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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线短租将个人闲置房屋通过网络匹配给有住宿需要的游客，使有限的资

源得以髙效利用。 这种新型的住宿形式不仅为游客带来了个性化体验，为房东创造了利

润，也为旅游住宿服务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了揭示游客选择在线短租动机的一般性与

特殊性，本文借助网络爬虫技术，通过抓取爱彼迎（Ａｉｒｂｎｂ）在线短租平台上的游客的在线

评论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上述在线评论文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果发现：（１）游客

在选择在线短租时具有与选择传统酒店相似的一般性动机，他们非常关注房源的“价格

实惠性、环境优越性、服务友好性、设施舒适性、住宿保障性”；（２）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动

机也有其特殊性，包含了类家性、社交性和原真性三大类动机。 综合来看，本文的研究结

果不仅为丰富和发展在线短租理论夯实了基础，而且为提升在线短租经营与管理效果提

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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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我国旅游住宿市场需求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以星级酒店为代表的标准化旅游住宿

服务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我国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变化，传统标准化旅游住宿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

游客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要。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 ＋ ”的推动下，一种新型的住宿形式———在线

短租应运而生了。 作为闲置房源再利用和共享经济的主要模式之一，在线短租不仅为游客带来了

独特的住宿体验，而且在为房东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为旅游服务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艾瑞咨询报

告》显示，２０１７ 年，我国在线短租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１２５ ２ 亿元，预计 ２０１８ 年交易规模将达到

１６９ ６ 亿元①，在线短租市场表现出超高速的增长态势。
鉴于在线短租的勃兴，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也日益增多。 文献回顾显示，当前相关的研究及视角

主要集中在在线短租的经济影响（Ｚｅｒｖａｓ 等，２０１４） ［１］、潜在的消费歧视（Ｅｄｅｌｍａｎ 等，２０１７） ［２］、网络

信誉（Ａｂｒａｈａｏ 等，２０１７） ［３］及城市监管（Ｇｕｒｒａｎ 和 Ｐｈｉｂｂｓ，２０１７） ［４］ 等宏观层面上，只有少数学者从

微观层面上，借助访谈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在线短租这一消费行为开展了研究与分析（Ｌｕｔｚ 和

Ｎｅｗ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８） ［５］。 综合来看，那些与游客选择在线短租最为密切的动机探索却被学术界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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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导致人们对在线短租的特殊性了解不足。 应该看到，在线短租与互联网关系密切，大量的游

客通过网络评论的形式发表住宿体验及感受，不仅为潜在游客的住宿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而且为

研究游客消费行为提供重要的数据来源。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期望借助网络爬虫技术，通过抓取在线

短租平台上的游客对房源的在线评论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在线评论文本进行分析，以期从游客选

择短租的动机角度，揭示在线短租与标准化旅游住宿服务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之处。 有理由相信，本研

究结果不仅可以为房东和在线短租平台提供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而且还可以提升在线短租的管理

水平。

二、 文献回顾

１． 在线短租的定义及特点

（１）在线短租的定义。 在旅游行业内，短租由来已久，并非新生的事物，它是一种介于短期酒

店住宿与长期房屋租赁之间的住宿形式。 过去，受网络技术限制的影响，传统短租房源一般集中在

车站、高校、医院和旅游景区等人口流动性大或人口密集的区域，房东普遍采用张贴“小广告”和拉

人头等方式向游客提供自有住宅的空闲房间租赁服务，在这种传统模式下，由于房东与游客之间信

息不对称及线下信息获取成本高昂，因此住宿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的匹配效率十分低下（凌超和

张赞，２０１４） ［６］。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短租实现了颠覆性创新 （ Ｇｕｔｔｅｎｔａｇ，
２０１５） ［７］，借助互联网平台，房东不仅能精准地将自有闲置房源匹配给有住宿需求的游客，让游客

在同等价位下享受到酒店所不具备的个性化住宿体验，而且也让房东获得了额外的收入。 然而也

应看到，尽管在线短租的发展势如春笋，但是学术界尚未就在线短租的定义形成一个权威而准确的

界定。 在此，将与在线段短租有关的具有较高接受度的定义整理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在线短租的代表性界定

来源文献 相关界定 侧重点

Ｔｕｓｓｙａｄｉａｈ 和 Ｚａｃｈ
（２０１６） ［８］

在线短租是指基于互联网交易平台，使个人能够出租其闲置房间、闲置房

屋或公寓，从而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的一种方式。
住宿服务、闲置

资源

Ｆ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９］

在线短租是指为房东提供允许发布自有闲置房间、公寓或别墅来获得额

外收入，同时为游客提供选择满意旅行住宿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平台

Ｐｒａｙａｇ 和 Ｏｚａｎｎｅ
（２０１８） ［１０］

在线短租是指房东在短时间内为网络上的游客提供闲置房屋或房间的个

人租赁行为。
个人不动产租赁

行为

王琛

（２０１６） ［１１］

在线短租是房屋承租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查询及预订短租住房，
并向房屋所有者或经营者支付部分或全部房租的租赁行为。

线上支付

宋琳

（２０１８） ［１２］

在线短租是共享经济在酒店住宿领域的产物，是指在特定时间内，房屋拥

有者让渡闲置房源的使用权以获得经济回报，需求方通过租借暂时获得

闲置房源使用权的一种租赁行为。
供给与需求双方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综合表 １ 来看，有关在线短租的研究侧重点非常分散，涉及“住宿服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个
人不动产租赁行为、线上支付、供给与需求双方”等多个层面。 尽管如此，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在线

短租是指房东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将自有的闲置房屋或房屋的部分空间短期租赁给有住宿需求的

游客，以获得一定经济收益为目的的住宿形式。 通过对在线短租网站的进一步研究可知，在线短租

有“房东、短租平台和游客”三个主体，他们在合作时遵循了一定的流程。 首先，游客会根据旅游目

的地、时间及入住人数等需求对短租平台房源进行搜索；其次，平台会迅速展示出符合条件的相关

房源价格、床铺数量及入住人数列表；游客选中其中一个房源就可获取详细的房源细节图片、周围

交通设施及房源评价等信息；最后，当游客对某套房源感兴趣时，可以直接向房东咨询入住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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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预定请求，而房东在解答游客疑问的同时，也可以对游客背景进行评估，以决定接受或拒绝游

客的入住请求。 一般而言，在线短租的费用均通过短租平台进行支付，平台分别向游客和房东收取

一定数额的中介服务费用。
（２）在线短租的特点。 与传统酒店不同，在线短租蕴含着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第一，在线短租属于典型的非标准化住宿形式。 一般而言，作为一种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及

多种综合服务的行业，旅游住宿业包含了标准化住宿和非标准化住宿两大类型。 其中，标准化住宿

是指以传统酒店为代表的，专门向游客提供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服务的住宿场所。 反之，非标准

