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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休盻?憩是城市基本功能之一，提升城市旅?体验有助於优化城市旅?目

的地建设。本文以
$

地?客赴澳门旅?的?记文本
%

数据来源，运用扎根理论逐

级编码，构建了城市旅?体验模型，?使用
'K@

分析法对属於?中阶段的体验要素

质量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城市旅?体验贯穿旅?活动全过程，包含了?前阶

段的意愿生成和
)

策准备，?中阶段的城市自然要素、城市基础设施、景观资源条

件、旅?消费体验、休盻
'

乐活动、环境氛围感知，以及?後阶段的感受评价等
+

个

主范畴；?中阶段的
LN

个体验要素中，“美食体验”重要性和满意度均较高，“旅?

拥挤感知”满意度最低，无重要性高而满意度低的要素，
(

明澳门城市旅?有效满

足了
$

地?客的核心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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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
&

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

心，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标?，是承载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品质生活

的主要载体。
*+NN

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
$'@>

）在雅典会议上通过的《雅典宪章》

首次提出城市具有居住、工作、?憩和交通

四大基本功能（
><0A97/

，
*++L

）。随著大
H

旅?时代的到来，城市的休盻?憩功能不断

增
.

，成
&

重要的旅?客源地和目的地。
I

程旅行网（
LMLN

）数据显示，
LMLN

年城市度

假一日?
%

品订单、
$14=:-3B

搜索量比
LM*+

年分
-

增长
LMQ

和
VMMQ

；马蜂窝旅?网

（
LMLN

）年度数据报告指出，“城市旅行”主

题热度暴涨，同比增长
LLUQ

，城市夜?、

$14=:-3B

、城市美食巡礼等玩法已成
&

许多

城市旅?推广的一部分。城市旅?的旺盛

需求证明城市始终是旅?市场的焦点板块，

显示出城市旅?拥有的持续生命力和
.

劲

吸引力。

联合国旅?组织（
_\ !9<7150

）将城市

旅?列
&

关键工作领域，已连续召开
O J

全

球城市旅?峰会。世界旅?联盟·城市旅

?对话、
LMLN

国际旅?休盻城市·青岛论

坛等高规格会议对城市旅?发展的未来趋

势进行探讨，官方层面的重视亦侧面印证了

城市旅?议题的重要性。然而面对城市旅

?更趋多元的发展现状，相关研究略显单

薄，亟需对新的社会文化发展语境下
%

生的

城市旅?现象或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

究。

澳门具有厚重的人文底
E

和高度发达

的
*

乐
%

业，是拥有“东方赌城”、“美食之

都”等名片的魅力都市。澳门致力於打造

多元
%

品、增
.

拥挤管理能力等以改善城市

旅?体验，被联合国旅?组织列
&

科学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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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旅?（
96#749<7150

）案例之一（
_\D



!%

①，
LM*+

）。数据显示，澳门是
#

地?客出

境?主要目的地，
LMLN

年上半年接待
#

地

出境?客?比高达
PM?+Q

（中国旅?研究

院，
LMLN

）。澳门因何吸引
#

地?客？
#

地

?客的体验如何？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於

深化对澳门城市旅?的理解。

旅?
_T$

（用
6

生成
#

容）文本数据包

括瞃上评论、?记攻略等，具有真实、客观、

丰富的特点，能
9

直观反映?客对目的地的

认知感受（文捷敏等，
LM*+

）。本文以赴澳

门旅?的
#

地?客网络?记
&

数据来源，结

合扎根理论与
'K@

分析法探索?客城市旅

?体验维度及各维度体验情癋，以期丰富研

究成果，?对澳门城市旅?发展提出建议。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城市旅?研究

管“城市旅?”（
<78-. 49<7150

）的概

念诞生於现代，但城市旅?
K

是同城市化相

伴而生的，人们参观体验城市的文化、艺术

和建筑，这一现象古而有之（
l-751B1

，
*++M

）。

*+VU

年，
J4-.5A1#3/

在《美国旅?研究中的城

乡不平衡》中首次提出城市旅?研究是旅

?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但直到
LM

世

纪
OM

年代，城市旅?才被视作一种独特现

象和专门领域进行研究（
]/:-7/5C #4 -3?C

LMMO

；古诗砋和保继刚，
*+++

）。《城市旅

?：注意力失衡》点明长期以来旅?研究存

在“乡村偏好”，对城市旅?关注不足（
@5"



:974"C *+O+

）。此後，城市旅?研究迅速发

展起来，主要涉及城市旅?的理论研究、需

求与供给研究、市场和形象研究、
%

品研究、

影响研究、规划与管理研究等方面（郑嬗婷

等，
LMMV

）。国
#

城市旅?研究起步晚，直到

*++P

年後随著城市旅?的快速全面发展，

相关研究才得以兴起?不断跟进（徐福英

和马波，
LM*L

）。国
#

学者基於上海经验提

出了“都市旅?”概念?进行理论与实践探

索（宋家增，
*++V

），是国
#

结合实情、拓展

城市旅?子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目前城市旅?定义仍不精确，也未能形

成系统的理解结构 （
@5":974" h K-;#C

LM**

），但仍在某些方面达成一定共识。首

先，城市旅?是发生在城市空间的旅?活

动；其次，城市旅?依皏於工业、服务业等现

代
%

业，有
-

於依皏农业发展的乡村旅?

