文根据自然间断法剔除流动频次低于 ２ 次的旅游

节点，剔除完成后，借助 Ａｒｃ ＧＩＳ１０．２ 构建得到了旅

游流网络结构空间分布图。
接下来，对贵州省旅游流网络密度进行计算，旅

游流网络中共包含 １４５ 个节点，网络规模大，但网络

结构的总体密度为０．１０２ ９，标准差接近于 １，这说明

贵州省旅游流网络中各旅游节点的联系不紧密，旅
游流网络结构总体“大而散”。 从旅游流网络结构

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可知，网络节点分布在贵州省

９ 个地级市内，但却大多集中在贵州省中部及南部

区域，可见其受空间距离的影响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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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旅游流网络节点结构特征

借助网络节点度、出度和入度三个指标来进一

步探索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排名前 １０ 的景

区见表 １。 从节点度的计算结果来看，黄果树瀑布

（４３４）、镇远古镇（２４３）、西江千户苗寨（２２８）、青岩

古镇（２０８）、甲秀楼（１８４）、荔波小七孔（１６７）、黔灵

山公园（１６６）和梵净山（１２３）景区在整体旅游流网

络结构中处于绝对中心地位，其节点度数值均大于

１００，说明这些景点与其他景点的联系较为紧密；从
出度的计算结果来看，黄果树瀑布（４１４）、镇远古城

（２２７）、黔灵山公园（１４５）、荔波小七孔景区（１４１）、
青岩古镇 （ １３３）、西江千户苗寨 （ １２８）、甲秀楼

（１１８），这些景点的出度数值大于 １００，在旅游流网

络中处于关键节点的位置，并且承载着贵州省旅游

流网络结构中的扩散功能，对其他旅游景点的控制

力相对较强；从网络节点入度的计算结果来看，节点

入度指数较高的景区主要集中在西江千户苗寨

（１８８）、黄果树瀑布（１８３）、青岩古镇（１５３）、甲秀楼

（１４０）、镇远古城（１０１）等资源禀赋较高、区位条件

优越的景点，这说明旅游资源丰富、区位条件优越的

景区会具有更强的旅游吸引力。

表 １　 景区网络结构指标计算结果（排名前 １０ 位）
Ｔａｂ． １　 Ｓｃｅｎ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ｔｏｐ １０

ｒａｎｋｉｎｇ）

景点名称 出度 入度 度

西江千户苗寨 １２８ １８８ ２２８
黄果树瀑布 ４１４ １８３ ４３４
青岩古镇 １３３ １５３ ２０８
甲秀楼 １１８ １４０ １８４

镇远古城 ２２７ １０１ ２４３
黔灵山公园 １４５ ９７ １６６
荔波小七孔 １４１ ９４ １６７

梵净山 ８６ ８２ １２３
龙宫 ５９ ７１ ９９

花溪公园 ２５ ６４ ６８

　 　 总体而言，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受资源禀赋

的影响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层级结构，即旅游景点在

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与景点资源禀赋的质量呈正相

关，这是由于优质的旅游资源能够吸引大量的旅游

者，使得旅游节点在旅游流网络中具有较为重要的

作用。 本文借助自然间断法，根据景点在贵州省旅

游流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将贵州省旅游景点分为核心

旅游景点、重要旅游景点、一般旅游景点和边缘旅游

景点，见表 ２。 从表 ２ 中可以发现，在网络结构中处

于越重要的位置，其所含的景点就越少。

表 ２　 旅游景点等级划分

Ｔａｂ． ２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景点类型 景区数量 代表性景点

核心旅游景点 ８ 梵净山、黄果树瀑布、甲秀楼、荔波小七孔景区、黔灵山公园、青岩古镇、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

