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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

余正勇*，肖钊富，宋志高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目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网络关注度已然成为我国草原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

驱动性力量。探讨中国草原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以期为国内草原旅游资源配置和产

品宣传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百度指数平台数据，通过季节性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赫芬达尔

系数等方法探究全国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 1）在年际分布特征

上，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增长-下跌-回升”趋势，疫情前后关注度总值波动幅度较大；在月

度分布特征上，呈单峰山形的季节性特征，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2）在省际层面，草原旅游网络关注

度空间分布集中水平较低。区域层面网络关注度水平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3）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差异主要受新兴旅游类型多样化、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气候舒适度 3 方面因

素影响；在空间差异上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各省市常住人口可支配收入和网民普及率具有显著的强

相关关系，和 GDP 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但与旅游总收入的相关性不明显。【结论】 我国草原旅游

应结合关注度变化规律对草原旅游发展规划、宣传营销和产品供给等进行针对性的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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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客 搜 索 生 产 和 积 累 了 大 量 的 网 络 信 息 和 搜 索

痕 迹 ，为 相 关 领 域 的 科 学 研 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数 据 来

源［1］。百度指数（Baidu Index）是基于海量网民在百度

引 擎 上 的 搜 索 数 据 ，针 对 关 键 词 进 行 统 计 和 分 析 ，以

计算评估关键词在百度网页搜索中的频次加权值，能

较为准确预测目的地客流量和表征顾客需求特征，具

有较高的准确度及可信度［2］。

网 络 关 注 度 的 研 究 基 础 是 基 于 互 联 网 平 台 上 的

数 据 ，通 过 分 析 和 评 估 特 定 话 题 、事 件 或 对 象 在 网 络

上 的 讨 论 、搜 索 量 、点 击 量 等 指 标 来 反 映 其 在 公 众 中

的关注程度。在旅游领域，百度指数已被广泛运用于

旅 游 趋 势 预 测［3-4］、旅 游 景 区 时 空 分 布 特 征 分 析［5-6］、

游客网络关注度特征和旅游目的地营销［7-8］等研究议

题，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适宜性。草原旅游作为依托

草 地 生 态 系 统 、优 质 生 态 观 光 资 源 、丰 富 的 动 植 物 资

源和草牧民俗文化等发展起来的生态旅游类型［9］，有

助 于 满 足 人 们 亲 近 自 然 、观 光 采 风 和 休 闲 娱 乐 的 需

求［10］。 对 草 原 旅 游 的 探 讨 具 有 重 要 意 义［9，11-12］，不 仅

涉 及 草 原 生 态 系 统 的 保 护 和 牧 区 居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也 关 乎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需 求 的 满 足 和 幸 福 感 的

获得［12-13］。

草 原 旅 游 是 以 草 原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和 牧 区 文 化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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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旅游休闲活动，研究其发展现状和提升是实现

草原生态文明高质量建设的前提基础。截至目前，草

原旅游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和经验，以

往文献主要围绕草原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14］、草原旅

游开发的影响［15-16］、草原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测量

评 价［17-18］等 方 面 开 展 ，为 草 原 旅 游 资 源 梳 理 识 别 、开

发建设和影响效益评估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0-19］。

但仍旧存在以下不足：研究数据多以田野考察方式获

取 进 行 分 析 ，对 于 多 源 性 数 据 的 利 用 不 足 ，较 少 结 合

百度指数等量化数据加以探讨；研究视角多注重微观

视角下具体草原景区或目的地的旅游探讨，缺乏宏观

视角下草原旅游空间格局的讨论与规律分析；研究内

容方面多以草原旅游开发建设和游客需求行为为主，

而对于草原旅游关注度的分析较弱［20］。

鉴 于 此 ，基 于 网 络 关 注 度 视 角 ，借 助 百 度 指 数 平

台 整 理 2014-2023 年 中 国 大 陆 31 个 省 市 的 搜 索 指

数，进而分析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演变特征与影响

因素，以期揭示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特征

规律，为草原旅游精准营销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 1　数据来源

研究以百度指数衡量潜在旅游者的网络关注度，

结合旅游“吃住行游购娱”6 要素，将“草原旅游”及与

草 原 旅 游 相 关 的 美 食 、住 宿 、交 通 等 内 容 检 索 词 作 为

统计对象，以 2014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为研究时段，

搜集和整理大陆 31 个省份逐日数据为基础数据，分析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时 空 分 布 差 异 特 征 。 对 于 草 原

