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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探讨旅游产品与旅游者时空行为之间关系的

基础上，提出了以“产品跟随行为”为规划理念、以旅游者为中心

的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并以香港海洋公园为案例介绍了旅

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应用的可能性。在对香港海洋公园旅游者

进行GPS追踪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者时空分布特征

和旅游时空行为模式聚类分析结果，识别出了香港海洋公园需

要调整的主题区域、产品类型，并且提出了初步的旅游分项产品

规划和旅游组合产品规划方案。从方法论的角度，在旅游时间

规划的概念框架之下提出了一种新的旅游产品规划方法，丰富

了旅游产品规划的理论和方法。从规划实践的角度，旅游时间

产品规划方法的提出为旅游产品规划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

角，为旅游产品规划创新提供了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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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体现在旅游产业实践

和旅游学研究中，就是对旅游者和旅游体验质量的

关注。关于旅游者和旅游体验的研究成果已经很

多，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尚未很好地转换为旅游产品

规划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在城市规划领域，美国

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Lewis Mumford曾经非常

尖锐地把不考虑社会需要的城市布局称之为非

城市（non-city），将这样的规划称为非规划（non-

plan）[1]。他认为正确的规划首先要弄清现状，牢牢

抓住所有能适应人类需要的地理、经济要素；规划

过程中要有广大市民的参与，充分考虑市民的需

要，规划方案要为进一步的调整留有余地[2]。在工

业设计领域，以创造“人造物”为根本目的的工业设

计从本质上追求“人造物”对使用者的亲和与匹配，

不仅满足人的使用需求，还要满足人的生理、心理

等各方面需求，人机工程学在工业产品设计领域得

到了广泛运用，恰到好处的“匹配”体现了工业产品

设计对人本主义思潮的回应[3]。在新服务产品开发

（new service development）中，消费者在产品和服务

开发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强调产品设

计、生产和消费全过程中消费者与供给者的互动与

合作[4]。然而，在以体验为内核的旅游产品规划和

设计中，“资源导向的规划思想+旅游规划师主观创

造”仍然是目前主流的旅游产品规划方法。如何将

旅游情境中的人（旅游者）放置到旅游产品规划过

程的中心位置上，如何秉承“以人为本”回归旅游产

品的体验内核？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旅游者时空行

为分析的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在阐释概念和逻

辑框架的基础上，以香港海洋公园作为案例尝试将

这种新的旅游产品规划方法应用于规划实践。

1 旅游产品与旅游者时空行为之间的关系

1.1 旅游产品的生产与供给

旅游产品通常是在不同层次旅游规划的指导

下通过旅游开发生产出来的。与工业产品不同，旅

游产品不是完全的“人造物”，而是在特定的自然和

人文环境下开展一定程度的改造和辅助设施的建

设，同时附加服务等要素共同构成的组合。与城市

规划不同，旅游产品规划面向的特定空间区域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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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余地往往更小，比如世界遗产级别的旅游资源

或自然保护区等。因此，传统的旅游产品规划方法

从一开始就注重对旅游资源的评价、分析和利用。

旅游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旅游时

空环境改造和利用的过程。无论旅游产品规划空

间的改造余地有多小，在这个过程中忽视或者淡化

旅游活动主体“旅游者”都是有悖于以人为本规划

思想的。随着旅游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国外已

经开始出现新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引入消费者、实

现价值共创的相关案例和规划方法研究成果 [7-10]。

徐胜兰以四川兴文石海洞乡地质公园旅游开发为

例，运用消费者行为学中的方法—目的链理论，从

旅游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游客导向型”的喀

斯特旅游产品开发建议[11]。冯晓虹依据度假旅游者

消费行为特点和千岛湖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了千岛

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产品结构调整的规划建

议[12]。总体上，系统地以旅游者为中心的旅游产品

规划方法理论研究不足，还不能对旅游产品规划实

践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

1.2 旅游者时空行为的产生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将人与环境的相

互关系用函数关系来表示，认为行为决定于个体本

身与其所处的环境，即：B=f（P·E）；式中B代表个人

的行为，P代表一个人的内在条件和内在特征，E代

表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他的行为模型在某种程

度上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即人类的行为是

个人与所处环境互相作用的产物[5]。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旅游行为就是旅游者个人与所处旅游环境互

