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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sharing economy in tourism reveals a rapid growth 

rat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ourists’ motivations for using 

Tujia and to classify them accordingly. The study involved an online survey and an 

online review text crawling. The survey was completed in the end of 2017 and the 

beginning of 2018 by 295 tourists who had stayed in Tujia accommodation during 

the previous 12 months. Python was used to crawl data from Tujia website. Aggregat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spondents were most strongly attracted to Tujia by its practical 

attributes, and somewhat less so by its experiential attributes.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d five motivating factors—Function, Home Benefits, Authenticity, 

Novelty and Sharing Economy Ethos. A subsequent cluster analysis divided the 

respondents into five segments—Money Sensitives, Home Seekers, Collaborative 

Consumers, Pragmatic Socialization Seekers, and Socializing Novelty Seekers. Profiling 

of the segments revealed numerou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Various pract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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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共享经济规模在过去几年中迅猛增长，本研究探究游客参与旅游

共享经济的消费行为，并且对游客进行细分。通过对过去一年中使用过途家住

宿平台服务的游客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和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游客评论信息进

行文本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游客的五大动机因素：功能、家庭、本真体验、

新奇体验和共享经济精神。聚类分析显示游客主要是受到本真体验、共享精神

和家庭动机的吸引，功能动机的吸引力较弱。网络文本分析发现游客对家庭和

本真体验评价较高。聚类分析进一步发现共享住宿平台的用户可细分成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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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价比追寻者、家庭氛围追寻者、协同消费者、实用社交追寻者、社交新奇

追寻者，通过分类发现不同类别的旅游共享经济的参与者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并且通过与传统酒店的比较，凸显了共享型短租平台住宿对游客的独特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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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许多游客选择下榻于非标准住宿场所，如住在陌生人家里，通过在

线短租平台解决旅行中的住宿问题。互联网的出现革新了住宿行业的商业操作，

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通过在线虚拟市场住宿供需双方之间能够方

便高效的沟通和互相信任。互联网对住宿业在预订、主客互评、营销、交易等

环节均产生了诸多影响，途家和其他短租平台服务对该行业的影响十分巨大，

似乎改变了整个旅游住宿业未来发展的图景。随着共享住宿模式的普及与流行，

探寻众多游客参与共享住宿的动机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旅游共享经济是近几年新涌现的现象，目前该主题的研究十分有限。

Guttentag［1］从颠覆性创新理论视角研究爱彼迎，提到消费者参与共享住宿的

三大主要动机：价格优势、家庭氛围和本真性体验，主要是理论研究而非实证

研究。Tussyadiah［2］则主要从协同消费理论视角，针对用户设计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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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住宿用户的参与动机，分别从可持续消费、社区气氛和经济利益三大角度

进行总结，其中，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动机。Lamb （2011）在其论文中用访谈

法对沙发客（couchsurfing）和爱彼迎的主客参与动机进行了研究，主要关注本

真性人际体验，并且提到节约成本是次要原因；Tussyadiah 和 Pesonen［3］针对

美国和芬兰用户调研其使用共享住宿的动机，主要将动机分成两类：社会和经

济动机，以及其他一些难以归类的动机（如位置便利性和搜寻方便等）。Quinby

和 Gasdia［4］调查了共享住宿用户，发现了三大主要动机：家庭氛围、空间宽

敞和更高的性价比。Nowak 等［5］调研了美国和欧洲旅行者使用共享住宿的原因，

55% 指出“较低的价格”，35% 指出是“位置”，31% 指出是“本真性体验”，

25% 指出是“可以使用厨房”，24% 指出是“住所的独特性”，23% 指出“容

易使用各种 app”，17% 指出“适合大型团队聚会住宿”。爱彼迎公司发布了一

系列的研究报告，针对全球 24 个主要目的地研究其经济影响，这些报告对于理

解游客参与共享住宿的动机也十分有益。诸多报告中指出，大约有 90% 的客人

寻找“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旅游体验［6］，艾瑞咨询［7］针对中国在线短

租的报告指出，84.6% 的用户在景区及周边选择短租房屋，有 61.6% 的用户偏

好在商圈及办公区附近短租。还有一些报告中则提到，80-90% 客人是基于如家

般的氛围而选择共享住宿的。途家的“多人多天便捷、更具家庭氛围、比酒店

更实惠和新奇当地体验”等也吸引游客入住。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寻游客选择共享住宿场所而非传统酒店的原因，对

使用过途家平台短租房屋的游客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并对途家平台房屋的游客评论

文本进行抓取和分析，通过聚类分析，找出共享住宿消费者参与的主要动机。途家

是中国最早进入住宿共享行业的平台之一，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非标住宿库存拥有方，

在全国各大城市客房保有量和游客入住点评数量方面远远超过国内小猪、蚂蚁、木

鸟短租等。虽然创业初期模仿爱彼迎的商业模式，但近几年其运营策略愈发凸显独

特本土性；并且，途家主要服务于中国游客，选择该平台能够更加深入的探究中国

游客选择在线短租平台的消费行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1）游客选择途

家旗下住宿场所而非传统酒店的动机是什么？（2）基于选择动机的不同，途家的

住客是否存在不同的细分类型？（3）这些细分市场用户表现出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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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颠覆性创新和创新扩散

