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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宿作为分享经济在旅游领域发展的新业态"为旅游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休闲方式%

为了深入剖析影响旅游者民宿体验感知的关键因素"利用网络爬虫技术采集I5+W,W 用户评论数据

作为研究样本"依循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及选择式编码的三重过程"构建了旅

游者民宿体验感知模型(借助SL;Y0XJC& 软件从旅游者的正面评价及负面评价中提取高频特征

词"分别对旅游者积极感知和消极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将城市民宿与乡村民宿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旅游者对民宿体验的感知贯穿于旅游前期待体验.旅游中感受体验.旅游回味体验这

^ 个阶段"由体验期望$体验前准备$民宿周围环境$民宿核心场景体验$体验后评价等 $ 个维度构

成(旅游者对城市民宿及乡村民宿的积极感知因素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

文化环境$民宿特色和主客互动等方面(而消极感知因素具有差异性"配套设施和卫生条件是旅游

者对城市民宿体验消极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旅游者对乡村民宿的消极感知受到地理位置$基础

设施及配套设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I5+W,W(网络文本数据(民宿(体验感知(扎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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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已

经渗透到各行各业#不断改变着市场业态和人们消

费理念$ 作为分享经济在旅游领域的典型代表#民

宿通过将闲置的民居资源分享给旅游者#并为其提

供多元有趣的生活方式#其非标准化的特征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旅游者追求高品质及个性化的体验

需求$ 旅游者对民宿的体验感知显得尤为重要$

(民宿)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国外#一般是指

NiN!N7> -,> N+7-c/-89"#也有学者习惯将其称为

K)897.# a-P5.:1)97.# K)P789-:# F*7891)*87等$ 国

内对于民宿的概念尚未统一#对于民宿及民宿旅游

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大部分学者研究民宿时借鉴

台湾地区有关规定#认为民宿是利用自由住宅空

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

村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来提供旅

客乡野生活之住宿处所/!0

$ 本研究认为#民宿是指

利用闲置的居民用房-农村宅基地-集体用地等民

居资源#在融合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整合其他旅

游业态的基础之上#通过居民自主经营#为旅游者

提供一种区别于日常的生活体验方式#打造主客交

互-情景交融-特色鲜明的社区空间#来满足旅游者

住宿餐饮-度假休闲-情感交流等个性化需求的旅

游目的$

旅游者作为民宿体验最直接的感知主体#其体

验感知究竟如何.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民宿旅游

者的体验感知呢. 研究旅游者民宿体验感知#能够

深入了解旅游者民宿体验需求及满意程度#对于合

理开发民宿旅游资源-提升民宿旅游体验品质-促

进民宿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一%相关研究进展

##查阅文献发现#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民宿

的相关研究比较成熟#研究内容主要从宏观-中观

和微观 ^ 个层面展开$ 宏观层面集中在民宿产业竞

争态势分析及发展预测/%D̂0

&中观层面主要体现在

民宿企业的管理策略及经营绩效/ED$0

&微观层面聚

焦于民宿业主与顾客的关系互动及民宿旅游者行

为等/JD'0

#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的民宿研究逐渐成为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如林志钧等研究住宿动机-住

宿体验及网络口碑三者之间的关系/H0

#董孟修研究

认为民宿体验主要分为住宿-人情-所在地和活动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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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0

$ 目前国内其他学者们对民宿的研究主

要有民宿资源开发现状与发展模式/!&D!!0

-民宿设

计/!%D!^0

-民宿旅游消费者行为/!ED!$0等$ 研究方法以

简单的描述性和解释性分析及定量研究为主#较少

采用内容分析法等定性研究$

尽管有学者已经提出民宿旅游是一种生活方

式的提供和一种旅游心情分享的(趣体验)

/!J0

#民

宿这一旅游产品的发展必然要以体验为主#包括视

觉-嗅觉-听觉-知觉等多方面的体验/!'0

$ 游客感知

与体验基础上的质量评价是民宿研究的重要

方向/!H0

$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收集

IO运用扎根理论的缘由

构建旅游者民宿体验感知的评价模型#实际上

就是在讨论(影响旅游者对民宿旅游地体验感知的

因素有哪些)$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民宿旅

游者看法不一#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大量的旅游

者观点#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最终得出共识性

的结论$ 这种带着问题从原始资料着手#最终形成

理论观点的解决问题思路恰好符合扎根理论的研

究逻辑$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具有科学程序-便于操

作的定性研究方法#最早由F.-87+和 ;9+-*88在 !"J'

年提出并在之后逐步完善$ 该方法是一开始就带

着研究问题#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

归纳出概念和范畴#然后由此上升到理论#是一种

从下往上建立理论的方式/!"0

&是一个不断提出问

题-反复比较-建立分类和联系-发现理论的过

程/%&0

#它注重(发现逻辑)而非(验证逻辑)

