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动态】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创新应用及
学科影响和研究展望

蒋依依　 　 高　 洁　 　 郭佳明　 　 徐海滨

　 　 【摘　 　 要】大数据正在改变捕捉和分析人类活动与行为的方式。 多种新兴数据渠道不断涌现,为旅游领

域研究提供了大量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数据,克服了传统旅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数据不足问题。 本文以地理

大数据的研究前沿为基础,明晰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人类旅游活动、旅游地理环境、旅游人地关系 3 个方面

的理论支撑重点,梳理人类旅游活动 / 行为数据(UGC、设备数据、交易数据)和旅游地理环境数据(POI、客观环

境数据)等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创新应用,探讨地理大数据在理论研究更新、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方法突

破 3 个方面的挑战和展望,为旅游领域时空认知、理论支撑、建模方法、分析框架等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

一定参考。 研究建议在理论上需要将科学研究范式标准化系统化,结合不同的事件和场景创造基于“过程 -
结构 - 机制”的中国旅游地理解释体系;数据上需要向大数据与其他数据的互补结合转变;分析技术需要向提

高分析方法自适应性、涉入旅游现象特殊性变量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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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与工业化的发展与融合,物
联网、云计算应运而生,传感器技术与移动定位技

术飞速发展,人类对地表系统的刻画能力空前提

升,位置感知技术等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捕捉和分

析人类活动的方式[1] 。 地理信息相关数据的多源

性与海量性逐步凸显,数据稀缺环境转变为数据丰

富环境,数据驱动地理学的新模式已经出现[2] ,地
理大数据也为地理现象的分布格局、相互作用及动

态演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感知手段[3] ,使空间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更加紧密[4] 。 涉及地

理大数据聚类分析方法、地理大数据异常探测、地
理大数据预测建模等多方面的地理分析技术不断

发展,在城市规划、智能交通、环境保护、公共安全

等领域研究应用成果不断涌现。 尤其在旅游领域,
海量地理信息与游客行为等数据的结合拓展了旅

游地理的研究空间。
地理大数据与旅游统计数据、问卷数据等数据

相比,涉及地理现象的时间、空间和属性维度,能够

更加细致地刻画时空粒度、时空广度、时空密度、时
空偏度和时空精度等“5 度”特征[5]。 目前研究方法

在大数据挖掘技术[5]、时空分析方法[6]、地理情感特

征挖掘[7]、地理大数据聚合[8]、地理事件建模[9] 等方

面已有较多探索,研究内容在旅游活动模式[1]、旅游

流动[10]、社交媒体中的旅游偏好[11] 等方面已有涉

猎,但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数据分类和应用场

景有待进一步梳理、使用挑战有待进一步明晰、研究

内容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本文收集了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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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集数据库有关地理大数据在旅游应用的文献,
在此基础上对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主题进行整

理,筛选和剔除不相关文献,采用滚雪球查阅方式进

行补充,最终获得 186 篇文献作为研究基础。 从发

表国家和地区看,中国发表论文数量最多,接近总量

一半,体现了中国在旅游大数据领域研究的先进性,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 从研究

领域分类来看,涉及社会科学、生态环境科学、计算

机科学、商业经济学、自然地理等多个领域。 从高被

引文章看,Garcia - Palomares[12]根据地理标签照片识

别旅游热点景区的研究、Tenkanen[13] 评估社交媒体

数据在游客监测方面的可用性研究、Miah 的大数据

分析法[14]、牟乃夏使用地理标记照片分析入境旅游

流量时空分布和变化的框架[15]、李渊通过时空分析

对游客旅游行为的建模研究[16] 等均有较高的学术

研究热度。 通过文献分析,本文力图梳理地理大数

据背景下旅游领域的理论支撑重点,明晰地理大数

据在旅游领域应用的研究热点与应用场景,探讨地

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现存挑战与研究趋势,以期

为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应用中的理论支撑、创新

应用、分析技术等方面提供借鉴。

2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理论支撑

地理大数据的应用为旅游研究提供了新数据和

新技术,进而拓展了旅游相关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旅游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地理大数据

融合能为包括旅游地理学在内的旅游学科底层理论

构筑提供新的思路和范式。 地理大数据数据和方法

的多种应用凸显了该领域的新兴,但也反映了旅游

现象的复杂性。 相对于社会科学中成熟的理论体

系,目前大数据的理论发展仍十分有限,其数据应用

与理论支撑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学术鸿沟[17]。 但是地

理大数据及其提供的社会感知手段,在“人 - 地”关
系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一种“由人及地”
的研究范式[18]。 本文以旅游地理学[19 - 20] 理论框架

为基础,融合旅游消费者行为学[21] 等相关理论,从人

类旅游活动、旅游地理环境以及旅游人地关系 3 个方

面梳理了地理大数据背景下旅游领域在旅游行为、旅
游流、旅游资源等相关理论中的研究进展(图 1)。

2. 1　 人类旅游活动相关理论研究

旅游者行为研究涉及经济学、心理学(普通心理

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行为科学、地理

学等多个学科[21]以及旅游动机、旅游行为等多个理

图 1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理论支撑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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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从人类旅游活动层面来说,地理大数据的发展

