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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境旅游的社会认知研究
——跨文化交流视角的网络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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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客观认知中国出境旅游活动及出境旅游者行为，是涉

及旅游跨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问题，关系到社会对于出境旅游

的整体态度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效果，进而也会影响到对于出境

旅游跨文化交流的管理与引导。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舆论对

于出境旅游问题的反应比较迅速，是研究出境旅游认知的重要

途径。文章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来源，综合运用ROST内容挖

掘系统、ROST新闻分析工具和UCINET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利用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认知研究的相关理论，从旅游跨文化

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社会对于出境旅游的认知内容、特

性以及与出境旅游发展过程的关系等。研究认为，中国人对于

出境旅游的社会认知受到传统文化影响，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

特色；出境旅游认知的维度与中国出境旅游发展的进程密切相

关，可以归纳为旅游者境外形象与素质、服务要素与消费、目的

地安全与事件；国人看待出境旅游的总体态度保持乐观，社会认

知日趋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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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2012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境旅游客

源国，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和庞大规模引起社会各

界的巨大反响和广泛关注。国外媒体对中国游客

出境旅游的报道中不乏批评的声音。对此，有研究

者认为向世界客观呈现中国旅游者的形象和特质

是非常紧迫的任务[1]。国内关于出境旅游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发展现状[2]、政策与管理措施[3]、消费与市

场等方面[4]，着力于探讨出境旅游对于国家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作用、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旅游者行

为及其引导管理等。出境旅游之所以如此受关注，

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重要

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出境旅游是跨文化交流的过

程，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激荡，必然在相关社会

和领域产生剧烈的反应和回响。

中国旅游者在境外的行为状况、国外对于中国

旅游者的认知，也会传递到国内，引起相应的反响和

反思，并形成对于出境旅游的认知和态度。这种认

知与态度会成为出境旅游跨文化交流的观念基础

并产生影响，也应该成为相关部门管理引导出境旅

游发展的重要依据。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大量的

网络报道和评价文本，能够比较迅速和充分地反映

国内社会对于出境旅游相关问题的意见。通过适

当方法分析网络文本来了解国人自身对出境旅游

的认知与态度，是出境旅游研究应该重视的问题。

1 相关研究进展

在出境旅游方面，国外研究比较关注中国出境

市场的情况，有研究通过需求方法来确定出境旅游

市场的规模和市场促销的目标城市[5]。也有许多研

究关注旅游者行为、主要消费方向、出境旅游者的

旅游预期[6]、预期行为和实际行为[7]、消费行为特征

及应采取的营销对策等[8]。有研究开始注意文化、

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提出应从“3C”（儒家、共产主义

和资本主义）视角来认识中国旅游者的行为特征[9]。

国内学术界为促进出境旅游发展研究做出了

重要努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课题组、中国旅游

研究院课题组先后就出境旅游进行了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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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刊》在2011年和2016年，围绕出境旅游、旅

游文明相关问题组织了专题笔谈讨论。国内研究

非常关注对于出境旅游的整体评价，有研究认为我

国出境旅游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处于“超常态”发

展阶段，以出境旅游花费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

为主要表征的这种“超常态”发展带来了诸如外汇

流出、有效需求流失等负面影响[10-13]；也有学者认为

出境旅游的发展未必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消极

影响，尽管出境旅游可能会导致外汇流出、造成旅

游赤字，但有利于出入境旅游互动、增加旅游投资、

促进旅游产业的组织结构调整[14]。从综合作用的角

度看，出境旅游在多边外交、文化交流、区域经济合作

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5]，

可以通过出境旅游带动国家战略实施，提高国际影

响力[16]。

在个人行为层面，有研究认为中国游客境外高

额消费行为具有“符号或炫耀性”[17]，高额消费行为

反映了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

收支平衡的结果。更多研究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

中国游客的境外不文明行为。关于不文明行为出

现的原因，有研究指出这并非是出境旅游特有的现

象，在日常生活中不文明行为也随处可见，认为“公

共空间礼貌”“争抢意识”“主奴意识”和“沟通误会”

导致了出境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18]；中国人普遍“私

民敏感性”高而“公民敏感性”低，即相比于公众场

合，在私人交往中更在意自身的文明行为，过去的

短缺经济促成“争抢文化”，进而导致不文明行为[19]；

旅游者寻求放松的旅游动机弱化了对自身的道德

约束，旅游的异地性成为旅游者暴露不良个性的窗

口，容易产生不良言行，旅游团队的临时性和松散

性降低了社会舆论的约束，加之从众心理导致不雅

行为普遍存在[20-21]。关于游客行为的影响，有研究

认为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会导致东道主居民对

中国的误解[22]；从“公共外交”的观点看，对旅游者境

外行为的评价能够影响国际社会对国家形象和国

民素质的评价，游客的个体行为不仅反映自身素

质，在全民外交时代游客行为能够影响国家形象的

感知[23]，游客个体的不雅行为会损害国家形象和公

共外交[24]；不文明的出境旅游行为损害“礼仪之邦”

形象，败坏社会文明风气，伤害他国民族感情，制约

了国家软实力的提升[25]。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应该更客观地看待出境旅

游行为。有学者指出境外旅游不文明行为并非中

国旅游者特有的现象，其他国家的旅游者在境外同

样会产生不文明行为，个体失范行为容易被媒介放

大，并在传播过程中持续发酵，从而形成对整个大

群体的偏见和不公平待遇[26]；中国游客在境外的确

存在不文明行为，但其他国家游客也存在各种不文

明行为，国人的妄自菲薄是造成糟糕的海外形象的

原因之一[27]；不文明现象的原因不仅包括游客自身

素质低下，还包括国际媒体的不实报道，符号化与污

名化的舆论报道以偏概全地为中国公民贴上了素

质低下的标签[28]；存在媒体和个人为博眼球虚构、夸

大报道中国旅游者的境外不文明事件现象[29]；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别会影响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