等。从其吸引力来看，城市不断更新的多样

性和所提供的多样活动，正是城市的特点

（
c9<2"9. h [-<52"#7C LM*+

），城市设施、城

市形象、建筑环境等都具备旅?价值，而传

统旅?难以涵盖城市旅?所有的旅?吸引

物（保继刚和曲鸣亚，
LMLN

）。综合来看，

_\ !9<7150

对城市旅?的定义囊括了其核

心特徵，本文予以?用，即“城市旅?是一

种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的旅?活动，其固有属

性的特点是非农业经济，如行政、造业、贸

易和服务业，以及作
&

交通的节点。城市或

城市目的地
&

满足休盻和商务活动提供广

泛而多样的文化、建筑、技术、社会和自然体

验和
%

品。”

一般认
&

，城市旅?研究需要建立系统

性的研究框架（
K#-72#C LMM*

），?倡导多元

２６

①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３日，联合国世界旅?组织（ＵＮＷＴＯ）正式更名
%

联合国旅?组织（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ｍ）。



化的城市旅?研究，以跨学科、多视角、新研

究方法去理解城市同旅?间的杂关

（
K#-72# h K#-72#C LM*W

）。这种杂性也意

味著丰富的研究空间，伴随著城市旅?新问

题、新现象的盠现，研究对象从西方发达国

家或地区延伸到了亚洲、中东等地的发展中

国家（
%.; h J014"C LML*H m-1/#.CLM*V

）。越

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从城市本身投向城市

旅?中的“人”，基於?客视角的旅?情感

空间、旅?意象感知以及基於居民视角的居

民福祉影响、生活质量影响、居民对旅?业

发展态度等话题日益受到关注（卢欢等
C

LMLNH C

儒练等
CLMLLH !9B-72"<BC #4 -3?CLM*WH

c1-;1 C #4 -3?C LMLMH\<.B99 h [-0B15599.?C

LM*M

），如何解
=

过多?客盠入城市挤?居

民生活空间导致的过度旅?问题成
&

研究

热点之一（
&<C #4 -3?CLML*

）。全球化浪潮下

城市受跨国要素等推动进行空间生
%

与转

型，则
&

城市塑造国际旅?品牌形象提出新

的要求（花玉莲等，
LMLN

）。此外，城市智慧

旅?建设也引发关注（王建英和张利，

LML*

），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交通设施或将

成
&

城市旅?发展的未来（
$9"#. h G9,



B1.5C LM*+

）。

总的来
7

，城市旅?概念的杂性
=

定

了研究思路的多元化，混合研究方法或能
&

城市旅?研究提供更系统全面的理解。

１２　城市旅?体验研究

旅?体验是旅?的
#

核（谢
L

君和彭

丹，
LMMP

），要深刻准确把握城市旅?的核心

问题，就要将焦点投向城市与旅?者最本质

最核心的关即“体验关”，意识到城市

旅?体验在城市旅?现象中作
&

最基本的

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李拉扬，
LM*W

）。

解构成城市旅?体验的关键要素以及?客

如何体验这些要素，对理解城市旅?至关重

要（
]/:-7/5C #4 -3?C LMMO

）。

以往城市旅?研究注重经济分析，认
&

城市情感特徵体现
&

理性和疏离（孙佼佼

和郭英之，
LMLN

），但事实上人们在城市目的

地空间的互动是融合了大量文化价值观和

文化实践的行
&

（
>##4"-.C LMM*

），城市旅

?体验具有其杂性，是多层次而?非单一

的（
D#-71.; h f93#=C LM*W

）。从旅?体验角

度来看，城市旅?者以景观
&

中心的感知
)

=

策行
&

涉及城市景观、街道景观和街道构

景三个层次，除具体旅?景点外，街道中的

人、店铺等也有可能成
&

景观被?客欣赏

（曾诗晴等，
LMLL

）。同时，?客在城市中寻

求一种积极参与其中、身临其境的体验，而

?非只是凝视城市景观的旁观者（
]/:-7/5C

#4 -3?C LM*P

）。追寻“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

旅?体验需求日益
.

烈（
K-16-C LMLN

），有意

义的体验不仅是看风景，而与城市文化、建

筑、自然环境相联系（
]/:-7/5 h T71AA1. C

LM*N

）。文化体验越来越成
&

城市增
.

其吸

引力的关键，除有形景观外，城市旅?中的

无形文化要素亦引起关注，作
&

城市旅?软

资源，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
%

能
9

补充

现有景点的增值体验 （
$"#. h d-.;

，

LMLL

），文旅节庆、展览演艺和
*

乐休盻等文

*

活动能
9

丰富城市旅?体验（柯健，

LMLL

）。在个体因素作用下，伴随著与旅?

情境要素的互动感知，?客在身体体验基础

上激发出情感体验，?
%

生价值
#

化，城市

旅?体验呈现出逐级深化（孟奕爽和
3

荣，

LML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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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分学者在提炼城市旅?体验要

素?建立相关评价体系方面做出尝试（
>-C

#4 -3?CLMLL

；张冬冬和杜华勇，
LMLL

），主要涉

及历史文化、旅?设施、
*

乐活动、城市交通

等维度。许多研究亦尝试拓展探讨城市旅

?领域各类细分主题，城市旅?节庆体验、

都市水上夜?体验、城市旅?情感体验、城

市旅?餐饮体验、城市难忘夜?体验、城市

空间人本性体验等从某一视角切入的研究

成果不断盠现（
3

猛和李丽霞，
LM*U

；余构雄

和曾国军
C LM*+

；孙晓涵和李君轶，
LML*

；张

旭辉等
C LMLL

；
I1C #4 -3?CLMLL

；孙佼佼和郭英

之，
LMLN

）。亦有学者关注到智慧城市建设

&

城市旅?带来的全方位变革，智慧旅?城

市能
9

增
.