/%!0

$ 因

此#采用扎根理论对搜集的内容文本进行质性分

析#可以避免实证范式下经验性观念或预设性理论

模式对所用资料和所得结论范围的 (程式化)

限制/%%0

$

JO样本采集

由于在线点评是在旅游者感知所见所闻的基

础之上#通过交互平台撰写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感

受#资料具有多样性-真实性和代表性的特征#能够

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态度和情感/%^0

$ I5+W,W !爱彼

迎"是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民宿预订与旅游短租平

台#已覆盖国内大部分地区#房源越来越丰富#成为

旅游者预订民宿的重要渠道$ 因此#本研究选取

I5+W,W 在线点评这一网络文本数据作为样本来源#

将浙江莫干山-云南大理-厦门鼓浪屿-北京和安徽

歙县 $ 个地区作为案例地#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的考虑%第一#五地分别处于中国东西南北中 $ 个地

理区位#且在民宿旅游中都具有代表性&第二#五地

民宿类型不尽相同#既有依托古镇古村落的乡村民

宿#也有在知名旅游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城市民宿$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采集 I5+W,W 网站中这 $ 个地区

民宿的点评数据!截至 %&!' 年 $ 月 %& 日"#并将原

始数据中的非中文点评-重复点评-无实质内容的

点评!比如(很好)(不错)等"剔除#经过整理#一共

有 E J"& 条点评作为最终研究样本$ 表 ! 展示了选

取样本的基本情况$

从样本数量上来看#各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性#这主要与地区游客规模-入驻 I5+W,W 网站的民

宿数量及时间跨度等因素有关$

#二$样本的处理与分析

IO开放式编码!概念化与范畴化

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样本资料逐步进行概念

化和范畴化的过程$ 基于(不带任何主观预设与偏

见)的原则#对原始文本进行多次整理分析#将完整

的句子(碎片化)为概念化的一个个小标签&并对这

些概念进行反复对比#整理与归纳#将一些性质相

似-同属于一种类型-彼此之间有关联的概念聚类

成范畴#最终得出了 %" 个范畴#分别是网络宣传-民

表 I 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

序号 地点 民宿类型 点评数量_条

! 浙江莫干山 乡村民宿 ^EH

% 云南大理 乡村民宿 ! 'EH

^ 厦门鼓浪屿 城市民宿 E$J

E 北京 城市民宿 ! ""J

$ 安徽歙县 乡村民宿 !E%

总计 E J"&#

)$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 卷#第 $ 期



宿形象-口碑宣传-旅游偏好-旅游动机-出行方式-

目的地选择-行程安排-旅游同伴-地理位置-基础

设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民间艺术-饮食特色-当

地居民-建筑风格-民宿特色-主客互动-配套设施-

卫生条件-个性化服务-愉悦心情-期望差异-生活

体验-乡愁与怀旧-自然回归-幸福沉淀-地方依恋

等#这 %" 个范畴成为影响民宿旅游者体验感知评价

的重要因素$ 概念化与范畴化演绎过程如图 !

所示$

JO主轴式编码!挖掘主范畴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各范畴的内

涵与属性对独立的范畴进行归类#从而发现不同范

畴之间的潜在关系#再进一步提炼出主范畴$ 经过

编码分析#最终总结形成 $ 个主范畴%体验期望-体

验前准备-民宿周围环境-民宿核心场景体验-体验

后评价等$

MO选择式编码!发现核心范畴)构建*故事线+

选择式编码就是为了识别出可以统领其他范

畴的核心范畴$ 根据研究目的#通过对收集的原始

样本资料-归纳的概念-总结的范畴以及范畴之间

的关系进行不断反复的比较#将研究的核心问题范

畴化为(旅游者民宿体验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而构

建旅游者民宿体验感知的评价模型#如图 % 所示$

根据图 %#围绕核心范畴发展出的(故事线)可

以概括为%旅游者对民宿旅游地的体验感知贯穿于

(旅游前期待体验3旅游中感受体验3旅游后回味

体验)^ 个阶段$ 体验感知受体验期望和体验前准

备这两个前提条件影响#民宿形象-网络宣传-口碑

宣传和旅游者的旅游偏好-旅游动机等直接影响着

旅游者的体验期望#体验前准备主要包括出行方

式-目的地选择-形成安排及旅游同伴等$ 在民宿

旅游目的地#民宿周围环境和民宿核心体验是影响

旅游者体验感知的关键因素#其中#民宿周围环境

包括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 " 个方面民宿核心场景

体验主要包括民宿特色-主客互动-配套设施-卫生

条件和个性化服务等$ 民宿旅游者体验感知的最

终结果则体现在体验后的评价之中#会将实际体验

的情况与出游前的期望进行比较#并主要反映在愉

悦心情-生活体验-乡愁与怀旧-自然回归-幸福沉

淀和地方依恋等方面#体验后评价不仅会影响旅游

者本人对下次体验的期待#也会通过口碑传播对其

他民宿旅游者形成影响$

图 !#概念化与范畴化举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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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旅游者民宿体验感知模型