道，“自我期望形象”与“实际形象”很难达到一致[30]。

在旅游研究领域，有学者系统论述了旅游认知

和感知的概念，但认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31]。

相关研究多是分析旅游者认知行为差异[32]，旅游者

对目的地的认知以及认知评价与行为意图之间存

在的关系[33]，侧重于探讨认知结果对旅游者决策和

行为的影响，以及旅游者感知结果对旅游目的地形

象构建和推广的影响 [34]。基本是对于旅游活动内

容、旅游对象的物认知研究，而较为缺乏对旅游认

知过程与特性的深入分析，也缺乏基于中国社会特

点的旅游社会认知方面的探讨。

旅游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可以且应该从相

关学科获得理论的支撑或经验启示。本文所探讨

的出境旅游社会认知问题与心理学等学科关于社

会认知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

究进展中获取帮助。社会认知是现代心理学的重

要研究领域。社会认知是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认

知加工过程，包括对信息的辨别、归类、判断和推

理，是对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判断和理解[35]。从研

究内容上看，主要是态度、社会知觉、情绪等，并形

成社会图式[36]。不同于单纯的认知过程，它具有社

会性的特点[37]。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社会认知研

究需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有研究认为，中国人

社会认知的根本特点为“他位认知”，并且集中体现

为“差序格局”，文化衍生与发展的“群际认知”[38]，即

要以人的社会属性特点进行相关研究，构建中国人

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此外，有研究认为网络的快

速发展是网络文本传播的基础，为人类获得间接经

验提供极大便利，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会越来越关注

网络平台中的社会行为[39]。社会心理学关于中国人

社会认知特点的探索，以及网络大数据在社会认知

研究方面的应用，为出境旅游社会认知研究提供了

理论与方法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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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看，对于我国出境旅游问

题学术界比较关注其发展总体规模与发展阶段、消

费需求特点、旅游行为表现及影响等，提出了促进

出境旅游发展及改善旅游行为、提升国家形象和软

实力的措施。其中，对于出境旅游者行为的探讨是

最为热烈的，且多集中于不文明行为表现、产生原

因及改进措施，但对于出境旅游的发展环境，尤其

是社会认知，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出境旅游的价值判

断等方面缺乏充分讨论。目前的旅游认知研究主

要关注于旅游活动或旅游对象物而非旅游认知本

身。从现实社会看，社会公众的认知状态比如态

度，对于旅游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本文通

过网络文本，利用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认知研究的

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对于出境旅游的认知内

容、特性及其变化，力图从旅游跨文化交流角度分

析出境旅游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2 文本收集与预处理

本文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来源，综合运用

ROST 内容挖掘系统（ROST Content Mining 6.0）、

ROST 新闻分析工具（ROST News Analysis Tool

V3.1）和UCINET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为了

全面反映社会网络关于出境旅游的观点，本文在多

个主流新闻、论坛网站采集网络文本，使得网络文

本覆盖范围更广，采集内容更多。此外，本文分两

次采集网络文本，通过对两部分文本分析结果的对

比以了解出境游社会认知的变化。

第一次文本收集截止于2015年3月26日（始于

2007年 8月 4日），文本来源包括新浪博客、天涯论

坛、搜狐论坛、旅游论坛、凤凰新闻以及新华网和人

民网等主流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新闻、评价、博

文等社会各界的“声音”。为确保资料的“饱和度”，

笔者在收集到约20万字以后，大约每增加2万字做

一次词频统计，发现没再有新的高频词出现，并且

主要高频词的频数顺序基本不变，最后共收集约30

万字资料，有理由相信资料是“饱和”的。第二部分

文本收集工作截止于2017年2月25日，主要收集自

2015年 3月 26日之后的与国人出境旅游相关的博

文、报道、评论，采用与第一次相同的方法测试资料

“饱和度”，收集到约 20万字以后，大约每增加 2万

字做一次词频统计，最终收集27万字文本资料。为

了更好地了解国人对出境旅游自我认知的变化，后

续分析步骤对两部分资料分别展开，通过对比两部

分资料的分析结果以了解舆情规律。

对资料进行初步处理。由于ROST软件仅识别

简体中文和英文，因此将所收集的文本资料中的繁

体中文转换为简体中文，然后将同义词进行替换，

如旅客、旅游者替换为游客；中国人、国民、公民、中

国公民替换为国人；国外、海外替换为境外。最后

将初步处理过的文本资料以.txt文件的格式分别保

存为第一部分文本、第二部分文本和总文本。

3 数据分析

3.1 出境旅游自我情感认知

情感分析是对具有主观情绪色彩的信息进行

抽取、分析、检索与归纳的过程，随着Web 2.0技术

的发展和成熟，互联网为用户发表评论和分享经验

提供了平台，人们习惯在网络上直接表达自己的情

绪，分析这些关于出境旅游的网络文本，能够识别

其中隐含的情感信息。运用 ROST 内容挖掘系统

（ROST Content Mining 6.0）分别对第一部分文本和

第二部分文本进行情感分析，该情感分析工具能够

分析文本资料中的情绪内容，对带有主观色彩的文本

进行情绪分析、推理和归纳，从而帮助使用者了解

大量文本所反映的总体情绪，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社会认知的自我体现为多重形式，包括个体自