相作用的产物。旅游者时空行为，是指旅游者在出

发地至目的地、旅游目的地内部和返回出发地旅游

过程中的空间移动行为和时间分配行为[6]。旅游者

在不同空间之间的移动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内涵，伴

随空间移动发生的交通和不同原因的停留则是同

时产生的时间分配问题。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

主体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外部条件做出决策，外显

出来的旅游时空行为是旅游者内在条件、特征和外

部旅游时空环境、产品供给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1.3 旅游情境下的主客交互

在工业产品设计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和长

足发展的人机工程学是一门研究“人—机—环境”

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13]。尽管人机工程学作为一门

学科直至二战之后20 世纪才出现，但其实早在古希

腊时代人们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运用相关规律进行

设计活动[14]。在旅游情境下的主客交互关系，可以

表达为“旅游者—旅游产品—旅游环境”三者之间

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旅游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消费

者究竟扮演积极的角色还是消极的角色取决于开

发过程中“消费者—开发者”之间的互动程度[15]。因

此，消费者能够为旅游新产品开发贡献多少有价值

的信息，仍然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例背景和情况进行

分析。Edvardsson等则将服务相关的消费情境以使

用情况（使用/未使用）和资源环境（可及/不可及）两

个维度划分为4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无论

在哪种情境下都能够为新服务和新产品的开发提

供有价值的信息[16]。旅游者时空行为本身就是旅游

活动主体（旅游者）与旅游外部环境（旅游产品）交

互作用的产物。反过来，通过对旅游者时空行为进

行分析，能够评价旅游者与旅游产品之间主客交互

匹配的程度，从而发现匹配不当的问题，进而为旅

游产品的规划设计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贡献和反馈

机制。

2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的提出

2.1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的概念

在建筑设计领域，1896 年美国著名建筑师

Louis Sullivan在其著作《以艺术的眼光考量高层办

公建筑》中提出了“形式跟随功能”（form follows the

function）的口号，主张形式反映建筑的实用要 求
[17]。秉承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本文提出“产品跟随

行为”的规划理念和以旅游者为中心的旅游产品规

划方法。采用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者

时空行为进行分析，并将旅游者时空行为分析结果

作为以旅游者为中心的旅游产品规划方法的起

点。以时空路径（图1）的三维概念图来说，XY为空

间轴，Z为时间轴，柱状体表达被称为“空间站”的特

定空间区域，粗体黑线表达“人”在不同空间站之间

移动、停留的行为。传统的旅游产品规划更多地考

虑XY轴，在解决空间维度项目设计、选址和主题创

意等问题的基础上，进而由旅游者或者旅游经销商

对项目进行组合形成线路。以旅游者为中心的旅

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强调对人的理解和满足，以旅

游者行为规律为旅游产品规划设计的起点和主线，

需要更多地考虑Z轴旅游者的时间制约以及旅游者

时间在不同空间中的分配问题，进而导出旅游项目

设计、选址和主题创意，因此称为“旅游时间产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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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简言之，传统空间导向型的旅游产品规划方

法是先考虑空间条件和项目设计，再进行要素组合

和线路设计；旅游时间产品规划则是先构建理想的

旅游者行为，跟随理想行为的需求再对旅游时空环

境提出改造和建设的规划思路和具体项目设计

方案。

综上所述，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是秉承以人为

本的规划思想，以“产品跟随行为”规划理念先构建

理想的旅游者行为，然后跟随理想行为的需求再对

旅游时空环境提出改造和建设的规划思路和具体

项目设计方法；是在对旅游资源和旅游者时空行为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旅游者行为规律为旅游产品