旅?体验，?客获得高度个性

化、创造性的体验成
&

可能（
T7#4Y#3hl99C

LML*

）。

伴随著城市旅?蓬勃发展的态势，城市

旅?研究已改变了过去“注意力失衡”的面

貌，管各类成果频出，但国
#

学界成果仍

集中在城市旅?竞
)

力、城市经济发展等具

有较
.=

策实用性的问题上，或是运用地理

学方法对城市旅?现象做宏观尺度分析，城

市旅?体验研究仍处於边缘地位，成果相对

缺乏，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数据来源

马蜂窝旅?网是
#

地主流旅?社交分

享网站，以“
_T$r

大数据
r

自由行服务平

台”
&

其核心优势，深耕用
6#

容创作和社

区体系打造，积累了海量?记文本且质量较

高。本文以马蜂窝旅?网“目的地”栏目中

“澳门”词条
#

“澳门?记”板块作
&

来源，

选取了出行时间
& LML*

年
*

月至
LMLN

年

*M

月的?记，共?集
VO+

篇。而後按以下

标准进行筛选：（
*

）剔除字数少於
PMM

字、

仅有图片无文字的?记，选择详细描述记
(

完整体验过程的?记；（
L

）剔除由商业机构

帐号发?的资讯文章及广告，以及个人帐号

发?有明显付费推广嫌疑（如使用明显商

业话术、添加
%

品链接等）的?记；（
N

）剔除

大部分文本摘自网络、原创性较低的?记；

（
U

）剔除过於口语化、堆砌表情符号等质量

不高的?记。最终得到
OO

篇有效?记，其

中
ON

篇用於正式分析（编号
& >M* )

>ON

），计
LM

馀万字，
P

篇用於饱和性检验。

２２　研究方法

L


L


*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
T3-5#7

及

J47-<55

於
*+VW

年提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

法，以理论建构
&

宗旨，以编码方式分析资

料反映特定现象的核心概念，?通过比较分

类建立概念间的联，自下而上建立理论

（李志刚，
LMMW

）。编码分
&

开放性编码、主

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环节，逐渐对原

始资料进行概念化、范畴化和理论化（谢
L

君和樊友猛，
LM*W

）。由於旅?体验相对主

观
#

隐，构成杂，较难直接以定量方法研

究其具体
#

容，且城市旅?体验研究还属初

期探索阶段，而扎根理论的优势在於从原始

资料中挖掘信息以建构理论，常用於未知领

域的探索性研究（孙
5

坤等，
LMLN

），有助於

较科学地掌握城市旅?体验的构成维度。

因此，本文将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借助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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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原始文本进行逐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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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K@

分析法

'K@

分析法（
10,974-.2# ) ,#7A970-.2# )

-.-3=515

，重要性
)

表现程度分析）由
>-74133-

和
i-0#5

於
*+WW

年提出，具体操作方法
&

：

以重要性
&2

轴、表现性
&

纵轴、表现性和

重要性的均值作
&2

轴与纵轴的切割点，将

空间分
& U

个象限（
>-74133- h i-0#5

，

*+WW

）。
'K@

分析法是公认的能
9

有效测量

消费者对休盻活动与服务的重要性感知程

度及满意度情癋的理想工具（王蓉等，

LM*+

），能
9

清晰直观反映?客需求与期望

的满足情癋，更好地发现案例地在城市旅?

发展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本文将运用
'K@

分析法量化分析?客对城市旅?体验各要

素评价情癋，实现与扎根理论的互
&

补充。

３　扎根理论分析

&0

少个人主观影响，保证编码结果质

量，由具有扎根理论分析经验的两位研究者

各自对用於正式分析的
ON

篇?记文本进行

编码，初步完成分析後比较双方编码结果，

通过三人小组反复讨论和对照文本对存在

较大差?的概念、范畴等进行检查校正，增

.

编码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使归纳提炼出的

结果不断精准完善，直至达成一致意见。

３１　开放性编码

首先进行开放性编码工作，研究者对原

始文本进行逐句
M

读，结合知识经验对旅?

体验相关
#

容进行编码提炼，?进行反复比

较修正，精确每条概念的含义指向，最终形

成
*LW

条概念。接著分析概念间的逻辑和

语义联，把相近概念划分到同一类属中?