我与集体自我 [40]。出境旅游情感表达中的自我认

知，可以看作个体基础上形成的集体自我。尽管我

们平时经常看到关于国人出境旅游的负面报道，但

从表 1的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第一部分文本还是

第二部分文本，其积极情绪的占比均在6成左右，说

明从国人自身角度出发，对出境旅游的整体情感认

知是积极的；从情绪的分段统计结果可以看到，高

度消极的情绪所占比例分别为0.58%和0.61%，表明

国人对出境旅游的自我认知并非是十分否定的。

尽管存在部分国人在境外行为表现素质低下，但不

能否认的是媒体为了吸引阅读在报道中存在“污名

化”“符号化”的现象，致使旅游团中某个个体的失

范行为经过舆论发酵后影射国人整体素质低下，形

成对中国游客的刻板印象。在出境旅游发展的早

期阶段，跨文化背景下的不文明行为是难以避免

的，各个国家的旅游者都可能存在不文明行为，而

且许多舆论事件的背后都存在误解和疑点，在互联

网助力信息传播的大背景下容易导致误传、误报的

现象。

以积极情绪为主导的情感分析结果中，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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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本中的高度积极情绪占比为 9.98%，时隔近两

年后收集的第二部分文本的高度积极情绪占比达

到 18.40%，上升了 8.42%。心理学相关研究成果认

为，对于本民族的积极评价会带来愉悦的情感体

验，进而促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41]。集体身份认

同本身就是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并且经常以

积极的情感体验形式存在[42]。对出境旅游积极情绪

的提高反映了国人对于出境旅游行为的认可，有利于

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价值的认同。从所搜集的文

本资料当中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人能够理性看

待相关问题，而不是盲目附和以发酵舆论；对于出

境旅游的一些正面事件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例如：

“有些是非只不过是个案，它们可以发生在任

何国家的游客身上。但经过炒作放大之后，这些是

非被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似乎只有中国游客才能做

得出来。例如，中国游客在法国普罗旺斯的熏衣草

地上打架一事，充其量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偶发事

件。打架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只不过这次

发生在几个相互并不熟识的中国游人身上。”（新浪

新闻，2013年8月5日）。

微博用户@唐神医 3 月 21 日发布微博说，“在

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时，遇到一个美国游客突发

心跳骤停，倒在离我约十米的地方，一个人坚持胸

外按压约十多分钟，等到除颤仪到位后成功将其复

苏！海洋公园管理人员非常感谢，送了一顿可以单

独观看鲸鱼演出的自助大餐，弥补了没看成表演的

遗憾！”该微博配有 6 张现场照片。照片中，一名身

穿蓝色帽衫、米色长裤、头发半白的男子双膝跪地，

双手按压倒地女游客的上半身，旁边还有几名当地

工作人员在帮忙。微博获得数万评论及转发，多名

网友为@唐神医竖起大拇指，称其为中国好游客。

（唐子人微博，2015年3月21日）。

文本中有旅游行业从业者在自身工作环境中

观察到国人出境旅游时行为举止的改变，表示我国

出境旅游者的总体素质有所提升，随着出境旅游的

深入发展，跨文化交流理念深入人心，大部分国人

在境外能够做到尊重当地文化，树立良好旅游形

象，例如：

“在最近接团时，我注意到中国游客互相之间

也会有提醒，比如有的游客玩得很开心，就会不由

自主地大声说话，这时团里的亲友就会立即劝阻。

这种变化让人感到舒心。”（央视网新闻，2015年2月

21日）。

“像从今年开始的几个旅游热点时期，一个是

最早春节期间，再有就是‘五一’，还有刚刚结束的

‘十一’假期，从今年中国游客出行的素质来看，我

们在希腊境内没有收到任何商家，包括酒店、租车及

航空公司的投诉，感觉中国游客大体上整个素质都

提高了，可能也加上中国人到海外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很多家庭都是每年固定有一次出行，所以从一

开始的那种不好的习惯，到现在很能自觉地融入国

外的氛围里面，就使整个出行的中国游客的素质都

有所提高。”（人民网海南频道，2014年10月20日）。

正如前文所述，情感分析是对文本中含有主观

色彩的信息的提取、归纳和推理的过程，通过运用

软件进行的情感分析，能够得到所收集文本的大致

情绪基调。尽管我们时常看到有关国人在境外失

范行为和事件的报道，但随着跨文化交流理念的深

入，国人看待事件报道的心态更加冷静，角度更加

多元，评论更加客观，符合文化互动的基本规律。

表1 情感分析统计结果

Tab.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entiment analysis

第一部分文本 First part of text

积极情绪：2874条 57.27%

中性情绪：960条 19.13%

消极情绪：1184条 23.60%

其中，积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如下：

一般（0~10）： 1558条 31.05%

中度（10~20）： 815条 16.24%

高度（20以上）：501条 9.98%

其中，消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如下：

一般（-10~0）： 802条 15.98%

中度（-20~ -10）：285条 5.68%

高度（-20以下）：29条 0.58%

第二部分文本 Second part of text

积极情绪：99条 60.74%

中性情绪：27条 16.56%

消极情绪：37条 22.70%

其中，积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如下：

一般（0~10）： 40条 24.54%

中度（10~20）： 29条 17.79%

高度（20以上）：30条 18.40%

其中，消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如下：

一般（-10~0）： 25条 15.34%

中度（-20~-10）：8条 4.91%

高度（-20以下）：1条 0.61%

资料来源：根据ROST Content Mining 6.0整理。

注：表中数据为ROST CM 6自动生成的结果。ROST软件情感分析分为情感分析和分段统计两个步骤，输入文本后由系统自动输出数

据，不能人为干预。但由于分段统计存在独立的文字识别和运算处理过程，会导致分段统计数据与情感分析（总体）之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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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频词分析