拓宽了旅游行为、旅游流等理论的研究广度,丰富了

旅游需求、体验旅游等理论的应用场景。
地理大数据的引入为探究旅游动机、旅游需求、

旅游体验等旅游行为理论提供了新的数据和方法,
主要表现在精细化刻度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提取

旅游者潜在动机影响因素、增加需求理论适用场景,
延展旅游情感体验等方面。

(1)精细化刻度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 由于文

本、图像和视频等地理大数据的大量引入,旅游空间

格局认知要素分析、旅游者行为时空特征刻画和旅

游目的地形象格局感知等实现了更精细化的刻度,
进而使得旅游者的信息处理、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等

研究范式的探索得以延展[22]。 例如,以往的研究大

多使用政府统计和调查数据来检验旅行距离对游客

行为的影响,现有学者开始利用新浪微博等数据分

析中国苏州游客的旅行模式和消费模式,探究距离

对酒店和餐厅支出等方面的影响差异[23];使用带有

地理标签的 Instagram 数据去获取游客在景点间的移

动模式,描述不同景点相应的集群效应[24]。
(2)提取旅游者潜在动机影响因素。 地理大数

据的引入使旅游者动机中的旅游者人格分类、推拉

因素、“资源 - 市场 - 产品”外部因素、“2W - 2H”内
部因素的挖掘更加细腻,能够更好协助研究者抽取

隐性的潜在因素,具象化地分析旅游者动机。 例如,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空间可达性等地理距离视角去评

析旅游者动机,而通过对地理大数据聚类及可视化

分析可以发现游客的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均会对旅

游者动机产生影响。
(3)扩充旅游需求理论的适用场景。 融入地理

大数据后,游客需求理论在智慧化场景中的应用得

到扩展,基于地理大数据的当地旅游活动推荐、旅游

景点兴趣检测模型、智慧旅游个性化服务系统、智能

决策的路径规划系统等都已经成为实践应用的重要

方向,研究者也在逐步探究新媒体场景下的旅游者

“需要 - 动机 - 行为”“刺激 - 反应”等相互关联、目
的地规划的需求驱动结构[26]等内容。

(4)延展旅游情感、体验理论、旅游凝视等相关

理论。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式,较多只能衡量

单一层面和单一时间段的旅游者情绪情感,而基于

地理大数据可以以颗粒化的形式评估不同旅游时间

和不同旅游场景下游客的情感强度、持续时间、情感

方向(正负向)等,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旅游者的态

度形成与决策改变的过程和影响因素,有助于学者

提出不同的旅游态度改变行为假说、旅游者购买决

策模型和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 在体验经济背景

下,感官体验维度的测量被放大和增强,学者们开始

尝试使用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捕获和探索社交媒体

评论中的五大感官体验[27],也有学者将第六感内感

受(interoception)纳入了新的探索维度[28]。 在游客

满意度方面,相关研究从原有的问卷测量延展到从

社交媒体文本中识别意向属性和旅游偏好,通过间

接测量性能和重要性值来评估目的地的游客满意

度,使得获取的样本量更大、成本更低,同时数据采

集的灵活性更高[29]。
(5)丰富旅游地形象建构和旅游目的地营销等

理论的作用机理。 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旅游目的

地营销由注重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尤其是与

旅游者相关社交媒体口碑作用被放大。 由于社交媒

体分享习惯的常态化,研究者借助图像数据进一步

整合了旅游目的地多个指标以丰富量化分析策略,
搭建差异化的营销框架[30],地理大数据也为旅游前

后感知测度提供更充分的依据,弥合了目的地形象

一致性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差距[31],旅游者通过访

问和利用谷歌街景地图和其他移动数字图像、制图

工具以及社交媒体来创造城市变化的场所形象解

读,为旅游地感知形象和认知形象路径的探索提供

基础[32],尤其是借助冬奥会等大型事件研究旅游体

验的建构作用、投射形象的引致作用和品牌感知的

晕轮作用对城市旅游地形象的影响[33]。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带来经济组织结构的改

变,进而实现了空间形态由静态的位空间向流动的

流空间转换[34],地理大数据也为探究全球、国家、区
域和地方不同尺度的旅游流规律机理等问题提供了

研究基础,主要表现在促进旅游流理论的研究转向

和优化旅游流的预测模型 2 个方面。 ①促进旅游流

理论的研究转向。 学术界有关于旅游流空间模式主

要有圈层结构、核心边缘和空间扩散等理论[35],信息

技术促进了旅游流从中心地理论到中心流理论的研

究转变,例如研究显示南京市餐馆密度的空间分布

遵循传统的中心地理论,而南京市餐馆电子口碑的

空间分布则更符合中心流理论[36]。 地理大数据可以

更好地动态阐述空间扩散理论、细化旅游者个体行

为和旅游流的社会群体流动行为以及有效解决旅游

系统研究中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媒介要

素一体化整合的挑战[33]。 ②优化旅游流的预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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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方法论方面,搜索引擎数据在旅游预测中应用