命名，得到包括旅?动机、积极认知预期在

#

的
NL

个范畴。开放性编码示例见表
*

（限於篇幅，仅列出部分）。

表
*

　开放式编码示例

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语句

城市自然要素

地理空间特徵 “在澳门一定要穿方便走路的鞋子，和重庆一样一直在上坡下坡”

天气气候状癋
“再探龙环葡砋，又正面迎来一场不期而至又急速离开的阵雨，像极了澳

门的天气，热是永
N

的主题，雨水是偶尔
&

之的插曲”

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交通可达性
“在澳门公交真的很方便，几乎可以去到澳门的每一个角落，在宾馆门口

不用转车就能直达鱶仔的官也街”

规划建设人性化

“而且在找路的时候这个路牌也非常实用，特
-

是在一些小路上，因
&

在

小路上它可以嵌在
O

上，所以跟著导航走一些小巷的时候也不会迷路，每

个小拐角都可以根据
O

上的路牌判断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３．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阶段所提取

范畴之间的联进行进一步分析挖掘，进而

提取出主范畴。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范畴之

间的语义和逻辑关，将具有逻辑联的相

似范畴进行归类聚拢和抽象命名，最终得到

意愿生成、
=

策准备、城市自然要素、城市基

础设施、景观资源条件等
+

个主范畴。主范

畴、对应范畴和其包含的概念如表
L

所示。

３．３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即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对

主范畴进行更进一步抽象精炼，挖掘概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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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建立主范畴间的

联，找出典型关，发展出能
9

串联各主

范畴的“故事瞃”，?由此建立起理论框架

体系。

表
L

　主范畴、对应范畴及包含概念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包含概念

意愿生成

#

在需求驱力 休盻消遣、放身心、新奇体验、挑战自我

积极认知预期 城市品牌认知、影视宣传形象、过往旅?良好印象

目的地优惠政策 优惠机票套餐、酒店住宿折扣、商品低价促销

=

策准备
?览方式

=

策 出?方式选择、?览节奏快慢、?览目的偏好

旅?必要准备 制定旅?攻略、整理衣物行李、办理出入境手续、开通通信网络漫?

城市自然要素
地理空间特徵 面积大小、地形地势

天气气候状癋
P

度情癋、天气情癋

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交通可达性 公车、酒店接驳专车、的士、轻轨、自行车

规划建设人性化 城市管理政策、道路规划设计、方向指引标识、公共设施配备、植被
Q

化条件

跨境旅?便利性 签注办理手续、过关速度、语言沟通情癋、支付便捷程度

信息服务智慧化 本地软件使用效率、
#

地软件信息同步

景观资源条件

人文历史资源
历史建筑风貌、科学文博场馆、当地知名院校、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与民间

信俗文化

自然生态风光 海滨风光、生态公园、城市山景、观赏林木、日落景观

现代都市景象 城市夜?、繁华商圈、人造景观、高塔高楼、国际节日氛围

市井生活风貌 街道房屋景观、居民日常生活

旅?休盻街区 休盻街区、步行街道、沿街店铺

区域综合景观 登高观景、沿途风光、组合景观

旅?消费体验

美食体验

一般日常饮食、本土传统美食、?国菜系品尝、招牌甜品饮品、品质餐饮体验、地

区限定
%

品体验、选择丰富程度、餐饮相关服务、餐厅装潢环境条件、餐饮作

场景、餐饮文化故事、特殊礼仪规定

住宿体验 住宿相关服务、酒店装潢环境条件、设施用品配备、附加周边景观

购物体验 特
%

手信、品牌
%

品、特色文创、日用物品、怀旧物件、潮流物件、导购服务

整体物价水准 餐饮价格、住宿价格、商品价格、景点票价、汇率低价优势

休盻
*

乐活动

高科技展演与互动项目 声光电特效表演、
&[ R

拟体验、交互艺术展览、全息投影互动

?乐设施体验 高空项目体验、缆车体验、摩天轮体验、水上乐园体验、运河?船体验

节赛展会活动 节庆主题活动、区域大型赛事、特色主题会展

地区限定
*

乐活动 博彩活动、地区限定上映电影、地区限定演唱会

拍照摄影 景观拍照、活动摄影、?客本人留影、热门机位打卡

环境氛围感知
居民友好度感知 友好问候、热情关心、提供帮助

旅?拥挤感知 区域?客规模、景点排队情癋、店铺排队情癋

感受评价

综合体验评价 可?性、愉
S

度、舒适度、新奇感

重?与推荐意愿 重?意愿、推荐意愿

城市形象再认知 历史文化底
E

、繁华都市风貌、人间眕火气息、包容交融特色

自我思考感悟 旅行意义思考、现象生发感慨、人生感悟癉华

　　本文核心范畴
&

“城市旅?体验”，围

绕核心范畴发展出的故事瞃
&

：?客出於休

盻消遣等目的形成期待出?的
#

驱力，?受

积极认知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生成了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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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市旅?的意愿，继而进行旅?
=

策，开

展行程准备。抵达城市後，?客旅?体验受

到城市自然要素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

客凝视城市景观资源，
&

满足食、住、购等需

求进行消费体验，?参与
*

乐休盻活动，同

时，?客同当地居民、其他?客
%

生联，居

民及其他?客的行
&

状态所营造出的环境

氛围的感知亦影响旅?体验。旅程结束後，

?客形成对城市旅?体验的综合体验评价，

表达重?和推荐意愿，达成城市形象再认

知，?形成人生思考感悟。

经由以上三级编码环节，提炼挖掘出了

NL

个范畴和
+

个主范畴，?通过反复比较

文本，梳理发现各主范畴间的典型关，围

绕“城市旅?体验”这一核心范畴，发展出

有逻辑关联性的故事瞃，以旅?体验过程
&

时间瞃索，构建了“城市旅?体验模型”，详

见图
*

。

图
*

　城市旅?体验模型

３．４　信效度检验

&

保证扎根理论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

可信度，本研究参考有关文献（卢凤等，

LML*

；史鹏飞等，
LML*

），进行信效度检验工

作。在效度方面，
&

保证理论模型已充分涵

盖城市旅?体验的概念、范畴，使用预留的

P

篇?记作饱和度检验，未发现新概念和范

畴，可以认
&

达到理论饱和状态；此外，
&

确

保编码反映真实情癋，以理论生成与原始文

本相一致
&

标准，随机抽取
*P

个范畴，发现

均能从?记中找到对应的原始文本。在信

度方面，通过比较不同成员编码结果发现，

编码一致性达
WPQ

，一致性较高，且经过反

复讨论与检查筛选的过程，形成的概念和范

畴得以不断修正完善，范畴间的关也不断

清晰准确，直至达成一致。总的来
7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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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结果已具备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３５　模型阐释