ROST 新 闻 分 析 工 具（ROST News Analysis

Tool V3.1）不仅能够提取文本中的高频词，还能够

将高频词进行分类。笔者利用该分析工具分别对

第一部分文本、第二部分文本和总文本进行高频词

分析，对分析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后选取地名、形容

词、名词、动词、总词频（表2）的前30位高频词。

高频词分析能够直观地反映国人对出境旅游

认知的主要要素和方向。地名高频词的变化体现

了国人对不同地区的关注程度发生了改变。这一

方面显示了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情况，根据相关研

究，应该与目的地文化氛围、接待能力与承载度、社

会舆论、出境制度、流程手续等方面密切相关[43-45]。

2016年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大大提高了

国人对巴西的关注，说明节庆、赛事活动与旅游业

的联系更加紧密；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放

宽了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政策，提高旅游者可达性，

从而增强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地名高

频词也反映了出境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变化，从高频

词覆盖的地理范围能看出，国人出境旅游目的地涉

及范围越来越广，这符合旅游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动词词频排序中，无论是第一部分文本资料

表2 前30位总高频词表

Tab. 2 Top 30 high frequency words

第一部分文本 First part of text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高频词

旅游

国人

文明

中国游客

游客

中国

行为

境外

不文明

出境游

形象

素质

日本

消费

购物

文化

泰国

国内

导游

提升

旅行社

美国

出境

当地

世界

大声

媒体

香港

春节

出游

词频

1504

1280

1258

1238

1144

1023

751

722

640

456

442

419

410

262

229

216

197

193

182

175

168

167

162

158

155

150

149

143

136

131

第二部分文本 Second part of text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高频词

中国游客

游客

旅游

中国

国人

泰国

旅行社

出境游

导游

日本

韩国

当地

酒店

越南

机场

消费

境外

旅行

购物

警方

入境

美国

行为

前往

工作人员

英国

发现

目的地

乘客

增长

词频

1221

1215

949

775

367

332

307

302

302

291

279

235

232

227

224

204

194

189

180

176

174

157

147

141

132

128

124

121

116

105

总文本 Full text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高频词

中国游客

旅游

游客

中国

国人

文明

境外

行为

出境游

不文明

日本

泰国

形象

导游

旅行社

素质

消费

购物

当地

酒店

韩国

美国

机场

旅行

文化

国内

出境

媒体

越南

提升

词频

2459

2453

2359

1798

1647

1335

916

898

758

729

701

529

487

484

475

474

466

409

393

358

358

324

304

298

285

271

259

249

233

220

数据来源：根据ROST News Analysis Tool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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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第二部分文本资料，“消费”“购物”均占据前两

位，旅游购物和消费行为是国人对出境旅游认知的

一个重要方面，另外高频词中还出现“有钱”“便宜”