重要旅游景点 １１ 花溪公园、龙宫、马岭河峡谷、天河潭、万峰林、肇兴侗寨、织金洞

一般旅游景点 ２４ 郎德苗寨、荔波大七孔景区、南江大峡谷、平塘天眼景区、天龙屯堡、万峰湖、乌蒙大草原、舞阳河
风景区、云台山、遵义会议会址

边缘旅游景点 １０１ 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堂安侗寨、铜仁古城、土城土镇、妥乐古银杏、威宁草海、乌蒙山国家地
质公园、息烽温泉、下司古镇、香炉山、香纸沟、小黄侗寨、亚木沟风景区等

　 　 为进一步验证旅游流网络结构是否具有规模－
位序的特征，以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节点度、出
度、入度的数值为纵轴，以各节点以上指标的排名为

横轴，绘制散点图，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利用对数函数

对散点图进行拟合，发现曲线 Ｒ 值为０．９１５ ９。由此

可见，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具有较强的规模－位
序特征。 网络结构数值较大的节点，所占比例较少；
而网络结构数值较小的节点，所占比例较多，网络结

构指标具有显著的“长尾特征”，网络同质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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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旅游流网络结构指标幂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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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网络结构节点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进一步阐释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的空间分布

特征，本文运用 Ａｒｃ ＧＩＳ １０．２ 中的空间插值法（克里

金插值法）对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空间特征进

行可视化展示，从空间差值的结果来看：网络节点出

度和入度的空间分布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的

高值区域主要聚集在安顺地区黄果树瀑布附近和黔

东南西江千户苗寨周边，这表明贵州省的游客游览

目的地和客源地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且这部分重叠

区域的景区具有较强的集聚扩散能力。 此外，在其

余地区的网络节点出度和入度的数值大范围地低于

高值区域，且在空间分布较为平衡，这说明贵州省旅

游流的流向均出现了聚集的特征。 黄果树瀑布是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是贵州省旅游的名片，对国内外

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西江千户苗寨依附着自身

独特的民族旅游资源，是贵州省宝贵的旅游资源，
也是贵州省极其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因而在

这 ２ 个区域附近其节点出度、入度都处于极高的水

平。
总体而言，贵州省旅游流网络节点出度和入度

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小，但景点之间所表现出的集聚

扩散作用的差异性较为显著，旅游景点的两极化发

展严重。 通过比对发现：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

处于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的核心位置，这是由于其拥

有优质的基础服务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

厚的旅游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赤水丹霞景区、青岩

古镇、织金洞等景区作为贵州省旅游核心景区，但其

在旅游流网络空间中的位置并不凸显，因此，相关部

门应该从游客视角进一步挖掘原因，从而提高在旅

游流网络结构中的位置。
２．２　 景点网络关注度分析

为了探讨旅游流网络与其节点网络关注度之间

的关系，研究引入游客评论数量作为景点关注度的

研究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分析贵州省旅游流节点

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２．２．１　 网络关注度整体特征

借助八爪鱼爬虫软件在携程网站爬取上述 １４５
个网络节点的游客评论数量，将爬取结果进行统计

计算，发现 １４５ 个旅游景点的网络关注度均值约为

４６３．３，网络关注度超过平均值的景区仅有 ３４ 个，约
占景区总数的 ２３．４％。 这说明贵州省不同景点的网

络关注度差异显著。 以贵州省景点网络关注度的数

值为纵轴，以各节点以上指标的排名为横轴，绘制散

点图，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利用对数函数对散点图进

行拟合，发现曲线 Ｒ 值为０．９１５ ９。由此可见，贵州省

景点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网络具有相似的规模－位
序特征。

为了进一步探索贵州省景点网络关注的空间分

布特征，利用 Ａｒｃ 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的自然断裂法对其

进行等级划分，并绘制空间分布图，旅游节点网络关

注度具有显著空间差异。 其中，关注度较高的节点

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态势，并主要集中

在以青岩古镇为首的贵阳市片区和以黄果树瀑布为

首的安顺片区，而黔东南、黔西南、铜仁、遵义等区域

中高网络关注度的旅游节点多为零星分布。 需要说

明的是，在贵阳市和安顺市区域多个景区都获得了

较高的网络关注度，究其原因是由于在这 ２ 个区域

内多个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比较完善，旅游服务设

施健全且交通便利，对游客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因此

形成明显的优质旅游资源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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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旅游节点网络关注度的幂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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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网络关注度类型差异