N


P


*

　意愿生成

意愿生成是旅?体验的起点，包含了

“
#

在需求驱力”等
N

个范畴。
#

在需求驱

力即?客出於休盻消遣等目的而
%

生出?

想法，是一种“推力”因素，而积极认知预期

和目的地优惠政策则是同目的地的属性特

徵相关的“拉力”因素，影响著目的地选择。

其中，目的地优惠政策往往能
9

显著激发?

客出?意愿，如“这次去到澳门完全是缘起

於小红书上突然给我推送的澳门航空往返

机票买一赠一活动，骨子那个爱薅羊毛的

(\@

瞬间就动了。”（
>MP

）

N


P


L

　
)

策准备

受出?意愿驱动，?客开始进行相应的

=

策准备，将认知层面的“想去”与情感层

面的“要去”付诸
&

行
&

层面的“准备去”，

=

策准备包含“?览方式
=

策”和“旅?必

要准备”
L

个范畴。?客不仅要确定出?方

式，也要
=

定?览节奏快慢和出?目的主

题，是选择尽可能打卡多景点的“特种兵式

旅?”，或是选择“慢旅?”。?客行前准备

的充分程度则往往会影响後续旅?体验，

“第一次去
+

有太多的准备，导致了整个出

行不是很愉快。”（
>NL

）

N


P


N

　城市自然要素

城市自然要素是?客到达城市後感受

最
&

直观的方面。地理空间特徵
=

定著景

区景点等旅?节点的分?及在节点间移动

通行时的方式，澳门的“小”和“上下坡”影

响著旅?体验，“澳门挺小的，半岛景点都

很近，还是建议备好好走的鞋，上下坡多，走

久了难免累。”（
>VL

）旅?体验亦受到天气

气候状癋的影响，“优势是一个‘暖’字”

（
>MV

）的澳门以其舒适的气
P

条件受到部

分?客的青睐，不佳的天气状癋则常易使?

客感觉“不
9

尽兴”。

N


P


U

　城市基础设施

（
*

）公共交通可达性。旅?空间的可

达性水准是影响城市旅?体系建设的重要

因素（邹涵等，
LMLL

）。对非自驾出行的?

客而言，主要旅?节点间的移动极大依赖於

公共交通系统。公共交通可达性是顺利开

展旅?活动的条件，提供了极大出行便利，

“发财车酒店门口都可以坐，不管你是不是

这个酒店的，很人性化。”（
>UV

）

（
L

）规划建设人性化。城市规划的旅

?适应性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杨德进等，

LM*U

），城市发展理念不仅体现在城市道路

房屋建设的空间格局和整体外观上，也体现

在管理政策、指引标识、设施配备、植被
Q

化

等种种细节之中，其
E

含的人文元素能
9

让

作
&

外来者的?客感受到城市的包容与友

好。

（
N

）跨境旅?便利性。越来越多城市

开始思考如何满足境外?客需要，便利出入

境程序，
0

少语言沟通障碍，提高支付便捷

程度。跨境旅?便利性成
&

衡量城市友好

度的重要方面，影响著旅?体验，“在澳门

旅?，你根本不用操心现金的事情，除非你

想去赌场一试身手，那
:

你需要准备大量的

现金，否则，支付宝、微信支付非常方便。”

（
>*W

）

（
U

）信息服务智慧化。包括当地软件

使用效率和内地软件信息同步两方面，前者

是?客对本土软件的使用体验，例如“澳门

８６



电召”（用於打的）等澳门本地使用的
@KK

，

後者则指?客惯常使用软件是否与城市情

癋同步。信息服务智慧化程度高，能
9

便利

?客，反之，则会体验不佳，“（大
H

）点评上

的地图在澳门都不太灵，我们顶著大太阳跟

著导航的好苦。”（
>P*

）

N


P


P

　景观资源条件

（
*

）人文历史资源。人文历史资源是

城市人文底
E

和历史积淀的具象化，往往是

?客最关注的体验
#

容。历史建筑承载著

城市历史记忆，例如大三巴牌坊、郑家大屋

等反映著澳门独特文化特色，“郑家大屋作

&

典型的岭南风格民居，细节处又融入了西

方元素，西式石膏图案的天花装饰，源自印

度的云母窗片，小小细节背後，是澳门中西

合璧的历史背景。”（
>W*

）历史文化和宗教

与民间信俗文化等属无形资源，凭藉表演活

动、传统仪式等带来深刻文化体验，“虽然

澳门是一座葡萄牙色彩很浓的城市，但中国

传统的拜神文化也保存的很好。”（
>*M

）

（
L

）自然生态风光。自然生态风光也

是构成城市旅?体验的重要
#

容。澳门属

滨海城市，路环岛商业化程度低，保留了大

量生态景观，受到?客青睐。“简简单单在

黑沙滩呆了一会，看看海，拍拍照，也挺惬

意。顾名思义黑沙滩，就是沙子是黑的，
+

有水清浅的那种海景，但
-

有风味。”