旅游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相关变量进行设置，参考

和 借 鉴 以 往 研 究 文 献 结 果 ，系 列 指 标 数 据 大 多 来 自

《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

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季节性强度指数（S）　 季 节 性 强 度 指 数 可 根

据 时 间 序 列 变 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网 络 关 注 度 差 异 特

征 ，用 以 测 算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的 季 节 分 布 集 中

程度。

Sl = ∑
i = 1

12

( X i - 8. 33 )2 /12 （1）

        式中：Xi 为各月份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占全年网

络关注度的比例。R 值越大，表明草原旅游网络关注

度集中性越强，淡旺季越明显，Sl 值越接近 0 表示分布

越匀称，季节性差异越小。

1. 2. 2　地理集中指数（G）　 地 理 集 中 度 旨 在 衡 量 地

理相关要素分布聚集程度的重要指标，常用于分析旅

游 地 客 源 市 场 时 空 分 布 规 律 。 研 究 以 其 反 映 草 原 旅

游网络关注度的地理来源及分布强度。

G = 100 × ∑
i = 1

n ( )Xi

Se

2

（2）

        式中：Xi 为省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值。Se 为各省

份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总 值 ；n=31，G∈［0，100］=
31，G∈［0，100］，当越接近 100 时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

度地理分布越集中。

1. 2. 3　赫芬达尔系数（H）　 赫 芬 达 尔 指 数 主 要 用 来

测度区域经济规模指标集聚程度，用以衡量草原旅游

网络关注度的区域集中程度。计算公式为：

H = ∑
i = 1

n

P 2
i （3）

        式 中 ：Pi 为 i 省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占 全 国 的 比

例 。 H 值 越 接 近 1，表 示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聚 集 程

度越高，越接近 0 则说明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越分散。

2　结果与分析

2. 1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时间差异

2. 1. 1　年际时间变化　通过对草原旅游逐日网络关

注度数据加以统计，分析出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 2014-
2023 年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年 际 变 化 情 况（表

1，图 1）。

表 1　中国大陆 31个省 2014-2023年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年度数据

Table 1　Annual Data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in 31 Provinces of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14 to 2023

年份

总值

增长率/%

2014

513 969

-

2015

637 011

24

2016

628 576

-13

2017

1 149 213

83

2018

817 765

-29

2019

852 003

42

2020

604 906

-29

2021

418 653

-31

2022

364 266

-13

2023

606 63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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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 1 可知，2014-2023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草