最为广泛,时间序列计量预测模型仍占主导地位,人
工智能方法仍在摸索和发展。 模型建构方面,基于

游客行为的空间规律性,地理大数据能够更持续、动
态、精准地监测旅游者行为,识别影响游客忠诚度和

满意度等相关因素,并借助优化仿真模型、神经网络

模型、灰色预测方法、模糊理论和粗糙集理论等技术

构建旅游空间需求预测模型。 例如,过滤谷歌趋势

数据 以 减 少 噪 声 干 扰[37]、 利 用 通 用 嵌 套 时 空

(GNST)模型考虑内生和外生变量以及未观察到因

素的空间和时间影响[38]、开发图神经网络(GNN)框
架注重区域实际联系[39]、深度学习的时空融合图卷

积网络(ST - FGCN) [40]等方法,以改善旅游流量、旅
游趋势、旅游消费等预测性能。

2. 2　 旅游地理环境相关理论研究

从旅游地理环境层面来说,地理大数据的发展

有利于升级旅游资源、旅游环境与生态等理论的评

估模型,创新旅游目的地规划开发的理论模型,同时

也开始让学界思考从“实体空间”到“数字和虚拟空

间”的环境特征。 ①升级旅游资源、旅游环境与生态

等理论的评估模型。 地理大数据的引入丰富了旅游

服务设施空间分析、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地空间竞

争、旅游环境容量测度等研究内容,也从多维度、多
角度刻画了旅游资源适宜性、旅游地异质性和旅游

场所活力等旅游地物理环境的特征和变化。 例如通

过整合手机定位数据和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来评估城

市绿地暴露水平,分析人口在不同时空尺度上接触

城市绿地的游憩行为特征,探究促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相关因素[41]。 ②创新旅游目的地规划开发的理

论模型。 William 等[42]丰富了智慧目的地( Innovation
and Smart Destinations)等相关概念。 地理大数据的

研究综合利用了传统的地理数据分析方法和新兴的

分布式云计算技术,在热门旅游资源识别[43]、旅游目

的地管理[44] 等多个方面构建出了多种能够处理大

规模旅游数据的模型,为智慧旅游信息分析提供了

有效的技术支持。 有关目的地管理绩效和竞争力的

评估正在向从价值链到价值网络、从物理空间到虚

拟空间、从产品至上到品质聚焦、从静态固定到不断

发展成形、从线性和时序到模型与实时动态的范式

转变[45]。 ③从探究“实体空间”到“数字空间和虚拟

空间”的环境特征。 不同虚拟空间环境可以游客带

来差异化的硬件体验和心理体验,形成不同的感知

价值,技术接受模型(TAM)、创新扩散理论、心流理

论、享乐理论等也在逐步应用于虚拟旅游研究中[46]。
2. 3　 旅游人地关系相关理论研究

从旅游人地关系层面来说,地理大数据在旅游

可持续发展等理论验证、旅游目的地动态运行的演

化机制、目的地营销互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①丰富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空间结构、旅游系统论

与协调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等理论的验证方法。 “大
数据 + 其他数据”的混合研究让人地互动的过程机

制更加清晰。 例如将传统游客统计数据和社会大数

据结合,引入生态系统旅游压力测度,表明旅游压力

可能是影响保护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47];应用移动电话网络数据来评估日本海滩气候

变化对人类活动社会影响和价值变化,以协助可持

续发展决策[48]。 ②提供人地关系动态运行的多维视

角。 地理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深化场景理论、空间

生产理论、具身体验理论、演化地理学等相关理论,
尤其是分析不同事件背景下(互联网传播、公共卫生

事件、自然灾害等)旅游目的地的演化机制。 例如,
Yu 等[49]根据 2019—2021 年中国 2. 771 5 亿游客的

手机数据,比较 2 次不同的 COVID - 19 爆发浪潮导

致全国游客流动性的变化,协助政府更好地理解公

共卫生危机中的旅游管理以及大流行后恢复期间和

未来爆发期间的决策。
3　 地理大数据的种类及应用实践

3. 1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旅游大数据分类模式是

以数据来源分为 3 类:①UGC 数据(用户生成数据,
User Generated Content),包括在线文字数据和在线

照片数据;②设备数据(按设备),包括 GPS 数据、移
动漫游数据、蓝牙数据等;③交易数据(按操作),包
括网络搜索数据、网页访问数据、在线预订数据

等[50]。 也有学者分为 UGC 数据、位置数据、事务数

据 3 类[51]或者 UGC 数据、操作数据(网络搜索)和物

联网数据[17]。 此外,还可根据数据的存储形式分为

本地数据和外部数据 2 类[52];根据数据结构属性分

为传统数据电子化、多源异构用户生产的 UGC 数据

以及由旅游活动后台产生的时空行为数据[53];根据

数据应用类型划分社交生活数据、健康数据、商业数

据、交通数据、科学研究数据 5 类[54](表 1)。
部分学者将地理大数据聚合定义为“多源地理

大数据通过转换形成聚焦研究对象的多元数据集合

的过程”,并根据关注对象的不同将地理大数据划分

为对地观测大数据和人类行为大数据 2 类[5]。 结合

·89·



　 　 表 1 旅游大数据的类型划分

分类标准 维度 举例 文献来源

数据来源 UGC 数据(用户生成) 在线文字数据和在线照片数据等 [50 - 52]

