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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cenic spot and aboriginal residenc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town tourist destination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reg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rough the real network evaluation of tourists, through ROST software, using the network text analysis method, taking 
Heshun Ancient Tow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aking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terprets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shun Ancient Town. The study found that tourists’ perception of Heshun Ancient Town was 
dominated by positive emotions, and four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first,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shape its own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second, integrate all kinds of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eshun tourism; Thir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spots; Fourth,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scenic spots and improve tourists’ travel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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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镇旅游地作为景区兼原住民居所，独特的特质是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影响了各个行业的发
展形态。本研究通过游客真实的网络评价，通过ROST软件，采用网络文本分析法，以和顺古镇作为研究对象，以游客体
验为研究视角，解读和顺古镇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发现，游客对和顺古镇的感知以积极情感为主，针对分析结果本研究提
出四点优化建议，第一，坚持文旅融合，塑造自身的旅游特色；第二，整合各类资源，提高和顺旅游竞争力；第三，完善
配套设施，增强景区发展机动力；第四优化景区管理，提升游客旅游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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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1.1 传统古镇旅游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休闲意识逐渐增强，节

假日去古镇旅游逐渐成为一个旅游热潮。在此背景下，传统

古镇的景观建设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研究游客对古镇旅游

的感知对促进古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古镇旅游业的

发展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何更好地利用传

统古镇的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成为传统古镇旅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1.2 旅游形象感知
旅游形象感知是指游客在旅游目的地过程中或者结束

后，通过自己的旅游参与体验，对其旅游目的地的风景、服

务、基设及其饮食等方面形成的主观印象、情感反应和综合

评价。旅游形象感知是游客旅游质量和游客满意程度的重要

衡量指标，其感知反映了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吸引力和景区建

设是否达到了游客的满意程度，对于景区的管理和开发具有

重大作用。

1.3 网络文本分析法
网络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对网络游记、旅游点评等内容，

结合计算机科学软件、语言处理、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从

非结构化的网络文本提取的信息内容中进行深入分析，挖掘

文本中潜在包含的情感、观点、话题等方面的信息，并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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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结论的方法。本研究通过 ROST CM6 软件的各种功能，

对网络文本涉及的内容和信息进行数据预处理、词频数据分

析等，最终得出游客对该研究景点的感知情况。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选取

2.1.1 研究对象选取
和顺古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市，建于明朝，是云南著名

的侨乡，特殊地理位置，使得中原文化、西洋文化、南诏

文化、边地文化这里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风格 [1]。

2003 年的时候，和顺古镇被《中国国家地理》、《时尚旅游》

等媒体推荐为“人一生要去的 50 个地方”之一，《我的团

长我的团》和《北京爱情故事》等影视剧也曾在这里取景。

2024 年，腾冲和顺古镇景区正式晋升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腾冲“一城双 5A”时代正式开启。

2.1.2 网络文本选取
本研究选取了网络上权重靠前的旅游网站携程、小红

书、大众点评、去哪儿网、微博等平台发布的游记、旅游攻

略和游玩心得。采集了关于和顺古镇 2022 年 1 月到 2024 年

8 月之前所有的游记数据，并对游记内容中记录的体验、交

通、景点和消费等进行收集和分析。通过网络文本抓取技术，

以和顺古镇为关键词，选取不同网站和不同维度的游记来保

障网络文本的代表性和普适性，一共 216 篇。

2.1.3 网络文本处理
对从网络选取的初始文本筛选出图片和文字都有的游

记共 216 篇，删除其中的商家广告帖子，选出真实的游客体

验帖子共 168 篇。然后统计整理帖子中的文字内容，去掉一

些无意义的文字并对文本进行修改，以及对意思相近的词语

进行统一整合，保证其文本内容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2.2 研究方法分析
本研究通过文本分析内容法用 Rost CM 软件对选取的

和顺古镇游记帖子进行分析，筛选出高频词、关键词和情感

词汇等，将语言文字变为数据信息，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进而得出和顺古镇旅游形象感知结果。