规划设计的起点和主线，以时间为导向对旅游产品

各要素做出的统筹安排。

以“标准旅游者时空行为”为核心的旅游时间

产品规划，包括旅游分项产品规划、旅游组合产品

规划、新增旅游项目规划设计、现有产品的分时利

用和整合策划等（比如事件主题、活动内容、运营时

间等要素的设计和调整）[18]。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是

旅游时间规划最重要的规划内容，是指导旅游地开

发或二次开发的一整套可操作方案。

2.2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的逻辑框架

行为是旅游者和旅游产品交互作用的产物，是

供需匹配的结果。从分析旅游者行为入手，可以评

价供需匹配的状态，进而对匹配存在的问题提出产

品调整建议。因此，旅游者时空行为分析是旅游时

间产品规划逻辑框架的核心。借鉴工业产品设计

和服务产品设计中引入消费者的思路，调查和分析

产品使用后的反馈信息，是消费者为产品和服务创

新提升贡献价值的重要渠道。旅游时间产品规划

方法，不仅在二次规划、三次规划乃至N次规划的

动态过程中以旅游者行为分析为基础，而且在首轮

规划设计时也贯彻“产品跟随行为”的规划理念。

这就需要构建初始状态下的虚拟旅游者时空行为，

以旅游者行为学研究成果作为初始虚拟旅游者时

空行为构建的基础，将旅游活动主体旅游者“人”的

要素放置在旅游时间产品规划的起点位置上。

如图 2所示，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是一个动态的

图2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逻辑框架

Fig. 2 Framework of tourism temporal product planning approach

资料来源：引自参考文献［16］。

图1 用时空路径描述人的移动和活动时间分配（三维）

Fig. 1 Three dimensions space-time path of human
movement and activity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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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过程，以初始虚拟旅游者时空行为为起点提出

首轮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指导旅游产品开发建设，

等到旅游产品开业经营之后进行第一次旅游者时

空行为调查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二次旅游时

间产品规划；在二次旅游时间产品规划的指导下进

行旅游产品调整提升，等到旅游产品调整提升完成

后再进行二次旅游者时空行为分析，在分析结果基

础上提出三次旅游时间产品规划；在旅游产品根据

与旅游者交互作用的情况不断调整提升的过程中，

以上步骤将根据具体情况循环往复至N次旅游时

间产品规划，旅游产品在动态规划过程中不断调整

并提升产品质量。

3 香港海洋公园实证研究

本文以香港海洋公园实证研究为案例，演示旅

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在规划实践中的应用前景和

可操作性。由于香港海洋公园是已建成的主题公

园，所以实证研究部分只能从旅游产品开业经营后

的旅游者时空行为分析开始，提出产品调整建议。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以旅游者行为分析为起点，通过

总结旅游者行为规律和发现问题，提出未来旅游产

品调整和提升的方案。旅游产品调整和提升方案

的细化程度取决于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深度，如下文

所示，基于旅游者时空分布特征可以初步识别香港

海洋公园未来需要调整的主题区，基于旅游者行为

模式识别则能在识别需要调整的产品类型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旅游分项产品规划和旅游组合产品规

划等更加细致的旅游产品调整方案。当然，如果要

对香港海洋公园内部主题场馆的选址、主题设计、

活动安排等更加具体的问题提出调整和提升方案，

则需要对旅游者行为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挖掘。

3.1 案例地选择与样本概况

香港海洋公园是全球十大最受欢迎、入场人次

最高的主题公园之一，是香港本土最具代表性和最

受欢迎的景点。2014年7月6—10日在海洋公园进

行了为期 5天的调查，采用手持GPS跟踪设备与日

志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游览行为信息，发放

调查问卷 1177份，回收问卷 1177份，回收率 100%。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的实施以旅游者时空行为