等形容词，这也反映了国人对购物和消费的高度关

注。无论是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还是媒体的争相

报道，境外消费和购物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关注的焦

点，对国人超高的购买力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一

方面有学者认为经济基础、贫困情节、文化信仰缺

失、旅游特征和人情消费 5个方面的因素导致国人

出境旅游的消费行为具有炫耀性本质[46]，出境旅游

者的“符号或炫耀性”消费现象越来越显著[14]；另一

方面，以高出境人数和高消费金额为代表的出境旅

游“双高”局面也是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而且

“双高”格局体现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程度提

高，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47]。无论是将高消费行为

归结为国人非理性心态，还是将该现象视为在旅游

业特定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以消费和购物为主要

代表的市场行为受到市场需求与供给的约束，尊重

市场发展规律并给予正确的引导才是保证出境旅

游健康发展的前提。

“旅行社”“导游”“酒店”“机场”是前后两部分

文本共有的高频名词，在旅游活动的6大要素中，上

述4个名词至少与“食”“住”“行”“游”4个要素密切

相关。尽管通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在

信息方面的对等性，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形态也从大

众旅游逐渐向新旅游模式转变，但是受到我国出境

游发展水平以及庞大人口基数等条件的限制，借助

旅行社和导游提供服务的出境方式仍然是国人出

境旅游的主要渠道。除此之外，目前旅行社在线路

设计、行程安排等方面越来越倾向于定制化和个性

化，这种改变不仅满足了追求自由的游客的需求，

还能为旅游者节省时间免去不必要的繁琐步骤。

与国内游相比，酒店在出境旅游中占据了更重要的

角色，出境旅游少则3~5天，作为旅游者境外食宿基

本生活的物质承担者，酒店是旅游者在境外的生活

基地，为旅游活动能够持续进行提供物质保障。

在第一部分文本中“形象”“素质”“文化”“现

象”“习惯”“陋习”等高频名词和以“喧哗”“插队”为

代表的高频动词反映了群体文化素质和个体行为

是国人自我认知的主要方向，从而引发从个体失范

行为到国民整体素质和形象的探讨。对于个体行

为和国家形象的讨论在第二部分文本中仍有体现，

但不再是国人自我认知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以高

频名词“警方”“警察”、高频形容词“安全”“严重”为

代表的对安全态势和境外事故的广泛关注，其中，

“安全”“严重”分别位于第二部分文本高频形容词

的前两位。随着我国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大量中

国游客遍及世界各国，出境旅游者的特殊身份和对

境外社会环境适应性低导致诸如交通事故、打劫、

偷窃事件频发。

高频词分析反映了国人对出境旅游认知的聚集

焦点，通过两个部分文本资料的高频词对比分析，

反映了国人对出境旅游认知存在细微变化：关注点

从国人自身行为与素质向目的地大环境转移。

3.3 语义网络与中心度分析

在了解高频词排序的基础上，为了解高频特征

词之间的关系，笔者利用ROST内容挖掘系统的社

会网络生成工具分别对第一部分文本、第二部分文

本和总文本构建了语义网络（图1），并得到3部分文

本的共现矩阵文件。

中心性分析能够衡量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重

要程度。在社会网络中，程度中心性就是行动者所

拥有的关系数量总和，拥有高程度中心性的节点，

在这个网络团体中也具有主要地位，能够体现出网

络团体的特点。借助中心节点词语的联系，可以分

析语义网络结构的基本性质。分别将3部分文本的

共现矩阵文件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得

到该软件可用的.##h类型文件，运用该软件可以进

行程度中心性分析，如表3所示，每一部分的输出结

果中第一列为节点名称，第二列表示该节点的程度

中心性。

在 NetDraw 工 具 中 选 取 centrality，再 选 取

degree进行程度中心性计算，设置网络图中的节点

大小与程度中心性大小相关，即在语义网络图中若

节点越大，则该节点的程度中心性越大，反之该节

点的程度中心性越小。

限于篇幅，截取高于程度中心性均值的节点列

于表中，第一部分文本的程度中心性均值为

288.167，第二部分文本程度中心性均值为177.527，

总文本的程度中心性均值为 474.777。在第一部分

文本中，节点“游客”拥有的关系数量最多共计4634

条，即该节点的程度中心性为 4634，所占比例最高

为 14.9%，在此部分的语义网络中共有 13个节点的

关系数量超过平均值，分别为：“游客”“中国”“旅

游”“文明”“国人”“行为”“出境”“境外”“形象”“国

家”“素质”“提升”“日本”。结合语义网络图和程度

中心性的分析结果能够清楚地看到“游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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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明”构成了该网络的一级核心词，体现了

文本对国人出境旅游自我认知的视角特点；与一级

核心词密切联系的“国人”“出境”“素质”“境外”“行

为”“国家”“形象”“提升”8个词语构成了二级核心

词，一级核心词、二级核心词内部分别可构成网络，

而且一级核心词与二级核心词相互关系密切，其余

高频词呈发散状分布于一、二级核心词周围。

第二部分文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共有 22

个节点的程度中心性超过均值，其中包括较多的目

的地国家名称，如“日本”“泰国”“韩国”“美国”，还

包含了诸如“旅行社”“导游”“酒店”“机场”等与旅

游服务直接相关的词汇。与第一部分资料的分析

表3 文本程度中心性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degree centrality

第一部分文本 First part of text

游客

中国

文明

旅游

国人

行为

出境

境外

形象

国家

素质

提升

日本

Degree

4634

4413

3108

3039

2522

2212

2167

2032

1554

1488

1176

459

294

Share

0.149

0.142

0.100

0.098

0.081

0.071

0.070

0.065

0.050

0.048

0.038

0.015

0.009

第二部分文本 Second part of text

游客

中国

旅游

国人

出境

国家

日本

泰国

当地

韩国

旅行社

导游

消费

人员

酒店

境外

美国

市场

增长

目的地

服务

机场

Degree

5062

4357

2155

399

383

355

348

320

316

307

295

287

267

253

227

219

203

195

193

191

187

181

Share

0.259

0.223

0.110

0.020

0.020

0.018

0.018

0.016

0.016

0.016

0.015

0.015

0.014

0.013

0.012

0.011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90

总文本 Full text

游客

中国

旅游

文明

国人

行为

境外

出境

国家

形象

素质

日本

当地

泰国

消费

导游

旅行社

Degree

9210

8560

5348

3278

2981

2531

2239

2090

1971

1684

1044

690

583

534

509

505

499

Share

0.188

0.175

0.109

0.067

0.061

0.052

0.046

0.043

0.040

0.034

0.021

0.014

0.012

0.011

0.010

0.010

0.010

数据来源：根据UCINET整理。

图1 文本语义网络图

Fig. 1 Semantic network diagram of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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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比来看，相同点在于“游客”“中国”“旅游”仍

是拥有关系数量最多的 3个节点，但是区别于第一

部分资料的分析结果，在第二部分文本中，上述3个

中心词的程度中心性与其他节点中心词程度中心

性差距更大，即在第二部分文本中，一级关键词仅

由“游客”“中国”“旅游”3个词语构成，国家名称（日

本、韩国、泰国、美国）、旅游相关部门（旅游局、旅行

社、酒店、导游）、行为（服务、出境、消费、市场）构成

了二级核心词，共同构成该部分文本对出境旅游自

我认知的主要维度。与第一部分文本相比，第二部

分文本的二级核心词内部联系较弱，综合来看，第

二部分文本高频词以3个一级核心词为圆心呈同心

圆状分布。

将第一部分文本与第二部分文本合并为一个

文件，得到总文本。对总文本进行中心性分析和语

义网络构建，“游客”“中国”“旅游”3个词仍然是语

义网络中拥有关系数量最多的 3个节点，总文本的

语义网络图同时具有两部分文本语义网络图的特

点。中心性超过均值的总文本节点共有 17 个，其

中，有 7个节点高频词同时出现于第一部分文本和

第二部分文本，分别是“游客”“中国”“旅游”“国人”

“出境”“国家”“日本”；“文明”“行为”“境外”“形象”