虽然对传统酒店住宿选择动机的研究比较丰富，但这些研究大多缺乏清晰

的理论基础，本研究将基于创新理论进行研究。毫无疑问，共享住宿平台是近

几年来旅游住宿行业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在有关创新的众多文献中，两大理念

与本主题紧密相关—颠覆性创新和创新扩散。颠覆性创新是相对于在位企业而

言，其产品（服务）在主要性能方面远远不如现有主流产品，但其开拓了新的技术、

产品、服务、过程或商业模式，改变原有竞争规则，因而也改变了现有市场的需求；

创新扩散则泛指随着创新举措被更多组织与个人采用而不断传播。这两大概念

都为研究游客住宿选择动机提供了启发。

Christensen［8］［9］提出颠覆性创新的概念，他诠释了两种创新路径，首

先是维持性创新，在现有市场上使得现有产品或服务更好、更快或更便宜，虽

然这些提升可能很困难或者十分昂贵，他们是在已知路径中应用现有的一系列

能力和流程。第二种创新路径是通过不连续的变化，可能是通过技术进行破坏。

这些提高特别需要不同于在位企业所有的能力或技能，也可能是通过表面上对

现有技术重新组合的创新，或针对不同市场，出现大幅度地加强现有产品或服

务。后一类创新路径称为颠覆性创新，这类创新起初立足的市场不是主流市场，

而是一些低端市场或者全新市场［10］。随着技术进步，产品性能提高，新产

品逐渐侵蚀现有市场，甚至取代现有产品或产业。因此，通常颠覆性创新最初

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随着颠覆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企业能够满足越来越多

的主流消费者的需求。Thomond［11］等认为颠覆性创新立足于对服务水平要求

较低的顾客群（或那些通常不购买的顾客），在位企业的路径依赖和资源依赖

性极易导致其主导者的角色被别的企业所替代，这也为颠覆性创新者提供了获

取大量新财富的机会。破坏性并非固有的、绝对的创新，而是与在位产品（服务）

相比较的结果。颠覆性创新是基于市场维度，提出一种新的价值主张。

颠覆性创新可出现在任何行业，旅游也不例外，近些年的 OTA 如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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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dia 等就是颠覆性创新的案例，虽然对旅游业创新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研究

成果［12］［13］［14］，但该领域中应用颠覆性创新理论进行研究仍然十分罕见。

2.2  在线短租平台成为颠覆性创新者

如今涌现的许多共享住宿平台十分吻合颠覆性创新的特征与要求，途家平

台与传统酒店相比具有许多劣势，如酒店房间由专业人员每日清扫，而短租平

台下的房屋是主人根据自己的标准来打扫（一般一客一扫）；酒店确保客人的

隐私安全，进入客房可以锁好房间；平台房屋的客人在住宿空间通常要碰到其

他陌生人；许多品牌连锁酒店能够保证一致的质量标准，而平台与房屋只是间

接隶属关系；酒店内一般配备餐厅、送餐服务、康体设施、商务中心和会议室等，

但这些设施与服务在共享住所内通常难以获得；酒店很少取消宾客的预订，允

许客人在住宿前随时取消预订而不收取任何费用，但近几年来自房主单方面取

消订单事件逐渐引发诸多争端，并且预订取消规定一般是房主设立的，有些规

定十分苛刻；酒店客人在遇到紧急事务时能够全天得到专业人士的现场帮助与

服务，但共享住宿的客人可能会碰到兼职房东或者不在现场的房东，遇到问题

也很难得到房东的现场帮助；酒店前台提供 24 小时服务，尤其是在半夜或凌晨

办理入住 / 离店手续的时候，而共享住宿的主客双方必须自行安排诸如钥匙交接、

住店和离店手续等；酒店一般位于市中心或者旅游景区，而共享房屋分布广泛，

可能位于居民区（有些游客将其视为优势）。

虽然在诸多主要的特征属性上，途家服务比不上传统酒店，但对某些顾客

而言，存在“性能过度供给”问题，也意味着某些传统酒店服务超越了这些顾

客的期望。因此，他们可能需要不同的产品，相比传统酒店的全方位服务某些

性能可以忽略或者降级。实际上，作为颠覆性创新的典型表现之一，途家民宿

确实具有价格优势，并且也能够为住客提供更加独一无二和本真性体验，住客

能享用家庭设施服务（如电冰箱、洗衣机、家庭网络娱乐设施等），通常住宿

空间也更宽敞，因此，共享住宿向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主张。

当然，在现实中使用短租平台的顾客仍是少数派，欧盟一项调查显示［15］，

只有 27.8% 的欧洲人曾经参与各类共享经济。这也与颠覆性创新的过程相符，



·85·
旅游共享经济中在线短租平台游客消费选择研究

——创新的视角

2020 年 4 月
第 2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m	 https://doi.org/10.35534/fm.0202010

途家自 2011 年创立至今，最初只在少数人群中传播。用户主要是低端市场群体

（否则他们会选择廉价旅馆）和新市场群体（很少旅行或者需要借助免费场所

解决旅行中的住宿问题），然而，近几年途家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在线共享住

宿平台，其对行业和用户的影响愈发明显，随着不断增加服务与改善用户体验（如

引入美国斯维登酒店管理模式、提供房屋验真、途家优选、双向评价、携程信用、

芝麻信用和先行赔付等立体组合服务）逐渐开始吸引主流消费者。

2.3  消费者层面的创新视角

虽然颠覆性创新一般是从产业和企业视角进行研究，但其观念和框架对理

解消费者行为也十分有益。创新扩散是源自 1940 年代的理念，其研究范畴十分

广泛，其中与本研究相关的主题是创新特征能够影响人们是否采用新产品、个

人创新属性以及传播渠道等。参与共享经济的消费者具有协同消费的特征，而

协同消费则具有标新立异、引领潮流等特点［16］，是对城市公民内涵的重塑。

Olson 指出协同消费模式在年轻群体中极具吸引力，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参与

协同消费的概率更高［17］。因此，协同消费观念的流行与个人创新特质紧密

相关，表明消费者具有尝试新事物、新产品、新观点和新技术等倾向。营销和

管理领域的研究强调引领潮流消费者的重要性（领先于重大市场趋势的人群），

他们是新型产品和服务开发、采用、扩散的重要资源［18］。创新扩散理论［19］

指出总存在一些消费者先于他人表达新需求，这些创新型消费者希望能够从新

产品和服务中获取更高价值，他们比一般消费者更快、更频繁接触、使用新型

产品或服务［20］。因此，参与协同消费的消费者一般更加具有创新性。

2.4  游客选择在线短租平台的动机

颠覆性创新和创新扩散文献虽然并未提供理解游客参与共享经济的明确框

架，但根据现有研究中对共享住宿平台和传统住宿选择等相关探究，这两大创

新理念仍对识别和理解消费者动机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基于上述文献，本研究

提出旅游者使用短租平台的五大动机：功能属性、家庭属性、体验本真性、体

验新奇性和共享经济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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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功能属性

