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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网络舆情属于新兴的网络和社会现象。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对于维护旅游形

象、提高旅游管理与决策水平、保障旅游产业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在对旅游网络舆情产生

的背景和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从旅游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发展机

理、管理对策三个方面对旅游网络舆情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介绍，分析了主要学科理论对旅

游网络舆情研究的贡献，提出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适用范围，力求建立相对完善的旅游网络舆

情研究体系，为相关研究和实践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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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为新兴的传播平台，以 Ｗｅｂ２．０ 用户生成内

容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兼具通信和媒体功

能，与报纸、广播、电视、门户网站等传统媒体相比，
社会化互联网具有开放度高、互动性强、信息海量

等特点，突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使社情民意

和思想动态集中表现出来，网络舆情的概念也由此

产生。［１］对于身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时期、社
会矛盾突出、高风险社会特征明显的我国，网络舆

情研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
国外相关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网络舆情传播

演化方面，利用小世界网络（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模型［２］、连续有界信任（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Ｃｏｎｆｉ⁃
ｄｅｎｃｅ）模型［３］等方法解释网络舆论传播演化的过程

和机制。 网络舆情监测方面，通过对微博 Ｔｗｉｔｔｅｒ 用
户发布信息的挖掘分析了解网民的政治行为和社

交媒体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如微博对大选的影

响［４］、微博用户中的政治意见领袖研究［５］、民众在

微博上的政治人际传播网络［６］ 等。 国外网络舆情

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准，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和互联网

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且不同于英文可根据空格自动

４７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 年度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助项目“我国出境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内容、现状与应对研

究”；２０１４ 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ＨＮＳＫ１４⁃０９）“海南省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现状、问
题与对策”；２０１３ 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Ｈｊｓｋ２０１３⁃４９）“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旅游网络舆

情管理研究———传播机理、监测体系与应对机制”；２０１３ 年度三亚市院地科技合作项目课题（２０１３ＹＤ４５）
“旅游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管理研究———以海南三亚为例”

［作者简介］付业勤（１９８４—），男，湖南醴陵人；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博士，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

旅游信息管理研究。
郑向敏（１９５４—），男，福建永春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旅游安全管理研究。



切词，中文需要进行分词，因此国外先进的研究成

果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 国内网络舆情研究主要

包括：网络舆情事件的特征和形态，［７］ 网络舆情内

容，［８］网络舆情形成、传播和演化过程［９］ 以及网络

舆情监测预警与管理［１０］ ４ 个方面。 国内现有研究

对具体领域涉及较少、有关旅游的研究还是空白，
对网络舆情构成内容、发展机理和管理控制等方面

的研究不够系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规范化和定

量化水平都有待提高。
随着我国旅游产业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游客

构成多样、利益诉求复杂，加上网络新媒体推波助

澜，提高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爆发的可能，同
时一些重大旅游节事活动、黄金周节假日、旅游政

策法规出台也会形成网络舆情热点，增加了活动举

办、旅游接待和政策法规实施的风险。 目前旅游网

络舆情监测和管理活动实践已逐步展开，但缺乏相

关理论和方法指导。 因此，本研究基于对旅游现象

的理解，借助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明
确旅游网络舆情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研究内容、
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建构旅游网络舆情研究体

系，对于维护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提高旅

游管理和决策水平、保障旅游产业安全，具有较强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
明确旅游网络舆情的研究对象、界定其概念是

建构研究体系的基础。 概念是对事物现象深刻、准
确与完整的概括反映，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单元，
概念体现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１１］ 从研究对象