化住宿则没有那么规范，个人业主、房源承租者或商业机构除了向游客提供能够满足基本住宿需求

设施之外，还特别注重提供个性化、精品化、差异化服务的住宿设施或场所，这进而需要在线短租装

修风格的多样化。 而在选择上，游客可根据自身偏好开展决策，其选择范围甚至可以是一张沙发、
一间房、一套房乃至一栋楼。

第二，在线短租通过暂时让渡使用权的方式实现了闲置房源的再利用。 从理论上来看，在线短

租是建立在共享经济所倡导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个基本框架之上，它鼓励房东有偿让渡使用

权给游客开展社会化利用，从而有效降低了闲置房源的空置成本。 在线短租不仅让游客在同等价

位下享受到了酒店所不具备的个性化住宿体验，而且解决了社会资源浪费的大问题，起到了“双
赢”甚至“多赢”的效果。

第三，依托在线短租平台的有效协调，大大降低了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 平台不仅是闲置空间

再分配的重要桥梁，而且是房东和游客利益的有效保障。 在基于双边市场交易平台搭建之后，房东

和游客都将集中到这一平台之上。 一方面，房东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房源信息，出租闲置房屋；另一

方面，游客可根据平台推荐和自身需求在平台上完成检索、匹配和预订等租房步骤（Ｈａｍａｒｉ 等，
２０１６） ［１３］，从而实现零散供给和潜在市场需求的有效协调（Ｏｓｋａｍ 和 Ｂｏｓｗｉｊｋ，２０１６） ［１４］。

第四，在线短租平台的保障机制对建立游客信任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在线短租大多发生在

陌生人之间，而陌生人之间又是缺乏信任的，因此亟需在游客与房东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障机

制。 基于此，为了促进交易的完成并保障双方的利益，在线短租平台向房东和游客提供了双向评价

机制。 例如，在交易结束之后，游客可以将个人的住宿体验和房源评价上传至在线短租平台

（Ｄｅｍａｒｙ，２０１７） ［１５］，而房东则可以针对游客的住宿行为为其打分。
２． 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

从上文可知，在线短租有着与传统住宿业不同的特点。 那么一个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消费者

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是不是和传统的酒店住宿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呢？ 还是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１）与传统酒店相似的一般动机。 动机是影响游客选择传统酒店住宿的主要原因之一（Ｃｌｏｗ

等，１９９４） ［１６］，包含了“酒店清洁程度、酒店位置、游客评价、酒店价格、酒店服务品质以及酒店房间

舒适性、安全性” 等多个维度 （ Ｄｏｌｎｉｃａｒ， ２００２［１７］； Ｌｏｃｋｙｅｒ 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ｏｓ， ２００４［１８］； Ｃｈｕ 和 Ｃｈｏｉ，
２０００［１９］）。 作为旅游住宿的创新形式之一，与在线短租相关的空置房屋、房间以及公寓也类似于酒

店或其他类型的住宿设施。 因此，Ｇｕｔｔｅｎｔａｇ（２０１５） ［７］指出，尽管在线短租相较于传统酒店是一种颠

覆性创新，但是驱动游客选择该项服务的三个主要动机仍然是“价格、住宿设施及位置”。 此外，
Ｔｕｓｓｙａｄｉａｈ（２０１５） ［２０］通过实证研究同样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事实上，价格因素对游客选择短租房

源的影响程度最大。 不仅如此，Ｔｉｎｇ（２０１７） ［２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个人隐私与住宿安全性”是
游客不使用在线短租作为旅游住宿选择的关键。 综上，由于在线短租的消费者也关注价格、位置、
设施以及安全性等与传统酒店住宿类似的问题，因此可以假定游客在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会与选

择传统酒店高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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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与传统酒店不同的特殊动机。 鉴于在线短租与传统酒店自身的差异，且在线短租使用的

是他人的“家”，会认识与服务员有本质不同的“房东”，并获得直接体验当地民俗而不是标准化旅

游设施的机会，因此消费者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也一定有其特殊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类家性动机。 作为租借他人“家庭”的新兴住宿方式，消费者首先获得的是一种类似于居家生

活的消费体验，研究者将这一类体验归纳为“类家性体验”。 类家性是指在酒店管理中融入家的自

由、温馨、熟悉等具有情感意义的因素，让传统的标准化住宿模式转变成为类似于家庭住宿的管理

模式（Ｒｏｅｌｏｆｓｅｎ，２０１８） ［２２］。 作为对家在传统意义的延续、补充和扩展，这一模式让游客能够在陌生

的旅游地点快速获得身份认同与归属感（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８） ［２３］。 罗佳丽和张敏（２０１７） ［２４］ 指出，在传统

意义上，人们对“家”的理解是建立在归属感基础上的物质、社会与情感空间，在旅行途中对家的依

恋情感让游客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家的影子（Ｈａｌｄｒｕｐ 和 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６） ［２５］。 已有研究表明，将酒店房

间营造出居家氛围，可以唤起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归属感和依恋感（Ｃ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ｅｔｔｉ 等，２０１１） ［２６］。 在

线短租情境中，房东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家庭设施、居住空间还有远离喧嚣的宁静环境，而且给游客

营造了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也是工程化的传统酒店无法通过自身装修布置所能达到的关键体验

（Ｇｕｔｔｅｎｔａｇ 等，２０１６） ［２７］。 因此正如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ｅｕｈｏｆｅｒ（２０１７） ［２８］ 在游客访谈中所发现的那样，可
以像在自己家一般自由地使用厨房、洗衣机或烘干机等家电设施，也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重要原

因之一。 综上，可以假定类家性动机是在线短租区别于传统酒店的关键内容之一。
互动性动机。 互动性反映了不同游客个体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融合与交流

（张机和徐红罡，２０１６） ［２９］，旅途中的社交互动往往是基于个人之间暂时性非正式的平行交往而形

成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极其重要的交往方式（谢彦君，１９９９） ［３０］。 在住宿服务中，互动一般是指

“旅游主客互动”，即游客和东道主居民的交流和沟通（段圣奎等，２０１５） ［３１］。 在传统酒店中，主客

互动多数属于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商业式交往，因此不仅少而且非常正式。 然而在在线短租的场景

中，消费者与房东的交易是建立在信任与真诚基础上的，房东的存在会让人不自觉地忘掉交易的属

性，并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互动。 不仅如此，在线短租平台也鼓励房东和游客之间分享彼此的住宿或招

待经历。 一方面，通过与房东的互动交流，游客既结识了新朋友又获得了最详实的游玩推荐（Ｓｔｏｒｓ 和

Ｋａｇｅｒ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５） ［３２］；另一方面，房东也乐意向游客讲述他们的生活，将当地特色介绍给远道而来的

