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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生态旅游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迅猛的增长势头，年增长率高达25% ～ 30%，显示出其已经成为世界性

旅游的潮流，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旅游选择。本研究旨在通过文本挖掘技术，深入分析生态游游客的需求

与偏好，旨在为生态旅游业提供定制化服务策略。选取携程旅游网站内丰富的生态游景点信息作为数据源，运用

BeautifulSoup4爬虫框架获取杭州景区游客的评论、星级评价以及旅游时间等原始数据。采用 Pandas 和 NumPy 进

行数据预处理和分析，结合中文分词工具 Jieba，对游客评论进行深度挖掘，通过百度情感分析大模型 NLP 分析从而

揭示游客对生态旅游的真实态度与情感倾向。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对生态旅游的喜爱程度日益增加，对景区服务质量

的关注也在不断提升，这有助于理解现代游客在生态游中的行为模式，为旅游业提供定制化服务策略，同时推动生态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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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eco-tourism has seen a rapid growth worldwide, with an annual increase of 

25%~30%, marking it as a global tourism trend and offering diverse travel options. This study uses 

text mining to analyze the preferences of eco-tourists, aiming to provide tailored services for the 

eco-tourism industry. We sourced data from Ctrip's website, employing BeautifulSoup4 to extract 

comments, ratings, and visit times from Hangzhou attractions. Using Pandas and NumPy for analysis, 

along with Jieba for Chinese segmentation, we delved into tourist feedback. The Baidu NLP model 

revealed tourists' sentiments towards eco-tourism. Results indicate growing affection for eco-

tourism and rising concern for service quality, guiding customized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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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生活品质提升，生态旅游受广泛关注，年增长率达25% ～ 30%。但快速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如服务质量不一、生态保护与体验矛

盾、游客需求多样性等，影响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生态旅游、找出问题和解决方案尤为重要。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下，大数据技术为

解决问题提供新思路。通过分析大规模数据，深入了解游客需求和行为，为景区提供科学服务策略 [1]。本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

和偏好，揭示真实态度和情感倾向，为生态旅游规划、管理、市场营销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并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理性视角

和方法。

一、文献综述

生态旅游概念由墨西哥专家谢贝洛斯·拉斯喀瑞在1983年提

出，并在1986年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得到确认，此后受到广泛关注

并快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生态旅游稳步增长，成为

旅游业的热点。随着科技进步，大数据和文本挖掘技术在生态旅

游中得到应用，如分析社交媒体和在线预订数据，以揭示游客偏

好、趋势和客流量，为景区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2]。这些技术的应用

有助于理解游客需求，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BeautifulSoup4爬虫框架从携程旅游网站抓取

杭州景区的游客评论、评分及旅游时间等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

游客的真实态度和需求，是文本挖掘的理想数据源。在采集过程

中，我们用 Python 编写的爬虫程序访问并解析了多时段的网页数

据，确保了数据集的多样性。通过 Pandas 和 NumPy 对原始数据

进行预处理，包括清洗、缺失值处理和去重 [3]。然后，利用 Jieba

中文分词工具对评论进行分词，为后续分析打下基础。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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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百度的 NLP 大模型来识别经过预处理的游客评论中的情感

倾向，包括正面、负面和中性情绪。通过汇总分析评论的情感标

签，本研究可以定量和定性地了解游客对杭州生态旅游景点的满

意度及其变化趋势，并为景区提供改进服务的具体方向 [4]。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有效地制定市场策略与资源分配，本研究对游客的来源