3 游客对和顺古镇的形象感知分析

3.1 和顺古镇的旅游感知高频词特征分析 

3.1.1 高频词统计分析
高频词统计可以反映游客在旅游时的关注点和游玩评

价。本研究运用 ROST CM6.0 软件对收集到的网络文本进

行词频统计，将“一个”、“可以”、“也有”等无明显意

义的词语去除分析文本后，选取了出现次数前 100 的高频词，

按频数进行排列整合 [2]。

从排名前十的高频词分析，“古镇”和“和顺古镇”

排在第一和第二位，说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感知程度最高；

“很好”排在第三位，说明大部分游客对和顺古镇的感知评

价都是正向的；“早市”“好吃”“稀豆粉”分别排在第四位、

第六位、第七位，说明游客对和顺早市里的食物喜爱度较高；

“建筑”“特色”排在第五位和第十位，说明和顺古镇的建

筑及其特色对游客有较强吸引力；而“商业化低”排在第八

位，表明游客认为和顺古镇保留了原始古镇的特色，保证古

镇物价的合理性。

3.1.2 高频词网络社会语义
本研究利用 ROSTCM6.0 软件将搜集的网络文本进行

分析后，对形成的高频特征词进行构建并生成可视化社会网

络语义图，进一步探讨网络文本蕴含的更深层的信息和含

义。“和顺古镇”“古镇”等词处于核心位置，反映了游客

在选择旅游地点的时候认知很明确；“早市”“建筑”等词

处于次核心的位置，反映了和顺古镇的主要游玩特点；“好

吃”“很好”“稀豆粉”“青石板路”处于较外围的位置，

是对核心及次核心高频词的向外延伸，反映了游客对和顺古

镇当地美食和独有的风景的感知。通过内外层结构视角可进

一步明确游客对和顺古镇的整体旅游感知。

3.1.3 游客感知
游客对于和顺古镇的情感感知是和顺古镇景区形象感

知的最直接的感受和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对收集到的网络

游记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将游客情绪分为积极情绪、中性情

绪和消极情绪三个方面，又将积极和消极情绪进一步分成一

般、中度、高度三种强度。根据统计可知，游客对和顺古镇

的积极情感占比最高，占 78.88%，消极情感占 20.50%，中

性情感仅占 0.62%。

积极情绪中，一般强度（19.88%）、中度强度（23.60%）、

高度强度（35.40%），高度强度占比最多，说明游客对和

顺古镇的旅游满意度程度较高，对和顺古镇旅游目的地产生

的情感主要以积极情感为主。游客的积极正面感知与词表高

频词表中积极词汇所做的积极感知云图中“商业化低”“很

好”“舒适”“很美”等积极感知词汇相呼应，主要是游

客对古镇景点和古镇氛围的喜爱以及对古镇商品物价等的

认可。

消极情感虽然占比不高，但也影响了游客的旅游评价，

消极原因需引起景区管理的高度重视。根据高频消极词汇可

知，游客产生消极情感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门票收费问题。

“门票 55 元”居于第 26 位，“门票”居于第“33”位，都

处于中等靠前的位置，说明和顺古镇的门票及其收费问题存

在一定的问题。国内大部分古镇都是免门票的，很多游客对

收门票不满意，此外还有不少游客认为 55 元票价略贵。二

是景区管理方面。和顺古镇还尚未完全开发，道路狭窄且停

车位置较少，造成古镇小巷的车辆拥堵，对行人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三是旅游活动。和顺古镇的主要特色是历史悠久的

古镇文化，很多人在游玩时只将其视为普通旅游景点，忽略

了古镇历史深厚的魅力。

3.2 和顺古镇的旅游感知要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游客对和顺古镇的各种旅游要素感知，



158

文化艺术创新·第 08卷·第 02 期·2025 年 04 月

将高频词分为旅游环境、旅游吸引点、旅游基设和服务、旅

游体验四个方面。

3.2.1 旅游环境
在旅游环境方面，提及频率高的特征词有“商业化

低”“烟火气”“环境”“安静”等，这些词出现的频次分

别为：105 次、80 次、79 次、70 次，在旅游感知总词频所

占的比例为 16.9%，从旅游环境特征词的频次和提及比例可

以看出，游客给予旅游环境的关注度较高 [3]。游客选择古镇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渴望体验远离