（
>V*

）

（
N

）现代都市景象。现代都市景象是

城市旅?的特殊性所在。灯火辉煌的夜景，

热闹的夜生活，高塔高楼地标等建构了时尚

都市的景观符号。集多功能於一体的商业

综合体满足了?客对繁华都市生活的想像，

“巨大的穹顶，极致奢华，即使是在这样寸

土寸金的地方，也要把酒店、商场变成最广

阔的样子，只有澳门才能做到。”（
>MU

）城

市“无中生有”打造
H

多人造景观，如澳门

威尼斯人等建设了威尼斯等地的标?

建筑，成
&

新的城市标?。

（
U

）市井生活风貌。“景观之上是生

活”，?客也渴望体验市井生活风貌。街坊

间的亲切攀谈、人头攒动的集市菜场、居民

的穿著打扮都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元素，

未经斧凿的生活风貌富有浓浓的人情味，给

予
-

样旅?体验，“不经意拐进小巷，
K

又

能寻得旧时光的气息，走在老街有种在现代

社区难得一见的味道———人情味。”

（
>N*

）　

（
P

）旅?休盻街区。旅?休盻街区②是

城市旅?的独特
%

物，相较繁华商圈，旅?

休盻街区具备更鲜明的文化主题，而相较人

文历史资源，则更
.

调其商业集聚性，具备

满足消费需求的业态。?客置身於街区，感

受到的是一种“瞃”和“面”的场景式体验。

如澳门官也街作
&

知名美食手信一条街，吸

引许多?客休盻体验。

（
V

）区域综合景观。区域综合景观是

指多种资源有机组合构成的景观。城市观

景台使?客得以“站在风景上看风景”，如

大炮台除作
&

建筑的价值外，还因其视角成

９６

② 《旅?休盻街区等级划分》（ＬＢ／Ｔ０８２－２０２１）行业标准将旅?休盻街区定义
%

“具有鲜明的文化

主题和地域特色，具备旅?休盻、文化体验和公共服务等功能，融合观乐、购物、住宿、休盻等业态，能
*

满

足?客和本地居民?览、休盻等需求的城镇
$

街区”。



&

俯瞰澳门全景的好去处，“走到顶部，四

周放著很多大炮，这可以俯瞰整个澳门，

景色尽收眼底。”（
>ML

）

N


P


V

　旅?消费体验

（
*

）美食体验。美食承载著当地文化，

?客品尝美食不仅出於饱腹需要，更希望通

过品尝特色美食带来精神层面的满足。?

客渴望品尝到“正宗”的地方传统美食，而

那些?非发源於当地的跨地方饮食也吸引

著?客打卡。澳门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

这种文化元素也烙印在美食中，品味葡菜成

&

不少?客的必要行程，“来到澳门，怎
:

也要体验一下葡国菜。”（
>ON

）

（
L

）住宿体验。住宿体验对过夜?客

来
7

是十分重要的体验
#

容，周到的住宿服

务、兼具人性化和审美价值的酒店装潢、便

利的位置环境、细的设施用品配备等都能

9

提升?客的体验质量。而酒店提供的附

加景观将
&

住宿体验增添惊喜，如“酒店的

配套环境还真的是另外一个惊喜，早上是在

海浪声和鸟叫声中醒来，然後慢悠悠地看风

景，吃早餐。”（
>WP

）

（
N

）购物体验。旅?购物同样是旅?

经历的一部分，旅?商品能
9

承载旅?记

忆，使得旅?体验更
&

完整。城市旅?的优

势之一是能
9

提供包括高端奢侈品在
#

的

多样选择，购物已成
&

许多
#

地?客赴澳旅

?的动机之一，杏仁饼、荔枝红茶等特色手

信已成
&

?客的必买品。

（
U

）整体物价水准。价格对旅?体验

的影响受一般认知、客源地物价水准和?客

消费能力等因素作用，?客将价格同消费满

足感进行对比，来判断是否“值得”。普遍

认
&

，澳门物价水准较高，打车、餐饮、住宿

价格较贵，但汇率的存在则使澳门销售的品

牌商品相对优惠。

N


P


W

　休盻
'

