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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邮轮游客动机分析
蒋金花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中国邮轮产业的繁荣景象近期似乎出现了逆转，邮轮旅客人数开始下降。即使没有疫情，2018、2019 的邮轮

数字也并不看好。很多人说这是到了发展瓶颈，也有人说这是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生命周期定律，发展的阶段就是这样。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研究极其重要。文章基于内容分析法进行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从推力与拉力

因素两个方面建立了动机系统。动机分析结果将对邮轮的宣传与营销给予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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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全年邮轮游客量为 494.6 万人次，2018 年则

下降至 488.6 万人次，同比下降 1.2%，2019 同样如此。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多项指标包

括母港邮轮艘次、邮轮游客量指标都呈现下降趋势。这

一切发生在疫情之前，虽然疫情对邮轮产业产生了巨大

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疫情，邮轮市场就一定会很

繁盛。邮轮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中国其实还并

未普及。老百姓对邮轮的印象还停留在“大船”、“奢

华”等，甚至有一点望而却步。

旅游作为一种服务商品，消费人群对于旅游市场是

最重要的。旅行动机作为游客开始旅游行为的起点，具

有重要的意义。了解游客的旅行动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

了解游客，提高邮轮的管理水平，以此作相应的市场营

销与宣传。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由武汉大学虚拟学习团队研发的 ROST 

CM6 内容挖掘系统对内容进行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即内容分析法。在此基础上结合以往研究建立初步类目

系统，并通过编码对文本内容进行具体研究分析，借以

提炼出系统的邮轮旅游推拉力动机因素。动机分析结果

对邮轮的宣传与营销给予启迪。

2 邮轮旅游动机分析
2.1 样本选取

本文选择样本主要是关于邮轮游记的 TXT 文本。

通过同程旅游官网，搜索关键词“邮轮游记”，共有

1555 篇相关文章显示，通过仔细阅读，从中选取了 295

篇文章。以“邮轮游记”为关键词搜索携程旅游官网。

共有 998 篇相关文章显示，从中选出了 180 篇文章。对

这 480 篇文章截取了关于出发前对于邮轮旅行的想法，

时间涵盖为 2012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将以上 480 篇

文章整理为 TXT 文件。

2.2 文档处理

本文采用 ROST CM6 软件对修正后的 TXT 文档进

行内容分析。对 480 篇游记进行文档处理，对于软件提

取出的词频进行筛选处理，以避免相似词的干扰。例如

将“游轮”替换为“邮轮”等。

2.3 词频分析

在 ROST CM6 软件中使用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

功能，对 TXT 文本进行初步分析，得出以下高频词（见

表 1）。

表 1  邮轮游客旅行动机的高频特征词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高频词 词频

邮轮 1938 海洋 149 大海 103 购物 51 舒适 44

旅行 776 享受 130 甲板 94 喜悦 50 浪漫 43

选择 259 朋友 114 餐厅 90 签证 50 轻松 42

时间 233 豪华 109 中国 77 假期 50 期待 40

船上 199 孩子 109 护照 71 冲绳 45 港口 39

上海 189 加勒比 106 娱乐 62 济州 45 妈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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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词语涉及海洋、孩子、朋友、美食、轻松、舒

