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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ustralian tourism websit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guiding effect of

information flow of tourism website on tourist flow to prove the influence of virtual flow to realistic flow. At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tourism information factors; then it discusses the guiding process of

information flow of tourism website on tourist flow; thirdly it brings forward the intensity of information

flow; at last it summarizes the guid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flow of tourism website from the using rate

and information rate of tourism websit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flow factor is changing in many facets. Such as,

influence factors in selecting a destination before making travel decisions, order type of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fter making a travel decision, and the order media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used

after making a travel decision. Tourism website is one of the information flow factors that grows fastest. 2)

Tourism website finishes the guiding process of information flow to tourist flow by its function and service. It

is found that visitors mostly focus on maps, accommodation, orders, guidebooks, vehicle renting, etc. 3) The

intensity of information flow is different. The guiding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holiday makers is higher than

those who visit friends. Different markets are different. Japan, China, Singapore and Korea are the stronger

information flow areas. 4)The guid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flow of tourism website on tourist flow is

searching information, ordering, and realizing movement in geographical space. The purpose of tourism

website for international holiday makers is searching information after arriving in Australia, and for those

who visit friends the purpose is searching the price of plane tickets and the timetable.

Key words: Australia; tourism website; information flow; tourist flow; guide

文章编号 : 1003- 2398( 2007) 05- 0088- 06

提 要: 这篇文章以澳大利亚旅游网站为对象 , 研

究旅游网站信息流导引旅游人流的若干问题 , 旨 在 证

实虚拟流动对现实流动的作用性。文章首先 分 析 了 旅

游信息流因素的变化 ; 而后透视了基于旅游 网 站 功 能

性与服务性的信息流对旅游人流导引的过程 ; 再 后 给

出了旅游网站信息流对不同类型旅游人流导引的强度 ,

最后从旅游网站使用比和旅游网站信息比两 个 方 面 揭

示了旅游网站对旅游人流导引的机理。

关键词 : 澳大利亚 ; 旅游网 站 ; 信 息 流 ; 旅 游 人

流; 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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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 60 年代 , 航空公司就与旅行社合作使其计算机

预订系统延伸至旅行社代理商。20 世纪 70 年代 , 一些大型

国际酒店集团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央预订系统和顾客管理信息

系统 [1]。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 互联网预订系统允许 所 有 上

网计算机通过超文本传输协议在 Web 服务器间检索信息和

在线购买。网上信息系统业务在旅游各领域的逐步应用引发

了学术界对 “网站信息流”导引旅游人流的关注。

在网站本身的功能性及其与使用者的关系方面 , Group

A[2]研究了电子服务对顾客管理的效果问题 , Palmer J [3]进一

HUMAN GEOGRAPHY Vol.22.No.5 2007/1088

2007 年第 5 期 总第 97 期人文地理



步 研 究 了 网 站 应 用 性 、 设 计 与 绩 效 的 关 系 , Ziethmal,VA

等 [4]还给出了理解和改善电子服务质量的模型 , Alia L 等 [5]

以香港旅游网站为例探索了网站设计、电子商务、信息系统

和 网 站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内 容 , 提 出 了 复 杂 的 旅 游 网 站 演 化 轨

迹。在使用者满意度方面 , 如 Jie L 和 Zi L[6]建 立 了 旅 游 网

站、旅游网站用户和旅游网站提供者的三个维体系 , 研究了

在 线 旅 游 服 务 的 演 化 , Martin B [7]具 体 地 分 析 了 网 站 的 管

理、用户、应用性、进入性、内容、信息结构、导航等对使

用 者 的 影 响 。 西 澳 大 利 亚 旅 游 委 员 会 [8] ( The Western Aus-

tralian Tourism Commission) 于 2004 年 5 月专门作了深入的

访问者服务研究 , 指出在线预定系统是增加服务量的关键因

素。路紫和李彦丽 [9]评价了北京市旅游网站使用者的满意水

平 , 讨论了技术、经济和组织方面的障碍。以上这些成果对

于旅游网站信息流的研究都有较大的间接借鉴意义。

至 于 旅 游 网 站 信 息 流 与 使 用 者 行 为 方 面 , Allard C R.

