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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网络游记是研究旅游流规律和特征的有效数据来源,社会网络分析法可实现旅游流网络结构

的可视化,研究重庆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有助于旅游业的持续协调发展。 以携程网游记为数据来源,采

用社会网络分析法、Arcgis10郾 5 和 Ucinet6郾 198 软件,绘制出重庆市旅游流网络图,运用网络密度、核心-边

缘、凝聚子群、中心性等方法对结构特征深入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旅游流网络分布极不平衡,主城

区与周边区县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旅游流网络密度整体较低,主城区与周边区县之间的旅游线路联

系相对薄弱;渝中区是核心节点集中分布区域,对腹地的边缘节点有明显涓滴效应;访渝游客游览线路分别

由渝中区向渝西、渝东南和渝东北辐射;洪崖洞、解放碑等节点因网红效应提升和强化了中心枢纽作用。
关键词:旅游流;网络游记;重庆市;社会网络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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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摇 言

旅游流表现为游客在地域上的迁移[1],探究旅

游流的空间特征有助于揭示旅游者的空间移动规

律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综合效应[2]。 国

外对旅游流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多侧重

于旅游流的模式[3]、动态变化[4] 和影响因素[5] 等。
Cecilia[6]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菲利普岛自然公

园为案例地,利用半马尔可夫过程建模研究游客的

时空移动规律;Shih[7]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伊伊
伊县自驾车旅游流网络,并对旅游目的地的设施及

服务提出了优化建议;我国大陆对旅游流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80 年代,郭来喜、保继刚、张捷、张凌云等

学者先后对旅游流的理论框架、空间模式、旅游者

行为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8]。 随后,国内学者们围

绕旅游流耦合关系[9]、演化趋势[10]、时空特征[11]、
驱动机制[12]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近年来,旅游流

理论体系日渐完善,旅游流研究表现出多类型、多
层次和多空间尺度的特点。 其发展也由重理论研

究到理论与实证并重,由宏观、中观视角向微观深

化的趋势。
旅游流网络是某一时期旅游流在空间上的集

合与结构表现,它是区域旅游活动中旅游者、旅游

地以及旅游介体组成的复杂动态关系网络。 研究

表明,旅游流网络具有明显的季节性[13],交通条件、
资源禀赋等是影响旅游流网络结构的重要因

素[14-15]。 目前的旅游流网络研究多采用定量分析

方法,如刘骁啸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了

甘青宁地区自助游旅游流网络的空间特征[16];赵明



成[17]等运用小波分析、自然间断点分类法等方法,
综合使用 MATLAB 和 ArcGIS 软件,对锦州市旅游

流网络进行量化及可视化研究。 但整体上,旅游流

网络的研究数据多取自统计公报或年鉴,对线上的

旅游足迹数据挖掘不够。 本研究将网红旅游目的

地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以访渝游客的网络游记为

基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重庆市旅游流

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把握重庆市区域旅游态势

和提出协调发展的可行途径。
重庆市地处中国西南内陆,是典型的山水城

市,具有独特的巴渝文化,旅游资源富集。 作为长

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重庆市旅

游业成长迅速。 2018 年,游客接待量达 5郾 97 亿人

次,旅游总收入约 4 344郾 1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郾 13%和 31郾 32% [18]。 2018 年重庆有多处景点走

红网络,位居网红城市排行榜榜首[19]。

1摇 数据源与数据处理

首先,选取网络游记采集平台。 通过对比途牛

旅游 ( www. tuniu. com)、携程旅行网 ( you. ctrip.
com)、驴妈妈旅游(www. lvmama. com)等 OTA 平台

的游记记录情况后发现,携程旅行网的游记更新及

时,内容丰富,并提供了出游行程、游玩天数、游览

景点等板块,数据采集更为便利,从而保证了信息

采集的准确性。 因此,本研究选取携程旅行网作为

网络游记的采集平台。
其次,筛选有效网络游记,以“重庆冶为关键词,

检索到了网络游记 18 581 篇。 筛选有效网络游记

的规则如下:实际出游时间为 2018-01-01—2018-
12-31,有游记 2 985 篇;游记行程完整、内容翔实,
可以清楚呈现游览景点和线路,且游览景点不少于