适、旅行等词语，初步显示了邮轮旅行对消费者的吸引

点，这些词语是动机构成因子，并佐证了后文编码分析

的动机类目。为了更清晰地展现邮轮游客旅行的动机，

本文将这些高频词根据动机属性做了相应的归类，将游

客动机规类为七大主题 : 追求轻松安逸的旅行；适合携

带家庭出行；对大海的向往；对邮轮本身的向往；对目

的地向往；好奇与探索；影视作品影响。频次为下一步

建立推拉系统提供了依据。

2.4 邮轮游客旅行动机社会网络分析

根据软件分析的综合信息库的高频词，可以建立网

络分析图，如图１所示。图中词语的频数是由中心向外

围逐渐递减。

基于以上高频词网络图，可以看到高频词之间的关

系。“邮轮”、“旅行”、“旅游”、“上海”、“出

发”、“时间”是语义网络分析的核心。“邮轮”是旅

行者出发的起点。“上海”是游客的出发地点。“旅行”、

“旅游”是旅行者出行的目的。“时间”是旅行者出行

的必要条件。

“邮轮”作为邮轮旅游的主体 , 几乎链接着所有相

关词汇 , 游客在邮轮旅游活动的整个过程 , 都与邮轮紧

密相关 , 与“邮轮”直接相连的词语包括皇家加勒比、

量子、公主、福冈、日本、韩国、济州、大西洋、阳台、

享受、娱乐等词语。皇家加勒比、量子、公主是游客选

择邮轮旅行的邮轮船只型号。日本、韩国、济州、大西

洋是邮轮游客的目的地。朋友、孩子是邮轮游客的旅行

伴侣。邮轮是在海洋上航行的船只。服务、甲板、阳台、

享受、娱乐是邮轮游客对邮轮设施与氛围的感受。

2.5 旅行动机分析

本文在借鉴克朗普顿的归纳和张宏梅研究的基础

上，参考以 ROST 高频特征词分析结果和文本的具体内

容，来设置编码的主次类目。 该类目系统中主要包括 “推

力因素”和 “拉力因素”两大主类目。

图 2  编码后推力因素各类目次数

图 3  编码后拉力因素各类目次数

2.5.1 推力因素分析 

图 2 显示邮轮旅行动机中的推力因素主要是追求安

图１　社会网络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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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静雅、轻松的旅行。其次好奇与对海洋的向往是影响

较大的因素。反映出邮轮旅行最大的特点即避免一般旅

行过程中的奔波劳碌。

（1）游客追寻轻松、快乐、梦想。图 2 显示 120

份样本显示了游客的动机是追求安逸静雅旅行，20 份

样本显示邮轮旅行是游客从小的梦想。24 份样本显示

游客进行邮轮旅行是想追寻人生意义、放松身心。这些

动机都说明游客希望在旅途中得到身体、心灵的放松。

（2）游客好奇驱使。图 2 有 30 份样本显示游客出

于对邮轮的好奇与探索而去乘坐邮轮。14 份样本显示

邮轮游客想要尝试新船，虽然坐过邮轮，但对新船充满

好奇。30 份样本显示游客被量子号吸引。

（3）对海洋的向往，追求浪漫。图 2 有 43 份样本

显示游客对海洋的喜爱、向往是游客选择邮轮的主要动

机。5 份样本显示游客想要在邮轮上追求浪漫的生活。

这表明邮轮与海的浪漫气息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的一

点。

2.5.2 拉力因素分析

图 3 显示邮轮旅行动机中主要的拉力是邮轮适合有

孩子、老人的家庭出行。影视作品《泰坦尼克号》也是

游客对邮轮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

（1）邮轮适合家庭旅行。现代社会，旅行是人们

放松身心最重要的方式。携带一家老小出游，是增进家

庭感情的好机会。但是一般旅行需要游客自己订房、查

找游玩路线，旅游过程中需要费心的事很多。但是邮轮

作为移动式的“大酒店”，船上拥有各式餐厅、运动馆、

娱乐设施，是适合有孩子与老人的家庭的旅行方式。

（2）邮轮自身奢华、神秘、艺术气息、娱乐性。

多数人对邮轮的印象就是“奢华”。邮轮目前还未在中

国得到普及，邮轮对于大众来说比较陌生，但也具有神

秘感。歌诗达邮轮以“海上意大利”为品牌定位，无论

是外观还是内部装潢，都弥漫着一股意大利式的浪漫气

息，感受艺术气息是邮轮游客的内在动机之一。邮轮像

一个移动式的大酒店，船上配备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与

餐厅，邮轮娱乐性是邮轮的吸引点。

（3）目的地风景优美，游客对目的地向往。邮轮

旅行中会在中途或终点停靠，这就是邮轮旅行的目的地。

图 3 有 44 份样本显示游客动机是向往目的地。例如日

本的樱花节、韩国的购物街，以及目的地的景点等都在

游客游记中提及。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邮轮游客的旅行动机有自身的特点。

例如邮轮游客动机中占比最大的追求轻松、安逸静雅的

邮轮旅行显示了邮轮旅行路途中就可进行游玩、休息的

特点。这些动机为邮轮宣传与营销提供方向。

3.1 口碑效应

有相当部分游客表示他们因为身边人对邮轮的推

荐以及由于自身过去的邮轮经历愉快而想尝试或再次乘

坐邮轮。这表明游客的满意度对邮轮的推广至关重要。

因此，邮轮公司应该注重服务与顾客心理状态。提供细

心、到位的服务，及时解决顾客的麻烦。像提到海底捞

就能想到他的服务一样，邮轮公司可以将细致的服务作

为口碑营销的重点。

3.2 价格宣传

价格优惠对于游客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是促进游

客进行邮轮旅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邮轮公司可以

定期制定优惠团票，吸引游客。

3.3 制作创新主题，规划多样路线，吸引游客

在本研究中，有较多游客反映想要乘坐新的船只，

或想体验未体验过的量子号而再次选择邮轮旅行。这说

明如果想要吸引“回头客”，那么新意很重要。多样的

路线也能让游客在不同的旅行过程享受不一样的游玩体

验。因此邮轮公司应该要多多创新，通过别样的主题以

及不同的路线规划吸引“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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