颠覆性创新的相关研究受到 Lancaster 的影响［21］，认为产品是各种属性

（主要是功能属性）的集合。而创新扩散的研究中则从相对优势概念的角度强

调功能属性的重要性。目前对共享住宿平台研究中提到的主要功能属性与传统

酒店是一致的，Tussyadiah 和 Zach 发现位置对传统酒店和短租平台住宿都很重

要［22］，但传统酒店住客主要关注其位置方便性，而平台住客关注与位置相

关的全面吸引力。

实用功能属性还包括消费者关注的性价比属性。低价是颠覆性创新者的典

型特征和魅力，不少研究在分析消费者对颠覆性创新产品需求时强调价格的关

键作用。并且，创新扩散的研究中也指出节约财务成本是十分常见的相对优势

来源。协同消费趋势受到新型消费模式驱动，即获得价值比拥有更有意义［23］。

相比之下，协同消费能够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多的价值，从这一角度而言，消

费者参与共享经济消费的动力之一是经济收益。Tussyadiah （2015） 和 Nowak

等（2015）在研究中都发现节约财务成本是顾客使用在线短租平台的主要原因；

短租平台的低价优势在无数媒体报道中也被反复提及。在以往对酒店选择动机

的研究中，价格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24］。在对其他类型共享经济的研究中，

Dolnicar 和 Otter 也指出共享汽车能够满足用户追求低价和便利的需求［25］。

2.4.2  家庭属性

从颠覆性创新的视角看，仅从传统酒店典型功能属性的角度评价途家的功

能属性较为狭隘，而是应该考量途家住宿的特有家庭属性。对共享住宿的研究

中，诸多研究都提到可以使用家用设施设备（如洗衣机、电冰箱等）以及相对

宽敞的空间。家庭气氛魅力是短租平台住宿的重要属性，还有一些研究显示住

在私人住所里更能体验如家般的氛围［26］，这种特征具有功能和情感双重属性。

一些游客似乎更愿意住在具有典型当地特征的如家般环境中，除了满足住宿下

榻需求之外，还能体验地区特色居家文化。据调查，途家用户对房间内“可做饭” 

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可带宠物”和“可聚会”等住宿附属特性则能够为宾

客带来惊喜感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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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体验本真性

Ritzer 指出小部分人群对所谓“麦当劳化”标准产品出现不满与厌恶［28］，

是由于可预测性、控制和效率等提升而导致的同质化趋势和人性化“神秘与魅力”

的减少，曾有不少学者研究过旅游中的“麦当劳化”社会现象，如对邮轮产品

和包价旅游产品的研究［29］中提到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负面影响。随着体验

经济时代的到来，部分新型消费者对标准化持抵制态度，更愿意接受独特的、

本真的体验产品。追求本真性一直是旅游者的核心驱动要素之一［30］［31］。

游客在追求本真性过程中希望能够远离商业化的旅游设施与服务，而有更多机

会与当地社区和当地人互动与交流。在短租平台官方宣传中也反复提及当地房

东能够为游客提供最可靠的当地旅行指导和建议。由于社交网络和合作刺激了

共享经济，直接点对点互动和个人消费体验的分享使得参与者能够创造和保持

与他人的社会联结。参与协同消费是结交新朋友、建立有意义的社会联系与关

系的机会。共享平台不仅帮助陌生人在网络空间交流互动，也会创造机会让个

人和社群在线下接触和交流。P2P 住宿平台可以方便主客之间直接互动与交流，

游客之间也可以通过平台与当地社区进行勾连。因此，社会关联促使消费者参

与协同消费。

虽然体验属性并未在颠覆性创新的文献中得到研究，但在颠覆性创新中相

对优势和相容性相关概念的研究包含了体验产品属性，对途家而言，独特地道

的当地体验似乎是其核心价值主张。对本真性而非标准化体验的追求对旅游住

宿行业十分重要。尽管如今不同酒店连锁品牌提供的等级和奢华服务水平不同，

但由于整个行业表现出某些普遍性的商业化现象，如酒店之间的同质化、过度

依赖价格、转换成本低等［32］［33］。传统酒店市场上游客与当地人之间的

伪关系，看起来更像是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从游客的角度来看，游客

对旅游业严重商业化不满，这种不满已经引发了创新、体验和高度个性化的新

型旅游形式。这些商业化属性从颠覆性创新中可以得到解释，Christensen （1997）

指出商业化根源于某些性能的过度供给，因此对颠覆性创新者而言，存在着引

入重组属性，并且能够击败传统商业化产品属性的新契机。

所以，随着两大相互背离趋势的发展—一方面游客追求独特的、本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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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体验，另一方面酒店行业商业化和标准化愈演愈烈，传统酒店以外的非标