WWSO理论饱和度检验

将之前预留的部分样本对研究得出的模型进

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经过对这些样本进行编码分析

后#并未发现其他新的范畴和关系$ 因此#可以认

为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是饱和的$

三%旅游者体验感知因素分析

##运用SL;Y0XJC& 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内容分

析#分别对城市民宿-乡村民宿中的(好评)文本和

(差评)文本提取有效高频特征词#进而比较分析旅

游者对城市民宿-乡村民宿体验感知因素$ 具体操

作步骤有%!!"使用 V)+> 文档编辑器中的替换功

能#将同义词-近义词进行合并#比如%将(房东)(老

板)统一为(房主)#将(房子)(房屋)(屋子)等统一

为(房间)等$ !%"将V)+>文档保存为(C9T9)文本文

档格式#利用 SL;Y0XJC& 软件进行分词操作$

!^"将与研究关联度不大的词汇过滤剔除#如(我

们)(真的) (虽然)等#然后再利用(词频分析)功

能#得出正面评价及负面评价高频特征词#结果如

表 % 所示$ 由于负面评价数量明显少于正面评价#

因此负面评价中列举了排名前五的高频特征词$

#一$旅游者积极感知的因素分析

根据表 % 并结合旅游者点评内容可以发现%旅

游者对城市民宿及乡村民宿积极感知的主要影响

因素具有共性#集中体现在民宿周围环境和民宿核

心体验这两个维度上#尤其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

文化环境-民宿特色和主客互动等方面$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是民宿能够形

成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条件#是能否对民宿旅游者产

生吸引力和影响民宿体验质量的重要因素$ 地理位

表 JW正面评价及负面评价高频特征词

类别

城市民宿

乡村民宿

正面评价高频词 负面评价高频词

序号 高频词

! 房主

% 房间

^ 位置

E 环境

$ 体验

! 房主

% 房间

^ 位置

E 环境

$ 热情

序号 高频词 序号 高频词

J 热情 ! 隔音

' 安静 % 异味

H 设计 ^ 卫生

" 聊天 E 老旧

!& 特色 $ 卫生间

J 安静 ! 位置

' 体验 % 偏僻

H 设施 ^ 热水

" 聊天 E 信号

!& 设计 $ 网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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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民宿旅游场景产生的物理空间#民宿旅游者往

往青睐于地理位置优越的旅游目的地#其优越性主

要体现在当地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与客源地距

离的适当性-交通的可达性-基础设施的完备性等

诸多方面$ 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包含着旅游吸引

物的核心要素#民宿所在地的地脉和文脉资源为民

宿个性特色的塑造和文化的沉淀提供了极其丰富

的营养内涵#成为民宿旅游者体验不一样生活的重

要元素$

相比于观光旅游者和普通的休闲度假旅游者

而言#民宿旅游者更倾向于不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

体验和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 尽管地理位置-自然

环境对民宿旅游者会产生强烈吸引力#但是民宿的

核心吸引力还在于个性特色$ 民宿特色的彰显则

需要民宿文化的沉淀#而民宿文化在凸显其个性化

特征的同时#更不能脱离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外观

设计-设施设备-建筑风格等方面都应该融入地方

本土文化的特色和内涵$ 因此#文化是特色民宿的

灵魂#旅游者对民宿目的地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旅游者对某种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旅游者体验

感知程度也往往取决于民宿特色是否能够满足其

精神层面的个性化体验需求$

民宿作为一种有温度的旅游体验方式#主客互

动则是(有温度)的重要体现$ 一方面#(主客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是民宿的重要特征之一#生活化的

旅游情境使旅游者感受着主人传递的生活主张和

生活态度#体验着当地人的生活态度和有特色的当

地文化$ 另一方面#民宿主通过组织各种社交体验

活动-带领旅游者体验当地风土人情#打造主客交

融的同乐式的社交空间$ 旅游者与主人之间不再

只是物质的交易关系#更有情感和精神层面的交

融#让旅游者感受到家的温暖&不同旅游者之间打

破了原有社会地位-阶层-年龄等方面可能产生的

隔阂#相互自由平等地分享各自的经历与故事#享

受着单纯美好的人际交往$ 这种互动不仅使旅游

者建立起新的人际社会关系#扩大人脉圈#增强自

信心与信任感#寻找归宿感与认同感#还能因为成

员之间的经历分享-兴趣交流#引起思想的碰撞#产

生心灵的震撼#激发情感的共鸣$ 另外#旅游者可

以增加与同伴相处沟通的时间#进一步增进感情交

流#促进情感亲近与互动#从而维系了现有的人际

关系$

#二$旅游者消极感知的因素分析

对比旅游者对城市民宿及乡村民宿的负面评

价可以发现#消极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旅游者对城市民宿体验的消极感知主要体现

在配套设施和卫生条件上$ 一方面城市民宿坐落

在城市中心#大多是在城市居民自家空余房源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城市房价昂贵-老城区相对老旧等