分析为基础，因此将未完整填写景点到访情况和停

留时间信息的问卷视为无效，将与GPS轨迹无法匹

配的问卷样本剔除，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 700

条，有效率为6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手机信令数据、微博

签到数据、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等大数据的开放与共

享，旅游者行为数据的获取将变得越来越容易，为

降低旅游时间产品规划的成本提供了数据基础；同

时，基于大数据的旅游者行为规律分析和挖掘，也

进一步提升了旅游时间产品规划应用和推广的可

行性。

3.2 旅游者时空分布特征

手持GPS跟踪设备能够精确地记录被试者的

时空行为轨迹，每分钟2次定位，定位点的经纬度坐

标误差在10米以内。因此，根据GPS设备自动记录

的数据可以对香港海洋公园被试样本总体的时空

分布特征进行分析，了解香港海洋公园旅游产品的

供给与需求之间匹配的概况。

（1）总体空间分布

只要被试者到访某个区域，GPS设备就会自动

记录，到访人次数越多的区域GPS跟踪定位频次越

高；GPS设备每分钟定位2次，因此旅游者在某个区

域内停留时间越久则定位点频次统计结果越高。

到访人次数和到访者停留时间均会影响GPS定位

频次统计结果。举例来说，入口区是每一个被试者

必然到访的区域，而且在调查期间香港海洋公园的

入口和出口为同一个，所以每个被试者至少 2次到

访入口区。用于本次分析的GPS轨迹有 700条，入

口区GPS定位点出现频次4729次，说明被试者在入

口区平均停留时间超过 2分钟，定位点频次占全部

区域的比例仅为6%。按照主题分区统计GPS跟踪

定位频次结果表明，香港海洋公园不同分区的到定

位点频次差距较大（表1）。

根据GPS移动跟踪设备的记录，旅游者在海洋

公园的分布规律如图 3所示，深色区域表示人流密

集度较大的区域。具体来说，高峰乐园的热点区域

面积多于海滨乐园；高峰乐园的热点区域包括海洋

天地以寻鲨探秘为中心的场馆区、动感天地和冰极

天地区域、海洋列车高峰站及高峰乐园广场区域；

海滨乐园的热点区域包括景区入口区域、海洋列车

及登山缆车的起点区域；热点分布不明显的区域主

要为威威天地、急流天地两区。

（2）总体时间分布

调查员在入口区随机询问旅游者，为愿意配合

调查的旅游者发放手持GPS设备，要求被试者出园

时交还设备并填写调查问卷，全部完成后赠送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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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礼品。因此，GPS设备发放时间和回收时间精确

记录了旅游者在香港海洋公园旅游行为的起止

时间。

对被调查者入园时间按照小时分类进行频次

统计，10：00—12：00两个小时为明显的入园高峰时

段。对被调查者离园时间按照小时分类进行频次

统计，15：00—15：59 出园人流突然升高，16：00—

16：59达到出园人流高峰，此后直至公园关闭，离园

人流始终保持较高的规模且从时间上呈现均衡分

布。调查期间，香港海洋公园入口和出口为同一个

空间，考虑到出入人流的叠加效应，上午 10：00—

12：00和下午15：00—21：00均为需要引起注意的高

峰时段。

3.3 旅游时空行为模式识别

为了更好地理解旅游活动主体旅游者与香港

海洋公园旅游产品之间的匹配情况，将旅游者在公

园内部的空间到访和时间分配行为作为聚类分析

的对象。首先，对香港海洋公园旅游景点按照产品

性质分为场馆类、表演类和游戏类 3种类型（表 2）。

然后，计算每一个被试者在不同类型旅游景点停留

的时间。最后，以样本在场馆类、表演类和游戏类

景点停留时间为聚类要素，使用 SPSS软件进行了

快速聚类（K-means Cluster）方法，聚类结果如表 3

所示。

聚类分析将旅游者按照时空行为特征分为5种

类型，总停留时长从 1h18'到 5h20'不等表明旅游者

表1 主题分区GPS跟踪定位频次

Tab. 1 GPS point frequency of different theme areas

空间分区Spatial zone

海滨乐园（山下）
The waterfront

高峰乐园（山上）
The summit

主题分区Theme area

入口区 Entrance

梦幻水都Aqua city lagoon

香港老大街Old Hong Kong

亚洲动物天地Amazing Asian animals

威威天地Whiskers harbour

动感天地Thrill mountain

冰极天地Polar adventure

热带雨林天地Rain forest

海洋天地Marine world

急流天地Adventure land

GPS定位点出现频次GPS point frequency

4729

10442

4674

3708

2480

10837

2714

7258

20994

6977

百分比% Percent%

6

14

6

5

3

14

4

10

28

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PS调查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绘制。