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总体特征呈单峰山型，大致表现

为先升后降的趋势，于 2017 年达到峰值。2015 年呈现

中等幅度增长，增长率为 24%；2016 年和 2018 年分别

呈 现 小 幅 度 和 中 等 幅 度 的 下 降 ，下 降 率 为 13% 和

29%。其中在 2017 年网络关注度呈现最大幅度增长，

增长率为 83%，达到了研究时段的峰值。在 2019 年经

历大幅度上涨后，直至 2022 年底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

皆呈现下降趋势，且保持中等下降幅度，但 2023 年草

原旅游关注总值迎来显著回升，增长率达到 66%。在

研究时段内，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整体变化波动性较

大 ，在 2014—2019 年虽有所波动 ，但整体关注度呈现

上涨趋势，草原旅游发展备受旅游者关注。而 2019 年

之 后 所 表 现 出 下 降 趋 势 主 要 是 和 该 年 年 底 新 冠 疫 情

爆 发 有 关 ，疫 情 防 控 限 制 人 们 的 旅 游 出 行 ，全 民 居 家

防疫成为常态，给草原旅游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疫

情 过 后 ，人 们 出 游 意 愿 再 次 增 强 ，草 原 旅 游 市 场 复 苏

势头强劲，网络关注度总值也随之增加。

2. 2. 1　月际时间变化　2014-2023 年草原旅游月际

网络关注度整体波动不大，与研究时段年度变化趋势

一致，呈现单峰山形的季节性特征（图 2）。其中，各年

都只出现一个峰值，没有明显的低谷期，在每年 10 月

之后网络关注度开始逐渐下降，直到下一年的 2 月底

都处于网络关注度较低的平缓阶段，该时段草原气候

舒适度较差，观赏性不好，是草原旅游的淡季；而在每

年的 3 月开始，气候回暖，网络关注度持续上涨，并在

6-9 月 出 现 峰 值 ，此 时 草 原 旅 游 景 区 生 态 观 赏 性 较

强 ，气 候 舒 适 度 较 好 ，正 是 游 客 走 近 自 然 、旅 游 休 闲 、

愉 悦 身 心 的 好 去 处 。 气 候 变 化 是 影 响 草 原 景 观 质 量

与 种 群 多 样 性 的 关 键 因 素 ，春 夏 时 节 草 地 环 境 优 良 、

草 绿 花 香 、动 植 物 的 丰 富 多 样 ，是 进 行 草 原 生 态 观 光

旅 游 和 野 外 放 松 写 生 的 最 佳 时 间 段 。 每 年 的 季 节 强

度指数均大于 8. 24（表 2），表示草原旅游的季节性差

异较为明显。此外，研究发现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

周末效应与节假日效应并不明显，该情况与节假日草

原景区客流量增加相违背，也证明了旅游网络关注度

与旅游景区的实际到访量之间存在着错位关系［1］。

图 2　中国大陆 31个省 2014-2023年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月际变化趋势

Fig. 2　Monthly Change Trend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in 31 Provinces of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14 to 2023

图 1　中国大陆 31个省 2014-2023年草原旅游网络

关注度年际变化数据

Fig. 1　Inter annual change data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
work attention in 31 provinces of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14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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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

2. 2. 1　省份间差异　 根 据 2014-2023 年 31 个 省 市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总 值 ，研 究 通 过 ArcGIS 10. 8 工

具 ，采 用 自 然 断 点 法 对 各 省 排 名 进 行 可 视 化 表 达

（图 3）。其中，北京、河北、山东、广东、辽宁、河南、江

苏、浙江、内蒙古、四川等 10 个省份在 9 年内的连续排

名皆在前 10 名，关注度的空间格局相对较为稳定。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变 化 差 异 最 大 的 是 北 京 市 ，在

表 2　中国大陆 31个省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季节性强度指数

Table 2　Seasonal Intensity Index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in 31 Provinces of Chinese Mainland

年份

S

2014

8. 246 7

2015

8. 246 5

2016

8. 246 6

2017

8. 246 8

2018

8. 246 9

2019

8. 246 4

2020

8. 247 0

2021

8. 247 0

2022

8. 247 0

2023

8. 247 5

图 3　2014-2023年中国大陆 31省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in 31 provinces in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14 to 2023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3）2767 号的标准地图，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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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2016 和 2018 年，北京市草原旅游网络关注

度在 31 个省份排在第 1 位，而在 2022 年却下滑到第 10

位 。 其 中 ，广 东 省 、山 东 省 和 辽 宁 省 的 连 续 排 名 较 为

稳定，在 31 个省市中保持较高的网络关注度。同时，

在研究时段内连续排名在前 10 的省份中，北京、河北、

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 7 省都位于东部地区，东

部 省 份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总 体 较 高 。 2014-2023

年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的 地 理 集 中 指 数 在 18. 91~
21. 61 波动变化，但总体变化幅度较小，表示草原旅游

网 络 关 注 度 的 地 理 空 间 格 局 较 为 稳 定 。 如 果 草 原 旅

游网络关注度是平均分布于 31 个省份，则计算其地理

集中指数为 17. 96，而 2014-2023 年实际草原旅游网

络关注度的地理集中指数均大于 17. 96（表 3），从省份

的角度分析，研究时段的 9 年间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

的空间分布比较集中。

2. 2. 2　地区差异　以 31 个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草原

旅游发展情况为依据，尝试将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划

分为 3 个地区，进而围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开展相关分析（图 4）。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网络

关注度的演变态势和整体演变态势基本吻合，但东部

地区变化趋势相对较为缓和，网络关注度整体变动不

大。3 个地区之间的关注度水平差异较为明显 ，按照

网 络 关 注 度 由 高 到 低 排 列 依 次 是 东 部 地 区 > 中 部 地

区>西部地区，整体上与区域旅游“东强西弱”的空间

格 局 相 一 致 。 由 于 东 部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普 遍 比

中 西 部 地 区 高 ，因 而 在 草 原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草 原 旅 游