设备数据(按设备) GPS 数据、移动漫游数据 / 基站定位数据、蓝牙定位数据、Wifi 定位数据等

交易数据(按操作) 网络搜索数据、网页访问数据、在线预订数据等

数据存储 本地数据 市政公共服务数据、目的地及景区自有数据、本地设备收集数据等 [52]

外部数据 电信运营商数据、互联网在线数据、其他行业(非本地)数据等
数 据 结 构 属

性　
传统数据电子化 企业内部管理系统,如员工考勤(打卡)记录;客户管理系统(CRM)等 [53]

多源异构用户生产

(UGC)数据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由旅游活动后台产

生的时空行为数据

GPS 轨迹数据、在线交易数据、网页访问数据等

数据应用 社交生活数据 社交媒体服务、在线论坛、在线视频游戏和网络博客等 [54]

健康数据 电子病历(EMR)、癌症登记数据、官方疾病暴发跟踪和流行病学数据、个人健

康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生物医学信息等

商业数据 商业交易记录、在线商业评论、客户关系管理、超市会员记录、商店购物中心交

易记录等

交通数据 GPS 轨迹、交通检查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签到数据、Waze 等平台数据)和手机

数据(来自数据传输记录和蜂窝网络数据)等

科学研究数据 地震传感器、天气传感器、卫星图像、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众包数据、自愿提

供的地理信息和人口普查数据

以上分类,将在旅游领域的地理大数据划分为人类

旅游活动数据 / 行为数据、旅游地理环境数据两部分

(表 2)。 人类旅游活动数据 / 行为数据大数据记录

旅游者移动、社交、消费等各种行为的信息,涉及

UGC 数据、设备数据、交易数据等;旅游地理环境数

据主要针对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旅游景点 / 景
区等不同的地表要素特征,涉及兴趣点(POI)数据、
气象地貌客观环境数据等。 与其他旅游大数据不同

之处在于,地理大数据以地理信息为载体,结合其他

社交媒体数据、网络交易数据等,综合了“旅游目的

地”和“旅游者”的信息,更有利于可视化分析和模

拟游客行为特征、探究旅游系统中的人地关系等

内容。
3. 2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应用

3. 2. 1　 人类旅游活动 / 行为数据

(1)UGC 数据

UGC 数据涉及数字视觉、文本和音频数据等,微
博、抖音、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Flickr
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获取 UGC 数据的重要来

源[55]。 UGC 数据驱动了地理空间语义、旅游目的地

感知、情感体验[52] 等方面研究。 其中地理文本数据

和图像数据目前应用较为广泛。
　 　 表 2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举例

渠道划分 数据类型 举例

人类旅游活

动 / 行为数据

UGC 数据 网络文本的在线签到数据、用户属地信息、自然语言文本的地理信息等;网络图像的地

理标签信息等;音频数据的地理语义数据等

设备数据 与旅游者位移相关的 GPS 数据、移动漫游数据、蓝牙数据、RFID 数据和 WIFI 数据等

交易数据 交通消费数据、不同地区和时间的在线预订数据和消费数据等

旅游地理环境数据 POI 数据 工作、旅游、娱乐和寻路等目的地活动数据等

客观环境数据 气象数据、地质地貌数据、卫星遥感数据、无人机影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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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文本数据驱动旅游地理空间语义研究。 地