图3 香港海洋公园旅游者空间分布特征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ts in Ocean Park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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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公园的游览计划不同，停留时间在不同类型

旅游景点上的分配则体现了旅游者对不同类型旅

游景点的偏好。总体上，总停留时间越长，旅游者

在不同类型旅游景点的时间分配差异越大，个体偏

好的特征越明显。如果把所有旅游者的停留时间

汇总到一起，在场馆类、表演类和游戏类景点停留

时间的比例分别为48.1%、16.0%和35.9%。

具体来说，类型一旅游者，总停留时长4h22'，场

馆类、表演类和游戏类停留时长分别为 3h07'、22'和

53'，体现了对场馆类景点的明显偏好；类型二旅游

者，总停留时长5h20'，场馆类、表演类和游戏类停留

时长分别为1h17'、16'和3h47'，体现了对游戏类景点

的明显偏好；类型三旅游者，总停留时长 3h'，场馆

类、表演类和游戏类停留时长分别为 1h49'、43'和

28'，体现了对表演类景点的特殊偏好，是所有旅游

者中在表演类景点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类；类型四旅

游者，总停留时长最短，仅有 1h18'，场馆类、表演类

和游戏类停留时长分别为34'、19'和25'，对不同类型

旅游景点分别进行了探索性游览；类型五旅游者，

总停留时间 3h40'，场馆类、表演类和游戏类停留时

长分别为1h06'、33'和2h01'，也体现了对游戏类景点

的偏好。

图4 香港海洋公园旅游者出入时间分布特征

Fig. 4 Tourists enter and depart temporal distribution in Ocean Park Hong Kong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绘制。

表2 香港海洋公园旅游景点分类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spots in Ocean Park Hong Kong

类型Type

场馆类Museums

表演类Performances

游戏类Games

数量Number

16

7

25

景点Scenic spot

海洋奇观，金鱼宝殿，四川奇珍馆，海狮居，海马探知馆，南极奇观，香港老大街，北极之旅，熊猫山
庄，雪狐居，鳄鱼潭，热带雨林探险径，自然大揭密，雨林求知地带，中华鲟馆，水母万花筒

梦幻水都人工湖，雀鸟剧场，威威剧场，海洋剧场，太平洋海岸，动物保护中心，海洋哺乳中心

砵砵火车头，超速旋风，弹弹屋，横冲直撞，娃娃跳，咸水笨猪跳，升空奇遇，翻天覆地，小丑旋风，雷
霆节拍，幻彩旋转马，动感快车，环回水世界，飞天秋千，摩天巨轮，疯狂过山车，海洋摩天桥，极速之
旅，滑浪飞船，翻天飞鹰，热带激流，越矿飞车，极地时速，太空摩天轮，冲天摇摆船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根据实地考察情况分类。

表3 香港海洋公园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类型

Tab. 3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patterns of tourists in Ocean Park Hong Kong

类型Pattern

场馆类Museums

表演类Performances

游戏类Games

总时长Duration

样本量Numbers

类型一Pattern one

3h07'

22'

53'

4h22'

123

类型二Pattern two

1h17'

16'

3h47'

5h20'

78

类型三Pattern three

1h49'

43'

28'

3h'

159

类型四Pattern four

34'

19'

25'

1h18'

181

类型五Pattern five

1h06'

33'

2h01'

3h40'

159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根据SPSS聚类分析结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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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香港海洋公园时间产品规划