看，旅游网络舆情研究关注形成旅游网络舆情的构

成要件，旅游网络舆情在形成、传播和发展演化过

程中体现的特征规律以及旅游企业和政府等组织

采取的应对管理措施。 基于上述认识，对旅游网络

舆情主要研究对象及概念进行介绍。
（一）旅游网络舆情

舆情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社会和舆论表达环境

的产物，于 ２００４ 年正式提出。［１２］ 相较舆论，舆情更

强调官方之外的普通民众和商业媒体表达的意见

观点。［１３］随着网络普及和应用程度的不断提高，舆
情更集中地在网络空间反映，以网络舆情的形式产

生影响。 网络舆情是社会大众和新闻机构通过互

联网媒介对热点事件表达的态度、意见和观点等

内容。［１］

对旅游网络舆情进行界定，需要明确旅游热点

事件的范畴。 第一， 旅游热点事件必须与 “ 旅

游” ［１４］相关：事件在旅游活动中发生，事发地属于旅

游地、旅游企业、旅游设施，事件涉及对象、应对主

体与旅游行业、旅游活动等相关，事件涉及旅游政

策法规。 以上 ４ 点至少满足其一。 第二，旅游热点

事件必须是“热点事件” ［１５］，无论事件的性质如何，
都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力，网络舆论热切关注、针对

事件大量发表意见看法，事件有较高的网络热

度。［１６］第三，旅游热点事件在性质上包括负面的危

机事件和重大突发事件，中性正面的假日旅游活

动、节事活动、政策法规出台等事件。 综上，旅游网

络舆情可以界定为：网民和媒体针对旅游热点事件

表达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等情况。 旅游网络舆情与

金融、保险、石化、交通、教育网络舆情同属网络舆

情研究的具体领域。
（二）旅游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

旅游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是促使旅游网络舆

情形成的要件，［１７］ 包括技术和媒介条件、在网络上

表达意见的主体、网络意见针对的事件以及网络舆

情的内容和形式载体。 第一，旅游网络舆情的媒

体。 媒体也称传播媒介，是信息从传播者到接受者

之间各种传播形式和手段的总称。［１８］ 基于麦克卢汉

“媒介即信息”的论断，［１９］ 形成网络舆情的首要条

件是出现消弭信息生产者与受众之间鸿沟、打破传

播媒体“一对多”传播霸权的网络新媒体。 微博、论
坛等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使民众得以参与热点事件

的公共传播、在网络上宣泄情绪，网络舆情由此产

生。［２０］第二，旅游网络舆情的主体。 网络舆情主体

是在网络空间表达态度、意见的主体，包括网民和

新闻机构。［１７］网民是网络舆情产生的直接因素，随
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的范围和影响越来越大。 新

闻机构是网络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媒介议程的

设置者，反映了网民和大众的意见声音，也表达新

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观点。 旅游事件是否能成

为网络舆情热点，依赖网民的曝光、媒体的报道和

炒作以及网民兴趣关注点的形成和转移。 第三，旅
游网络舆情的客体。 网络舆情客体是激发网络舆

情产生的热点事件或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热点事件。
舆情客体是引发舆情的触发点、网络舆情的对象。
探究旅游热点事件本身及其信息传播在网络新媒

体时代的变化和特征，是本研究目的之所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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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游网络舆情的本体。 网络舆情本体是舆情主

体在网络空间表达态度和意见等的具体内容，包括

文字、符号、图片、音频、视频、链接等表现形式。［２１］

网络舆情包括新闻跟帖、论坛、博客、问答社区、搜
索引擎、视频网站、微博和微信等媒介承载的舆情，
随着网络技术不断进步，网络舆情的媒介载体会继

续拓展。 旅游网络舆情本体是旅游热点事件舆情

的网络内容和形式表现。
（三）旅游网络舆情的发展机理

机理是事物存在、发生与发展遵循的内在逻辑

规律。［２２］根据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将旅游网络舆

情的发展规律分为产生机理、传播机理和演化机

理。 第一，旅游网络舆情的产生机理。 不是所有的

旅游事件都能成为网络舆情热点。 旅游事件吸引

关注，引发具有一定规模、持续时间和影响的网络

舆情需要特定的条件。 因此，有必要探索旅游网络

舆情的发生机理。 网络舆情的起点是引发网络舆

情的事件发生。 舆情由事件引发，事件发生在先、
舆情出现在后。［２１］ 因此，旅游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