Van Riel 等 [10]论述了互联网的变革导致的旅行代理商与顾客

交互方式的巨大变化。Yong Xia X, Skadberg 等 [11]考察了网

站吸引使用者访问旅游目的地的信息流 , 并建立了信息流模

型 , 指出①适时性与适用性是信息经历 ( 信息需求、网站回

访和目的地访问) 的 2 个指示物。②信息经历与使用者对旅

游目的地信息的接受密切相关。③信息经历可导致使用者行

为 和 态 度 的 变 化 。Andrew P.Davidson 和 YingMiao Y[12]从 西

方旅游者的角度分析了以台湾为旅游目的地的 36 个 “名牌”

旅 游 网 站 的 内 容 , 指 出 了 信 息 流 为 旅 游 者 提 供 导 引 时 的 潜

力。Maria Lexhagen[13]调查了旅游开发者和旅行代理商通过

旅 游 网 站 信 息 流 为 旅 游 者 提 供 服 务 促 进 购 买 的 重 要 性 。 总

之 , 前人的探索使网站信息流成为一个研究焦点 , 并为网站

信息流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基础。但大部分研究仍是注重虚拟

交互界面 , 并未深入涉及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 实际上半虚拟

半现实的旅游行为研究无论是在信息界还是在旅游界都涉足

甚浅 , 研究成果还属鲜见。因此电信地理学者 Grenter M[14,15]

关于有必要将各种流作为电信地理学的一个新尺度进行研究

的倡导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必须加强旅游流体系中各种旅游

流之间存在影响的研究 [16]。

根据已有文献可以初步形成如下定义 : 旅游信息流是指

与 旅 游 活 动 有 关 的 并 伴 随 旅 游 活 动 而 发 生 的 信 息 传 递 及 交

流。旅游网站信息流对人流的导引是指虚拟网络的无形信息

流对现实有形人流发生的组织和指导作用。在这一过程中 ,

首先是网站对使用者提供信息 ; 其次是使用者在信息传输网

络及相应软硬件的支撑下通过虚拟化身形式登陆网站 , 并在

网站信息功能基础上进行决策 ; 最后是实现在地理空间上的

真实流动。

澳大利亚旅游业已成为其规模最大、增长最迅速的产业

之一 , 同时澳大利亚远离各大陆 , 信息通信技术在旅游业中

应用十分成熟 , 所以文章选择澳大利亚旅游网站为对象。首

先选用澳大利亚旅游网 ( http://www.atn.com.au) ①单一网站

为例分析网站的功能性与服务性对访客的导引 , 而后使用全

部澳大利亚旅游网站资料研究现实旅游人流与旅游网站导引

的关系 , 以使结果更具有全面性。同时选择赴澳大利亚 “国

际游客整体”、 “休闲度假 ( Holiday/Leisure) 国际游客”和

“探 亲 访 友 ( Visit Fiends/Relatives) 国 际 游 客 ” 不 同 群 体 ,

分客源市场区分析网站信息流导引人流的结果。

2 旅游信息流因素的变化

旅游信息流因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旅游决定生成前影

响赴澳国际游客抉择的各主要因素中以朋友或家人、以前的

知识、网站为最主要 [17], 其中网站因素增长最快 ( 见图 1) 。

旅游决定生成后赴澳国际游客旅游预定中 , 最主要的形式是

直接向供应商预订 , 但使用网站进行旅行预定的比例增长最

快 ( 见图 2) 。旅游决定生成后赴澳国际 游 客 旅 游 预 定 的 媒

介应用中 , 网站媒介也是增长最快的 ( 见 图 3) 。 可 见 网 站

是近年发展最快和最具潜力的信息流因素。

图 1 影响赴澳国际游客抉择的主要因素历年变化

Fig.1 The Annual Change of Internation Resources for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图 2 赴澳国际游客旅游预定形式的历年变化