准住宿机构迎来了满足游客独特体验需求的新机遇。例如，沙发客文化是一种

互助分享的过程，一位沙发客旅行者提到“沙主用自家空闲的沙发或者房间招

待远方的旅人，而旅行者可以通过沙发主人有机会深入感受当地文化和生活，

而且，多数沙主都会希望把城市最好的印象呈现给沙子，愿意花时间去跟沙子

交谈，跟他们聊当地城市的生活状态，小众景点，特色美食。如果沙主有空自

然也会带着沙子去走走自己心仪的地方。沙主和沙子在旅行结束之后往往都能

成为很好的朋友。”Andriotis 和 Agiomirgianakis 指出［34］，游客住在传统酒店，

通常很少有机会接触当地人，但住在共享房屋里，会与当地人频繁交流，甚至

会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对于去标准化体验的需求日益旺盛，导致如

今许多精品酒店在创造更加亲密的氛围和独特环境方面独辟蹊径［35］［36］［37］，

诸多世界知名连锁酒店集团，如万豪、喜达屋、雅高等都先后进入了精品酒店

市场。

广大游客对独特和本真当地旅行体验需求日益增长，为途家等短租平台的

出现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途家官网写着“旅途中的家”，“让您像当地人一样

生活”。爱彼迎的 CEO 称，“通过住在不同的当地社区为游客提供新型的、真

实的体验目的地的方式”，“我们不仅仅是住宿的提供者，也是体验的提供者，

我们一直在考虑，在当地化和真实体验方面如何提高”。

2.4.4  体验新奇性

个人创新性（比其他人更早使用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倾向［38］与追求新奇

性的概念相似，是创新扩散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有学者从消费者视角对追

求新奇性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追求新奇性和创新性在概念上是无法清晰区分

的，Khare 等 在针对印度年轻人的在线购物行为中，将两个构念同时进行研究

［39］。Manning 等也发现追求新奇性与创新采纳过程中（意识和信息搜寻）较

早使用是正相关的［40］。

在旅游研究领域，追求新奇性与游客获取全新奇特刺激有关［41］［42］，

并且在诸多旅游经典模型中，如 Cohen 著名的旅游者类型的模型中，基于对新

奇和陌生感需求的程度不同，对游客进行了分类［43］。Cohen （1972）指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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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体验中熟悉感和新奇感是两个极端，两者之间的各种中间组合类型构成了一

个连续统一体，每一位游客都是基于一定的熟悉环境而去体验某种程度的新奇

性。Chang 等基于追求新奇性的动机对参观台湾土著吸引物的游客进行了分类研

究［44］；Jang 和 Feng 发现追求新奇性与法国国际游客的重游倾向正相关［45］。

作为旅游住宿业的新业态，途家的新奇性必定成为影响游客选择入住的动机之

一。首先，追求新奇体验的游客很容易被途家全新的住宿形态所吸引，其次，

途家提供丰富多元的体验，与传统酒店仅仅解决出行中的住宿环节相比，途家

提供更加新奇的整体旅行体验。

2.4.5  共享经济精神

共享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可持续性、消费本地化、陌生人之间的信任［46］

［47］等。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促使人们主动寻找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以保

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对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不充分利用导致了许多环

境危害，资源重新分配模式就是为了提供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框架，通过高效

率充分利用多余资源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Botsman 和 Rogers（2010）在他们

共享经济的著作中批判了现代消费者的“丢弃浪费”文化，这与共享经济强调

使用而非拥有的精神是背离的，共享经济鼓励当地市场的概念，追求恢复生产

与消费之间的缺失链条，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共享经济的核心原则，平台上的

双向互评体系构成了一个融洽自制的市场空间。

途家官方报告非常看重共享经济精神。同样，爱彼迎在公司 2014 年的蒙特

利尔经济影响报告中也提到：“爱彼迎提升了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鼓励更加

环保的旅行方式”，声称在节约用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废物减少等方面有

显著贡献。报告中还指出，点对点交易有助于建设和谐社区，促进民间文化交

流，增进共鸣与理解。协同消费已经证明能够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为它

能够减少对新产品和原材料的消耗与开发。对那些倾向于绿色消费的用户而言，

参与共享消费能够展示其可持续环保行为。爱彼迎还指出已有研究证明平台用

户比传统饭店用户对环境的影响更低（如更少的能源和水消费量）（Airbnb，

2014）。Tussyadiah （2015）也发现游客相似的动机，诸如支持东道主当地居民、

减少资源消耗、欣赏共享平台的可持续商业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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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本研究创新性的采用问卷调查和网络文本抓取方法同时获取一手和二手数

据，以确保能够呈现研究对象的全貌。一手数据主要向途家平台的用户进行在

线问卷调查，数据收集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由于途家上线时间只有

几年时间，用户渗透率并不高，所以，本研究无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调

查。本研究选择的是过去一年中曾经使用过途家平台的游客的调研数据，问卷

问题主要以李克特量表和多项选择的形式表示，为避免混淆，这些问题针对的

是游客最近一次使用途家的经历，关于使用途家平台特点、旅行特征和社会人

口统计数据等相关信息得以收集。二手数据主要从途家平台各类民宿的住客“评

论内容”部分用 Python 软件进行抓取，并用网络文本分析方法获取住客动机相

关信息，是对一手数据的有效补充。

本研究一共设计了 17 个题项的李克特量表（1-5），这些题项大多来源于

一些新近文献，或者依据颠覆性创新和创新扩散理论进行设计。这 17 个题项归

属于五大主要维度：功能属性、家庭属性、体验本真性、体验新奇性以及共享

经济精神，见下表 1。

表 1  游客选择途家平台住宿动机

Table 1   Motivation of Tourists’ Choice of Tujia Platform

动机 文献来源
功能属性

相对低价
Tussyadiah，2015；Nowak et al．，2015；Chu & Choi，2000；
Dolnicar and Otter，2003；Lamb，2011；Guttentag，2015；Tussyadiah 
and Pesonen，2015；Quinby and Gasdia，2014；何超，等，2018［48］ 

位置方便
Tussyadiah and Pesonen，2015；Nowak et al，2015；Tussyadiah and 
Zach，2015

选择多样
交易方便（技术性） Owyang，2013；Nowak et al，2015
家庭属性
可使用家电等设备 Nowak et al，2015；Guttentag，2015；Quinby and Gasdia，2014
空间宽敞 Quinby and Gasdia，2014；Nowak et al，2015

如家般的温馨气氛
Guttentag，2015；Quinby and Gasdia，2014；McIntosh and Sigg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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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文献来源
体验本真性
可从房东（或其他当地
人）获得有用的旅行信
息与建议