也是旅游事件何以引发媒体和网民关注、成为网络

舆情热点的内在特征与逻辑规律，即旅游网络舆情

热点事件的产生机理。 第二，旅游网络舆情的传播

机理。 传播是在特定场域进行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过程。［１８］旅游网络舆情传播本质上是反映旅游热点

事件的事实性信息，是网民、媒体等舆情主体对事

件的意见性信息［２３］ 在互联网的互动交流过程。 相

较传统媒体时代以组织和媒体为主导的事实性信

息传播，旅游网络舆情传播更强调意见性信息的传

播。 旅游网络舆情传播影响游客和公众对旅游热

点事件的感知，甚至决定事件对旅游形象和政府公

信力影响程度的大小。 由此，旅游网络舆情的传播

机理是旅游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事实性信息和意

见性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规律。 第三，旅游网络

舆情的演化机理。 网络舆情演化是热点事件网络

舆情的萌发、发展、高潮和消亡过程。［１７］ 事件发展变

化与网络舆情互相作用、密不可分。 旅游网络舆情

演化机理是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经历不同发展阶段

的特征、状态和趋势等规律性认识，包括事件和相

关网络舆情的发展变化。
（四）旅游网络舆情管理

旅游网络舆情管理是政府和旅游企业等管理

主体，基于危机管理、公共关系、网络传播与信息管

理的相关策略，利用网络舆情的反馈机制，实现旅

游热点事件及其舆情的有效管理，保证旅游网络舆

情在合法范围内传播流动，避免虚假信息、网络谣

言和网络暴力的蔓延。 旅游网络舆情管理应在法

律法规规范下，处理好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
信息公开与国家机密、舆论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

自由与人身攻击之间的界限，将网络舆情管理控制

在必要、合理的尺度内，保证网民和媒体对旅游热

点事件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研究内容
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认识旅游网

络舆情的概念特征、基本构成，旅游网络舆情在产

生、传播和演化等过程中的规律机理，提出系统的

旅游网络舆情管理和应用策略。 其主要内容包括

十个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和旅游实践的发展，旅游

网络舆情研究内容也将不断拓展和深入。
（一）舆情基础研究

对旅游网络舆情的内涵特征和基础理论进行

研究，有助于明确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边界范畴，
完善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 第一，在内涵和

特征方面，关注旅游网络舆情的整体变化和典型个

案，丰富内涵外延，探索旅游网络舆情与其他社会

网络舆情的异同。 第二，在旅游网络舆情的理论基

础方面，追踪网络舆情、旅游危机与应急管理、旅游

形象、旅游营销和公共服务等研究领域的进展，探
索旅游网络舆情研究与上述领域的对接与融合，提
高研究的理论价值。

（二）舆情客体研究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客体为旅游网络舆情的基

本构成和发展机理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旅游网络

舆情的监测管理提供了指导。 第一，设计旅游网络

舆情热点事件的识别标准体系，建立事件案例库、
建构完善事件的分类体系，对旅游网络舆情热点事

件分类统计，了解事件的内容特征和时间空间分

布。 第二，重点对黄金周、节假日等特殊出游时期，
公费旅游、出境扫货旅游、入境旅游、修学旅游、驴
友探险、海洋旅游、自驾旅游、高铁旅游等特殊旅游

市场，以及游客不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房地产、游
客权益保护、景区门票涨价、《旅游法》和《国民旅游

休闲纲要》的贯彻实施、“八项规定”实施后旅游酒

店和餐饮业的转型等旅游热点问题追踪研究。
（三）舆情主体研究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主体的特征和在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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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方式为提升与媒体、网民和意见

领袖的沟通技巧提供参考。 第一，案例选取上，单
一事件研究、不同类型事件对比研究。 第二，时段

选取上，单一时点研究和历时性研究。 第三，主体

身份上，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媒体机构和媒体工作

者，以及旅游企业、旅游主管部门和目的地政府等

舆情应对主体。 第四，研究变量上，舆情主体的身

份识别特征、信息发布特征和舆情主体的结构关

系，媒体和意见领袖的公信力、传播效果、影响力和

舆情引导力等。
（四）舆情本体研究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本体有助于分析网络舆情