因素#使得城市民宿空间相对狭小-设施相对陈旧&

另一方面#民宿具有非标准化的特性#卫生条件和

相关配套设施可能不及酒店#从而使得旅游者会因

为(房间异味)(毛巾很不卫生)(隔音效果不太好)

等问题感到不满#从而影响到旅游者体验质量$

旅游者对乡村民宿体验消极感知的主要影响

因素可以归纳为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等

方面$ 在地理位置方面#一些民宿主选址不恰当#

使旅游者抱怨(偏僻) (荒凉) (窗外就是马路#噪音

很大)等$ 另外#(没有标识) (不好找) (交通不便

利)(晚上回来的时候路确实有点黑)等#反映了基

础设施的不完善给旅游者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利性#

这不仅会影响民宿旅游者的体验质量#也进一步弱

化了目的地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相比于城市而言#

乡村发展相对落后#从而使得民宿目的地基础设施

和配套设施不够完善$ 一些民宿旅游者由于(需要

到外面的露台上才会有信号) (\5Da5信号不稳定)

(网速慢)等引发抱怨-不安-失望等负面情绪#导致

旅游者产生消极的体验感知$

四%结论与讨论

##第一#本研究以I5+W,W网络文本数据作为研究

样本#利用扎根理论对文本资料进行质性分析#通

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提炼得

出 %" 个初始范畴和 $ 个主范畴#并构建了由旅游前

期待体验3旅游中感受体验3旅游后回味体验 ^ 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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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体验期望-体验前准备-民宿周围环境-民宿核

心场景体验-体验后评价等五维度组成的旅游者民

宿体验感知模型$

第二#通过利用 SL;Y0XJC& 软件对研究样本

进行内容分析#提取旅游者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内

容的高频特征词#并将城市民宿与乡村民宿进行对

比$ 研究发现#在积极感知方面#旅游者对城市民

宿及乡村民宿的体验感知评价具有共性#地理位

置-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民宿特色-主客互动等是

主要影响因素$ 在消极感知方面#配套设施和卫生

条件是影响旅游者对城市民宿消极感知评价的主

要因素#而对乡村民宿的消极感知评价主要表现在

地理位置不优越-基础设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到

位等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地理位置既是旅游者积

极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成了一些旅游者消极感

知的诱因#这充分体现了地理位置对民宿的重要

性$ 地理位置不只是涉及到民宿的空间布局#更会

影响民宿个性特色的形成和民宿品牌形象的塑造$

第三#影响旅游者民宿体验感知的因素具有多

样性-复杂性的特征#贯穿于民宿体验前中后期$

因此#对于民宿业主而言#需要充分整合民宿所在

地碎片化资源#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营

造具有特色的体验场景#完善基础设施和相应的配

套设施#增强个性化和体验感#并通过多种渠道传

播民宿形象#改善旅游者体验前感知#使旅游者对

民宿充满体验期待$ 在旅游者民宿体验过程中#民

宿业主需要不断丰富创新体验内容#通过各种活动

的设计打造主客共享的社交空间#为旅游者提供全

新的生活方式和传递不同的生活理念#从而使民宿

成为地方自然景观-地域文化资源-主人情怀-休闲

体验活动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的综合性强-特色鲜

明的旅游目的地#使旅游者在体验时能够形成(物

我交融)的高峰体验#形成(共睦态)$ 此外#旅游者

体验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服务的终止#民宿业主需要

进一步(跟踪)旅游者#比如通过照片的分享唤起旅

游者的回忆-通过线上的互动与旅游者一同分享体

验后的幸福感#从而使旅游者产生重游意愿并向其

他人推荐宣传$

五%结语

##随着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崛起#中国逐渐进入

休闲社会#民宿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体验生活-休

闲度假的新方式#民宿业日渐崛起的同时也加剧了

行业的竞争$ 因此#民宿业主需要将满足旅游者体

验需求置于首位#将打造差异化民宿旅游场景和提

供个性化旅游服务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进而不断促

使民宿旅游者精神诉求的实现和积极情感的满足$

本研究仅选取 I5+W,W 这一种在线平台中 $ 个目的

地的数据#研究样本的局限性使得结论的普适性需

要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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