服 务 设 施 和 旅 游 交 通 等 条 件 的 支 持 和 完 善 方 面 提 供

了雄厚的资金保障；此外，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

部地区具有发达且发展势头强劲的互联网产业，促进

了在线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并为线上草原旅游相关

信息检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人口流动量大、人

口 较 为 密 集 且 网 民 数 量 庞 大 也 意 味 着 东 部 地 区 拥 有

庞大的潜在旅游人数，因而对草原旅游信息的关注度

也会呈现较高水平。

研究通过赫芬达尔系数（H）测度我国东部、中部

和西部区域的空间集聚程度的结果表明（表 4）。区域

间差异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说明区域间用户对草

原旅游信息的关注度差异情况一直存在，而且差异逐

渐 下 降 ；2014 年 区 域 内 集 聚 程 度 较 区 域 间 明 显 较 高 ，

但随着年份时间的变化，地理空间上的辐射作用在区

域 范 围 内 使 得 网 络 关 注 度 的 空 间 差 异 逐 渐 缩 小 。 整

体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空间集聚水平要高于东部和中

部 地 区 ，陕 西 和 四 川 皆 是 国 内 旅 游 较 为 发 达 的 省 份 ，

因而在草原旅游客流量、旅游交通便利度和旅游目的

地 可 达 性 方 面 具 有 较 强 的 优 势 。 相 比 之 下 ，西 藏 、云

南、宁夏、新疆和青海等省尽管具有丰富的、优质的草

原旅游资源，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网络交通等因素

的 局 限 ，其 草 原 旅 游 关 注 度 整 体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在 全

国排名也较为靠后。

2. 3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

2. 3. 1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时间分布影响因素　1）

新 兴 旅 游 类 型 多 样 化 。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近 年 来

呈现下降趋势，该现象与新兴旅游类型多样化和草原

旅 游 产 品 单 一 缺 乏 深 度 体 验 密 切 相 关 。 一 方 面 民 宿

旅 游 、乡 村 旅 游 、工 业 遗 产 旅 游 、博 物 馆 旅 游 、夜 间 旅

游等新兴的旅游方式逐渐火热，丰富多样的旅游类型

和 参 与 体 验 方 式 逐 渐 成 为 新 时 期 人 们 旅 游 出 行 和 休

闲 放 松 的 生 活 模 式 ，因 而 ，旅 游 类 型 的 多 样 化 也 使 得

旅 游 者 选 择 旅 游 景 区 的 多 样 化［21-22］。 另 一 方 面 由 于

表 3　中国大陆 31个省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地理集中指数

Table 3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in 31 provinces of mainland China

年份

G

2014

21. 61

2015

20. 81

2016

20. 70

2017

20. 29

2018

20. 34

2019

19. 73

2020

20. 10

2021

20. 44

2022

20. 61

2023

18. 91

图 4　2014-2023年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分地区变化趋势

Fig. 4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attention degree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in different regions from 2014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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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有限的承载力和频发的草地

退化和虫疫灾害［22］，使大多草原景区以传统生态观光

游 为 主 ，产 品 形 式 整 体 上 较 为 单 一 ，其 旅 游 的 娱 乐 性

与体验感较为局限，难以满足体验经济时代人们多样

化 、个 性 化 的 体 验 需 求［23］。 为 此 ，如 何 在 保 护 草 地 生

态 和 维 护 好 社 区 利 益 的 基 础 上 丰 富 草 原 旅 游 产 品 服

务是发展草原旅游的重要路径。

2）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

爆发以来原有旅游流的流向受到扰乱，旅游业发展整

体 上 遭 受 了 重 创 ，大 量 草 原 景 区 闭 门 谢 客 、旅 游 从 业

人员遭遇失业和再次择业、旅游企业入不敷出纷纷倒

闭、旅游者居家隔离不敢外出。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

虚 拟 旅 游 方 式 的 兴 起 和 草 原 旅 游 关 注 度 的 结 构 式 改

变［24］。过去的 3 年里，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应对方式和

措施下人们对于实地的旅游出行关注度急剧下降［25］，

传 统 的 旅 游 活 动 受 阻 ，相 应 的 线 上 游 、元 宇 宙 等 丰 富

的云旅游模式逐渐兴起，因而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在

近 3 年来一直在下降。

3） 气候舒适度。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季节性差

异 较 为 明 显［26］，其 中 主 要 受 气 候 舒 适 度 因 素 的 影 响 ，

其表现在气候适宜性对草原景观和游客体验的影响。

10 月到第 2 年的 2 月底草原景区的气候舒适性较差，

风 大 寒 湿 重 ，旅 游 者 的 出 游 意 愿 自 然 也 会 降 低 ，相 关

的检索行为也随着减少，该时段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

大 多 处 于 低 迷 期 。 相 比 之 下 ，3-9 月 ，草 原 景 区 草 绿

花 香 、牛 羊 遍 地 、微 风 拂 面 、生 机 盎 然 ，温 度 湿 度 均 适

合 旅 游 出 行 ，草 原 景 观 处 于 最 佳 观 赏 期 ，是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上 涨 的 高 峰 期 。 由 于 草 原 旅 游 产 品 的 不