理文本数据是指包含地理位置链接以及自然语言文

本的数据集,这些链接既包括坐标明确地附加在文

本中的地理标签,例如具有地理标记的推文或维基

百科页面,也涉及新闻文章、旅游博客或历史档案等

文本中明确提及的地点[56]。 地理文本数据通过提高

地理信息特征的提取和匹配性能,促进了地理空间

语义研究[10],应用于旅游地情感分析[57]、酒店景点

评估[58]等方面。 例如,Wang[58] 对同一城市内的 Tri-
pAdvisor 酒店评论进行情感分析,发现顾客满意度存

在空间依赖性;Wartmann[59] 通过收集游客的现场访

谈、旅行博客以及 Filcker 标签,评估人们对不同景观

特征的地方感差异。
地理图像数据助力多尺度评估游客的旅游目的

地感知。 多媒体和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在线创建

和共享大量旅行照片成为可能。 与传统旅行调查或

主动收集的 GPS 日志不同,地理图像数据的数据集

样本量大,且可通过工具包轻松访问,能更快、更详

细地提供信息和解决方案。 一方面,借助地理图像

数据,研究者可以更加立体形象地分析旅游者感知,
包括旅游者的偏好运动轨迹[60 - 61]、不同地点受欢迎

程度[62]等。 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根据地理图像数

据模拟国际旅行行为和国家间旅行流动模式[63],识
别旅游景点发展潜力[12],预测个性化旅游路线和偏

好景点[64],从而进行精准地目的地推荐、旅游规划和

营销。 旅游图像数据可以利用机器准确识别旅游场

景、物体等环境信息,相较于地理文本数据可视化的

程度更强,分析方法涵盖机器学习算法[65]、混合集成

学习方法[66]等。 随着流媒体发展进程加快,旅游视

频图像的识别处理也正在成为技术研究的趋势

之一。
(2)设备数据

随着物联网的蓬勃发展,各种设备和传感器被

开发和使用来追踪游客的行动,如 GPS 数据、移动漫

游数据(手机信令数据)、蓝牙数据、RFID 数据和

WIFI 数据[67]。 以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类型的信息

大数据不仅为旅游管理提供了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

参考,作为官方统计数据的补充方法,已经广泛应用

于旅游研究,显示出各自优势。 设备数据能精准感

知游客时空活动模式,为旅游管理者提供更高效的

决策依据。 目前研究较为常用的是 GPS 数据、手机

信令数据。 GPS 数据主要是通过轨迹记录仪和移动

应用程序 2 种方式获取,尤其是公众参与地理信息

系统(PPGIS)以其游客行为刻画的精准性被较为广

泛地应用在旅游目的地规划中。 手机信令数据主要

通过运营商无线电波的基站获取[12],作为被动移动

数据能够更客观的量化游客对时间和空间的使用。
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提升旅游目的地规划有

效性。 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与土地利用

规划的紧密耦合,成为旅游发展规划和监测的有效

工具[68]。 目前 PPGIS 在旅游交通规划设计、识别和

监测区域旅游发展偏好、公园景点空间决策、预测旅

游相关发展、收集与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相关数据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PPGIS 的研究案例地也趋

向多元化,涵盖滑雪旅游目的地[69]、休闲公园[70]、国
家公园[71]、旅游景点[72] 等多个场景。 PPGIS 方法也

在根据应用场景不断创新,例如 Stewart 探讨了通过

使用改进的 PPGIS 方法,即“社区行动地理信息系

统”(CAGIS),分析居民对当前和未来当地旅游发展

的反应[73],让旅游规划者和管理者在项目实施前能

充分考虑游客价值和偏好,为可持续的长期规划提

供更深入的支持。
手机信令等数据推动旅游地理多元流研究的发

展。 物质、信息、能量等的移动或交换嵌入地理空间

形成的地理多元流网络,为从地理和网络角度研究

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74]。 手机信令数据微观

层面上可以进行旅游行为机制解释分析,在流动性

观测数据中分析比较游客对时间和空间的使用,量
化游客对时间的使用、可视化游客的时空活动模式,
系统性比较不同城市的旅游活动差异[1],解析城市旅

游地理特征与规律[75],重建游客在逗留期间所走的路

线,从而为优化旅游路线提供支撑;宏观层面可以对

游客移动量进行解释,利用网络化挖掘搭建游客流动

的迁徙网络。 在数据提取方法上,Li 等[76]提出了一种

从手机数据中重建个人轨迹的方法(MDP - TR);在
模型优化上,牟乃夏将轨迹数据模型分为轨迹点模

型和轨迹段模型,提供了多种的聚类算法[77]。 移动

漫游数据与 UGC 数据相比,属于被动移动数据,能
够更客观地衡量游客时空行为。 然而,目前此类数

据的使用在隐私保护和道德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
此外,GPS 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较广泛地应用

于室外空间。 室内定位数据的研究虽然较少,但是

也在逐步进入研究视野。 室内定位数据是一种同时

具备地理空间位置与时间标签的轨迹大数据,蕴含

丰富的个体行为信息[78]。 蓝牙、射频识别、无线局域

网、红外线、超声波、紫蜂、超宽带、灯光和地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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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据均可用于室内定位[79]。 室内定位数据时空粒

度细、定位精度高,在精度上可达到亚米级[80],其所

反映的主体与兴趣点间的空间关系更加明确。 有关

旅游领域室内定位研究,有学者目前已经尝试应用

在博物馆空间中[81],而酒店、景点、机场、旅游购物点

等其他旅游场所的旅游者行为习惯和属性推断有待

丰富,基于定位技术和穿戴设备的旅游者与室内环

境交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拓展。
(3)交易数据

交易数据帮助旅游研究者洞察游客消费行为特

征和旅游市场趋势。 交易数据是直接从交易中获得

的信息,记录了交易的时间、地点、所购买商品的价

格、采用的支付方式、折扣等以及与交易相关的其他

信息。 在旅游领域,交易数据记录涉及旅游者进行

旅游消费的相关操作(如网页搜索、网页访问、在线

预订和购买等)和旅游市场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活动

和事件等[50]。 目前研究侧重于交通交易数据和景区

酒店等场景消费数据两方面。 在与旅游密不可分的

交通运输场景中,旅游交通交易数据呈现出迅速、海
量发展趋势,高速公路 ETC、交通一卡通、移动支付

等产生了海量的交易数据,有助于研究者探索旅游

流量、流向、消费特征的研究。 例如,Zhong 等[82] 通

过新加坡的智能卡旅行记录中分析城市发展的空间

结构;Domènec 等[83] 用由旅行卡生成的大数据监测

城际公共交通的需求。 通过对景区酒店等场景消费

数据分析可以了解游客消费类别、游客消费偏好等,
结合地理相关信息可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游客服务