Parry，2014

获得真实地道的当地体
验

Lamb，2011；Guttentag，2015；Nowak et al．，2015；罗云丽，2016［49］ 

获得独特的（非标准化
的）体验

Nowak et al．，2015

住在非旅游社区（像当
地人一样生活）

Tussyadiah，2015

与房东和当地人交际互
动

Tussyadiah and Pesonen，2015；Andriotis and Agiomirgianakis，2014；
殷英梅，郑向敏，2017［50］ 

体验新奇性
旅行经历很刺激 Chang，Wall，and Chu，2006；Jang and Feng，2007
尝试全新和与众不同的
方式

Lee & Crompton，1992；Petrick，2002；Snepenger，1987

共享经济精神：
欣赏途家的理念与哲学
希望旅行消费能惠及目
的地当地人

Botsman and Rogers，2010；Chase，2015；Gansky，2010；
PricewaterhouseCooper，2015

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

Tussyadiah，2015；Hamari，Sjöklint，and Ukkonen，2013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功能属性包括四个题项，即途家平台的住宿场所比传统酒店更加低价，位

置方便、选择多样、交易方便（技术性），这是颠覆性创新的核心属性。家庭

属性包括三个题项（可使用家电等设备、空间宽敞、如家般的温馨气氛）。五

类题项属于体验本真性（可获得旅行信息与建议、真实的当地体验、独特的体验、

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与房东和当地人交际互动）。体验新奇性的维度包含两个

题项（旅行经历刺激、尝试全新和与众不同方式）。共享经济精神维度有三个

题项（欣赏途家的理念与哲学、消费当地化、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3.2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问题，一手数据使用 SPSS 软件进行分

析。描述性统计（表 2）呈现样本整体的情况。问卷通过问卷星在线、微信、邮

件等方式进行收集，还做了方差分析、Welch 和卡方检验。二手网络文本数据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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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软件抓取途家住客点评数据，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进行分词处理、词

频处理、提取高频词和对高频词进行分类分析。

3.2.1  问卷调查分析结果

一共回收了 350 份问卷，去掉其中的无效问卷，最终保留了 295 份有效问卷，

问卷有效率为 84.3%。样本的整体特征在下表 2 中可见，其中 52.5% 受访者是

女性，47.5% 受访者是男性 85.4% 是 21 到 40 岁，全部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

92.2 % 认为家庭收入高于 10000 元 / 月。在最近使用途家平台的经历中，97.6 

% 受访者是出于休闲度假的目的，8.1% 认为他们自己是背包客。54.6% 住在民

宿，47.8% 与 1 ～ 4 位宾客共同住在房屋里。36.6% 使用途家的平台超过 3 次，

72.3% 的受调查者首次使用途家是在 2016 或者 2017 年，8.1% 曾经是途家的房东。

表 2  样本特性

Table 2   Sample Characteristics

特征 % 样本数 特征 % 样本数
性别 使用途家住宿类型
女 52.5 155 别墅 14.9 44
男 47.5 140 公寓 30.5 90
年龄 民宿 54.6 161
20 岁以下 3.4 10 入住夜晚数
21-30 岁 40 118 1 14.6 43
31-40 岁 45.4 134 2 34.9 103
41-50 岁 9.5 28 3 24.4 72
51-60 岁 1.7 5 4 14.2 42
61 岁以上 0 0 5 3.7 11
受教育水平 6 2.0 6
大学 80.7 238 7 0.3 1
研究生或以上 19.3 57 8-14 2.7 8
家庭收入水平 15-30 2.7 8
5000 以下 0.3 1 31 天以上 0.3 1
5000 ～ 10000 7.5 22 同行的宾客数量
10001 ～ 20000 23.7 70 0 5.1 15
20001 ～ 30000 45.0 133 1 13.9 41
30001 以上 23.4 69 2 20.7 61
旅行目的 3 20 59
商务 1.7 5 4 13.2 39
休闲 97.6 288 5 4.8 14
探亲访友 0.7 2 6 人以上 22.4 66
是否背包客 首次使用途家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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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样本数 特征 % 样本数
是 8.1 24 2013 0.7 2
否 91.9 271 2014 4.4 13
其他宾客的类型 多选 2015 17.0 50
伴侣 / 夫妻 55.3 163 2016 38.6 144
孩子 47.8 141 2017 33.6 100
其他家人 26.4 78 2018 5.7 16
朋友 41.4 122 使用途家次数 
同事 6.4 19 1 次 32.2 95
其他 5.4 16 2 次 31.2 92
是否途家的房主 3 次 18.3 54
是 8.1 24 4 次 7.8 23
否 91.9 271 5 次及以上 10.5 31

3.2.2  因子分析

对 17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去掉了交易方便这一题项，因为其他载

荷因子的系数都高于 0.5，只有交易方便这一项低于 0.5。余下的变量符合要求

（见下表 3），克朗巴哈系数为 0.75 （N = 295），KMO 检验统计量达到 0.774，

巴特利球形检验显著（χ2（120） = 1759.29，p < 0.001）。探索性因子分析使

用了主轴因子提取法和直接斜交转轴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最终提取

了五大因子（表 4），累积解释总方差为 68.03%。第一因子体验本真性解释

了 25.7%，第二因子共享经济精神解释了 15.0%，，第三因子家庭属性解释了

13.9%，第四因子体验新奇性解释了 7.3%，第五因子性价比解释了 6.2%。

表 3  游客选择途家平台住宿动机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 of Tourists’ Accommodation Motivation of 

Choosing Tujia Platform

动机 均值 标准差
功能属性
相对低价 3.39 0.94
位置方便 3.97 1.02
选择多样 4.53 0.70
家庭属性：
可使用家电等设备 3.61 1.08
如家般的温馨气氛 3.61 1.10
空间宽敞 4.05 1.1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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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均值 标准差
体验本真性
可从房东（或其他当地人）获得有用的旅行信息与建议 2.56 0.96
获得真实地道的当地体验 2.95 0.98
获得独特的（非标准化的）体验 3.42 0.90
住在非旅游社区 ( 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 3.00 1.01
与房东和当地人交际互动 2.77 1.12
体验新奇性
旅行经历将会很刺激 3.79 0.87
尝试全新和与众不同的方式 3.84 0.80
共享经济精神
欣赏途家的理念与哲学 3.80 0.89
希望旅行消费能惠及目的地当地人 3.62 0.98
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3.69 0.99