（1）识别需要调整的主题区

根据GPS定位点频次分析结果，以入口区 6%

为基准，低于入口区的有亚洲动物天地 5%、冰极天

地4%和威威天地3%。入口区是每一个被试者必到

2次以上的区域，但是由于停留时间一般较短，所以

GPS 定位点频次统计结果仅占总定位点数量的

6%。那么，低于 6%的主题区则意味着要么停留时

间比入口区还短，要么到访率低，都表明该区域旅

游吸引力相对较弱或者空间可达性存在问题。通

过对旅游者行为时空分布特征的简单频次统计，首

先可以识别出香港海洋公园9大主题分区中需要调

整的区域，将未来调整目标初步锁定为亚洲动物天

地、冰极天地和威威天地3个区域。

（2）识别需要调整的产品类型

香港海洋公园内部旅游景点按照产品类型可

以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场馆类16个、表演类7个和

游戏类25个。从旅游者时间分配情况来看，旅游者

停留时间在场馆类、表演类和游戏类景点分配的比

例分别为 48.1%、16.0%和 35.9%。从供需匹配的情

况来看，场馆类旅游产品表现最好，占据了旅游者

接近一半的停留时间。而游戏类旅游产品的情况

明显有待调整，从产品供给的数量来看，游戏类景

点数量最多，但是旅游者分配给游戏类旅游景点的

停留时间却少于场馆类景点。考虑到游戏类旅游

产品运营成本相对较高，且海洋动物主题性不强，

需要进一步探讨香港海洋公园在游戏类产品上的

产品定位和发展策略。

表演类旅游产品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首先

表演类旅游产品供给数量少。表演类旅游产品的

供给数量不仅体现为承载表演的景点数量少（仅有

7个）；而且与场馆类和游戏类旅游产品不同，表演

类旅游产品并不是从公园开门营业到关门的，而是

有特定的场次安排和固定的每场时长。这就意味

着，旅游者要想消费表演类旅游产品，不仅需要到

访特定的空间位置，而且要在特定的时间到达特定

的空间位置。实际上，旅游者消费表演类旅游产品

受到的时空条件制约，与场馆类和游戏类相比要大

很多。从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来看，表演类旅游产

品其实非常受欢迎，因为仅占全部产品 8%的供给

应对的是旅游者 16%的停留时间。从旅游者时空

行为模式聚类结果来看，五类旅游者无论总停留时

长是 1个多小时还是 5个多小时，都会安排至少 16

分钟的时间给表演类旅游产品。综上所述，表演类

旅游产品也是需要调整的产品类型。按照旅游者

的行为特征，需要进一步调整表演类旅游产品供给

的空间位置选择、场次安排和每场时长等，以增加

有效供给。

（3）旅游分项产品规划

旅游者时空分布特征和时空行为模式聚类分

析结果都表明，旅游者在香港海洋公园的游览时间

是存在结构化规律的。虽然旅游者入园和离园时

间差异巨大，但按照在香港海洋公园的总游览时

间，大致可以分为 2小时、3小时、4小时和 5小时及

以上 4种类型。按照“产品跟随行为”的规划理念，

香港海洋公园的旅游产品需要进一步细化规划为

旅游分项产品，按照总游览时间的约束条件设计不

同组合的分项旅游产品，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提

供科学合理的旅游时间分项产品。

（4）旅游组合产品规划

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识别分析结果表明，总停

留时间越长的旅游者对不同类型旅游产品的偏好

越明显。这说明，旅游者需要时间获取香港海洋公

园的产品信息并做出决策调整，当总停留时间较短

时，旅游者倾向于选择均衡地分配时间，探索性地

尝试各种产品类型。但是，当总停留时间足够长

时，旅游者就能够清晰地做出判断，选择在自己偏

好的旅游产品上分配更多的时间。目前，香港海洋

公园实行“一票通”，调查期间的门票价格为成年人

320 港币、儿童 150 港币。根据不同类型旅游者偏

好，未来可以设计不同类型的旅游组合产品，比如

场馆+、游戏+和表演+等产品组合形态。以某一种

旅游产品类型为主，组合其他类型的旅游产品，构

成在某一类旅游产品上拥有特权的产品形态。“场

馆+”或者“游戏+”在与通票同等价格的前提下，放

弃相应类型景点的到访权，享受特定类型旅游产品

的“免排队权”。“表演+”可以享受贵宾席观演位置

和参与互动的优先权。通过不同类型组合产品的

设计，以满足不同类型旅游者的产品偏好，引导不

同类型旅游者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组合产品。

4 结论与思考

4.1 大数据时代的旅游产品规划新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本文在旅游时间规划的

概念框架之下提出了一种新的旅游产品规划方法，

丰富了旅游产品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这种以旅游

者行为分析为基础的新旅游产品规划方法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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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旅游者从出行前的信息搜