类型偏好、不同时间段旅游消费行为差异的对比研

究,从而可以帮助优化旅游产品、改进旅游服务、实
现旅游精准营销。 将多种交易数据结合,例如将旅

游交通数据与景区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可以探

索景区外到景区内的旅游流量、客流布局,有助于深

化景区的运营研究,改善管理和提升旅游体验。
3. 2. 2　 旅游地理环境数据

(1)POI 数据

以兴趣点(POI)为主的数据为旅游研究提供了

多元场景。 POI 是一种数据集合的点数据,单体 POI
数据包含了实体名称、经纬度、地址等信息[84]。 作为

一种主客共享的空间数据,POI 能够反映旅游要素的

空间格局。 研究尺度方面,POI 不仅包括在城市、区
域大尺度的兴趣点,也产生了如室内监控等小尺度

的兴趣点[85];研究内容方面,POI 不仅应用在分析旅

游业空间格局、热门景点布局和影响因素[86] 的研究

中,在旅游线路规划、个性旅游方案推荐、旅游客流

引导等领域应用的有效性也得到验证[87 - 88]。 例如,
Sarkar 等[89]利用 PWP 算法根据游客的兴趣、行程受

欢迎程度和行程费用等设计了一种 POI 多行程推荐

引擎,实现推荐个性化;Gil 等[86] 通过分析来自搜索

引擎的大数据来确定城市居民的兴趣点,分析 POI
与城市要素之间的关系,用以辅助城市规划和旅游

政策的制定。
(2)客观环境数据

客观环境数据主要通过遥感影像、街景图片、气
候气象等数据对旅游地环境进行深度刻画,为旅游

地理环境和旅游人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发

展,遥感影像、街景图片、气候气象等多源数据大量

介入,使得旅游地物理环境的刻画研究更加多维度

和精细化,进而为人地交互视角下旅游者时空行为

的机制探究提供了数据支撑。 例如基于移动定位记

录评估空气污染与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90]、开发沿

海旅游气候指数评估沿海城市的旅游气候适宜

性[91]、测量气候变化对中国城市徒步旅行影响[92]、
模拟与预测景区扩容影响下的土地利用格局[93]、利
用街景图片分析游客感知和周边物理环境之间的关

系[94]等创新研究不断涌现。
3. 2. 3　 地理大数据融合

地理大数据聚合的本质就是不同类型大数据的

信息互补、增强与催生[8]。 地理大数据形式与结构

多样的特征决定了数据融合存在多方面挑战,目前

多源地理信息融合技术主要集中在矢量信息融合、
地址信息一致化、同名实体识别与语义对齐、地理实

体关系构建等方面[95]。 地理大数据的融合为旅游

流、旅游数据集成平台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

思路。 ①利用多源地理数据丰富了旅游流的关联分

析研究,基于游客移动流数据、航班流数据、旅游贸

易数据等数据可以构建和识别旅游地理多元流网

络,分析旅游者动机行为、决策选择行为、旅行行为

和体验行为等方面的时序变化,结合国际关系流、国
际贸易流、全球航班流等可以开展多元流网络的关

联分析[74],例如 Brahmbhatt[96] 使用基于网络度量的

方法研究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流动之间的关系,Sa-
las - Olmedo[97]集合 Panoramio(观光)、Foursquare(消
费)和 Twitter(住宿)3 种数据分析城市游客的数字

足迹等;②基于多源地理异构数据平台的搭建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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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管理更加智慧化,有助于升级政府、旅游目的

地、酒店的管理服务,例如 Fuchs 等[44]设计了一款瑞

典的目的地信息管理系统 DMIS - Are,用于获得有

关游客在目的地旅游行程(旅游前、中、后)的相关信

息,Zhu 等[98] 提出一种基于大数据融合的海洋旅游

地理信息可视化系统设计方案。
4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展望

目前,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 相对于传统数据,大数据规模更大、处理速度更

快、实时性更好、数据价值和数据细节更丰富,尤其

是地理多源大数据涉及地理现象的时间、空间和属

性维度更丰富,时空粒度、时空广度、时空密度、时空

偏度和时空精度的刻画更细致[5],但是在数据质量

的稳定性、数据的隐私性和安全性、技术操作的易用

性、管理存储的便捷性等方面仍在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理论层面上,主要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
游动机理论、旅游需求理论、社会网络等多学科理论

开展研究;数据层面上,用户感知数据、位置数据等

地理大数据的应用处于发展阶段;技术层面上,定量

分析及时空信息分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等自适应性属性信息分析技术有待广

泛引入。 具体包括以下研究挑战及展望。
4. 1　 理论研究有待系统更新

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

引入和发展不仅丰富了地理大数据在旅游学研究的

角度和思路,还为旅游现象以及旅游活动的现象解

释提供了支撑。 尽管与社会科学中公认的理论相

比,地理大数据的理论发展非常有限[17],在解决数据

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仍有很大差距,但是在人

类旅游活动、旅游地理环境、旅游人地关系等方面已

经开始有了一定探索,初步形成了以旅游行为和旅

游流、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和旅游目的地演化机制和营销等为代表的基于地理

大数据的旅游研究理论支撑框架,但在研究范式的

规范性和研究理论的创新上仍有不足(图 2)。
研究范式上,目前大数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

段,也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2]。 在大数据

视角下,世界由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主导,这导致

图 2　 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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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以在旅游大数据研究中而无须依赖底层的