“素质”5个节点高频词来自第一部分即早期网络文

本，说明早期国人对出境旅游认知的关注点主要集

中于境外旅游行程中旅游者的行为修养和素质品

行；“当地”“泰国”“消费”“导游”“旅行社”是来自第

二部分网络文本的 5个节点高频词，综合来看国人

对出境旅游的自我认知开始从单一视角向多个领

域扩展。

语义网络图显示，几个重要的中心性节点词语

的语义网络能够体现网络文本对于出境旅游活动

基本性质的认知。“游客”是最重要中心节点词语，

是公众认识出境旅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各种矛

盾的聚焦点。“游客”与“购物”“喧哗、大声”“文明”

“素质”“形象”等词的网络联系，显示旅游者购物行

为、文明素质、旅游形象等颇受关注。“游客”与次级

节点“文明”联系密切，“文明”在第一部分文本可以

看出，与“素质”“形象”“提升”等相关联，在公众眼

里，出境游所展现的“文明”应该得到“规范”“引导”

和“提升”，减少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从“旅游”一词

出发，“消费”“行为”“文明”“文化”“导游”“旅行社”

“旅游局”等节点词语联系密切，认为旅游是“生活”

的一部分，尤其是“境外旅游”，是一种重要的“社

会”现象，需要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也需要“国家旅

游局”等政府部门的“引导、规范”。同时又是一种

“经济”现象，“购物”“消费”成为旅游的重要部分，

旅游活动形成“旅游业”，“旅游团+导游”是一种重

要形式；“中国”作为节点词语，与“美国、日本、泰

国、韩国”“增长”“增加”“国人”“形象”“素质”等联

系，显示舆论对于旅游目的地联系的认知，也反映

公众比较看重我国与美日等国的情况比较。

3.4 结构同型性分析

结构同型性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网络中

的节点进行归类，该分析的常用方法有两种：一是

阿基米德距离法，二是以节点间相关分析为基础的

Concor法[48]，两种方法分析思路不同，但分析结果大

同小异，本文采用以相关矩阵为基础的Concor法。

在UCINET软件的“Network”选项中选择“role&po-

sitions”，然后选择“Strctural”，最后选“CONCOR”选

项，分别导入 3部分文本的.##h文件即可得到对应

的相关系数矩阵和对应的树状图，限于篇幅，本文

将树状图聚类明显的部分整理为表格形式（表 4）。

按照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构同型程度高的节点，

具有类似的结构属性，彼此之间具有重要的内在逻

辑关联[49]，结构越同型，其扮演的角色越类似，可以

归为一类[50]。借鉴这一方法和思路，将节点词语进

行分类，探讨文本内容不同的认知维度。

由于计算过程仅考虑节点之间的相关系数，而

不考虑节点含义，因此在聚类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

误差，通过对树状图分析结果进行人工筛选。第一

部分文本资料对出境旅游的自我认知大体可以分

为3个维度：境外形象与素质、行为与消费以及旅游

服务与要素。这个阶段处于我国出境旅游超速发

展早期，国人参与出境旅游经验并不丰富，对异域

文化了解不甚透彻，因此由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

冲突和矛盾而导致的旅游者境外失德行为广受关

注；出境旅游消费热潮伴随出境旅游者人数剧增而

到来，中国旅游者在境外超高的购买和消费能力引

发国内外震惊，大批游客涌出国门带来巨额消费，

突如其来的改变对国内外都是一种文化的碰撞，需

要一个从发现到了解再到接受的过程；以导游和旅

行社为代表的旅游服务要素反映了在此阶段国人

出境旅游比较依赖旅行社组织和导游讲解的组团

游形式，对于旅游经验尚不丰富的个体来说，组团

出游是既省钱又省事的方式，这也往往成为国人首

次出境旅游的主要方式。

第二部分文本可以分为3个维度，分别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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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服务要素、境外安全与突发

事件、出境旅游的问题与影响。文化冲突引起的素

质、形象等问题在第二个阶段不再是突出的表现，

而是转化为比较客观的问题与影响；对旅游服务要

素仍然保持高度关注，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在内的

目的地要素反映网络大数据声音的探讨焦点，当游

客数量增大时相关事件报道数量也会增加。在第

二部分文本中既包含由旅游者不安全行为导致的

事件（如大闹机场、美国境内超速驾车），也包含由

不安全旅游环境导致的事件（如欧洲地区抢劫、盗

窃事件频发）。人类流行病、动物流行病、自然灾

害、国内动乱和暴力冲突、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都

是造成旅游危机事件的因素[51]，无论何种原因导致

的境外游事件，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旅游者的出

游体验，而且事件的报道及发酵还有可能间接影响

其他人的出行决策与体验。

由于前后两部分文本的语义网络节点存在一

定差异，所以依据结构同型分析得出的社会认知维

度也有所不同。综合来看，总文本对出境旅游的自

我认知包括 3个维度，分别为：境外形象与素质、服

务要素与消费、目的地安全与事件。对出境旅游认

知的维度随着旅游业发展会产生细微差别，前期人

们对出境旅游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出境旅游者在

境外的言行举止，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民素质与形

象的反思。尽管存在大量的关于国人出境旅游境

外不雅行为的报道和评论，但是随着信息传播的发

展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人们加深了对不同文化背景

下行为习惯的了解，能够减少出境旅游过程中因文

化差异而导致的失范行为。每一部分文本都包含

旅游服务要素的认知维度，这些旅游要素与相关服

务为旅游者的出境旅游提供物质保障，是确保游客

在境外得到良好旅游体验的基础要素。

4 结论与讨论

4.1 出境旅游社会认知的集体主义特性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来，中国人的认知与决