的内涵本质，提高舆情传播效果、降低网络舆情传

播风险。 在信息搜集、挖掘与分析技术辅助下，从
五个方面分析。 第一，内容指向：讨论时提及的事

件、人物、物品等内容。 第二，情绪倾向：对事件内

容的情绪态度和反应倾向，如正面的支持、信任、愉
悦，中性的中立、惋惜、同情，负面的失望、愤怒、质
疑等。 第三，话语策略：话语方式和表达策略，如新

闻发布、知识提供、现场爆料、观点评论、情绪宣泄、
调侃恶搞、互动交流、评论建议、号召动员。 第四，
修辞手法：如白描、示现、反问、引用、摹绘、呼告、比
喻、夸张、反语、设问、对比等。 第五，网络关系：舆
情词汇的结构关系，对关键词进行中心性和中介性

分析，揭示舆情内容的内在逻辑、核心问题。
（五）舆情媒体研究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的传播媒体有助于拓展舆

情信息源，为旅游企业、政府和游客提供全面的舆

情信息服务，提升旅游网络舆情管理水平。 第一，
识别旅游网络舆情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各种媒

介的技术特点、信息类型、传播方式、作用方式进行

介绍。 第二，加强微博舆情研究的同时，扩展对移

动客户端、微信、论坛、社交网站、点评网站、新闻跟

帖、视频网站等媒体，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Ｉｎ⁃
ｓｔａｇｒａｍ 等境外热门媒体的监测研究，把握舆情媒体

发展动态、拓展舆情信息源。
（六）产生机理研究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的产生机理，探索引发网络

舆情的特质和条件，为预防和管理网络舆情提供依

据。 产生机理包括舆情产生的情景、影响因素和作

用模型。 第一，产生情景，从事件的涉及对象、发生

原因、旅游特性和社会特性等方面进行探索。 第

二，影响因素除上述四个方面外，还包括舆情主体

诉求、事件新闻价值、发生地点和发生时间等。 综

合旅游网络舆情的产生情景和影响因素建立舆情

产生的作用模型。 第三，产生机理的研究模式包括

四种：概念分析和理论演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
典型个案分析、大样本案例的统计分析。

（七）传播机理研究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的传播机理对提高旅游企

业和政府的网络舆情传播效果、增强舆情危机的应

对与舆论引导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引发网络

舆情热点的旅游事件的传播规律，如事件的曝光途

径、曝光媒介、传播时效、持续时间。 第二，舆情传

播中的信息节点关系，如新闻网站、视频网站、论坛

社区、博客、微博等舆情信息节点之间的网络关系，
舆情信息源的识别。

（八）演化机理研究

研究旅游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发现舆情的肇

始源头、发展动力、重要节点，及时采取措施平息风

波、避免舆情向不利方向继续演变，同时向公众全

面报道事件的发展脉络。 第一，舆情演化的划分方

法，基于单一和多样本案例，根据信息数量和事件

变化进行划分。 第二，划分结果，包括三阶段、四阶

段、五阶段和六阶段等方案，指数分布型、正态分布

型、泊松分布型、波动分布型等舆情演化模式。 第

三，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因素，如社会心态、事件效

应、官方言行、媒体行为、网民行为、外部刺激、舆情

应对等。 第四，网络舆情的作用模型，增加研究案

例积累和追踪，建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模拟网络

舆情的发生演化过程，探索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形式。
（九）舆情管理研究

制订旅游网络舆情管理对策是旅游网络舆情

基础研究、基本构成和发展机理研究的目的所在。
第一，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不同舆情主体和舆

情应对主体、不同事件类型、不同演化阶段、不同舆

情内容和不同传播效果的舆情管理对策。 第二，建
立旅游网络舆情的监测指标体系、应对评价指标体

系和信息素养培养指标体系。 第三，提高计算机网

络技术舆情监测与人工分析研判的配合衔接，加强

旅游网络舆情管理对危机沟通传播、政务微博运

营、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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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舆情应用研究