游客（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 和 Ｎｅｕｈｏｆｅｒ，２０１７） ［３３］，从而形成自己的品牌并获得良好的评价和口碑传播。 在高度商

业化的今天，利益、理性与逻辑作为互动行为的显著标签（段圣奎等，２０１５） ［３１］，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充满了功利色彩，而在线短租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方式不仅提供了与当地人及房东互动的机会，而且让

游客在拓宽自己生活空间的同时，也使游客真实的情感诉求得到释放，因而是对传统主客互动的革命

性冲击。 综上，可以假定互动性动机同样是在线短租区别于传统酒店服务的另一关键内容。
原真性动机。 原真性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旅游动机，既反映了旅游对象所凝聚的本土文化，又

反映了这一文化的真实性，是游客在旅游体验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文化真实和情感真实的主观感知

（焦彦和臧德霞，２０１５） ［３４］。 有别于传统旅游住宿设施，在线短租尝试让短租房源成为游客感受当

地风俗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因此满足了游客对原真性的要求，让他们体验到了有别以往的生活方

式。 原真性始终是旅游体验和动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１９７３） ［３５］ 指出，原真性体

验是游客因文化生产与文化经验交织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萌发出的，对社会中他人真实生活

和环境的强烈兴趣和好奇。 在历史建筑类旅游（Ｐａｕｌａｕｓｋａｉｔｅ 等，２０１７［３６］；徐伟和王新新，２０１１［３７］）、
遗产旅游（Ｈａｌｅｗｏｏｄ 和 Ｈａｎｎａｍ，２００１） ［３８］、电影文化旅游 （ Ｂｕｃｈｍａｎｎ 等，２０１０） ［３９］ 及农业旅游

（Ｄａｕｇｓｔａｄ 和 Ｋｉｒｃｈｅｎｇａｓｔ，２０１３） ［４０］中，真实性一直都是游客渴望得到并积极追求的一种经历，这种

经历被认为是反映真实的和不掺假的，它能让游客接触这种生活，并由此产生独特的心理感受

（Ｃｏｈｅｎ，１９７９） ［４１］。 结合在线短租来看，游客通常有着通过家庭住宿来满足其追求他人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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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异地真实文化的动机与强烈渴望（焦彦等，２０１７） ［４２］，Ｐｏｏｎ 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７） ［４３］认为房源地域特

色的真实性是吸引游客使用在线短租的独特动机，Ｓｏ 等（２０１８） ［４４］ 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寻求住宿的

真实体验不仅是在线短租的核心特征也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首要动机。 因此，从住宿上强调原

真性动机也是在线短租区别于传统酒店服务的关键内容之一。
３． 现有研究评述及启示

尽管有关传统酒店住宿选择动机的研究已自成体系，且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成果对在线短租选

择的一般性动机进行分析，但是在解释在线短租选择的特殊性动机上还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作为

一种有别于传统酒店的住宿形式，在线短租是以住宿服务为内核，兼具为游客提供更具家庭氛围、
人文情怀及结交兴趣相投的朋友为附加价值的新兴住宿业态，这一特性也使游客在注重传统住宿

特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住宿过程中的家庭与互动类的情感体验，从而让在线短租选择动机变得更加

多维。 其次，尽管可以根据现有有关旅游住宿设施层面的研究总结在线短租选择的一般性动机，以
及从在线短租有别于其他旅游住宿形式方面总结其特殊性动机，但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缺乏现

实的验证，且研究零散缺乏系统性，因此很难全面呈现在线短租选择动机的特点。 第三，现有研究主

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缺少必要的量化分析和数据支撑，因此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综上，有必要在现有

文献的基础上，采取客观且有数据支撑的研究方法，总结在线短租选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动机，并形

成相应的模型。 据此来看，借助在线评论对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获得客观真

实的数据支撑，而且可以验证定性分析的结果，因而是可行的、科学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三、 研究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 数据来源

如前文所述，房东与游客是借助在线短租平台完成交易服务的，这为本文获取数据创造了先天

的条件。 从当前在线短租平台的发展情况来看，Ａｉｒｂｎｂ 是全球拥有短租房源规模最大且最知名的

平台之一，其始终坚持 Ｃ２Ｃ 的运营模式，且房源基本都由房东自主经营，Ａｉｒｂｎｂ 已覆盖全球 １９０ 个

国家的 ３４，０００ 多个城市，发布的房屋租赁信息达到 ５ 万多条（张起，２０１６） ［４５］。 在 Ａｉｒｂｎｂ 平台上，
游客必须在交易完成后才能对房东与房源做出评论，因此能够有效保证游客评论的真实性与可靠

性。 简单的数据挖掘显示，Ａｉｒｂｎｂ 在旅游住宿领域影响力、房源评论数量与质量方面都具有明显的

优势，因此本研究采用 Ａｉｒｂｎｂ 作为数据的来源平台。 在具体数据选择上，鉴于 Ａｉｒｂｎｂ 的短租房源

大多分布在国内旅游热门城市，因此本研究选择北京、上海、南京、厦门、成都作为研究案例地。 在

完成上述工作后，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编写网络爬虫程序，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Ａｉｒｂｎｂ 平台上获取

上述五个城市“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游客评论数超过 ５０ 条以上（含 ５０ 条）的短租房源的名称、游客昵称、
入住年月、游客评分及评论内容”，并将其保存至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 此外，由于 Ａｉｒｂｎｂ 是全球化的平

台，世界各地游客均会使用它进行住宿预定，因此评论文本中必然包含英语、日语及韩语等语言。
但是，受旅游目的地及网站服务站点均在中国的影响，Ａｉｒｂｎｂ 平台上的外文评论数量占全部评论文

本的比例非常小，为了保证后续数据分析不受翻译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仅考察评论的中文评

论文本。 最后，本研究将筛选后的中文评价生成 Ｅｘｃｅｌ 格式的文本信息，再去除一些重复评论文本

之后，共收录了 Ａｉｒｂｎｂ 上 １２０６６ 条游客评论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数据，具体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旅游目的地、房源数量和在线评论数

旅游目的地 北京 上海 南京 厦门 成都 总计

房源数量（套） ２９ ２８ ４８ ２６ ３１ １６２
样本评论数（条） ２０９３ ２８４４ ３１７３ １８３８ ２１１８ １２０６６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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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分析的方法与过程

（１）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抓取到的游客评论进行了归纳和整理。 当前，内
容分析法已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研究各个领域（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０１） ［４６］ ，是指将如文字、图像这类

不系统的、定性的符号性内容转化为定量数据，并进行系统客观量化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

（ Ｓｔｅｍｌｅｒ，２００１） ［４７］ 。 相较于问卷调查方法，内容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数据搜集准

确性低及不利于开展大规模调查的缺陷。 在旅游研究领域，已有很多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应用