索、旅游产品预订、出行中的GPS导航应用到出行

后的评价及日志照片信息发布等，每一个环节都在

产生旅游者行为数据。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的

提出，为以各类旅游者行为数据的获取和分析为基

础提出旅游产品调整和提升方案提供了理论框架

和方法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以香港海洋公

园旅游者GPS数据分析为基础，提出香港海洋公园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作为案例示范。但是旅游时间

产品规划方法，既不局限于 GPS 数据的分析和挖

掘，也不局限于景区产品或一日游产品的规划。

4.2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的应用条件

旅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的应用是有条件限制

的，首要条件则是旅游者行为的存在，有旅游者行

为才能进行旅游者行为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说，旅

游时间产品规划方法对于已经开发处于营业状态

的景区和旅游目的地更加适用。理论上来讲，旅游

时间产品规划也可以用于旅游地首次开发规划，那

需要按照以往旅游者行为研究的成果或者根据初

步的创意设想进行潜在旅游者假设偏好的调查，从

而构建初始虚拟旅游者时空行为，但是在缺乏实证

数据的情况下构建的初始虚拟旅游者时空行为可

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此外，对旅游者行为数据

获取、分析和挖掘 3个阶段将成为旅游规划团队在

采用旅游时间规划方法时遇到的3个技术瓶颈。

致谢：特别感谢香港海洋公园允许项目组在园区内进

行旅游者时空行为调查，以提供给每一位被调查者纪念品的

形式给予本研究的资助，提供的公园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

等相关信息和数据，以及在论文写作和校对等工作中做出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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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 spatial- temporal behavior and tourism

produ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logical framework of tourism time product

advocating planning idea of“Product Follows Behavior”, and show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ew tourism

time product planning approach using a case study of Ocean Park Hong Kong. Adhering to the people-

oriented planning ideas, Tourism Time Product Plan (TTPP) is kind of product planning idea and design

method which putting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program and tourism space- tim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analysis of tourist ideal behavior, is an overall arrangement of the

elements of tourism products in time orient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ourist behavior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main logic. Based on the GPS tracking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ourists in Ocean Park,

subject areas and product types of Hong Kong Ocean Park which need to be adjusted are recognized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and tourist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patterns. And then a preliminary tourism time product plan and combination of tourism

product plan are proposed as to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TTPP method also could support

adjustment and problem solutions as to theme venue location, specific theme design and even

performances arrangement et al, while more in-depth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of tourist behavior need

to be d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is paper contributes a new approach of tourism

product plann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ourism time planning, which diversifi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ourism product planning.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data of tourist behavior

is produced automatically every step, from information research to product booking, from application

of navigation App to online post trip evaluation, and to the travel log and photos releasing on micro

blogs or WeChat.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and method of tourism product planning to

adjust, promote or put forward new tourism produ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ig data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touris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ing practice, the approach of tourism

time product planning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tool for the tourism product planning practice,

which supports the innovation of tourism product planning theoretically and technically. To be

explained, the analysis of GPS data of Hong Kong Ocean Park tourist and product planning of Ocean

Park are put forward as a case demonstration in this paper. While tourism time product planning

method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GPS data analysis and mining, and is not limited to the scenic area

product planning or a one-day tour product planning. And there are several condi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TPP method, first of all the existence of real tourist behavior is required, which means that this

TTPP method will be more suitable to secondary exploration and product adjustment rather than

origin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ideal tourist behavior could be simula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ourist behavior studies, but there still may be a certain degree of deviation in the initial virtual tourist

behavior with the absence of empirical data.

Keywords: tourism time product; tourism time product planning（TTPP）; tourism planning method;

tourist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责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王玉洁]
⋅⋅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