旅游网络舆情研究成果为旅游企业和政府相

关部门在情报管理、营销管理、口碑管理、危机管

理、战略管理等方面提供指导。 第一，日常的网络

舆情、网络口碑、消费者行为监测，政务微博、企业

微博运营和绩效评价。 第二，事件发生后进行信息

发布、舆情监测、网民沟通、媒体公关、谣言澄清等

舆情管理。 第三，竞争情报搜集，定期向决策者提

供竞争情报报告。 第四，新媒体营销管理，微博营

销、博客营销、网站营销、境外社交媒体营销、手机

客户端营销管理等。 第五，宏观战略决策服务，为
政府和企业制定和发布重大决策、应对黄金周和节

假日旅游客流高峰期进行对外沟通、了解社情民

意、调整战略部署提供依据。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用以综合知识、解

释问题、预测未来和指导研究。［２４］ 网络舆情研究属

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新兴领域，涉及传播

学、情报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

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１、１３］ 旅游网络舆情研

究依托的理论来自上述学科领域，对旅游网络舆情

的产生背景、整体态势、传播演化、管理思路等研究

具有指导作用。
（一）传播学

传播学（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研究社会信

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网络传播是现阶段

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２５］作为网络传播主要内容

的网络舆情传播也是传播学关注的重点之一。 传

播学有关传播过程模式、媒介理论、新闻把关人、意
见领袖、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等理论，对网络舆情的

形成演化、传播模式、调查搜集，传播能力提升，谣
言应对、舆情引导等提供了参考。

（二）情报学

情报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研究信息、知识

和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运用现代科技有效

管理和利用信息、知识和情报的科学。［２６］ 网络舆情

是网络情报信息的集合，作为完全公开、体现公众

情感态度和意愿倾向的信息，包含大量与政府和企

业的危机预警、形象口碑、战略发展相关的内容。
竞争情报、信息构建、知识管理、智能检索、技术跟

踪预测等情报学研究领域，为旅游舆情信息的搜集

汇总、分析研判、传递利用、效果评价提供研究方法

与框架。
（三）旅游学

旅游学（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研究旅游者活动、旅
游产业活动、旅游者需要与旅游产业供给之间的关

系、旅游活动的社会支持、旅游影响等旅游现象的

综合学科体系。［２７］旅游学规定了旅游网络舆情的范

围和边界，明确了与其他领域网络舆情的区别。
（四）社会学

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与活

动的学科，以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

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

社会福利为目标。［２８］互联网及其在互联网环境下发

生变化的社会舆论和由此产生的网络舆情是社会

学的研究范畴。 社会化、网络社会、社会群体、风险

社会等理论对于旅游网络舆情的形成发展、内容特

征、反映的矛盾问题具有解释作用。
（五）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运用

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政

府等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群体

系。［２９］网络舆情有利于政府掌握社情民意、为决策

提供参考、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 微博爆料

反腐加强了社会舆论对政府的监督、推动政府依法

行政。 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网络舆情的活跃，也带来

网络民粹、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隐私保护等问

题。 这些新变化为公共管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议

题。 公共管理学的电子政务、公共政策、公共服务、
公共危机管理、政府公信力等研究领域为旅游网络

舆情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六）公共关系学

公共关系学（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研究社

会组织和个人的公共关系状态和公共活动基本规

律及其一般方法的科学。［３０］网络舆情危机频发给政

府、企业和名人的公共关系维护带来巨大挑战：一
方面，营销宣传的媒介推手由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

转移，网络在形象塑造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另一

方面，组织和个人在日常工作交往中的问题过失都

可能演变为舆情危机，对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因

此，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危机给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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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和实践提出了新要求，公共关系学中的关系

管理、全员公关、网络传播、危机传播管理等理念、
程序和方法也为官方微博运作、组织和个人营销、
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管理和形象修复提供了思路。