两个;剔除含有明显广告植入的游记;剔除带有复

制抄袭痕迹的游记;剔除正文内容与照片、游览景

点等板块不相符的游记。 最终,筛选出符合标准的

游记 275 篇。
第三,对 275 篇游记进行信息结构化处理。 根

据游记正文和图片,提取旅游节点并备注其经纬度

及所属区县。 依据游览的先后顺序,采集旅游线路

信息,录入 Excel,建立游记信息库。 统计中发现实

际上部分旅游节点之间存在包含或相邻关系,因此

需要对旅游节点名称进行统一、合并和简化处理。
一是将出现频率较高的旅游景点和生活场景列为

节点,如洪崖洞和交通茶馆;二是将包含关系的旅

游节点合并,如南山景区、南山一棵树、南山植物

园、南之山书店、文峰塔合并为南山风景区;三是对

空间相邻和属性相似的旅游节点进行简化,如将石

宝寨、瞿塘峡、白帝城、巫峡统称三峡。 最终共提取

出 129 个重要旅游节点。

2摇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是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

套规范和方法,又称为“结构分析法冶 [20]。 “社会网

络冶指的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及其之间关系

的集合[21]。 社会行动者是社会网络中的点,行动者

之间的关系以线段的形式表现。 通过网络密度、核
心-边缘、凝聚子群、中心性等指标或方法,可呈现

整体网络结构及节点联结关系。
(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各节点之

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其值越大,表示各节点间的联

系越紧密。 计算公式为

P= L
n(n-1) (1)

式(1)中,P 为网络密度,n 为节点个数,L 为节

点间的连接数[22]。
(2) 核心-边缘。 核心-边缘分析可判断旅游

节点的空间分布差异,刻画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关

系。 利用核心-边缘模型,结合现实数据,可以判断

行动者(节点)所处的位置,或者估计出行动者的

“核心度冶,从而对行动者处于什么位置有一个量化

的认识[23]。
(3) 凝聚子群。 凝聚子群是一个行动者(节

点)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节点)之间具

有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者积极的

关系[21]。 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可反映出网络中具有

直接关系的子群数量,并进一步揭示各子群内部以

及子群之间的联结特征。
(4) 中心性。 中心性分析是识别网络中重要节

点的常用方法,包括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

中心度 3 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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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中心度是指与某点直接联结的节点数目,
可显示旅游节点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其值越大表

示旅游节点越处于网络中心。 在有向网络中,程度

中心度有内向、外向之分,分别反映旅游节点在网

络中的集聚、辐射能力。 计算公式为

CD,out(ni) = 移
n

j = 1
rij,out (2)

CD,in(ni) = 移
n

j = 1
rij,in (3)

其中:CD,out(ni)与 CD,in(ni)分别表示节点 i 的
外向、内向程度中心度,rij,out表示从节点 i 流向其他

节点的流出关系,rij,in表示其他节点流向节点 i 的流

入关系[22]。
中介中心度测算可衡量旅游节点在网络中对

其他节点的控制和依赖程度,其值越大表示该旅游

节点对其他节点的控制能力越强,是网络中的枢纽

中心。 计算公式为

CB(ni) = 移
n

j
移

n

k

g jk(ni)
g jk

( i 屹 j 屹 k) (4)

式(4)中:CB(ni)表示节点 i 的中介中心度,g jk

表示节点 j 和 k 之间的测地线数目,g jk(ni)表示节

点 j 与 k 之间必须经过节点 i 的测地线数目[22]。
接近中心度反映旅游节点间的通达程度,可通

过某节点与其他节点间的距离总和的倒数进行测

算,其值越大表示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距离越短,
联系越紧密。 接近中心度也有内向、外向之分,分
别反映旅游流流入该节点和流向其他节点间的有