从旅游资源的类型来看，自然型旅游景点、人文

型旅游景点和复合型旅游景点获得的网络关注度呈

现出较大的差异，其网络关注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５８４．１９、３７８．１３、３７２．１０，见表 ３。 其中，自然型旅游资

源获得的平均关注度数值最高，所包括的景区数量

最多，是当前贵州省内受到游客最多关注的旅游资

源，但此类型景点网络关注度的标准差最大，这说明

该类型景区的部分景点具有较强的垄断性。 人文型

旅游景点和复合型旅游景点的网络关注度的均值相

当，但人文型景点的数量却更多，且此类型景点的网

络关注度标准差也更大。 这说明相较于复合型旅游

资源景点，贵州省单一型旅游资源景点在受到网络

关注上更具有垄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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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类型景点网络关注特征

Ｔａｂ．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景区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数量 代表性景点 网络关注度 关注度排名

复合型旅游景点 ３７２．１０ ４９７．０７ ２９
黔灵山公园

平塘天眼景区

１ ９６８
１ ７３６

７
１４

人文型旅游景点 ３７８．１３ ６７２．０９ ５２
西江千户苗寨

甲秀楼

３ ５１７
１ ９３２

２
８

自然型旅游景点 ５８４．１９ ８５７．５７ ６３
黄果树瀑布

织金洞

４ ３３２
２ ４９９

１
５

总体 ４６７．５１ ７３５．９１ １４４ — — —

２．３　 旅游流网络结构与网络关注度的关系分析

２．３．１　 旅游流网络结构与节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

分异特征

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反映了旅游者在开展旅游

活动时的真实流动情况；节点网络关注度体现了旅

游者在虚拟网络中对旅游节点的关注热度，是对旅

游网络结构特征研究的重要补充。 已有研究指出在

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和旅游流网络之间既有关联，
又有差异，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作

用［８］。 为了进一步研究贵州省旅游流网络与其节

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本文依据贵州省旅

游流网络节点度数值与其节点网络关注度，利用

Ａｒｃ Ｓｃｅｎｅ １０．２ 软件绘制贵州省旅游流网络与其节

点网络关注度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图，如图 ３ 所示。

（ａ） 节点度　 　 　 　 　 　 　 　 　 　 　 　 　 　 （ｂ） 网络关注度

图 ３　 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与其节点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图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ｌ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ｏ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旅游流网络节点度及其节

点网络关注度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但两者在空间上并不完全重合。 其中，旅游流网络

节点度在空间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层级结构，第一

级别包括以黄果树瀑布为代表的安顺地区和以青岩

古镇为代表的贵阳地区，在这 ２ 个区域内景点及其

自身景点内外交通条件便利、旅游设施完善以及知

名度高，使得这 ２ 个区域内的景点承担了贵州省旅

游流中极其重要的集散作用；第二级别包括了以荔

波小七孔为代表的荔波区域、西江苗寨、镇远古城为

代表的黔东南区域，这些景点承担了相对重要的集

散作用；第三级别的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出不突出的

分布态势，这表明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层级结构

明显，处于核心地位区域的景点发挥的集聚扩散作

用较大，对其他非中心地位的旅游节点产生影响和

支配效力较弱。 其中，节点网络关注度在空间上共

形成 １０ 个峰值区，且各峰值之间的差距较小，在其

他各个方向上呈现较均衡的分布态势。

２．３．２　 旅游流网络结构与节点网络关注度的关系分析

根据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的节点度和节点网络关

注度的差异，本文利用旅游流网络节点度指标、节点

网络关注度的平均值，将节点网络结构特征和节点

关注度的关系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高－高、高－低、
低－高、低－低四种类型。 对此拟做研究分述如下。