于旅游目的地形象（肖亮和赵黎明，２００９［４８］ ；吴晋峰等，２０１７［４９］ ） 、旅游动机（张运来和李跃

东，２００９） ［５０］ 、旅游营销（王丽丽等，２００８） ［５１］ 等研究中，这为我们选择内容分析法提供了借

鉴。 本文首先通过对 Ａｉｒｂｎｂ 游客的完整评论文本进行分析，逐步提取出与房东和房源评价相

关的高频特征词，进而对这些词汇进行细致的归纳，最后分析验证前文有关在线短租住宿动

机归纳的准确性。
（２）数据处理。 鉴于价值量低的信息会降低数据的可信度，因此本文在数据分析前对网络中

海量的游客评论文本进行了预处理，目的在于减少噪音数据的干扰，具体有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

步：整理游客评论文本。 首先，排除不同游客因表达和书写风格习惯而存在的差异，并开展必要的

文字转换。 具体包括，将繁体中文转换为简体中文，将中文文本带有英文词组的评论统一转换为中

文等等。 其次，删除处理文本中的无效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在使用软件分析时也有可能会对结果产

生一定的影响。 具体而言，一是剔除评论中过于简单的游客评论，例如“很好”“很赞”及“挺好的”
等文本；二是剔除评论文本中存在明显与主题内容不相关的无效评论；三是剔除评论文本中所有的

数字、标点符号、空格以及撰写评论时加入的表情符号，将评论文本处理为纯文字的文本数据。 再

次，对词义相近的词汇进行统一。 例如，将“房主”“主人”“房东”统称为“房东”；将“Ａｉｒｂｎｂ”“爱彼

迎”统称为“爱彼迎”；将“地铁线”统称为“地铁站”等。 最后，在经过上述技术处理后，保存文本供

后续分析使用，最终共筛选得到可用评论 １１５７９ 条，计 ７２１２８１ 字。 第二步：构建过滤词字典与自定

义字典。 在对游客评论文本开展分析之前，本文还构建了过滤词字典与自定义字典，籍此保证后续

对分析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时的准确率。 其中，在构建过滤词字典时，纳入“的”“这个”“我们”等这

类常见的介词、连词、助词但又与研究无关的停用词。 在构建自定义字典时，补充系统自带的分词

字典中缺少的名词，例如“鼓浪屿”“压马路”“土笋冻”等与旅游地点、旅游活动、旅游美食有关的

专有名词。 第三步：编制高频特征词汇表与语义网络图。 首先，利用已构建的过滤词字典与自定义

字典，运行目前中文分词准确率较高的 ｊｉｅｂａ 工具包，对 １１５７９ 条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并取得词频统

计结果。 其次，结合高频特征词的语言情境，将具有同类属性的词语按照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进行

归类。 最后，借助 Ｎｅｔｄｒａｗ 工具，结合高频特征词在游客评论文本中两两共同出现的次数，开展语

义网络图的绘制工作。

四、 研究结果

１． 词频分析

词频能够反映某一词语在整个文件或语料库中的重要程度。 一般而言，词语的重要程度与其

出现的频次呈正相关。 通过对上述已处理的游客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并通过词频分析整理得到评

论中的高频特征词，摘取其中前 １００ 条汇总如表 ３ 所示。
由于本文所选取的评论是关于 Ａｉｒｂｎｂ 平台上在线短租房源的游客点评，因此“房间” “房子”

及“房东”一词出现的次数远远超出其他词语。 不仅如此，其余的高频特征词中大部分也体现了游

客选择在线短租住宿的一些特征。 本研究将这些特征词划分为在线短租一般动机及在线短租特殊

性动机两大类类目，具体如表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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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在线短租游客评价高频特征词表（前 １００）

排名 关键词 词频 排名 关键词 词频 排名 关键词 词频 排名 关键词 词频

１ 房东 ９２５５ ２６ 旅行 ５９４ ５１ 风格 ２９０ ７６ 迪斯尼 １９７

２ 房间 ４９１４ ２７ 南京 ５８３ ５２ 很大 ２８９ ７７ 北京 １９０

３ 房屋 ３２４９ ２８ 第一次 ５７４ ５３ 居住体验 ２７７ ７８ 用心 １８７

４ 干净 ２８９０ ２９ 布置 ５４９ ５４ 厦门 ２７７ ７９ 完美 １８７

５ 热情 １６９０ ３０ 成都 ５４６ ５５ 客厅 ２７６ ８０ 宽窄巷子 １８６

６ 非常好 １５９５ ３１ 满意 ５４３ ５６ 感谢 ２７５ ８１ 公交站 １８５

７ 很棒 １５２４ ３２ 卫生间 ５４１ ５７ 床单 ２７０ ８２ 细节 １８２

８ 位置 １５２２ ３３ 开心 ５２５ ５８ 夜景 ２５８ ８３ 厨房 １８１

９ 交通 １４１５ ３４ 性价比 ５１３ ５９ 沟通 ２５５ ８４ 文艺 １７９

１０ 地铁站 １４０８ ３５ 漂亮 ５０２ ６０ 卫生 ２４７ ８５ 风景 １７８

１１ 舒服 １４０８ ３６ 阳台 ４４４ ６１ 细心 ２４６ ８６ 仔细 １７６

１２ 可爱 １３３６ ３７ 装修 ４３５ ６２ 便宜 ２４３ ８７ 哥哥 １７５

１３ 宠物 １３３３ ３８ 建议 ４２６ ６３ 聊天 ２３９ ８８ 帮忙 １７１

１４ 温馨 １１８５ ３９ 距离 ４２５ ６４ 太古里 ２３６ ８９ 设计 １７０

１５ 体贴 ９９４ ４０ 景点 ３９２ ６５ 交流 ２３１ ９０ 周到 １６７

１６ 整洁 ９２６ ４１ 愉快 ３８８ ６６ 线路 ２２６ ９１ 温柔 １６５

１７ 舒适 ９０２ ４２ 齐全 ３７３ ６７ 酒店 ２２５ ９２ 沙发 １６３

１８ 安静 ８５２ ４３ 步行 ３６３ ６８ 公交 ２２２ ９３ 景区 １６３

１９ 小区 ８０１ ４４ 住宿 ３６３ ６９ 市中心 ２１７ ９４ 友善 １６２

２０ 环境 ７５７ ４５ 热心 ３４９ ７０ 温暖 ２０４ ９５
还会选择

入住
１６２

２１ 地铁 ７１７ ４６ 设施 ３４５ ７１ 好客 ２００ ９６ 值得 １６１

２２ 贴心 ７１３ ４７ 早餐 ３３３ ７２ 家的感觉 １９９ ９７ 超市 １６１

２３ 安全 ７０７ ４８ 有趣 ３０９ ７３ 亲切 １９８ ９８ 外滩 １６０

２４ 便利 ６７７ ４９ 爱彼迎 ３０７ ７４ 地段 １９８ ９９ 机场 １５９

２５ 上海 ６２０ ５０ 耐心 ２９８ ７５ 空调 １９７ １００ 阿姨 １５８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从表 ４ 中可看出，与传统酒店选择动机相似的高频特征词，游客共提及了 ４０５９５ 次，占高频词