乐活动

休盻
*

乐活动包含高科技展演与互动

项目、?乐设施体验、节赛会展活动、地区限

定
*

乐活动和拍照摄影
P

个范畴。地区限

定
*

乐活动即城市独有的
*

乐活动，如澳门

的博彩活动满足了
#

地?客求新求?需求。

不同於前述
U

个范畴，拍照摄影?非有意识

打造的活动，而是?客自发同景观环境互动

的行
&

。相机是?客将旅?体验赋予个人

意义的有效工具（周功梅等，
LMLM

），通过拍

照摄影留存美好瞬间，?将自我情感与摄影

对象融合，使旅?体验得到延伸，“走走停

停，所见即拍，饶有兴味。”（
>ON

）

N


P


O

　环境氛围感知

?客还会同当地居民、其他?客等
%

生

互动，而居民和其他?客的行动状态所营造

出的环境氛围也影响著旅?体验。居民友

好度感知是主客互动的重要方面，“澳门人

民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是真诚、
P

暖人心的

友好。”（
>*O

）旅?拥挤感知通常包括排队

情癋以及区域?客规模，影响著?客的等待

时间成本和?有空间，过高的拥挤程度会对

旅?体验
%

生负面影响，“
+

啥意思而且这

?客太集中，我们呼吸不过来了果断拍两

张照片逃离。”（
>LM

）

N


P


+

　感受评价

行程结束後，?客会回顾旅?体验，巩

固旅?记忆。?客从可?性、愉
S

感等方面

综合评价此次旅?体验，进而表达重?意愿

和推荐意愿，还会对城市形象进行再认知，

形成新的城市印象，如“这既是赌城，又

是美食之都，因此大多数人都被这两方面所

０７



吸引，其实，澳门有很多老建筑、老街、景点，

都非常漂亮，很值得一逛。”（
>OL

）除世俗

享乐体验外，旅?还具有从体验客体返回自

身进行自我教化，达到精神饱满的意义（马

腸和朱，
LM*O

）。?客从旅途所见所闻生

发出深刻的人生感悟，达到精神癉华，旅?

的人文意义也正在於此。

４　ＩＰＡ分析

选取前述分析得到的“?中体验”
LN

个

范畴作
&

评价因子，结合文本计算每个因子

的表现性指数和重要性指数。其中，表现性

指数即满意度，?用李克特量表五级评分法

进行赋分，
*

～
P

分分
-

代表“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中立”、“满意”、“很满意”。表

现性指数评分由三位研究者分
-

对?记中

涉及各因子的文本独立打分，经交叉检查?

讨论後确定最终得分。若?记中未出现某

一因子的评价
#

容则按照“中立”赋分，若

关於某一因子出现多处表述则通读?记综

合判定，赋分依据详见表
N

。重要性指数是

各因子在?记中出现的频率，即某一因子参

考点数?总参考点数的比值。经测算，各因

子重要性和满意度如表
U

所示。

表
N

　城市旅??中体验因子赋分示例

赋分依据 参考文本示例 因子得分

文本中出现“很、十分、非常、超级”等

程度副词
r

积极情感及态度表述

>ML

：环境简直是超赞的，装修很豪华，暖色的灯光，把整个餐厅照得很

P

馨，在这用餐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呀
P

文本中出现“比较、有点”等程度副词

r

积极情感及态度表述

>UL

：此外金沙的酒店涵盖的价格比较广选择性也比较多，可以根据自

己的预算来选择哦
U

文本仅对体验
#

容进行客观描述，无明

显态度及情感倾向

>NN

：澳门的整体消费水准比大陆会高一些，但如果不是特意来买买买

的话，加机票住宿一人
LMMM

～
NMMM

元人民币也可包住
N

文本中出现“比较、有点”等程度副词

r

消极情感及态度表述

>MV

：但确实这个店的价位偏高，而且还收服务费
K

也
+

什
:

服务这一

点让人体验感不是很好
L

文本中出现“很、十分、非常、超级”等

程度副词
r

消极情感及态度表述

>LL

：下载了“巴士报站”，这个
-,,

超级不好用，不能模糊输入让人很抓

狂，简言之，澳门坐车基本要靠问路人以及高德导航
*

表
U

　城市旅??中体验因子“重要性
)

满意度”得分情癋

序号 因子 重要性 满意度 序号 因子 重要性 满意度

*

地理空间特徵
M?M* N?**

L

天气气候状癋
M?M* L?+V

N

公共交通可达性
M?MV N?PU

U

规划建设人性化
M?M* N?*W

P

跨境旅?便利性
M?MN N?*N

V

信息服务智慧化
M?M* N?MV

W

人文历史资源
M?*M N?+O

O

自然生态风光
M?MN N?LO

+

现代都市景象
M?M+ N?ON

*M

市井生活风貌
M?MP N?P*

**

旅?休盻街区
M?MU N?NV

*L

区域综合景观
M?ML N?NP

*N

美食体验
M?LN U?LL

*U

住宿体验
M?MW U?M*

*P

购物体验
M?MP N?O+

*V

整体物价水准
M?MU L?+V

*W

高科技展演与互动项目
M?ML N?LW

*O

?乐设施体验
M?MN N?LO

*+

节赛展会活动
M?M* N?*N

LM

地区限定
*

乐活动
M?ML N?**

L*

拍照摄影
M?MU N?UN

LL

居民友好度感知
M?M* N?LV

LN

旅?拥挤感知
M?MU L?VU

均值
M?MU N?NW

１７



　　以?客感知重要性
&2

轴，以满意度
&

纵轴，以二者均值分
-

作
&2

轴、纵轴的交

叉点，可得到用於
'K@

分析的四象限散点图

R

图
LS

。从因子分?情癋来看，位於第Ⅲ象

限的因子数量最多，共
*P

个，?影响因子比

重超过
VPQ

；位於第Ⅰ象限的因子数量相

对较多，共
W

个，?总体影响因子个数的

NMQ

；位於第Ⅱ象限的因子仅 *

个，而在第

Ⅳ象限无因子分?。

图
L

　城市旅?体验要素的
'K@

分析结果

　　位於第Ⅰ象限的有“美食体验”、“住宿

体验”等
W

项评价因子，这些因子多归属於

景观资源和消费体验维度，受到较高关注，

满意度也较高。“美食体验”是关注度最

高、满意度也最高的因子，
7

明美食体验是

城市旅?体验的关键环节，体验城市饮食文

化和特色餐饮已经成
&

必不可少的行程，也

7

明了澳门“世界美食之都”名不
R

传。

位於第Ⅱ象限的评价因子仅有“拍照

摄影”，
7

明虽然当前?客对於在澳门拍照

摄影活动的关注程度不高，但参与“拍照摄

影”的?客总体满意程度较高。?客运用

手机、相机记
(

澳门旅程，形成独特的旅?