可 转 移 性 、不 可 储 存 性 、生 产 与 和 费 的 同 步 性 等 客 观

因素，草原景区不可避免地存在季节性特征。如何打

造 反 季 节 的 草 原 旅 游 产 品 和 旅 游 体 验 服 务 是 提 升 草

原景区淡季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突破口，再辅以政策支

持 、规 划 保 障 和 多 种 渠 道 的 营 销 宣 传 ，弱 化 草 原 旅 游

的淡季。

2. 3. 2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在

分析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方面，

通过梳理和参考相关理论文献  ［1，4，21］，并基于草原旅游

的现实情况和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及可获取性，将各省

市的 GDP、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网民普及率和

旅游总收入 4 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然后采用 SPSS 开

展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影 响 因 素 的 相 关 性 分

析（表 5）。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与 网 民 普 及 率 和 常 住 人 口

可支配收入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与 GDP 存在显著相

关关系，与旅游总收入无相关性。研究将旅游总收入

作为衡量各省市草原旅游发展情况的诠释指标之一，

但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旅游总收入与草原旅游

网络关注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内在关系，草地资源丰富

的 新 疆 、内 蒙 古 和 西 藏 等 地 旅 游 总 收 入 不 一 定 高 ，但

草 原 旅 游 收 入 却 是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相 关 的 分 布 影

响因素分析如下：

1） 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

平 主 要 涵 盖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与 常 住 人 口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两项指标［27］，根据分析结果发现常住人口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影响远大于国内生产总值。草地保护、草原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和 草 原 旅 游 发 展 建 设 离 不 开 政 府 的 资

表 4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赫芬达尔系数

Table 4　Herfindahl coefficient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赫芬达尔系数

区域间

0. 413 1
0. 401 3
0. 408 6
0. 347 4
0. 386 7
0. 405 6
0. 189 8
0. 390 2
0. 384 8
0. 358 5

区域内

0. 467 1
0. 433 1
0. 428 3
0. 411 7
0. 413 7
0. 389 1
0. 403 9
0. 418 0
0. 424 7
0. 357 7

东部

0. 103 7
0. 098 1
0. 094 1
0. 093 6
0. 097 3
0. 095 9
0. 098 7
0. 098 8
0. 102 5
0. 090 1

中部

0. 122 6
0. 119 0
0. 119 5
0. 133 6
0. 120 1
0. 114 9
0. 120 8
0. 120 1
0. 120 0
0. 115 3

西部

0. 200 7
0. 172 5
0. 177 3
0. 162 5
0. 144 4
0. 126 5
0. 127 3
0. 137 2
0. 141 9
0. 1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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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和投入，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关系

着草原旅游景区的投资力度和建设规模。相比之下，

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市由于财政预算有限，经济投入不

足导致草原旅游的开发建设差强人意。此外，旅游作

为人们有钱和有闲时的一种娱乐方式，人均可支配收

入关系着人们出游动机的产生和休闲购物的能力，因

而 能 够 显 著 影 响 草 原 旅 游 的 网 络 关 注 度 水 平 。 位 于

东部地区的省市其 GDP 规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省市，相关的基础设施与旅游服

务建设存在明显差异，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下更可

能产生草原等多种形式的旅游需求和意愿，由此表现

出较高的网络关注度。

2） 各省市网络发达程度。信息革命带来人们生

活 方 式 和 消 费 方 式 的 转 变 ，置 于 信 息 化 浪 潮 之 中 ，人

们 可 以 借 助 网 络 获 取 自 身 感 兴 趣 和 有 需 求 的 资 讯 内

容 ，尤 其 是 为 旅 游 攻 略 、旅 游 计 划 和 旅 游 抉 择 等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信 息 资 源 。 网 民 普 及 率 作 为 衡 量 网 络 发 达

程 度 的 重 要 指 标 影 响 着 各 省 市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水平。整体来看，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网络发达程度