（七）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是研究社会群

体中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科学。 社会心理学

企图了解、解释和预测个人如何受他人和社会群体

等因素的影响，关注个人意见形成的社会情境因

素。［３１］该领域的群体意见形成因素、第三人效果、群
体极化等理论对舆论形成中的刻板印象、从众效应

现象提供解释，旅游网络舆情研究需要从网民的社

会心理出发进行危机处理、舆论引导。
（八）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系统性研究

信息与计算的理论基础及其在计算机系统中如何

实现与应用的实用技术的学科。［３２］ 计算机科学技术

是网络舆情产生的根本动因。 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操作系统、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可视化、网络通信、
数据库、人机交互等技术，为旅游网络舆情的信息

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存储、分析研判和报送检索等

监测流程提供技术支持，扩大了旅游网络舆情研究

的样本量、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四、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为实现研究目的采取的调研、数据

搜集和分析等手段工具。［２４］旅游网络舆情研究应借

鉴上述学科的方法，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完善性。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总结，结合实际情况，初步建立

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方法体系。
（一）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例资料进行分

析性的扩大化推理，从个案结论上升到理论的经验

性研究方法。［３３］ 建立大样本、动态更新的旅游网络

舆情热点事件案例库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
总结提炼，从大样本事件中发现舆情客体的内容特

征、时空分布，舆情热点形成的规律性认识；第二，
深度解析，对单一事件深入研究，分析舆情本体，提
炼舆情演化、传播结构和传播效果等规律；第三，对
比分析，对不同类型案例的舆情主体、舆情本体、传
播和演化机理等进行比较研究。

（二）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将文字资料转换成数据进行现状、
比较和趋势等分析，以达到对研究内容进行更深

刻、更精确认识的一种将定性资料量化分析的方

法。［３４］内容分析是网络舆情研究的基础方法，适用

于旅游网络舆情的客体、主体、本体、发展机理等研

究。 通过对研究对象信息进行编码，统计频次频

率，得到研究结论。
（三）数理统计

运用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对研究数据定量分析，描
述性统计分析、聚类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数

理统计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 其中，描述性统

计分析使用最多，对旅游网络舆情客体的内容特

征、时间空间特征、发生特征、传播特征，舆情主体

特征以及舆情本体词汇的频数、百分数、平均值、标
准差等分布情况进行描述。 聚类分析通过选取的

一系列特征属性指标对舆情客体和舆情主体进行

分类。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用以解决舆情客体分布

区域差异影响因素、舆情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等探索性

研究。 研究舆情主体感知、舆情信息可信度和网民信

息素养等问题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使用结构

方程模型对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四）计算机技术

旅游网络舆情研究是一项涉及舆情信息采集、
处理、分析和报送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３５］ 除了

人工的数理统计和经验判断等方法外，需要使用计

算机科学的技术方法，提高数据搜集处理分析、舆
情监测和预警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旅游网络舆情

信息采集过程中使用网络指数、网络爬虫、关联规

则挖掘、序列模式挖掘、事件侦测、渐进式分群演

算、主题特征抽取与结构化、文本分类等技术方法。
舆情信息处理使用信息聚类、信息数字化、自动标

引与摘录、自然语言处理、多媒体处理等技术方法。
舆情分析研判使用的技术方法包括主题识别、语言

分词、词频统计、热点发现、主题发现、极性判别、主
题分析、情感分析、文本倾向分析、可视化分析、演
化分析、热度排序、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社会网络

分析、内容分析、案例库比较等。 舆情分析成果报

送检索使用有线传播、无线传播、信息自动推送、搜
索引擎、自然语言检索、跨语言检索、多媒体检索等

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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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对不同单位构成的关系的结