记忆。“拍照摄影”或可成
&

下一步澳门旅

?开发中引导?客重点关注和参与体验的

环节。

位於第Ⅲ象限的评价因子有“地理空
间特徵”、“天气气候状癋”等

*P

个因子，表

明较少?客提及这
*P

个因子，且满意度较

低。“节赛展会活动”是?客关注度最低的

因子，这可能是由於节赛展会活动在特定时

段举行而造成体验率偏低，也反映了澳门节

赛展会活动宣传营销效果仍有待提升；“旅

?拥挤感知”是?客满意度最低的因子，旺

季拥挤的街道和景点出现较严重的排队等

待现象，对旅?体验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本文基於
#

地?客赴澳门旅?的瞃上

?记文本，运用扎根理论建构了城市旅?体

验模型，模型由意愿生成、
=

策准备、城市自

然要素、城市基础设施、景观资源条件、旅?

消费体验、休盻
*

乐活动、环境氛围感知、感

受评价等九大维度构成，覆盖?前、?中、?

後的旅?活动全过程；?运用
'K@

分析法对

２７



属於“?中”阶段的
LN

个范畴进行满意度

和重要性量化分析，发现“美食体验”重要

性和满意度均
&

最高，“节赛展会活动”重

要性最低，“旅?拥挤感知”满意度最低。

同时，无重要性高而满意度低的因子（即所

有重要性高的因子满意度都高），体现了澳

门城市旅?发展的成效，较好地满足了
#

地

?客核心旅?体验需求。

５２　建议

（
*

）巩固核心吸引优势，丰富旅?
%

品

体系。澳门既要立足美食体验、住宿体验和

人文历史资源等方面的核心资源，做好传统

老字号、历史建筑遗址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传承，保持高旅?服务水准，持续巩固旅?

吸引优势，也可结合亲子?、
$14=:-3B

等市

场热点拓展培育生态观光、海岛度假、节庆

旅?、文创消费等新旅?
%

品，实现城市旅

?吸引物差?化、多样化，培育新的旅?增

长点。

（
L

）完善旅?基础设施，提升出?便捷

程度。
'K@

分析结果显示，除公共交通可达

性外，城市基础设施的其他因子满意度都较

低。澳门应持续完善旅?基础设施，扩大普

通话服务覆盖范围，健全中文标识标牌指

引，推进支付便利化。加
.

与
#

地主流地图

导航、点评类等软件开发商对接，实现平台

信息准确同步，引导澳门本土软件更新迭

代，优化景点导览、巴士班次、天气预报等智

能服务。

（
N

）创新预测监测手段，优化区域人流

管理。建立健全智能客流监控体系，加
.

知

名景区、步行街、文博场馆等热门旅?区域

人流量预测和动态监测，实行景点预约制，

通过设立现场显示幕或瞃上推送等方式让

?客知悉区域即时人流量情癋。制定人流

管理应急预案，科学引导?客文明排队、有

序等待，?及时疏导分散至非热点区域，不

断优化区域人流管理手段。

５３　讨论

大
H

旅?时代的到来，城市和旅?的关

逐渐深化，城市旅?需求日益旺盛?呈现

出创新多元的发展趋势，新现象、新问题不

断盠现。如前所述，越来越多学者将目光从

城市本身投向城市旅?中的“人”，投向城

市与旅?者最本质的“体验关”，从景观

层次、文化要素等角度剖析城市旅?体验，

指出目前?客追求更具沉浸参与感体验的

现状，?在城市旅?体验要素提炼方面做出

一定尝试，但总的来
7

，城市旅?研究成果

仍较缺乏，而其中体验研究相较空间分析、

竞
)

力评价等传统话题仍较边缘，存在较大

研究空间。本研究以澳门
&

案例地，结合扎

根理论和
'K@

分析法探索研究城市旅?体

验各维度?分析各维度体验情癋，拓展了城

市旅?研究话题，丰富了城市旅?体验研究

成果，也
&

澳门这一相对成熟的旅?城市探

索新的旅?增长点，增
.

持续发展动力提供

参考，对同类型城市旅?发展亦有一定
'

发

意义。

管本研究针对城市旅?体验研究做

出一定有益尝试，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

本研究数据来源较单一，仅?集了马蜂窝的

文本，未来可拓展数据收集管道，将其他平

台?记资料一?纳入，?可尝试获取访谈资

料等一手数据，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相互印证

增
.

研究的可信度；其次，本研究主要基於

３７



整体视角进行研究，未来可探索以文化体

验、夜间休盻等具体视角切入研究，增
.

研

究深度，拓展城市旅?体验研究子话题；最

後，?客在不同类型城市形成的城市旅?体

验既具有其普遍性又可能表现出其特殊性，

本研究仅基於澳门个案展开，未来可选取多

案例地，以对比?客在不同特质城市的旅?

体验情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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