表 4  游客选择途家平台住宿动机的因子分析

Table 4   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s’ Accommodation Motivation of Choosing 

Tujia Platform

动机因子
因子载
荷

特征值
方差解释变异
量（累积）

克朗巴
哈系数

均值的
平均数

本真体验属性 2.23 25.72（25.72） 0.846 2.94
从房东处获得有价值旅游信息 0.83
真实地道体验 0.85
独特（非标准化的）体验 0.68
可以与房东或者当地人交流互动 0.80
可以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65
共享经济精神 4.12 14.96（40.68） 0.827 3.70
欣赏途家的理念与哲学 0.82
有利于环保 0.88
希望住宿花费能够直接惠及当地人 0.83
家庭属性 2.39 13.91 （54.58） 0.779 3.76
家庭氛围 0.89
空间宽敞 0.69
使用家电设备 0.86
新奇体验属性 1.16 7.27（61.86） 0.685 3.82
尝试全新体验 0.76
体验令人兴奋 0.79
性价比属性 1.10 6.18（68.03） 0.670 3.96
相对低价 0.55
位置方便 0.83
选择多样 0.6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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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文本内容分析

本研究用 Python 软件从途家平台抓取了北京、上海评论较多的共 843 家各

类短租房屋、1645 条评论、125143 字的点评文字。在进行文本分析之前，先对

数据进行清洗整理，首先对“评论内容”等文本进行了内容和格式的整理与统

一，删除对内容和意义表达无关的标点、空格等，然后将文本中指向同一地段

或地点的相近表达或者近义词进行统一，如“房东”“房主”“老板”“主人”

等都统一成“房东”。将初步处理后的数据逐步提取出能够反映房东经营民宿

动机相关的高频特征词汇（见图 1，表 5），主要保留了前 100 条高频词，并将

这些高频词在前文提出的五大动机子类别中进行归类（见表 6）。

由表 5 可见，“房东”“干净”“房间”“热情”出现的频率最高，这表

明各类民宿的主客互动经历往往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房间卫生评价较高。

在表 6 中，家庭属性动机相关高频词汇共出现 4138 次，占总频次的 39.9%，其

中“如家般的温馨气氛”高频词汇最多，住客对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与家人

共度好时光、能够使用各种家电等都表现出正向评价，住在各类民宿中可以方

便的照顾老人、孩子，并且能够做饭、洗衣等，尤其对长住租客而言，确实提

供了理想化的住宿方式。体验本真性动机相关高频词汇共出现 3919 次，占总频

次的 37.8%，主要集中于与房东互动、非标准化体验和真实地道的当地体验方面，

对房东热情贴心的服务赞赏有加，如在入住前线上房东的回复与答疑、接送服务、

当地特色饭菜等都让游客备受感动，民宿这种非标准住宿模式能够做到主客之

间一对一服务，更突显不同于传统酒店的优势。另外，各类民宿漂亮独特的房

间、住在当地居民小区、像当地人一样逛超市等都赋予了旅行新鲜感与独特体

验。功能属性动机中“位置方便”相关高频词较多，主要体现在离地铁站较近，

离景点较近，距离机场、火车站等不远，位置方便查找等方面，相较于传统酒

店，民宿的布局更加分散，更倾向于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点。体验新奇性和共

享经济精神动机相对高频词较少。网络资料的文本分析与一手数据分析结果大

多比较吻合，存在部分偏差。主要原因在于，途家互评系统中住客评论内容主

要面向房东，因此，游客评价更加偏向“软”服务体验，对途家平台较少评价，

所以跟途家相关的共享经济精神以及选择多样性等词汇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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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游客在途家平台评论内容热词权重图

Figure 1   Weighted Graph of Hot Words of Tourists’ Comments in Tujia 

Platform

表 5  游客选择途家平台住宿动机高频特征词汇表

Table 5   High Frequency Terms of Tourists’ Accommodation Motivation of 

Choosing Tujia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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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 26 地铁 96 51 客厅 51 76 聚会 36
2 干净 910 27 接送 96 52 别墅 51 77 愉快 36
3 房间 789 28 厨房 96 53 用品 51 78 送到 36
4 热情 507 29 开心 96 54 开车 51 79 管家 33
5 房屋 477 30 周到 93 55 空调 51 80 卧室 33
6 舒服 450 31 漂亮 90 56 洗衣机 48 81 步行 33
7 交通 288 32 味道 84 57 家里 48 82 公寓 33
8 性价比 270 33 好吃 78 58 离迪士尼 48 83 亲切 33
9 环境 267 34 卫生间 78 59 打车 48 84 安全 33

10 满意 243 35 超市 78 60 旅行 45 85 耐心 33
11 齐全 216 36 景区 78 61 打扫 45 86 步行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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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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早餐 177 37 家人 78 62 家具 45 87 洗澡 33
13 卫生 165 38 地铁站 75 63 家庭 42 88 室内 33
14 装修 153 39 离地铁 75 64 机场 42 89 旅游 30
15 迪士尼 150 40 上海 75 65 可爱 42 90 调料 30
16 温馨 147 41 北京 75 66 空气 42 91 阳台 30
17 设施 147 42 好找 63 67 设备 42 92 细心 30
18 朋友 144 43 好评 63 68 外卖 39 93 床单 27
19 便利 132 44 地理 63 69 押金 39 94 毛巾 27
20 民宿 129 45 周边 60 70 空间 39 95 公交 27
21 体验 123 46 孩子 60 71 游玩 39 96 拍照 27
22 安静 114 47 途家 60 72 老人 39 97 完美 27
23 贴心 108 48 宽敞 57 73 院子 36 98 家电 27
24 做饭 105 49 门口 57 74 热水 36 99 温暖 24
25 小区 102 50 电视 54 75 冰箱 36 100 厨具 21