效性。 计算公式为

Cc(ni) = 1

移
n

j = 1
d(ni,n j)

(5)

式(5)中:CC(ni)表示节点的接近中心度,d(ni,nj)
表示节点 ni 与 nj 之间的测地线距离(即测地线中包含

的线条数)[22]。

3摇 研究结果与分析

基于游记信息库,采用社会网络方法,结合

Ucinet 6郾 198 软件,对 129 个旅游节点建立有向关系

的赋值矩阵,选取断点值将其转化成二分矩阵。 合

适的断点值能够突出旅游流整体网络的核心节点

及重要关系,使网络结构更加清晰[24]。 经过反复测

试,本研究选择 3 作为断点值,即两个节点之间旅游

流量值大于或等于 3 时,两节点间的流向关系才能

显示。 此时,网络中的旅游节点剩余 39 个(图 1)。
图 1 中,节点的大小表示该节点与其余节点间的联

系紧密程度,连线的粗细表征旅游流流量的大小,
箭头表示两节点间的主要流向方向。 为清晰展示

旅游节点的地理位置,本文运用 Arcgis10郾 5 空间分

析工具,将 39 个旅游节点的经纬度与重庆市地图相

叠加,用以刻画旅游流网络的空间结构(图 2)。

图 1摇 重庆市旅游流网络结构

Fig. 1摇 Structure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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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重庆市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

Fig. 2摇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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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1摇 旅游流网络分布极不平衡

游客对洪崖洞、解放碑、磁器口和长江索道的

造访频率最高,且与其他节点联系密切。 依山临江

的洪崖洞以巴渝特色吊脚楼建筑闻名;解放碑历来

是重庆的地标建筑;磁器口古镇民俗文化底蕴深

厚,交通便利;长江索道是重庆立体交通发展史的

典型代表。 此 4 处最高等级节点位于主城,区位交

通优越,传统与现代交织,集中体现了山城人民的

生活方式,从而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节点。 渣

滓洞、朝天门、李子坝轻轨站、奥陶纪景区等节点对

外联系度相对较高,凝聚了重庆的红色旅游文化和

山城特色风光。 从空间上看,重庆市旅游流网络分

布极其不均衡,主城区与周边区县的核心-边缘结

构分明,其中有 30 个旅游节点集聚分布位于主城

区,大足石刻、长江三峡、乌江画廊和酉阳桃花源等

景区景点位于重庆腹地,也从侧面反映出旅游活动

的冷热不均。 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奥陶纪景区等节

点位于地方区县,形成以主城区为核心的集聚状

态,访渝游客的旅游活动冷热分区明显。
3郾 2摇 旅游流整体网络密度较低

理论上,39 个旅游节点建立起的旅游流网络最

大联结数量为 1 482 个,但实际联结数量为 142 个,
网络密度仅为 0郾 096。 由此可见,重庆市旅游流网

络密度总体上较低,各节点间联系不够紧密,整体

结构仍较为松散。 在该网络中,平均两个旅游节点

间需要经过 2郾 246 个中转节点进行联结,反映出节

点间的通达性一般。 结合图 3 的凝聚子群情况可以

看出,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可达性强、知名度高和地

方特色突出的节点,如洪崖洞、武隆喀斯特旅游区、
李子坝轻轨站等。 主城区节点与各区县节点之间

的旅游联系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表 1摇 旅游流网络整体指标

Table 1摇 Overall indicators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指摇 标 数摇 值 /个
网络规模 39
联结数 142