总次数的 ４７ １％ 。 这也说明，游客在选择在线短租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与传统酒店相似的需

求。 数据分析显示，在排名前 １００ 的高频特征词中，共有 ６５ 个词汇（占总数 ６５％ ）能被归类于与传

统酒店相似的选择动机之中。 其中，与住宿价格有关的高频特征词以“性价比、实惠、值得”为代

表，表明了游客期望在享用较好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高性价比的服务。 而以“位
置、地铁站、超市”等为代表的高频特征词，则反映了周边环境的便捷程度是游客选择旅游住宿的

考虑因素之一。 此外，评价中出现的“热情、热心、用心”等高频特征词体现出游客对房东服务态度

的关注。 至于以“干净、整洁、卫生”为高频特征词组成的住宿保障性类目，也很好说明了游客期望

在线短租能够提供良好的卫生及安全的居住环境。 综上，基本证实了在线短租与传统酒店具有相

似选择动机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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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在线短租游客评价高频特征词分类表

主类目 次类目 高频特征词

与传统酒店相似

的一般动机

价格实惠性 性价比（５１３）、便宜（２４３）、实惠（２００）、还会选择入住（１６２）、值得（１６１）

环境优越性

位置（１５２２）、交通（１４１５）、地铁站（１４０８）、小区（８０１）、环境（７５７）、地铁

（７１７）、便利（６７７）、上海（６２０）、旅行（５９４）、南京（５８３）、成都（５４６）、距离

（４２５）、景点（３９２）、步行（３６３）、厦门（２７７）、夜景（２５８）、太古里（２３６）、路线

（２２６）、公交（２２２）、市中心（２１７）、地段（１９８）、迪斯尼（１９７）、北京（１９０）、宽
窄巷子（１８６）、公交站（１８５）、风景（１７８）、景区（１６３）、超市（１６１）、外滩

（１６０）、机场（１５９）

服务友好性

热情（１６９０）、贴心（７１３）、细心（２４６）、热心（３４９）、耐心（２９８）、亲切（１９８）、
仔细（１７６）、周到（１６７）、非常好（１５９５）、很棒（１５２４）、舒服（１４０８）、满意

（５４３）、开心（５２５）、愉快（３８８）、感谢（２７５）

设施舒适性
房间（４９１４）、房屋（３２４９）、舒适（９０２）、安静（８５２）、齐全（３７３）、住宿（３６３）、
很大（２８９）、居住体验（２７７）、酒店（２２５）、完美（１８７）

住宿保障性 干净（２８９０）、整洁（９２６）、安全（７０７）、卫生间（５４１）、床单（２７０）、卫生（２４７）

与传统酒店不同

的特殊动机

类家性 房东（９２５５）、好客（２００）、家的感觉（１９９）、哥哥（１７５）、阿姨（１５８）

互动性

可爱（１３３６）、宠物（１３３３）、体贴（９９４）、第一次（５７４）、漂亮（５０２）、建议

（４２６）、早餐（３３３）、有趣（３０９）、爱彼迎（３０７）、沟通（２５５）、聊天（２３９）、交流

（２３１）、温暖（２０４）、文艺（１７９）、帮忙（１７１）、温柔（１６５）、友善（１６２）

原真性

温馨（１１８５）、布置（５４９）、阳台（４４４）、装修（４３５）、设施（３４５）、风格（２９０）、
客厅（２７６）、空调（１９７）、用心（１８７）、细节（１８２）、厨房（１８１）、设计（１７０）、沙
发（１６３）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与此同时，表 ４ 也显示了在线短租与传统酒店的差异。 在排名前 １００ 的高频特征词中，有 ３５
个词汇（达到总数 ５２ ９％ ）都能分别归类于选择在线短租的特殊动机上。

第一，在类家性次类目下，相关高频特征词共出现了 ９９８７ 次，占总次数的 １１ ５６％ ，平均每个

特征词出现了 １９９７ 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高频特征词中出现了大量的对房东的不同称呼。 结

合具体文本来看，游客一般不会直呼房东为“老板、老板娘或服务员”，而是更亲密地称其为“阿姨、
哥哥或姐姐”，借此营造主客双方相对亲昵的人际关系。 例如，“……真的和自己家里一样干净整

洁！ 房东哥哥还非常热心给攻略……（Ｚｏｅ，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上海）”。 事实上，这种称谓使用的变化不

仅拉近了主客之间的距离，让游客犹如远道而来的家人一样悠游自在，而且充满了真诚和自然的情

感，完全不同于传统住宿中“付钱即离开”的冷漠和疏远感。 不仅如此，在线短租也让游客有了“住
在家里”的感觉，他们普遍表示“房东人都非常好，这是我第一次用爱彼迎，和住酒店完全不一样的

体验，就像家里一样，很温馨很舒适（馨月，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成都）”。 此外，在相关高频特征词中还出

现了明确的“家的感觉”及“好客”等词汇。 在一些评论中，游客提到了“房主很热情好客，……打扫

得很干净，有家的感觉（洁，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上海）”。 综合来看，这些高频特征词都很好地表达了游

客在体验在线短租过程中期望获得“家”的氛围与得到后的满足。 在很多人的内心当中，“家”就是

一个自由、舒适的空间，人们身在其中可以“静静地看书，或悠哉地品茶，或什么都不做，放空脑袋

发呆”。 在一些评论中，游客认为“房子很温馨舒服，干净整洁，居住生活很方便，……最重要的是房

东姐姐人特别随和友善，……有在朋友家的感觉，很轻松很舒服（梦云，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北京）”。 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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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上述高频特征词以及具体的游客评论文本都指向了在线短租房源带有明显的“类似于家”的
特性，而这也与之前研究者认为在线短租能够“让游客在陌生的旅游地点快速获得身份认同与归属

感”的结论一致。 鉴于此，并结合类家性高频特征词出现的频率高达 １１ ５６％的结果来看，类家性不仅

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关键动机之一，而且体现了在线短租“家一样”的特点及消费特殊性。
第二，在互动性次类目下，有 １７ 个特征词被提及了 ７７２０ 次，占总次数的 ８ ９％ ，平均每个特征

词出现了 ４５４ 次。 在这些词中，既有“可爱、有趣、漂亮”等对房东个人的评价，例如，“很可爱的房

东先生，带着我吃了很多当地小吃，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真的很开心耶！ ……希望房东先生一直可

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啦（旋，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厦门）”，也有以“建议、帮忙、聊天”为代表的能够反映曾