表 6  游客选择途家平台住宿动机高频特征词汇分类表

Table 6   Classification of High Frequency Terms of Tourists’ Accommodation 

Motivation of Choosing Tujia Platform

功能属性动机（1494）
相对低价 性价比（270）

位置方便

交通（288）、迪士尼（150）、便利（132）、地铁（96）、地
铁站（75）、离地铁（75）、好找（63）、地理（63）、开车

（51）、离迪士尼（48）、打车（48）、机场（42）、步行（33）、
步行街（33）、公交（27）

选择多样
家庭属性（4138）

可使用家电等设备
齐全（216）、设施 (147)、厨房（96）、电视（54）、用品（51）、
空调（51）、洗衣机（48）、设备（42）、冰箱（36）、洗澡（33）、
调料（30）、家电（27）、厨具（21）

如家般的温馨气氛

干净（910）、舒服（405）、卫生（165）、温馨（147）、安静（114）、
卫生间（78）、孩子（60）、客厅（51）、家里（48）、舒心（45）、
打扫（45）、家具（45）、家庭（42）、家人（78）、老人（39）、
卧室（33）、安全（33）、阳台（30）

空间宽敞 房间（789）、宽敞（57）、空间（39）、室内（33）
体验本真性动机（3919）
可从房东（或其他当地人）
获得有用的旅行信息与建议

获得真实地道的当地体验
早餐（144）、体验（123）、超市（78）、上海（75）、北京（75）、
周边（60）、外卖（39）

续表



·98·
旅游共享经济中在线短租平台游客消费选择研究

——创新的视角

2020 年 4 月
第 2 卷第 2 期

https://doi.org/10.35534/fm.020201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m

获得独特的（非标准化的）
体验

热情（507）、装修（153）、民宿（129）、贴心（108）、做饭（105）、
周到（93）、漂亮（90）、味道（84）、好吃（78）、门口（57）、
别墅（51）、可爱（42）、院子（36）、热水（36）、亲切（33）、
耐心（33）、细心（30）、拍照（27）、温暖（24）

住在非旅游社区 ( 像当地人
一样生活 )

环境（267）、小区（102）、公寓（33）

与房东和当地人交际互动 房东（1042）、接送（96）、送到（36）、管家（33）
体验新奇性动机（630）
旅行经历很刺激 满意（243）、开心（96）、聚会（36）、愉快（36）、完美（27）
尝试全新和与众不同的方式 景区（78）、旅行（45）、游玩（39）、旅游（30）
共享经济精神动机（195）
欣赏途家的理念与哲学 途家（60）、押金（39）
希望旅行消费能惠及目的地
当地人
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空气（42）、床单（27）、毛巾（27）

3.2.4  聚类分析

之后对 16 题项进行了聚类分析，在聚类分析之前，检验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确保聚类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 0.9。聚类分析使用了两阶段聚类方法，这

是旅游研究领域广为采纳的方法。两阶段聚类方法包括首先进行层序聚类分析，

然后将得出的参数放入 K-means 分析，用 Ward’s 平方欧式距离的方法用来计

算累积层序聚类分析。卡方、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Welch 检验都进行了统计，来

识别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别。过夜数、其他宾客的人数、使用途家平台次数都取

对数。基于用户选择途家平台的动机，共识别出五类人群（判别分析结果见下

表 7），分别是高性价比追寻者、家庭氛围追寻者、协同消费者、务实社交追寻

者和社交新奇追寻者（见下表 8）。

表 7  判别分析结果汇总

Table 7   Summary of Discriminant Analysis Results

方程 特征值
方差百分

比
累积方差

百分比
正则相关

性
Wilks’Lambda

统计量
卡方 自由度 P 值 

1 3.18 49.3 49.3 0.87 0.03 971.03 64 .001
2 2.26 35.0 84.3 0.83 0.14 565.33 45 .001
3 0.66 10.1 94.4 0.63 0.44 230.14 28 .001
4 0.36 5.6 100.0 0.52 0.74 87.31 13 .001

注：已对初始分组案例中的 95.3% 个进行了正确分类。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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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性价比追寻者

这类用户主要青睐途家平台的相对低价。他们在这一动机上的评分远远

高于其他动机，对其他的动机评分较低。这个群体的用户一般较为年轻，75%

的用户是 30 岁以下，跟平均水平相比，与孩子一同旅行的比率较低（只有

11.4%，而平均水平是 47.8%）。与他们一起住宿的宾客数量是最少的（2.11，

相比平均水平 4.26）（见下表 9，表 10）。

（2）家庭氛围追寻者

这类群体主要受到三类家庭相关利益驱动的，跟其他的群体相比，这个群

体对低价这一项的评分是最低的。家庭氛围追寻者明显比平均年龄大，（16.9%

是 41 岁以上，而 11.2% 是平均水平），也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35.4% 有本

科以上水平，平均水平是 29.7%），并且自认为是背包客的水平比较低（1.4%

相比平均水平是 8.1%）。他们租住别墅的比例更高（33.7%，相比平均水平

14.9%），一起入住的宾客数量最多（5.4 人，相比平均水平是 4.3 人），入住时

间最长（3.69 天，相比平均水平是 2.97 天），与家人一同入住的比例高，他们

使用途家的频率也比较高。

（3）协同消费者

这类人群主要是受到共享经济相关的系列特性吸引，他们在共享经济精神

方面的评分是最高的（如欣赏途家理念评分 4.73，平均评分 3.80），并且对体

验新奇性互动评分也比较高。协同消费者比其他组平均年龄较小（57.7% 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成为背包客的可能性较高（26.9%，相比平均水平是 8.1%），

更愿意住在共享平台旗下的房间里。协同消费者同行的游客数量较少，使用途

家平台次数是最多的（2.54 次，相比平均水平是 2.33 次）。

（4）务实社交追寻者

该群体对体验属性和功能属性（如位置、选择多样）评价较高。他们更愿

意租住在民宿里（84.7%，相比平均水平是 54.9%），不太可能是背包客，使用

途家的次数较多，一同入住的游客人数较多。（曾经）是途家房东的比例是最

高的（51.7%，相比平均水平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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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交新奇追寻者