（１）高－高型：旅游流网络节点度、游客均超过

了均值。 处于该种类型的景区为黄果树瀑布、肇兴

侗寨、甲秀楼、西江千户苗寨、龙宫、织金洞、天河潭、
镇远古城、赤水丹霞、万峰林等 １９ 个景区，占旅游节

点总数的 １３．１％。 处于这个区域的旅游景点在贵州

省旅游流网络中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且受到游客的

关注度较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处于

旅游流网络核心位置的景区的资源优势明显、区位

条件优越、景区基础配套设施齐全致使其知名度高，
从而，与其他旅游节点的互动相对频繁，处于此类景

区的网络结构对景区网络关注度具有正向效应，即
这些景点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得到较多的关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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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类景区在营销宣传和服务质量方面都应维持

和加强原有方向，以保证景区在旅游流网络中的重

要程度和受到的关注程度。
（２）高－低型：旅游流网络节点度指标超过自身

均值，但此类景点获得的网络关注度处于较低的水

平。 属于该类型的旅游景区包括青岩古镇、梵净山、
天河潭等 １１ 个景区，占旅游节点总数的 ７．５％，这部

分景区均在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优势地位，但
其获得的网络关注度较低，旅游流网络的结构优势

尚未得以充分发挥，此类型旅游节点的景区旅游资

源和景区服务质量的优势是相对明显的，因而该类

型景区应该提高宣传力度拓宽市场，进一步促进网

络关注度的提升。
（３）低－高型：节点网络关注度超过了自身均

值，但节点度指标处于较低水平。 该类型的景点包

括丹寨万达小镇、威宁草海、乌蒙大草原、荔波茂兰

风景区等 １５ 个景区，占旅游节点总数１０．３％。这部

分景区处于旅游流网络的边缘位置，在网络结构中

的优势相对较弱，但获得的网络关注度极高，这部分

景区受到的关注度与其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存在一

定的“脱钩关系”，因而均有较强的市场潜力，但却

还处于独立的发展中。 此类景区应加强与其他景区

的联合发展，进而提高在旅游流网络的地位。
（４）低－低型：网络节点度指标和节点网络关注

度均处于较低的位置。 属于该类型的景区包括织金

大峡谷、云台山、隆里古镇、丙安古镇、土城古镇、苗
王城、孔学堂、水城古镇等 ９９ 个景区，占旅游节点总

数的 ６８．３％，这部分旅游景区处于贵州省旅游流网

络结构的边缘，且受到的网络关注度也较低。 因此

该类景区应当从内部着手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加景

点网络关注度，进而提高在旅游流网络中的地位。
通过前文分析可发现，以上所有类型的景区在

贵州省空间上呈交错分布。 低－低型与低－高型的

地区占到总数的 ７８．６％，表明大部分节点在网络中

处于不利地位，尤其低－低型城市节点占到总数的

６８．３％，反映出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结构不平衡现

象较为严重，大部分节点在网络中的结构与其网络

关注度处于不利地位。

３　 结束语

本文聚焦贵州省旅游景点，从旅游节点视角出

发，以八爪鱼采集器抓取携程旅行网站上发布的关

于贵州省景区游记和景点评论数量为数据源，运用

社会网络分析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贵州省旅游

流网络结构及其节点网络关注度的特征，研究得出

以下结论：
（１）贵州省旅游流网络整体规模大、密度低、结

构松散，不同节点的流量分布特征差异显著，网络节

点之间所表现出的集聚扩散作用的差异性较为明

显，全省旅游景点的两极化发展严重。
（２）贵州省旅游流网络节点获得的网络关注度

表明旅游流网络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具有较强的

位序－规模特征，即网络关注度数值越大的景点，其
数量越小；而网络关注度数值越小的景点，其数量越

多，贵州省景点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 “长尾特

征”，景点获得网络关注度同质性较差。
（３）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与节点网络关注度

之间既有关联，也有差异。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两
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表明其具有

一定的相关性，在发展过程中可相互促进。 而按照

彼此之间的差异，则可将节点景区划分为高高、高
低、低高、低低四种类型，鉴于每一种类型所面临的

演化阶段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围绕自身

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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