接受过房东帮助经历的词汇，例如，“哥哥姐姐人真的超级好。 ……我和朋友对南京的良好印象就

是从姐姐和哥哥这里开始的，我们刚开始来什么都不知道，姐姐还开车过来接我们，对我们真的很

好，感觉自己在南京的这几天真的很开心，我们还一起聊天，推荐美食，谈人生和未来，真的很幸运

遇到这样的房东姐姐，……（Ｃａｎｄｙ，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南京）”。 综合来看，以上词汇及文本内容都突出

反映了游客与房东开展密切交流的事实。 不仅如此，还有游客就表示，“……把自己当成当地人才

能真正体验旅行的意义吧。 杯盏间了解风土人情，也知道了哪家刀削面最好吃、哪家沙茶面最地

道、百香果怎么挑……（杰，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厦门）”。 事实上，在线短租作为一种有情感与温度的住

宿方式，为游客创造了主客互动的共享空间，具有较强的人际交流和文化属性。 由于每套短租房源

都传递了房东的主张和价值取向，并以此为载体搭建了社交活动的空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选
择在线短租充分反映了游客对这种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认可。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文本内容也印证

了 Ｄｅｃｒｏｐ 等（２０１８） ［５２］的观点，即房东与游客之间的交流抛开了世俗的功利与身份地位上的差异，
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共有情怀的互动。 这种互动不仅帮助游客在旅途中建立起新的

人际社会关系，扩大了人脉圈，增强了自信心与信任感，寻找到归宿感与认同感，而且还能因为主客

之间的经历分享、兴趣交流，引起思想的碰撞，产生心灵的震撼，激发情感的共鸣。 在线短租所包含

的社交功能及互动性是它有别于标准化酒店住宿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对在线短租的消费者而言，直
接入住当地人家中并与房东进行“朋友般”的互动，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独特动机之一。

第三，在原真性次类目下，相关高频特征词共出现了 ４６０４ 次，占总次数的 ５ ３％ ，平均每个特

征词出现了 ３５４ 次。 其中，以“温馨、布置、装修”为代表的高频特征词不仅反映了在线短租的住宿

氛围，而且也可以反映出游客对房间装饰及布置的文化内涵的关注。 每一间在线短租房源的装修

与布置都饱蘸着房东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取向，这些设计背后的“小细节”既赋予了在线短租独特的

味道，也让房东营造的住宿场景成为游客体验当地文化———旅游原真性的重要载体。 一些评论指

出，“房间摆设都很漂亮，独特的法式风格，也非常整洁舒适。 就在老式的弄堂，第一次真切地体验

了一把老上海人的生活，……感觉这里住的一天是很美好嗒（萧萧，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上海）”。 不仅如

此，由于在线短租提供的一般是当地的民房，且这些民房大多保留了当地建筑的原始形态，因此可

以让游客直观地感受到纯正的文化氛围。 例如有游客就表示，“房子坐落于闹中取静的老城区，交
通很便利，很有当地的特色，走在小巷子里非常的舒服，爱这里的老房子老街道，也爱热情的北京人

（一峰，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北京）”。 此外，房东从房源装潢到家具选择都能与周边环境巧妙融合，突出文

化元素，从而打造更具地方化的住宿氛围，因此能够高度反映旅游目的地的原真性。 还有游客提

到，“……看到房子的一刹那，我觉得我走那么多路是值得的，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惊艳。 房子

既古朴又低调地隐藏在半山腰上，在三楼顶的露台可以看见远处的鹭江。 但是最让我欣喜的是它

有四季花园，有吧台、有书架、有休息的地方，角落里的钢琴居然还可以弹（我看见别的客人在弹），
摆放着中华的相机，壁灯很特别，各种细节无不彰显着它的主人的品味和用心……（晶，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厦门）”。 追求住宿的原真性也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带有地方特色的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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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客将会体验到传统酒店住宿所无法体验到的最纯正的当地文化，这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

验，而且强化了游客对旅游目的以及当地文化、风俗以及建筑风格的喜爱。
系统来看，有关高频词和具体文本的分析都证实了类家性动机、社交性动机和原真性动机是游

客选择在线短租的特殊动机，这三类动机不仅让在线短租与传统酒店较好地区分开来，而且系统反

应了在线短租的特殊性及游客的关注焦点。
２． 语义网络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频特征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它们所处的语境，为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动

机分析提供更全面且直观的要素关系，本研究对游客评论文本进行了语义网络分析绘制，具体结果

如图 １ 所示。 语义网络分析可用来直观表达复杂词条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语义网络关系主

要是通过找出游客评论文本中不同高频特征词在同一文本中同时出现的次数，构建出它们之间的

共现矩阵，进而通过不同高频特征词之间共同出现的次数来表示其影响力大小，距中心节点距离越

近的词语与中心节点词语的联系就越紧密。

图 １　 在线短租游客评论语义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由图 １ 可知，“房间”“房屋”“爱彼迎”及“房东”是整个网络的中心节点，具有较高的核心极化效

应，体现出不同游客在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上存在高度的相似性。 综合来看，他们主要从房源整体质

量与房东素质两方面对在线短租进行系统考察。 一方面，在房源整体质量方面，反映出与游客选择传

统酒店动机的相似性。 以“性价比、值得、便宜”特征词为节点的网络反映出游客对房源价格的关注；
以“小区、环境、居住体验”特征词为节点的网络反映出游客对房源周围环境与房屋自身环境的关注；
以“床单、装修、设计”特征词为节点的网络反映出游客对房屋住宿设施舒适性及房源设计的关注；以
“交通、位置、便利”特征词为节点的网络反映出游客对短租房源具体位置、交通状况及周边生活配套

设施的关注。 总体来说，游客在选择在线短租住宿时一般会关注房源的价格、装修布置、安全卫生及

周边环境。 事实上，这些动机之间不仅关联性较大，而且存在十分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再一次验证

了在线短租具有与传统酒店相似的选择动机且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动机。 另一方面，以“房东”特
征词为一级核心词辐射出整个网络关系图的大部分节点，以“哥哥、阿姨、家人”为核心节点并发散出

如“贴心、好客、人情味”等特征词的次节点，综合反映了在线短租中家庭般的生活氛围与地方文化特

色。 对照图 １ 来看，每个节点的特征词网络密度保持稳定且整体关系密切，能完整反映出游客选择在

线短租住宿时对原真性的关注，再一次印证了类家性与原真性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重要动机。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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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建议、提醒、沟通”特征词为节点不仅反映了游客与房东二者之间的情感互动与社交交流，而且

说明游客与房东距离很近。 事实上，这些特征词也体现出游客对考察房东的重视程度，并期望从中获

得良好和真实的主客关系，再次证明了互动性也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重要动机之一。

五、 研究结论、理论贡献与未来研究方向

１．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有关在线短租的在线评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对评论进行高频特征词挖掘及语义网络