构及属性进行分析的方法，［３６］已成为新兴的研究范

式。 旅游网络舆情研究使用该方法对旅游网络舆

情传播结构中的微博、论坛等信息节点之间的关系

进行研究，识别舆情信息源；对舆情主体之间的信

息传播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网络舆情意见领袖及其

作用影响方式；对网络舆情文本中的高频词关系进

行分析，探索舆情内容的逻辑关系。
（六）系统动力学

系统动力学是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计算

机仿真技术为手段、通过建立动态模拟模型，研究

复杂系统的分析技术，对数据依赖性小，适用于对

非线性、多重反馈和参数不精确的系统进行模

拟。［３７］该方法适合对旅游网络舆情发生、传播、演化

等发展过程进行建模，模拟过程，探索影响因素对

舆情发展过程的作用形式。
（七）时空地理分析

时空地理分析从时间层面研究事物现象的时

序演变机理、从空间层面分析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

动态和模式，是地理学重要的研究视角和手段。［３８］

我国旅游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存在和发展存在较

大的时空差异性：时间上有年度、月份和季度的变

化差异；在空间上境内外、国内不同地带、不同省区

的旅游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分布也存在差异，这些差

异由一些影响因素决定。 运用加权标准差、地理集

中指数、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等地理统计学指标进行

计算，以更全面、系统和可视化地对旅游网络舆情

客体的分布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考查。

五、结语
旅游网络舆情研究是顺应网络新媒体时代旅

游危机事件管理、公共关系活动和旅游形象维护等

需要的全新领域。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借鉴传播

学、情报学、旅游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

学、社会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知识体系，分析旅

游网络舆情的研究对象及其概念范畴、研究内容、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建构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

框架体系（见图 １），为旅游主管部门、旅游目的地政

府和旅游企业等主体管理旅游网络舆情、维护形

象、保障旅游产业安全提供参考。

图 １　 旅游网络舆情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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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相关学科理论对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贡

献，提高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创新性和适用性是旅

游网络舆情研究的基础，明确旅游网络舆情的相关

概念、特征表现、主要类型等内涵和外延是旅游网

络舆情研究的前提。 在夯实研究基础的情况下，对
旅游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发展机理进行重点研

究。 基本构成和发展机理的研究结论为旅游网络

舆情管理对策提供了有效依据。 旅游网络舆情的

基础、实证和对策研究推动了旅游网络舆情研究与

旅游情报管理、危机管理、公共关系管理、形象口碑

管理、营销管理、战略管理的对接，实现旅游网络舆

情研究实践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１］ 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理论与

实务［Ｍ］ ．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９．
［２］ Ｅｌｇａｚｚａｒ Ａ． 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ｚｎａｊｄ Ｓｏｃ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 ２００１， １２（１０）： １５３７⁃１５４４．

［３］ Ｄｅｆｆｕａｎｔ Ｇ．， Ｎｅａｕ Ｄ．， Ａｍｂｌａｒｄ Ｆ．， ｅｔ ａ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２０００（３）： ８７⁃９８．

［４］ Ｂｒｕｎｓ Ａ．， Ｈｉｇｈｆｉｅ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ｔｗ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３， １６（５）： ６６７⁃６９１．

［５］ Ｐａｒｋ Ｃ． Ｓ． Ｄｏｅ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ｗｅｅ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３， ２９ （ ４ ）：
１６４１⁃１６４８．

［６］ Ａｕｓｓｅｒｈｏｆｅｒ Ｊ．， Ｍａｉｒｅｄｅｒ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Ｊ］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３， １６ （ ３ ）：
２９１⁃３１４．

［７］ 王平，谢耘耕．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及演变机

制研究［Ｊ］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
６３⁃６９．

［８］ 孟建，孙祥飞．“中国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基

于新浪微博 １６ 万余条原创博文的数据分析［ Ｊ］ ．新闻与

传播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２７⁃４３．
［９］ 曾润喜，王晨曦，陈强．网络舆情传播阶段与模型比较研

究［Ｊ］ ．情报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５）：１１９⁃１２４．
［１０］ 杜智涛，谢新洲．利用灰色预测与模式识别方法构建网

络舆情预测与预警模型［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７
（１５）：２７⁃３３．

［１１］ 李聪，王晓光．“知识库”概念的扩散与内涵演化［ Ｊ］ ．图
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２（４）：８１⁃８７．