网络密度 0郾 096
平均距离 2郾 246

3郾 3摇 核心节点的涓滴效应明显

重庆市旅游流网络中存在 9 个核心节点和 30
个边缘节点。 核心节点间的联结密度达 0郾 694,远
高于整体网络密度,而边缘节点间的联结密度仅为

0郾 022,旅游流网络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层。 核心节点

间联结较紧密,近域性强,形成以渝中区为核心的

团块状旅游节点群。 边缘节点间的互动较少,分散

于重庆各区县。 核心节点与边缘节点之间的双向

联结密度 (0郾 133, 0郾 137 ) 均高于网络整体密度

(0郾 096),表明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涓滴效应明

显,但作用能力有限(表 2)。 整体上,重庆市旅游流

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呈现出“核心联结紧密,核心带

动边缘,边缘联结松散冶的特点。

表 2摇 核心-边缘密度矩阵

Table 2摇 Density matrix of core-periphery

核摇 心 边摇 缘

核心 0郾 694 0郾 133
边缘 0郾 137 0郾 022

摇 摇 注:核心节点(9)包含洪崖洞、解放碑、磁器口、长江索

道、李子坝轻轨站、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朝天门、皇冠大扶梯

以及南山风景区。 边缘节点(30)包含渣滓洞、鹅岭二厂、白
公馆、川美老校区、三峡博物馆、人民大礼堂、八一好吃街、涂
鸦一条街、千厮门大桥、山城第三步道、鹅岭公园、奥陶纪景

区、中山四路、观音桥、下浩老街、交通茶馆、大足石刻、罗汉

寺、两江游轮、十八梯、金佛山、乌江画廊、白象街、黑山谷景

区、三峡、丰都鬼城、酉阳桃花源、重大 A 区、国泰艺术中心、
人和门。

3郾 4摇 凝聚子群汇集于 3 条游线

重庆市旅游流网络中存在 6 个子群(图 3),子
群玉、域、芋、郁内外联结密度均较高,子群吁、遇相

对较低。 在各子群内部,子群芋、子群玉内部联结

密度最高,远高于整体网络密度,二者之间的旅游

流活动频繁。 子群芋和子群玉内部节点均分布在

渝中区,且多临近轻轨站点,交通便捷。 此外,子群

中的洪崖洞、长江索道、磁器口、解放碑等节点也是

核心-边缘结构中的核心节点,节点间联系紧密,旅
游流流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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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凝聚子群分析

Fig. 3摇 Cohesive subgroup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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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子群中,子群玉、域与芋之间,子群芋、郁
与玉之间联结密度较高,是游客较喜欢组合的游览

线路。 子群吁、遇与其他各子群间的联结密度均比

较低,部分节点受制于交通因素,能够串联起来的

游览节点相对较少(表 3)。

表 3摇 凝聚子群密度矩阵

Table 3摇 Density matrix of cohesive subgroup

玉 域 芋 郁 吁 遇

玉 0郾 250 0郾 143 0郾 475 0郾 200 0郾 067 0郾 025

域 0郾 200 0郾 024 0郾 286 0郾 036 0郾 190 0郾 000

芋 0郾 400 0郾 179 0郾 321 0郾 078 0郾 000 0郾 031

郁 0郾 250 0郾 018 0郾 063 0郾 018 0郾 000 0郾 000

吁 0郾 000 0郾 048 0郾 000 0郾 000 0郾 000 0郾 000

遇 0郾 025 0郾 000 0郾 000 0郾 000 0郾 042 0郾 054

摇 摇 注:R-squared=0郾 182。

将大于整体网络密度(0郾 096) 的子群进行组

合,并考虑空间分布、交通条件、资源开发等因素,
结合图 3 可将重庆市旅游流网络划分为 3 条游览路

线。 一是以洪崖洞、奥陶纪景区为代表的渝中

区———渝西南旅游线,二是以洪崖洞、武隆喀斯特

旅游区、 乌江画廊、 酉阳桃花源为代表的渝中

区———渝东南旅游线,三是以朝天门、三峡为代表

的渝中区———渝东北旅游线。
3郾 5摇 旅游节点呈现“马太效应冶

中心性分析是量化网络中节点地位的重要指

标,利用 Ucinet 分析重庆市旅游流网络的程度中心

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结果表明(表 4):平
均每个旅游节点与 3郾 641 个节点间存在集聚与辐射