Fig.2 The Annual Change of the Tourism Order Type

of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图 3 旅游预定的各种媒介历年变化柱状图

Fig.3 The Annual Change of Media of Tourism Order

如果以赴澳国际游客整体使用旅游网站的比例为指标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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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国际客源市场区赴澳国际游客整体使用网站变化表 ( 2001, 2004)

Tab.1 The Change of the Using Websites for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Tourists ( 2001,2004)

将 2001 年和 2004 年的数据 ( 见表 1) 相比较可看出 , 大部

分国际客源市场区使用网站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 其

中日本、德国、韩国、英国、其他欧洲国家 ( 不含英、德) 、

中国、新加坡、加拿大为使用网站比例较高的国家 , 即在这

些市场区中信息流导引潜在人流作用较强。对市场区人流使

用网站比例升降的原因进行准确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其旅游产

业的发展。

3 旅游网站信息流对旅游人流导引的过程

旅游网站信息流对旅游人流的导引过程是通过网站功能

性与服务性完成的 , 具体包括访问路径、信息应用、在线预

订等 , 表现为对网站的点击、访问、回访等行为。

网站访问路径对潜在人流的导引。表 2 是使用者进入澳

大利亚旅游网前的链接域的排列情况 , 通过此一排列可以帮

助考查使用者的有效路径问题。从表中看到澳大利亚旅游网

的使用者大都从世界著名搜索引擎网站导引而来 , 其中链接

最多的为 google, 占 1/4 以上。

网站信息应用对旅游人流的导引。澳大利亚旅游网有大

于 4000 网页的资讯提供 , 根据网页点击量排名的数据可知

满足使用者需求的网页内容的导引作用[19]明显。从网站日志

的网页点击量排名列表中可以归纳出 , 网站的主页以外使用

者关注的内容依次为地图 ( 高速公路 ) 、住宿 ( 花费和可获

得性等 ) 、订购航线、旅行指南、交通工具租赁、吸引物及

其详细情况 ( 花费和开放时间等 ) 、特殊旅游。这与以往有

关旅游目的地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20]。

表 2 进入澳大利亚旅游网前的链接域的排列

Tab.2 The Link Rank Before Accessing

Australian Tourism Website

网站在线预订对旅游人流的导引。在线预订是网站信息

流导引人流的具体说明 , 是网站信息流导引下形成现实人流

的最后一个行为。从赴澳国际游客使用网站进行预订来看 ,

在赴澳国际游客整体 ( T) 、赴澳休闲度假国际游客 ( H, 休

闲度假国际游客占 58%) 和赴澳探亲访友国际游客 ( V, 探

亲访友国际游客占 36%) 之间没有大的区别 ( 见 表 3) 。 以

预订赴澳的国际航空旅行和澳大利亚住宿两项为主。

表 3 澳大利亚不同类型国际游客预订行为差异

Tab.3 The Difference of Order Behavior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 Australia

表 4 澳大利亚各国际客源市场网站信息流使用比列表

Tab.4 The Using Rate of Website In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Market in Australia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21]。

4 旅游网站信息流对旅游人流导引的强度

首先 , 旅游网站信息流导引旅游人流的强度可通过计算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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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际客源市场区中使用旅游网站的游客数占总游客数的比

例 ( 使用比) 来表达 , 以使用比较高者为旅游人流受导引强

度 较 大 。 从 澳 大 利 亚 6 大 主 要 国 际 客 源 市 场 ( 新 西 兰 、 英

国、日本、欧洲、美国、中国) 的旅游类型来看 , 休闲度假

均列第一 , 其次为探亲访友。故下面分别研究赴澳国际游客

整体以及赴澳休闲度假国际游客、赴澳探亲访友国际游客的

网 站 使 用 情 况 及 网 站 信 息 流 对 人 流 的 导 引 。 从 表 4 可 以 看

出 , 赴澳国际游客中有 33.2%使用旅游网站 , 也就是说澳大

利亚的国际游客中有近 1/3 是受旅游网站信息流导引的。

表 5 赴澳国际游客信息源的比例

Tab.5 The Rat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of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其次 , 旅游网站信息流导引旅游人流的强度可通过计算