地进行了深入分析，了解游客的地理分布，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

游客来自江苏省和广东省显示出较强的地域集中性。此外，来自北

京地区也呈现出稳定的游客增长趋势，成为潜在的重点市场 [5]。

通过分析不同时间段的游览时间显示，到2022年生态游的游

客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游览时间在夏季和秋季较长，尤其是在

暑假和国庆假期达到峰值。相比之下，春冬两季的游览时间相对

较短，特别是在非假日时段 [6]。

在基于词频－逆文档频率（TF-IDF）算法提取的关键词中，

选取前500个生成词云图，如图3所示。在词云图中，所选取的

500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字体就越大。由此发现杭州生

态景区相关讨论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地点和评论：“西湖”“景

色”“雷峰塔”“值得”“杭州”等出现频率较高，表明杭州作为

著名的生态旅游地区，是公众讨论的热点之一，特别是关注其作

为观赏地及其价值 [7]。

 > 图1 关键字云图

（二）评论数据情感分析

1. 评论分析

（1）情感倾向分析

在情感倾向分析中，本研究首先对原始评论数据进行去重处

理，以保留有价值的信息。通过 pandas 库的 drop_duplicates 方

法，从10000条评论中移除了118条完全重复的数据，剩余99882

条独特评论。为保证数据质量，将评分转化为正面和负面标签，

并将非实质性的数字和字母以及与生态旅游景点评价无关的高频

词如“杭州”“乌镇”等剔除，以清洗数据 [8]。同时研究采用基

于词典的匹配方法，利用知网发布的“情感分析用词语集（beta

版）”进行情感分析。该词典包含正面和负面的情感词汇，经过

优化后，加入了“好评”“差评”等网络购物相关的词汇，以适应

研究场景。每个词汇根据情感倾向被赋予权重，正面词汇为1，负

面词汇为 -1。分词后，使用 merge 函数将分词结果与情感词典进

行匹配，识别出评论的情感倾向。为直观展示分析结果，研究进

一步使用 wordcloud 生成正负面评论的词云图。这种方法不仅提

高了情感分析的准确性，也使得结果更为直观，有助于理解游客

对生态旅游景点的真实感受和偏好 [9]。

 > 图2 正面评论词云图

 > 图3 负面评论词云图

（2）情感倾向分析预测

为了进一步查看情感分析效果，假定用户在评论时选了好评

的标签，而写了差评内容的情况，比较原评论的评论类型与情感

分析得出的评论类型，绘制情感倾向分析混淆矩阵：

表1 情感倾向分析混淆表

neg pos All

实际
neg 228 141 369

pos 29 591 620

All 257 732 989

通过比较原评论的评论类型与情感分析得出的评论类型，基

于词表的情感分析的准确率达到了74.01%，证明通过词表的情感

分析去判断某文本的情感程度是有效的 [10]。

2. 主题分析

潜在狄利克雷分配，即 LDA 模型，用于识别大规模文档集或

语料库中的潜在隐藏的主题信息。基于相似度的自适应最优 LDA

模型选择方法，确定主题数并进行主题分析。实验证明该方法可

以在不需要人工调试主题数目的情况下，用相对少的迭代找到最

 > 图4寻找最优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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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主题结构 [11]。使用 LDA 主题模型，找出不同主题数下的主题

词，每个模型各取出若干个主题词，合并成一个集合。生成任何

两个主题间的词频向量，计算两个向量的余弦相似度，值越大表

示越相似；计算各个主题数的平均余弦相似度，寻找最优主题。

对于正面评论数据，当主题数为2时，主题间的平均余弦相似

度就达到了最低。因此，对正面评论数据做 LDA，可以选择主题

数为2；对于负面评论数据，当主题数为2时，主题间的平均余弦

相似度也达到了最低。因此，对负面评论数据做 LDA，也可以选

择主题数为2。

表2 正面评价潜在主题表

Topic1 Topic2

西湖 值得

不错 景色

太 美

古镇 玩

真的 地方

夜景 推荐

酒店 门票

晚上 体验

时间 特别

想 江南水乡

表3 负面评价潜在主题表

Topic1 Topic2

差 票

走 门票

太 体验

地方 坐

点 太

进 排队

路 小时

船 真的

不值 工作人员

失望 游客

四、讨论

从来源地分析，江苏和广东游客占较大比例，显示这两个地

区居民对杭州生态游兴趣高。北京地区虽增长但有差距。季节性

分析显示，夏秋季是游览高峰期，尤其在暑假和国庆假期，而春

冬季节相对较短，尤其在非假日时段。这可能与季节气候有关，

夏秋季气候适宜出行，春秋则可能因天气影响出行意愿。从游览

时间趋势看，2022年生态游游客明显上升，说明疫情后期人们亲

近自然、体验生态环境需求增加。夏季和秋季游览时间较长，符

合学生暑假和国庆节旅游高峰。关键词云图显示，“西湖”“景

色”“雷峰塔”等地标性词语出现频率较高，表明这些景点在杭州

生态旅游中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值得”一词频繁出现，暗示游客

对杭州生态游整体评价较正面 [12]。

评论数据的处理显示，通过去重和清洗后，保留了近十万条

有效评论。情感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词表的情感分析准确率达到

了74.01%，这是一个相对较高的准确率，说明该方法能有效区分

评论的情感倾向 [13]。LDA 主题模型的应用进一步揭示了正负面评

论的潜在主题，为理解游客的具体需求和不满因素提供了更深入

的视角。通过 LDA 模型识别出游客关注的主要话题。例如，在正

面评价中，“西湖”“景色”“值得”等词汇频繁出现，而在负面

评价中，“差”“不值”“失望”等表达不满的词汇较为集中。这

种信息有助于旅游管理者针对性地改善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 [14]。

五、结论

研究显示，生态旅游的受欢迎程度在提升，游客更加关注景

区服务质量，尤其是杭州西湖地区。高峰旅游时段集中在七八月

份，游客追求性价比。情感分析揭示，游客主要关心价格、卫

生、体验和服务等方面 [15]。因此，发展生态旅游应考虑：一是利

用本地资源制定独特旅游战略，避免盲目模仿；二是减少硬件建

设，注重旅游的体验性和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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