图绘制，得到了如图 ２ 所示的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模型及以下结论。

图 ２　 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动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第一，在选择在线短租时，游客通常会将其与提供标准化服务的酒店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更
明智”的决策。 应该看到，由于在线短租本质上也是一种住宿服务，因此对住宿质量的关注始终是

游客的刚需。 受此影响，“价格实惠性、环境优越性、服务友好性、设施舒适性、住宿保障性”等 ５ 个

维度会对游客选择在线短租产生基础性的影响，说明游客有关在线短租的选择与对传统酒店的要

求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而这就是在线短租选择动机的一般性。
第二，类家性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特殊性动机之一。 家是一种多维度时空概念，具有物质、

社会、情感意义以及鲜明的时空特性，家的构建是将社会关系及日常实践地方化以重获归属感和身

份认同的动态过程，旅游住宿中所谓的“类家性”就是要让游客产生有家的氛围。 每套短租房源都

是房东内心的表达，背后都蕴含着非凡的故事，一间优秀的在线短租房源必须能够让游客体验到家庭

的氛围。 游客选择在线短租这一住宿形式，也在就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寻找家的便捷与温暖。 在评论

文本中，有大量的游客评论都反映了“家”的感知，他们认为房东给予游客家人般的关心。 在互动中，
游客对房东鲜有使用“老板”的称呼，而多采用“某爸爸、某妈妈、某大哥”等称呼来营造出一种亲密的

家庭关系。 不仅如此，房东既会为游客准备早餐或共进晚餐，也会根据游客的实际情况提出中肯的旅

行建议，这些无不显示出类家性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住宿时有别于传统住宿的特殊性。
第三，社交性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住宿的特殊性动机之一。 高频特征词中存在很多词汇都揭

示了游客都会有和房东聊天的经历。 游客有关在线短租的情感体验离不开良好的主客互动，与游

客聊天不知不觉成为房东经营在线短租的工作或乐趣，而与房东聊天不知不觉也变成游客的价值

诉求。 作为主客双方之间最为常见的分享以及贴近对方的方式，这种社交往往是双向的，甚至是多

向的。 在社交性类目下，一方面，“建议、帮忙、沟通”等能够体现主客互动的高频特征词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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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在线短租中房东与游客同处于一个屋檐下，共用生活空间，游客希望从房东那里获取旅行资

源及建议的事实。 另一方面，评论文本中包含了许多描述宠物狗或宠物猫的特征词，在互动过程

中，房东家中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并非只是单纯的宠物或看门狗，它们是在线短租的“亲善大使”。
早期的研究已表明，家犬有助于其饲主与陌生人接触、互动甚至是建立信任关系（Ｒｏｂｉｎｓ 等，
１９９１） ［５３］。 因此，这些宠物作为现代家庭中“另类”家庭成员，会在游客与房东互动关系上起到关

键的催化作用，有助于主客社交关系的发展与维持。 在很大程度上，在线短租依托于主客之间的社

交性已成为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重要吸引源。
第四，原真性是游客选择在线短租的特殊性动机之一。 随着游客住宿需求趋于多元化，住宿也

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吸引物，成为游客追求原真性的重要载体。 游客评论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对

房屋布置与家庭氛围的描述，短租房源设计装饰的文化内涵与地方特色的融合以及通过融入房东

的周围的生活环境，分别从静态情境与动态情境感知到在线短租住宿的原真性，使游客从外部陌生

人那里获取了温情。 与此同时，在这种具有原真性的住宿环境中，也让房东和游客之间亲密关系得

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这些均体现出房东试图通过对住宿空间的场景营造，来满足游客对原真性

的追求。 事实上，对原真性的追求也反映在共享经济背景下游客不再满足传统观光旅游那种参与

度的旅行模式，转而追求高参与度的体验式旅游。 与低参与度的旅行模式主要满足游客眼睛即旅

游者凝视有所不同，在高参与度的体验旅游中，游客充分调动了视觉、触觉、嗅觉、语言等多种感官，
寻求多维度的满足，游客的角色也由被动的旁观者向积极的参与者转变。 具体到在线短租上，反映

了游客渴望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寻求情感联结，注重个性化的旅游体验，追求最为纯粹的原真性的

特殊性动机。
２． 理论贡献

本文结合动机理论，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在线短租住宿的游客评

论数据，系统挖掘并验证了游客选择在线短租动机的一般性及特殊性。 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的贡献。 第一，丰富了旅游住宿选择动机的理论。 尽管有关住宿动机的研究已非常丰富，但是

时代在变化，各种新兴的带有“互联网 ＋ ”特征的住宿形式正在不断地发展，如何结合游客的一般

性的住宿动机以及他们对住宿体验当中的深度服务、交流互动及原真性需求来设计未来的住宿极

为重要，而本文有关在线短租的研究结论就为探索此类住宿形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揭示了游

客在线短租选择的特殊性。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在线短租不仅提供了传统的住宿设施，而且为

游客创造了他们希望获得的特定价值与特殊服务。 通过在线短租选择动机模型可以看到，未来在

线短租的发展既要保持较好的住宿条件，从而形成与传统住宿的一般竞争力，而且需要结合它的特

殊性动机，从“类家性、互动性和原真性”着手，为游客创造更好的旅游体验和人文关怀。 此外也应

看到，随着旅游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网络文本对分析游客行为的作用也与日俱增。
本研究不仅改善了传统结构化问卷的不足，而且为如何利用网络爬虫技术采集在线评论数据，并以

此作为内容来探索游客的消费特点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从而让未来有关旅游行为及动机研究

变得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３． 未来研究方向

在共享经济非常流行的今天，进一步发展在线短租已是大势所趋。 尽管本文利用在线评论探

索了在线短租选择动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但还存在以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选择在线短租的

一般动机和特殊性动机哪一个会在具体决策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第二，在一般性动机中，价格实惠

性、环境优越性、服务友好性、设施舒适性、住宿保障性等五个维度，哪一个更贴近在线短租的特点。
第三，在特殊性动机中，类家性、互动性与原真性哪一个更能代表在线短租的特色。 第四，由于消费

动机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还需要结合游客的收入、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等外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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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个性、价值追求等内部因素，系统探究上述动机的影响因素与发生机制。 为此，有必要借助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数据，运用结构与非结构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上面的四大类

问题开展更深入的探讨，从而在发展在线短租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为提升在线短租经营与管理效果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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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Ｏｓｋａｍ，Ｊ． ，ａｎｄ Ａ． Ｂｏｓｗｉｊｋ． Ａｉｒｂｎｂ：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ｕ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６，２，