网站信息在游客信息源中的比重 ( 信息比) 来确定。赴澳国

际游客的 72%需要寻找有关旅游信息 , 其中最常用的信息源

是互联网 , 占总信息源的 34%; 其它常用的信息源包括旅行

代 理 商 ( travel agent) 、 从 前 的 浏 览 经 历 ( previous visits) 、

居住澳的朋友或亲戚、旅行书籍或指南等。其中赴澳国际游

客整体和赴澳休闲度假国际游客的信息源排名一致 , 但与赴

澳探亲访友国际游客的信息源有所不同 , 探亲访友群体最大

的信息源是居住澳的朋友或亲戚 , 以及从前的游览经历 ( 见

表 5) [22]。故网站信息流的导引强度对不同类型的旅游人流

的影响是不同的。

5 旅游网站信息流对旅游人流导引的机理

旅游网站信息流对旅游人流导引的机理即是游客如何受

到旅游网站信息流影响的及其如何产生变化的。下面依据于

TRA ( 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 的数据形成表 6, 说明澳

大利亚各国际客源市场区旅游人流受网站信息导引情况 , 使

用旅游网站 1 至 10 项见表 7。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 , 赴澳国际游客使用网站原因的比例

中 , 51%的游客是在决定赴澳后寻找更多的澳大利亚相关信

息 , 其它的主要原因还有寻找澳的住宿信息、帮助设计澳旅

行路线、寻找澳国内的旅游事件或活动信息等。赴澳国际游

客整体和赴澳休闲度假国际游客的动因排名相似。但两者与

表 6 澳大利亚各国际市场游客使用网站原因和排名情况表

Tab.6 The Reasons and Rank of Using Website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 Australia

注 : ①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8], ACNielsen Research Pty Ltd 代表 TRA 进行了国际游客调查 ( IVS:International Visitor Survey) 。调查时

间为 2004 年 , 采访了 20648 位短期国际游客 ( 即停留时间少于 12 个月) , 采访地点在澳大利亚主要的国际机场。②1,2,⋯,10 表示网站使用

原因 , 具体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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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访友国际游客不同 , 前两者最主要的动因是决定赴澳后