城市的宁静安逸的生活，因此去古镇的游客很注重古镇的整

体氛围，游客对和顺古镇的悠久历史和宁静淳朴的环境感知

度较高。

3.2.2 旅游吸引点
旅游吸引点的关键特征词占词频总数的 41.8%，旅游

吸引点的感知要素占比最高，说明游客对旅游吸引物类最为

关注。其中“早市”“建筑”“青石板路”“野鸭湖”等特

征词出现的频次分别为 127 次、114 次、90 次、88 次，说

明自然景观累对游客的吸引力最大；其次，游客对和顺古镇

的美食类较为关注，稀豆粉、咖啡、咖啡店等词频较高；人

文景观方面，游客重点关注和顺图书馆、宗祠、百年菜街等，

这些地方都承载记录了和顺古镇的历史，满足了游客对传统

古镇的向往。

3.2.3 旅游基设和服务
在旅游基设方面，游客关注最多的是古镇的交通和民

宿，“民宿”和“古镇里”分别提及 82 次和 55 次，说明游

客在选择住宿时会偏好方便游玩的古镇。此外，不少游客提

及到了“出行”“不方便”“道路”“狭窄”“停车”等词汇，

说明游客对和顺古镇的道路狭窄和停车问题较为关注，古镇

在交通方面还有待改进。在旅游服务方面，门票被提及次数

较多，游客对门票问题关注度较高，非免费门票和 55 元的

票价降低了游客的旅游意愿。

3.2.4 旅游体验
在旅游体验方面，游客的整体感知通过“很好”“好

看”“有趣”“舒适”等特征词可以看出是属于积极的、肯

定的情感，表达了游客来和顺古镇旅游的整体评价是正向 

的 [4]。从旅游的节奏来看，大多数游客都选择了慢节奏地游

玩，融入其中享受“惬意”“舒适”的古镇生活。从游客的

旅游活动来看，“好吃”“特色”“拍照好看”说明体验当

地的特色，品尝美食以及拍好看的照片是游客关注的主要活

动方式。其中“无聊”说明部分游客在游玩到一定时段，渴

求一些更具新鲜感的旅游体验。

4 和顺古镇的游客感知形象提升及旅游发展
策略

4.1 坚持文旅融合，塑造自身的旅游特色
党的二十大提出文旅融合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目标，

坚持文旅融合对我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

和顺古镇是一个悠久历史的传统古镇，拥有丰富的多元文

化，历史沉淀，源远流长，古镇管理方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将

古镇自身的古朴气质和古镇的旅游业相结合起来，因此古镇

管理方需要最大程度地保留古镇的传统格局和原有的历史

风貌，将和顺古镇打造成为拥有多元文化和璀璨历史的传统

古镇形象，增加在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4.2 整合各类资源，提高和顺旅游竞争力
和顺古镇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丰富且多样，但

是和顺古镇旅游业发展缺乏科学指导。古镇旅游管理方要将

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将古镇传统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与旅游

业、文创产业等各方面结合，发挥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和顺

的文化底蕴，推动和顺的特色文化历史与优秀文化产品产业

相融合。将电视剧和杂志带给和顺古镇的网络数媒资源合理

利用，推广属于和顺古镇的“网红”旅游路线，为游客提供

只有在和顺才能体验的旅游体验，提高和顺古镇的旅游吸

引力。

4.3 完善配套设施，增强景区发展机动力
人们生活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元化，比起单纯地追

求物质，游客更在意游玩时的精神和心理感受。首先，针对

游客提出的不好停车、出行不便的问题，和顺古镇需要规

范停车范围和出行规则，增加停车场的范围或者建新的停车

场，让游客到了景点即可游玩；其次，要完善古镇里面及其

周边的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厕所和公共休息区，可以

提升游客对景区服务的好感，从景区根本提高景区的发展

动力。

4.4 优化景区管理，提升游客旅游满意度
从搜集到的网络文本数据来看，古镇的门票收费是游

客重点关注的问题，和顺古镇是由第三方公司承包的，收取

的票费最后为多方平分导致票价较高。因此承包公司方应与

和顺古镇管理方进行商讨，通过其它旅游消费途径盈利，例

如研发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如文创冰淇淋、原创书签、冰箱

贴等等 [5]。景区服务好坏也是衡量一个景区管理水平的标准，

要加强景区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可以提高游客对景区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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