（１）：２２ － ４２．
［１５］Ｄｅｍａｒｙ，Ｖ．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Ｇａｍ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２０１７．
［１６］Ｃｌｏｗ，Ｋ，Ｅ． ，Ｊ． Ａ． Ｇａｒｒｅｔｓｏｎ，ａｎｄ Ｄ． Ｌ． Ｋｕｒｔｚ．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ｉｎ Ｈｏｔ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１９９４，（４）：５３ － ７１．
［１７］Ｄｏｌｎｉｃａ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Ｈｏｔｅ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Ｈｏｔｅ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７，（１）：２９ － ３５．
［１８］Ｌｏｃｋｙｅｒ，Ｃ． ，ａｎｄ 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ｏ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Ｈｏｔｅｌ Ｓｔａｆｆ： Ｗｈｙ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ｏｒｋ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６，（２）：１２５ － １３５．
［１９］Ｃｈｕ，Ｒ，Ｋ． ，ａｎｄ Ｔ． Ｃｈｏｉ．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ｔ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ｔ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２１，（４）：３６３ － ３７７．
［２０］ Ｔｕｓｓｙａｄｉａｈ， Ｉ， Ｐ．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ｖｅｌ ［ 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５．
［２１］Ｔｉｎｇ，Ｄ． Ａｉｒｂｎｂ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Ｅｖｅｎ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Ｈｏｔｅｌｓ Ｓａｙｓ ａ Ｎ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ｋｉｆ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６）［２０１８ － ０３ －

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ｓｋｉｆ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０４ ／ ａｉｒｂｎｂ⁃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ｅｖｅｎ⁃ｂｉｇｇｅｒ⁃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ｈｏｔｅｌｓ⁃ｓａｙｓ⁃ａ⁃ｎｅｗ⁃ｒｅｐｏｒｔ ／ ．
［２２］Ｒｏｅｌｏｆｓｅｎ，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ｉｒｂｎｂ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ｆｉａ，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Ｊ］ ． Ｆｅｎｎｉａ，

２０１８，１９６，（１）：２４ － ４２．
［２３］Ｌａｒｓｅｎ，Ｊ． Ｄｅ⁃ｅｘｏ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Ｊ］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８，２７，（１）：２１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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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罗佳丽，张敏． 青年类家消费空间的生产———家的批判地理学视角与 ＹＯＵ ＋ 青年社区案例［ Ｊ］ ． 西安：人文地理，２０１７，
（６）：５６ － ６４．

［２５］Ｈａｌｄｒｕｐ，Ｍ． ，ａｎｄ Ｊ． Ｌａｒｓｅ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Ｊ］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６，２５，（３）：２７５ － ２８９．
［２６］Ｃ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ｅｔｔｉ，Ａ． ，Ｆ． Ｇｅｎｎａｉ，ａｎｄ Ｇ． Ｒｏｄｅｓｃｈｉｎｉ． Ｈｏｍｅ Ｓｗｅｅｔ Ｈｏｍｅ：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２５，（３）：２２５ － ２３２．
［２７］Ｇｕｔｔｅｎｔａｇ，Ｄ． ，Ｓ． Ｓｍｉｔｈ，ａｎｄ Ｌ． Ｐｏｔｗａｒｋａ． Ｗｈｙ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Ａｉｒｂｎｂ： Ａ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５７，（３）：３４２ － ３５９．
［２８］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Ｇ． ，ａｎｄ Ｂ． Ｎｅｕｈｏｆｅｒ． Ａｉｒｂｎｂ⁃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Ｊａｍａｉｃａ［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９，（１）：２３６１ － ２３７６．
［２９］张机，徐红罡． 民族餐馆里的主客互动过程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Ｊ］ ． 北京：旅游学刊，２０１６，（２）：９７ － １０８．
［３０］谢彦君． 旅游交往问题初探［Ｊ］ ． 北京：旅游学刊，１９９９，（４）：５７ － ６０．
［３１］段圣奎，张丽，姜辽． 沙发客与沙主旅游交往行为研究［Ｊ］ ． 上海：旅游科学，２０１５，（３）：４９ － ５８．
［３２］Ｓｔｏｒｓ，Ｎ． ，ａｎｄ Ａ． Ｋａｇｅｒｍｅｉｅｒ．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Ａｉｒｂｎｂ ｉ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ｗｈｙ ｄ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ｌｅ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ｄ ｏｆ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５，２９９，（１）：１７ － １９．
［３３］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Ｊ． ，ａｎｄ Ｂ． Ｎｅｕｈｏｆ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ｂｎｂ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９，（９）：２３２２ － ２３４０．
［３４］焦彦，臧德霞． 现代性与真实性的结合：入境游客对旅游配套设施的体验研究［Ｊ］ ． 北京：旅游学刊，２０１５，（１０）：２８ － ３６．
［３５］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Ｄ． Ｓｔａｇｅ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

７９，（３）：５８９ － ６０３．
［３６］Ｐａｕｌａｕｓｋａｉｔｅ，Ｄ． ，Ｒ． 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 Ｊ． Ａ． Ｓｔｅｆａｎｉａｋ．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９，（６）：６１９ － ６２８．
［３７］徐伟，王新新． 旅游真实性感知及其与游客满意、行为意向的关系———以古村落旅游为例［ 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１，

（４）：１１１ － １１７．
［３８］Ｈａｌｅｗｏｏｄ，Ｃ． ，ａｎｄ Ｋ． Ｈａｎｎａｍ． Ｖｉｋｉｎｇ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fl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２８，（３）：５６５ － ５８０．
［３９］Ｂｕｃｈｍａｎｎ，Ａ． ，Ｋ． Ｍｏｏｒｅ，ａｎｄ Ｄ． Ｆｉｓｈ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３７，（１）：２２９ － ２４８．
［４０］Ｄａｕｇｓｔａｄ，Ｋ． ，ａｎｄ Ｃ． Ｋｉｒｃｈｅｎｇａｓｔ．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ｔｏｕｒｉｓｍ［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４３）：１７０ － １９１．
［４１］Ｃｏｈｅｎ，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９，６，（１）：１８ － ３５．
［４２］焦彦，徐虹，徐明． 游客对商业性家庭企业的住宿体验：从建构主义真实性到存在主义真实性———以台湾民宿住客的优质

体验为例［Ｊ］ ． 西安：人文地理，２０１７，（６）：１２９ － １３６．
［４３］Ｐｏｏｎ，Ｋ， Ｙ． ， ａｎｄ Ｗ． Ｊ． Ｈｕａｎｇ． Ｐａ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ｉｐ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ｓｅ Ａｉｒｂｎｂ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９，（９）：２４２５ － ２４４３．
［４４］Ｓｏ，Ｋ，Ｆ． ，Ｈ． Ｏｈ，ａｎｄ Ｓ． Ｍｉ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Ａｉｒｂｎｂ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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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ｓｅｔｓ ｕｐ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ｏｍ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ｍｅ⁃ｌｉｋ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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