寻找有关澳大利亚的信息 , 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关澳旅游

的综合印象。而后者最主要的动因是寻找赴澳的飞机票价或

航空表 , 而 “寻找信息以帮助决定是否赴澳旅游”的比重大

为降低 , 说明其目标的差异所带来的使用网站原因的差异。

澳大利亚各国际客源市场区使用旅游网站的原因总体相

同 , 对于使用网站比例较高的前 7 个市场区而言 , 最主要的

的原因是决定赴澳旅游后寻找更多的澳相关信息 , 其他主要

原因有 : 寻找澳国内旅游事件或活动信息 ; 帮助设计澳旅行

线路等。可见旅游网站信息流可直接导引旅游人流的形成。

对比澳大利亚旅游网站使用者点击量前 10 名排名与国际客

源市场现实人流前 10 名排名可见 , 两者之间是存在必然联

系的。这受近年网站信息流在所有旅游信息媒介中比重提高

的影响。其中联接网站信息和旅游人流的关键因素是现实游

客或潜在游客使用网络获得旅游信息的情况。当然两者之间

的 关 系 很 复 杂 , 人 流 生 成 及 人 流 运 动 受 很 多 因 素 的 综 合 影

响 , 从 两 列 排 名 对 比 可 见 地 理 距 离 、 国 民 收 入 、 语 言 一 致

性、国家关系等因素仍起很大作用。

6 结论

①各信息流因素的作用力正在发生变化。在旅游决定生

成前影响目的地选择的因素中、旅游决定生成后赴澳国际游

客的预订形式上 , 及其旅游决定生成后赴澳国际游客旅游预

订的媒介应用方面 , 旅游网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 且是增长

最快的信息流因素。②旅游网站通过功能性与服务性完成了

信息流导引人流的过程。其中包括访问路径对潜在人流的导

引 , 应着重加强旅游网站与那些著名搜索引擎的链接 ; 网站

内容对潜在人流的导引 , 访客最关注的内容是地图、住宿、

订 购 航 线 、 旅 行 指 南 、 交 通 工 具 租 赁 、 吸 引 物 、 特 殊 旅 游

等 ; 在线预订对旅游人流的导引 , 以国际航空旅行和住宿为

主。③旅游网站信息流导引人流的强度因不同类型的游客而

有不同 , 对休闲度假国际游客的作用性明显高于探亲访友国

际游客 , 不同的市场区也有不同 , 日、中、新、韩为信息流

导引较强的区域。④旅游网站信息流导引人流的机理是寻找

旅游信息 , 各市场区总体上首先是寻找决定赴澳后的更多相

关信息 , 其次为住宿、设计路线等信息。对于赴澳休闲度假

国 际 游 客 , 使 用 旅 游 网 站 的 原 因 是 决 定 赴 澳 后 寻 找 相 关 信

息 ; 对于赴澳探亲访友国际游客 , 使用旅游网站的原因是查

找赴澳飞机票价或航空表。

注释 :

①澳大利亚旅游网 , 信息量大 , 覆盖面广 , 具有高度的外向性 , 访

问量中本国使用者占 50.44%, 国外使用者占 49.56%。文章中数据选

取于 2005 年的网站日志。以澳大利亚旅游网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大

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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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拿大、日本、欧盟、东盟、香港地区、韩国、台湾、

印度和俄罗斯。我国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市场

的出口份额占全年出口额的 51%。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

仅占 16%。这些其他地区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 分布于非

洲、拉美地区。2005 年中非进出口额仅 40.5 亿美元 , 仅占

全年进出口的 3.19%, 拉丁美洲占 4%。 甚至在第二大人口

大国印度的出口额仅有 1.5%。可见 , 我国国际贸易 地 理 方

向是过度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这一偏向性市场集中度是导致我国深陷于当前与美、日、欧

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 调整我国贸易地理方向显

得尤其必要。

4.2 调整贸易地理方向有利于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根据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 我国将在与我国收入水平相当

的国家贸易中 , 通过实现规模收益和动态比较优势利益 , 扩

大本国比较优势产业规模 , 通过国内需求国际化 , 实现贸易

所得。虽然 ,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数量有所上升 ,

但是从摩擦的性质来看 , 这与发达国家间的摩擦不一样 , 属

于可协调性冲突。也就是说 , 在这类冲突中 , 我国企业有更

强的应对能力 , 能够通过双边谈判化解分歧和冲突。这样 ,

有利于我国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的被动地位摆脱出来 ,

实际上是实现了更大利益。 我国要从当前 的 贸 易 大 国 上 升

为贸易强国就必须在国际贸易博弈中保证本国利益。

当然 , 调整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战略举措 , 需要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我国企业需要获取新市场信息 , 进口国市场需

要 培 育 , 市 场 渠 道 也 有 待 拓 宽 。 因 而 , 它 是 一 个 渐 进 的 过

程。我国企业和政府应该有长远眼光 , 走可持续的和谐世界

的贸易发展之路。这样就可以缓解和规避我国面临的贸易摩

擦冲突。2006 年 11 月 , 我国在中非论坛组织的努力就显现

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和意愿。只要我国积极主动地依据国

际经济形势和适用的经济理论调整贸易方向 , 实现全球化的

贸 易 战 略 转 变 , 我 国 将 会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摆 脱 贸 易 摩 擦 的 困

境 , 大踏步迈向贸易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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