关系。 内向、外向程度中心度标准差较高,各节点

内、外向程度中心性波动较大,集聚、辐射能力不均

衡。 其中,洪崖洞、解放碑、磁器口、长江索道、李子

坝轻轨站的内向、外向程度中心度值均为 9 以上,是
旅游流网络的集聚、辐射中心。 大足石刻等节点外

向程度中心度为 0,处于旅游流网络的边缘。
洪崖洞中介中心度最高,为 244郾 709,说明洪崖

洞是游客游览路线中的重要中转或过境点。 磁器

口、朝天门等 10 个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大于均值,是
旅游流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 这些节点邻近交通

干线,网络影响力和知名度较高,对其他节点也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 奥陶纪景区、人和门等节点的中

间中心度为 0,表明对其他节点的依赖性强。

表 4摇 重庆市旅游流网络的节点中心性

Table 4摇 Node centrality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in Chongqing

旅游节点
程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外向 内向
中介中心度

外向 内向

洪崖洞 17 15 244郾 709 10郾 644 8郾 776
解放碑 11 13 153郾 352 10郾 440 8郾 756
磁器口 12 14 132郾 605 10郾 526 8郾 776

长江索道 12 14 142郾 579 10郾 468 8郾 776
李子坝轻轨站 9 10 67郾 655 10郾 326 8郾 696
南山风景区 8 4 35郾 294 10郾 354 8郾 407

武隆喀斯特旅游区 7 5 65郾 732 10郾 188 8郾 539
朝天门 6 6 65郾 745 10郾 270 8郾 578

鹅岭二厂 5 3 15郾 164 10郾 133 8郾 279
川美老校区 5 6 53郾 952 10郾 026 8郾 520
人民大礼堂 5 4 35郾 933 10郾 053 8郾 426
皇冠大扶梯 4 6 32郾 828 10郾 133 8郾 559

渣滓洞 3 4 4郾 871 9郾 922 8郾 426
白公馆 3 2 0郾 933 9郾 896 8郾 279

三峡博物馆 2 4 3郾 990 9郾 922 8郾 539
八一好吃街 3 3 2郾 150 10郾 053 8郾 444
涂鸦一条街 4 3 13郾 904 9郾 870 8郾 482
千厮门大桥 4 2 0 10郾 160 8郾 426

山城第三步道 3 3 2郾 233 10 8郾 389
鹅岭公园 4 2 2郾 225 9郾 948 8郾 068

奥陶纪景区 2 2 0 10 8郾 426
中山四路 1 3 1郾 147 9郾 337 8郾 370
观音桥 1 2 0 9郾 429 8郾 370

下浩老街 2 1 0 9郾 845 8郾 261
交通茶馆 1 2 0 9郾 314 8郾 102
大足石刻 0 1 0 2郾 564 8郾 736
罗汉寺 1 0 0 10郾 674 2郾 564

两江游轮 1 1 0 9郾 845 8郾 261
十八梯 1 0 0 10郾 674 2郾 564
金佛山 0 2 0 2郾 564 9郾 572

乌江画廊 0 1 0 2郾 564 2郾 632
白象街 0 1 0 2郾 564 2郾 632

黑山谷景区 1 0 0 2郾 632 2郾 564
三峡 0 1 0 2郾 564 8郾 962

丰都鬼城 1 1 29 2郾 632 8郾 776
酉阳桃花源 1 0 0 2郾 632 2郾 564
重大 A 区 0 1 0 2郾 564 8郾 983

国泰艺术中心 1 0 0 10郾 888 2郾 564
人和门 1 0 0 2郾 632 2郾 564
均值 3郾 641 3郾 641 28郾 359 8郾 186 7郾 323

标准差 3郾 952 4郾 073 53郾 353 3郾 302 2郾 423
最小值 0 0 0 2郾 564 2郾 564
最大值 17 15 244郾 709 10郾 888 10郾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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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崖洞、磁器口、解放碑等旅游节点内向、外向