结构化原理或机制,这种现象超出了旅游和地理研

究中强调的传统科学范式[99] 。 如何从精准描述现

象到实现科学理论的惊险一跳仍然有更多空间值

得探索,地理大数据的理论支撑和理论应用研究

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旅游大数据的理论

研究重点可以放在科学的概念范式上,明确与地理

大数据相关的智慧旅游目的地[42] 、旅游地理多元

流空间[74] 等相关概念,建立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

的联系,服务地理大数据研究科学范式的标准化系

统化。
理论创新上,部分理论的使用仍然存在误区,既

要明确理论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也要明晰研究

问题和理论假设[2],需要结合人类旅游活动、旅游

地理环境、旅游人地关系等多方理论内容,从时间、
空间、流空间等视角切入,创造基于“过程 - 结构 -
机制”的中国旅游地理解释体系[100] 。 ①在时间维

度上,一方面非线性、不确定及多元的旅游事件时

序特征精细化刻画以及旅游事件之间的反演、预测

与延伸成为有待解决的议题之一,包括公共卫生事

件[49] 、大型体育赛事[101] 、自然灾害等;另一方面旅

游场景数据信息的密度和精细度进一步增强,迫使

旅游场景研究需要从独立事件向整体性和系统性

转向,也有待引入心理学、环境学等其他学科的理

论,丰富大数据背景下旅游场景的研究范式及方法

论。 ②在空间维度上,一方面地理大数据凭借着低

成本、宽覆盖、高时效的数据特点,使得旅游事件的

群体性、大场景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多样化的

微观空间研究更加聚焦,未来需要综合多种开放数

据在更精细的空间尺度上进行分析,如开展功能空

间之间(例如酒店、景点、机场、旅游购物点等室内

场景与地理空间信息相结合)的游客流动的网络结

构和流动规律、以及超越“此时此地”空间性的游

客行为模拟预测研究,以及旅游者在与旅游场景

(消费、管理、营销、服务)交互过程中[102] 产生的行

为差异、心理波动、生理表现等内容。 ③在流空间

的维度上,目前地理流[103] 和旅游流[35] 的概念、模
式分类和应用探讨已经十分深入。 未来一方面有

关构建和识别旅游流或地理流的空间统计理论仍

有待突破[103] ,另一方面旅游地理多元流的关联分

析有待进一步深化,例如从国际关系、国际金融、节
事管理、人口社会学等多领域理论出发,探索国际

关系、国际贸易、旅游人口移动、旅游交通网络等因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74] ,建构旅游地理

多元流的知识图谱。
4. 2　 多源数据有待深度融合

基于前人的研究,人类旅游活动 / 行为数据和

旅游地理环境数据的分类涵盖了绝大多数的数据

类型,但仍有一些其他渠道的大数据因场景不同而

具备多种属性,较难准确归类,地理大数据数据分

类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 同时随着多源大数据表

现出质度和量度的优化态势、多源数据的时空融合

趋势和“大数据 + 其他数据”的组合互补等逐渐成

为旅游学研究中重要的数据来源,这既可以发挥地

理大数据的高精度优势,也可以结合其他数据在非

空间维度的优势,让旅游机制揭示更微观、更具体。
但是,在研究样本方面,旅游研究对象的准确性对

数据收集和解释偏差的要求增加。 目前旅游研究

领域较为常见网络文本数据(微博、Twitter 等)也仅

能代表人群中的一个特殊子集[104 - 105] ,例如基本位

置检测方法可以在旅游监测中实现高精度,但存在

高估游客数量、对用户的性别不敏感等问题[106] 。
在数据规范性方面,随着对数据隐私、数据质量的

要求增强,数据在网上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道德规范

方面更需要详细的规范与制约,不能仅仅因为数据

表面公开而忽视对研究伦理的评估过程。 同时,地
理大数据的数量、类型与格式的不断丰富,也给存

储、管理、处理、分析以及数据质量验证等方面带来

了挑战[107] 。
基于以上的研究挑战,地理大数据的融合既要

注重多源数据样本的获取,也要建立数据获取规范

和评价体系。 ①在研究样本方面,未来可以基于大

数据的时间信息、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对旅游行为

时间演变、旅游景区游客感知等社会人文特征进行

机制揭示和规律挖掘,但是对于旅游景区物理环境

及旅游者个体属性的信息挖掘及特征感知则需要引

入其他数据,例如基于遥感影像的光谱特征、纹理特

征、形状特征等数据信息,进行旅游景区地物类型、
植被覆盖指数等环境变量的提取,进而弥补大数据

在物理环境刻画上的不足[108];而针对大数据在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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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年龄、性别、喜好等个体特征维度的信息缺失,可
以融合大数据与用户画像数据,打破地理大数据这

一“窄”数据维度信息不足的研究局限性,实现了从

人地二元独立到人地交互结构性转变,进而为探究

旅游研究中的人地交互机制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数

据。 ②在数据规范方面,需要建立针对旅游目的地、
旅游者、旅游流等不同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转换、时
间序列存储、属性信息更新等地理大数据的获取规

范和评价体系,并加强数据隐私性、规范性和适用性

审查。 另一方面,建立服务于旅游研究的地理大数

据的计算框架与地理大数据集成技术平台也应受到

广泛关注[109 - 110]。
4. 3　 分析技术有待创新突破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空间分析、地
理数学模型等数据分析技术的不断引入,基于地