策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而是具有明显的“他

人本位”，即站在他人、家族、国家民族立场进行认

知、判断、行为[52]。尤其是出境旅游本身即是中外之

表4 结构同型性分析

Tab. 4 Analysis of structural identity

第一部分文本 First part of text

中国

游客

文明

旅游

国人

出境

行为

境外

国家

形象

素质

提升

春节

美国

日本

消费

购物

影响

文化

问题

媒体

导游

泰国

喧哗

当地

习惯

旅行社

第二部分文本 Second part of text

游客

中国

旅游

出境

市场

日本

旅行社

国人

泰国

韩国

导游

国家

当地

消费

酒店

旅游局

增长

服务

美国

境外

目的地

机场

越南

时间

购物

入境

行为

事件

文明

前往

警方

人员

日报

数据

吸引

去年

增加

报告

媒体

部门

问题

观光

数量

影响

外国

总文本 Full text

游客

市场

中国

旅游

国人

出境

文明

境外

素质

国家

形象

行为

日本

问题

消费

人员

泰国

当地

美国

媒体

文化

韩国

酒店

机场

影响

购物

时间

春节

增长

旅行社

导游

服务

增加

事件

旅游局

目的地

数据来源：根据UCINET整理。

⋅⋅ 83



旅 游 学 刊 第 33 卷 2018 年 第 3 期 Tourism Tribune Vol. 33 No. 3，2018

间的交流，更会引起中国人的国家与民族意识，使

出境旅游社会认知表现出了强烈的集体主义特

性。首先是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国家民族认知意

识。“游客”“中国”“旅游”是排位最高的高频词，语

义网络中，既是最重要的节点，也具有最多的联系，

说明认知出境旅游时，是把出境旅游放到国家民族

的层面上看待的，国家整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其次，出境旅游的个体行为被看作是国家、民

族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与国家是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是家国一体的。文本内容中游客的

“购物”“喧哗”等行为与“素质”“形象”“中国”等词

都有密切网络联系，显示公众认为游客旅游行为代

表了社会文明素质水平和国家形象。这与目前旅

游学者们专业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22-25]，说

明中国社会各阶层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第三，表

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省与自尊意识。“中国”作为

节点词语，一方面与“形象”“素质”联系，显示一定

的文化自省意识，认为出境游所展现的“文明”应该

得到“规范”“引导”和“提升”。另一方面，与“美国”

“日本”等相联系，群际认知强烈，表现出比较意识、

冲突意识、自尊自强意识。第四，显示了对于社会

服务与管理的期望。“旅游”与“导游”“旅行社”“旅

游局”等节点词语联系密切，认为政府管理职能和

企业服务对于出境旅游也是非常重要的。总体上

看，中国出境旅游社会认知是跨文化交流刺激下以

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本色的认知图式。

4.2 出境旅游的积极作用获得普遍认可

无论是第一部分文本还是第二部分文本，其情

感分析结果都以积极情绪为主，而且后期文本积极

情绪要高于前期文本，这说明，尽管大量关于国人

出境旅游的负面报道早已充斥各种媒体，但从网络文

本情感来看，国人对待出境旅游总体上保持积极态

度，没有受到负面事件的严重影响。出境旅游作为

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必然面临文化差异，旅游者

很难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下时刻保持合适的言行举

止，各个国家都存在不文明旅游者和旅游的不文明

行为，并非仅存在于中国旅游者当中，不能排除事件

报道过程中存在“污名化”现象。情感分析的结果

显示，文本既具有积极情绪，又具有消积情绪，而且

积极情绪占比高于消极情绪。这说明国人从自身

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出境旅游者在国外的

行为素质存在问题，并通过网络强烈谴责这些有损

国人形象的事件和行为；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出

境旅游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深度和

广度都得到加强，国人看待出境旅游的总体态度保

持乐观，看到出境旅游活动中表现出的越来越多的

积极因素，也更加肯定出境旅游发展的积极作用。

4.3 社会认知维度与出境旅游状况密切相关

本文收集的网络总文本归纳了出境旅游认知

的 3 个主要维度：境外形象与素质、服务要素与消

费、目的地事件与安全。从中可以观察到，跨文化

交流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是早期文本和网络数据

的主要关注点，也是中国社会感知出境旅游情况的

起点。大量中国旅游者涌入国外的旅游景点、公共

区域、购物场所，无论对目的地居民还是对旅游者

来说环境的变化都隐含了文化差异，必然会发生文

化休克。跨文化适应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往往导致

不适宜的言行举止，进而与中国人素质甚至是中国

国家形象相联系。文化体系中物质元素是不可或

缺的，因此购物消费情况是出境旅游者的重要表

现。以旅行社、导游、酒店等为代表的服务要素保

障了旅游者在境外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成为连结

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桥梁，能帮助旅游者提升跨

文化交流意识和适应能力，避免在境外产生不必要

的冲突和矛盾。近年来中国出境旅游安全问题频

发，其中，不仅包括引发广泛重视的传统旅游安全

问题，例如在马来西亚遭遇沉船事故、泰国旅游大

巴坠崖事故、埃及热气球爆炸事故等，还包括带来

极大心理冲击的非传统旅游安全问题，例如恐怖袭

击、境外信用卡被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频繁发

生的安全事件对中国旅游者在境外的人身、财产和

信息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风险意识的体现也是自然

的。3个维度构成的认知体系反映了出境旅游跨文

化交流的基本情况，其核心是跨文化行为的认知，

此外是与物质、制度因素相关的认知。文本的写作

者虽然未必都有出境旅游的经历，但显然都是在出

境旅游各种现象刺激下表达的意见，这样的认知体

系可以说是社会舆论对于中国出境旅游者群体文

化身份的整体自我认知。

4.4 社会认知日趋理性与跨文化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对两部分文本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显示对出