和网民普及率较高，因为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水平普

遍高于中部和西部省市。

3　讨论

基 于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在 不 同 时 段 和 不 同 空

间层次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可对国内草原旅游进

行以下改进与完善：

1） 推进草原旅游与信息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助力

智慧草原旅游深度发展。政府、行业协会、景区、企业

多方主体需共同搭建草原旅游数字信息、商务等共享

平 台 ，利 用 网 络 信 息 反 馈 的 即 时 性 有 效 监 测 、预 测 草

原 旅 游 市 场 信 息 ，深 入 了 解 游 客 旅 游 偏 好 ，并 据 此 开

发 地 方 性 的 文 创 产 品 、特 色 体 验 活 动 和 项 目 ，创 新 丰

富 草 原 旅 游 产 品 和 服 务 体 验 ，延 伸 草 原 旅 游 业 态 ，以

满足不同游客的体验需求。

2） 实施草原旅游多样化、精准化营销战略。草原

旅游供给方应根据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借助

现 代 媒 体 技 术 和 网 络 平 台 ，建 立 多 样 化 的 宣 传 渠 道 ，

包 括 抖 音 、小 红 书 、快 手 、微 博 等 ，提 供 丰 富 的 宣 传 内

容。同时，利用社交软件定向投放相关草原旅游宣传

内 容 ，针 对 特 定 潜 在 消 费 者 推 出 定 制 化 营 销 内 容 ，以

提高草原旅游景区推介效率，降低推广成本。

3） 持续优化草原旅游服务产品空间布局。政府

应 结 合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与 资 源 丰 富 度 空 间 分 布

格 局 差 异 ，做 好 全 局 统 筹 规 划 ，保 持 东 部 基 本 发 展 态

势 ，积 极 利 用 中 西 部 草 原 旅 游 优 良 的 资 源 禀 赋 ，加 强

中 西 部 地 区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服 务 建 设 ，加 大 资 金 支 持 、

人才培养和技术引导，推动各地区草原旅游跨区域协

调 发 展 ，优 化 全 国 草 原 旅 游 服 务 产 品 空 间 布 局 ，整 体

维度上提升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

4　结论

1） 中 国 大 陆 31 个 省 市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在

2014-2023 年 呈 现 先 升 后 降 的 单 峰 山 形 演 变 趋 势 。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月际趋势与年度趋势相一致，均

具 有 先 增 后 降 季 节 性 特 征 ，每 年 有 一 个 高 峰 期 ，但 没

有 明 显 的 低 谷 期 。 每 年 的 季 节 性 强 度 指 数 均 大 于

8. 24，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2） 在研究时段内北京、河北、山东、广东、辽宁、河

南、江苏、浙江、内蒙古、四川 10 个省份网路关注度在 9
年内连续排名皆在前 10 名，空间格局比较稳定。在省

际 层 面 ，草 原 旅 游 网 络 关 注 度 空 间 分 布 集 中 、水 平

较低。

3） 区 域 层 面 网 络 关 注 度 水 平 表 现 为 东 部 > 中

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关注度的时间演化趋

势与整体态势一致，其集聚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

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4）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差异主要受新兴

表 5　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指标

网络关注度

GDP

0. 513**

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

0. 813**

旅游总收入

0. 372

网民普及率

0. 598**

注：**表示在 0. 01 级别极显著相关，*表示在 0. 05 级别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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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类型多样化、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气候舒适度 3 方

面因素影响；在空间差异上草原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各

省 市 常 住 人 口 可 支 配 收 入 和 网 民 普 及 率 具 有 显 著 的

强相关关系，和 GDP 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但与

旅游总收入的相关性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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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in China

YU　Zheng-yong，XIAO　Zhao-fu，SONG　Zhi-gao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online attention a key driv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tourism in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ssland tourism in China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network attention，pro⁃
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duct promotion strategies.【Method】 Using data from the Baidu 
index platform，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in national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were analyzed 
through seasonal intensity index，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Herfindahl coefficient.【Result】 （1） In terms of 
interannu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exhibited  a "growth-decline-recovery" 
trend over the years，with significant fluctu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Monthly distribution 
showed a unimodal  seasonal pattern with pronounced seasonal differences.（2） At the inter-provincial level，the spa⁃
tial distribution concentration of grasslan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was dispersed，while at the regional level，the 
level of network attention followed an eastern> central > western regions pattern.（3） The temporal variations were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merging tourism types，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
trol，and climate comfort. Spatial differences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etwork attention and，disposable 
incom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s across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re was a moderate corre⁃
lation with GDP，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otal tourism income.【Conclusion】 To enhance grassland tourism 
in China，this study recommends improvements in development planning，publicity and marketing，and product supply 
aligning with trends in network attention. These insight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in grassland 
tourism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grassland tourism；network attention；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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