理大数据的大规模、高精度的旅游现象定量化感

知逐渐成为旅游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 目前在

地理大数据的分析中,Lyu 等 [17] 已经较好地总结

了现阶段有关 UGC 数据分析、设备数据分析和交

易数据分析的主流方法和技术流程,数据分析基

于信息科学技术基础逐渐规范。 而由于旅游场景

的复杂性与系统性,旅游现象除了简单的时空一阶

特征,还应表现为旅游者之间的社交表达以及旅游

者与旅游环境之间时空交互等地理大数据所体现

的二阶特征,现有的分析技术也有待向提高分析方

法自适应性[111] 、引入旅游现象特殊性变量涉入的

方向转变[112] 。
未来地理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创新在旅游领域可

以从时间信息分析、空间信息分析、属性信息分析 3
个方面进行突破。 ①在对地理大数据的时间信息分

析方面,连续时间序列下的旅游事件分析、客流预

测、长期趋势变动已被广泛应用,但是仍需加强旅游

事件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及预测精度的相关研究,如
面向多元时间序列的预训练增强研究[113]、突发事件

对旅游影响的时间序列下的不均匀性特征等[49]。
②在对地理大数据的空间信息分析方面,核密度分

析、最短路径分析、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空间

分析技术已被广泛应用,而现有分析技术自适应性

不强,难以实现更精准的、自发的、主动的、针对性

的、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推荐和旅游导引。 为此,在后

续研究中,需要针对旅游目的地的研究环境和旅游

者个体的数据集特征,引入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现

技术研究参数的自动调整和适应。 例如:在基于聚

类分析技术开展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的研究

中,可以根据旅游目的地的道路、河流、资源的空间

分布关系,建立人地交互下的空间聚类分析模

型[114];在基于核密度分析方法开展旅游资源空间分

布模式研究中,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源类型和路网约

束,自适应确定不同的搜索半径参数[115]。 多源地理

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的结合成为研究的新趋势,采
用新颖的空间估计方法产生了一个新的维度来调查

跨景点的目的地内需求,来自邻近景点的游客流量

溢出对景点需求有显著影响,客流溢出效应的强度

和方向因景点位置而异[116],这可以为决策者优化游

客流量提供经验证据。 ③在对地理大数据的属性信

息分析方面,现有的旅游环境情感表达和地理认知

分析技术往往直接调用计算机或地理信息领域成熟

的技术与方法,忽略了旅游现象研究的特殊性和认

知环境变量的涉入。 基于地理大数据的旅游领域研

究需要紧跟自然语言处理的前沿技术,如加强面向

旅游情景的旅游文本模型训练集建设[117],提高冰雪

旅游、海上冲浪等旅游场景的图片识别精度[118] 等。
尤其是对于非结构化的社交媒体和多源数据,在将

数据转化为时间序列进行预测之前,仍需在文本挖

掘、情感分析和社交网络分析等方面取得方法论上

的进步[119]。
5　 结论与讨论

首先,在理论方面,通过介绍人类旅游活动 / 行
为数据和旅游地理环境数据的相关文献和案例,参
考旅游地理学、旅游行为学等研究梳理了地理大数

据在旅游领域(人类旅游活动、旅游地理环境、旅游

人地关系)的理论支撑重点。 其次,在应用层面概括

阐述了 UGC 数据、设备数据、交易数据、POI 数据、客
观环境数据等地理大数据在旅游领域的创新应用。
最后,从理论研究更新、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技术突

破 3 个方面阐述了研究展望。 在理论上需将自下而

上的科学研究范式标准化系统化,结合不同的事件

和场景探索丰富旅游学的理论边界,数据上有待向

大数据与其他数据的互补结合转变,分析技术有待

向提高分析方法自适应性、涉入旅游现象特殊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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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方向转变。 由于文献收集等方面的局限性,本
文在文献内容、数据分类、理论梳理、技术分析等方

面仍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待后续研究进行补充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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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Geodata in Tourism Research:Innovative Application,
Disciplinary Influence,and Research Prospect

Jiang Yiyi　 　 Gao Jie　 　 Guo Jiaming　 　 Xu Haibin

Abstract:The way we capture and analyze human activity and behavior is changing because of big data. A variety
of new data sources have emerged to supplement the official data,offering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data with potential ap-
plication value for the research of tourism and leisure while overcoming the common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data in tra-
ditional tourism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ontier of big geodata,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eographic multi - source big data at three levels:human tourism activities,tourism ge-
ographical environments and destination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s and tourist destinations. This paper sum-
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geodata,such as human tourism activity data( e. g. ,UGC data,device data,transaction
data)and tourism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ata(e. g. ,POI,environmental data)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big geodata in three aspects: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ory,multi - source data fusion,and analysis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ory,there is the requirement for standardize and systematiz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 by combining different events and scenarios to create an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Chinese tourism ge-
ography based on " process - structure - mechanism" . In terms of multi - source data fusion,the combination of big da-
ta and other data is necessary. In terms of analysis methods,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analy-
sis methods and incorporate the specific variables of tourism phenomena.

Key words:big geodata;tourism geography;UGC;travel behavior;theoretical application;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data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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