境旅游认知有明显的变化过程。高频词以及结构

同型性等分析显示第一部分文本主要聚焦于“文

化”“行为”“素质”方面，在此阶段，出现大量关于出

境旅游者不当行为的报道，因而“文明程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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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国家形象”等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随着跨

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及国人自律意识的提高，大

部分出境旅游者能够关注文化差异，避免产生不当

言行和损害国家形象，关于旅游者负面行为的讨论

激烈程度有所降低，日趋理性。第二部分文本开始

聚焦于旅游目的地情况和旅游服务，以及出境旅游

安全问题，更加注重出游的品质与体验。

旅游现象的本质是文化，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导

致旅游现象的多元性[53]。从形式来看，旅游涉及种族

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交流、国家之间的交流，不同

文化背景造成主客之间文化共享方面的差别，进而

在行为方式乃至价值观系统方面有所差异[54]。网络

文本所体现的认知发展过程与跨文化交流、跨文化

适应过程是相吻合的。跨文化交流可以分为跨文化

人际交流、组织交流、国家交流等不同层次[54]，而国家

旅游跨文化交流是包含各个层次的综合交流。其

中，跨文化人际交流即旅游者层面的交流是基础，也

会更鲜明地表现出文化休克的症状，进而导致群体

组织及国家层面的反应，形成群体与国家民族的自我

意识和自我认知。有研究认为，文化休克不是只形

成对跨文化交际者的负面障碍，同时它也对跨文化

交际者提出了积极的挑战，是交际者跨文化交际能

力发展和个体内在成长的助推剂[55]。网络文本分析

的结果也支持这个观点，随着出境旅游跨文化交流

日益深入，社会舆论表现出对于中国文化自信不断

增强，进一步唤醒了社会各群体的道德自律精神、

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促进了社会文化价值的自我

肯定。同时，提升了对异文化理解和包容程度，增强

了跨文化适应能力。有研究认为，跨文化适应作为

一个动态过程，“理解、尊重、接受”就是跨文化适应的

发展方向[56]。中国网络舆论表现出的总体趋势，是

比较积极乐观的。当然，从出境旅游管理的角度来

看，在网络舆论方面加强管理与引导也是必要的。

4.5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所获取的文本数据对于全面把握出境旅游社会

认知的总体情况还有明显的局限性。虽然互联网

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公众能够方便地发表各种意

见，但网络文本对于社会认知的代表性还是要慎重

对待的，毕竟网络只是社会表达意见的众多渠道之

一；第二，本文所选用的分析工具有利于处理比较

大量的文本材料，并建立初步的理论认识框架。但

对于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出境旅游社会认知的相

关影响因素及其内部联系机制等方面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对于中国出境旅游社会认知

的理论分析也只是一个粗浅的架构，需要在诸多方

面继续努力。未来的研究应该利用各种形式更加

全面地进行调研，而且在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方面

进行更多的尝试，注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以期促进出境旅游社会认知相关问题理论研究的

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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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of Outbound Tourism in China:
Online Text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cultural Dialogue

SONG Zhenchun, ZHAO Caihong, LI Xudong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scale of outbound tourism in China—the biggest tourist- generating

country in the world—has had repercussions o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aroused wide attention.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s often voice criticism of Chinese tourism abroad. Outbound tourism

causes such concern becaus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while it is also part of the trans- cultural dialogue, which includes cultural clashes and

inevitably produces strong reactions in related societies and fields. The public’s cogni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s healthy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yet there lacks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of outbound tourism. The objective cognition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ic activities and

tourist behavior is important to the tourism trans-cultural dialogue; it concerns the overall attitude of

society towards outbound touris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us influences

their management.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proven prompt to react to outbound tourism issu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study outbound tourism cognition. Employing social psychology

theories on social cognition, the present study makes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ROST content mining

system and news analysis tool and UCINET to analyze textual data found on multiple mainstream news

websites and forums and to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cultural dialogue,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cognition’s of outbound tourism, as well as how it relates to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First, traditional culture influences Chinese people’s

social cognition of outbound tourism, as they display distinct collectivist traits which manifest an

obviou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dividual behaviors related to outbound tourism are seen to symbolize

countries and peoples, and the public believes that tourist behavior is representative of a society’s

civility level and national imag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 cognitive schema

is characterized by collectivism and nationalism as provoked by the trans- cultural dialogue, exer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introspective and prideful nature as well as expectations towards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Second, the dimensions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 cognition are related to its

development course. These dimensions are: image and civility abroad, services and consumption, and

destination safety and events, constituting a cognitive system reflecting the basic situation surrounding

the outbound tourism trans-cultural dialogue with trans-cultural behaviors at its core and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elements at its periphery. Third, Chinese people’s general attitude towards outbound

tourism remains positive. With the deepening of outbound tourism trans- cultural exchanges, public

opinion display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further arousing moral spirit, self- disciplin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atriotism among all social groups, thus promoting the self-affirmation of

social cultural values.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 Chinese people, to some extent, admit to issues in

the behaviors of outbound tourists abroad and strongly condemn such behaviors via the Internet;

meanwhile, the majority of outbound tourists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an prevent improper

words and actions hurtful to national image, reducing the intensity of discussions on the negative

behaviors of tourists and rationalizing social cognition of outbound tourism.

Keywords: outbound tourism;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cial cognition; network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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