［１２］ 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机制

研究［Ｍ］ ．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０．

［１３］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Ｍ］ ．北京：新
华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６⁃１８．

［１４］ 张凌云．国际上流行的旅游定义和概念综述———兼对

旅游本质的再认识［Ｊ］ ．旅游学刊，２００８，２３（１）：８６⁃９１．

［１５］ 王国华．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舆情关联问题研究［ Ｊ］ ．情
报杂志，２０１２，３１（７）：１⁃５．

［１６］ 谢耘耕．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

（２０１２）［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３．

［１７］ 王平，谢耘耕．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及演变机

制研究［Ｊ］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

６３⁃６９．
［１８］ 展江．大众传播通论［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４⁃１５．
［１９］ ＭｃＬｕｈａｎ 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 １９６４：７⁃２３．
［２０］ 宗利永，顾宝炎．危机沟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演变问题

研究评述［Ｊ］ ．情报杂志，２０１０，２９（６）：３４⁃３７．
［２１］ 高承实，陈越，荣星，邬江兴．网络舆情几个基本问题的

探讨［Ｊ］ ．情报杂志，２０１１，３０（１１）：５２⁃５６．
［２２］ 陈安，陈宁，倪慧荟．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Ｍ］ ．北

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５．
［２３］ 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４２⁃４３．
［２４］ 杨国枢，文崇一，吴聪贤，李亦园．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

法（上册）［Ｍ］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３⁃２８．
［２５］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 ２ 版［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１１．
［２６］ 贺德方．数字时代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从信息服务

走向知识服务［Ｍ］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５⁃９１．

［２７］ 申葆嘉．旅游学原理［Ｍ］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１⁃５０．

［２８］ Ｇｉｄｄｅｎｓ Ａ．， Ｄｕｎｅｉｅｒ Ｍ．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ｅｂａｕｍ Ｒ． 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１：１⁃２０．
［２９］ 王乐夫，蔡立辉．公共管理学［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２２．
［３０］ 居延安．公共关系学：第四版［Ｍ］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１８

第 ２ 期　 　 　 　 　 　 　 　 　 　 　 　 　 付业勤，郑向敏：旅游网络舆情研究体系建构研究



社，２００８：３⁃１８．
［３１］ 侯玉波．社会心理学：第 ３ 版［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１⁃１０．
［３２］ Ｄｅｎｎｉｎｇ， Ｐ． Ｊ．， Ｃｏｍｅｒ， Ｄ． Ｅ．， Ｇｒｉｅｓ， Ｄ．， Ｍｕｌｄｅｒ， Ｍ．

Ｃ．， Ｔｕｃｋｅｒ， Ａ．， Ｔｕｒｎｅｒ， Ａ． Ｊ．， Ｙｏｕｎｇ， Ｐ． 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ｓ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１９８９，
３２（１）： ９ – ２３．

［３３］ 孙海法，刘运国，方琳．案例研究的方法论［ Ｊ］ ．科研管

理，２００４，２５（２）：１０７⁃１１２．
［３４］ Ｂｏｓ Ｗ， Ｔａｒｎａｉ 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３１（８）： ６５９⁃６７１１．

［３５］ 郝晓玲．网络舆情研判技术的研究进展［ Ｊ］ ．情报科学，
２０１２，３０（１２）：１９０１⁃１９０６．

［３６］ 林聚任．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Ｍ］ ．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１．

［３７］ 汪德根，宋玉芹，刘昌雪．商务旅游城市发展的系统动

力学仿真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Ｊ］ ．地理科学

进展，２０１３，３２（３）：４８６⁃４９６．
［３８］ 李创新．基于社会物理视角的中国入境旅游流时空扩

散研究［Ｄ］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１：１０．

（责任编校：朱德东）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Ｕ Ｙｅ⁃ｑｉｎ１，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ａｉ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１１５８；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ｕａｑｉ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２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ｔ’ 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ｉｎｇ ｕｐ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ａｆｅ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ｏｔ ｅｖｅｎｔ；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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