接近中心度均较高,与其他节点间的通达性较好,
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 此外,旅游流网络中的部

分节点内向、外向接近中心度存在差异。 一类是内

向接近中心度大而外向接近中心度小的旅游节点,
如罗汉寺、十八梯、国泰艺术中心等,当它们为出发

点时,通达性差,需要依赖其他节点的联结。 二是

外向接近中心度大而内向接近中心度小的旅游节

点,如大足石刻、金佛山、三峡、重大 A 区等,这些旅

游节点作为出发点时,具备较高的通达性,独立性

强,直接与核心节点联结。
总体而言,在重庆市旅游流网络中,节点能力

呈现出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冶。 渝中区

拥有两江交汇的区位交通优势,加上网红打卡效应

的影响,使得洪崖洞、解放碑、朝天门等节点的集散

性、中介性、通畅性方面能力较强,成为旅游流网络

的中心。 而黑山谷、金佛山等节点的 3 种中心度均

比较低,处于旅游流网络的末端。 因此,核心节点

应加强与各区县的旅游合作,完善旅游产品体系,
密切各节点之间的旅游联系。

4摇 问题与讨论

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文章

从空间结构、网络密度、 “面冶 结构、 “线冶 结构和

“点冶结构 5 个方面分析了旅游流网络的空间分布

和节点能力,并提出了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为旅

游流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从整体上看,重庆

市旅游流网络结构不平衡,核心节点带动作用较

弱。 旅游流在空间上汇集三条旅游线。 从旅游节

点上看,洪崖洞等节点是旅游流网络中的枢纽,旅
游节点冷热不均,旅游流网络结构仍有待优化。 建

议完善主城区与各区县间的交通网络建设,合理引

导旅游流的流量与流向,避免发生旅游瓶颈。 完善

旅游产品体系,核心边缘串联营销,推动旅游流在

空间上的流动。 加强边缘节点的升级改造,发展旅

游增长极,提高边缘节点的旅游吸引力。
通过网络游记分析旅游流网络的结构特征是

对重庆市旅游流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但目前研

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撰写游记的游客详细属性信息难以获取,因消费背

景与偏好的差异,不同游客的旅游体验与网络表达

不同,影响了旅游流网络信息的提取。 其次,断点

值的选定难免会使部分流向关系被舍弃,致使网络

中存在孤立单元,如何提高信息处理的规范性和科

学性,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在智慧旅游不断发展

的趋势下,利用网络游记数据挖掘旅游者空间行

迹,分析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具有重要的探索意

义。 在后续研究中,还可以尝试结合互动点评、音
频视频、网络关注度等内容指标,分析旅游流网络

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从而为旅游流的监控、预
测、疏导提供辅助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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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qing Tourism
Flow Network Based on Online Travel Notes

LI Qiao鄄qiao1 ,HU Chuan鄄dong1 , LIU Zhen鄄zhen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Foreign Trade and Busines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520,China)

Abstract:Network travel notes are an effective data source for studying the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flow.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n visualize the structure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Studying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in Chongqing is helpful to the sustainabl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By taking Ctrip ' s travel notes of Chongqing as the data source and by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rcgis10郾 5 and Ucinet6郾 198 software, the network map of Chongqing's tourism flow was drawn, and the
methods of Density, Core鄄Periphery, Cohesive Subgroups and Centrality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dee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of Chongqing is extremely
unbalanced, and the core鄄periphery structure feature betwee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ies is
obvious. The density of tourism flow network is low as a whole, and the connection of tourism routes betwee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ies is relatively weak. The Yuzhong District is the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area of core nodes, and the trickle鄄down effect on the edge nodes of hinterland is significant. The tour routes of
Chongqing tourists were radiated from the Yuzhong District to western Chongqing, southeast Chongqing and
northeast Chongqing. The nodes of Hong Yadong and Jiefangbei and so on increased and strengthened the role of
hub as a result of Wanghong effect.

Key words:tourism flow; online travel notes; Chongq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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