这类群体主要受到新奇性和与房东交流互动等因素的吸引，更喜欢住在民

宿里，并且他们较喜欢与他人同行，他们入住的天数低于平均数（2.65 天，相

对于平均 2.97 天），使用平台的次数是最少的（2.11 次，相对于平均水平 2.33 次）。

表 8  基于动机的聚类结果

Table 8   Cluster Results Based on Tourists’ Motivation

动机
高性价比

追寻者
（n=44/14.9）

家庭氛围
追寻者

（n=83/28.1）

协同消费者
（n=26/8.8）

务实社交
追寻者

（n=58/19.7）

社交新奇
追寻者

（n=84/28.5）

总体（M 
,SD）

F

功能属性
相对低价 3.82 2.95 3.69 3.57 3.37 3.39,0.94 8.92 
位置方便 4.43 3.65 3.88 4.29 3.86 3.97,1.01 6.55 
选择多样 4.34 4.64 4.08 4.72 4.54 4.53,0.70 5.48 
家庭属性
如家般气氛 2.32 4.69 2.65 4.05 3.23 3.61,1.10 113.38 
空间宽敞 2.27 4.69 3.92 4.16 4.33 4.05, 1.15 62.68 

使用家电设备 2.25 4.58 3.12 3.93 3.31 3.61, 1.08 80.75 

社交体验
可从房东获
得旅行信息

2.18 2.13 2.19 3.95 4.32 3.36, 0.96 79.37 

真实地道的
当地体验

2.61 2.46 3.46 4.24 2.55 2.95, 0.98 73.16 

独特的体验 3.25 2.99 3.88 4.33 3.18 3.42, 0.89 34.22 
像当地人一
样生活

2.20 2.20 3.42 4.26 4.38 3.77, 1.12 80.40 

与房东和当地
人交际互动

2.39 3.60 3.50 4.05 4.71 3.70, 1.01 36.02 

体验新奇性

旅行经历刺激 3.70 2.73 4.35 4.47 4.69 4.44, 0.80 21.46 

尝试全新方式 3.45 3.48 4.38 4.36 4.58 4.09, 0.87 15.72 

共享经济精神

欣赏途家理念 3.77 3.95 4.73 4.17 3.13 3.80, 0.89 31.28 

希望旅行消费
惠及目的地

3.84 4.00 4.31 4.07 2.85 3.69, 0.99 31.27 

有利于环保 3.82 3.80 4.38 4.03 2.82 3.62, 0.98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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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分组特征：人口与旅行特征

Table 9   Grouping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and Travel Characteristics

高性价比追
寻者

家庭氛围追
寻者

协同消费者
务实社交追

寻者
社交新奇性

追寻者
总体

性别（%）
女性 38.6 57.8 46.2 58.6 52.4 52.5
男性 71.4 42.2 53.8 41.4 47.6 47.5
年龄（%）
30 岁以下 75 31.3 57.7 39.7 36.9 43.39
31-40 22.7 51.8 34.6 44.8 54.8 45.42
41 岁以上 2.27 16.9 7.7 15.5 8.3 11.18
教育水平（%）
大学专科 4.5 8.4 11.5 6.9 8.3 7.8
大学本科 81.8 72.3 61.5 72.4 72.6 72.9
硕士及以上 13.7 19.3 17.0 20.7 10.1 19.3
家庭收入水平：
低于 10000 15.9 3.6 0 29.3 9.5 7.8
10001-20000 31.8 15.7 15.4 32.8 32.1 23.7
20001 以上 52.3 80.7 84.6 37.9 58.3 68.5
旅行目的
商务 4.5 1.2 0 1.7 2.4 1.1
休闲 93.3 96.4 96.2 84.5 97.6 95.6
探亲访友 0 1.2 3.8 13.8 0 4.1
是否背包客
否 71.5 98.6 73.1 96.6 97.6 91.9
是 29.5 1.4 26.9 3.4 2.4 8.1

表 10  分组特征：选择途家特征

Table 10   Grouping Characteristics: Tourists Choosing Tujia Platform 

Characteristics

高性价比追
寻者

家庭氛围追
寻者

协同消
费者

务实社交追
寻者

社交新奇追
寻者

总体

住宿类型（%）
别墅 2.3 33.7 3.8 1.7 15.5 14.9
公寓 25 37.3 23.1 13.8 28.6 30.2
民宿 72.7 29.0 73.1 84.7 55.9 54.9
入住夜晚数

2.14 3.69 2.73 3.16 2.65 2.97
1.75 2.28 1.54 1.52 1.25 1.81

同行宾客人数
2.11 5.39 3.46 4.19 4.57 4.26
0.84 1.59 1.61 1.67 1.7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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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价比追
寻者

家庭氛围追
寻者

协同消
费者

务实社交追
寻者

社交新奇追
寻者

总体

其他宾客类型（%）
伴侣 / 夫妻 29.5 73.5 30.8 62.1 53.6 55.3
孩子 11.4 69.9 19.2 51.7 51.2 47.8
其他家人 2.3 44.6 7.7 22.4 29.8 26.4
朋友 38.6 30.1 57.7 48.3 44.0 41.4
同事 4.5 8.4 0 3.4 9.5 6.4
其他 22.7 2.4 7.7 0 2.4 5.4
使用途家次数

2.30 2.40 2.54 2.50 2.11 2.33
1.41 1.26 1.58 1.32 1.12 1.29

首次使用途家的年份
2015.95 2016.23 2016.08 2016.21 2016.04 2016.12

0.91 0.87 0.977 0.67 9.99 0.89
是否途家房主（%）
是 0 4.82 0 51.7 1.2 2.7
否 100 95.18 100 48.3 98.8 97.3

4  讨论与结论

在线短租平台正在通过引入创新产品与服务的方式迅速改变整个旅游住宿

业的图景，本研究试图揭开游客青睐在线短租平台动机的神秘面纱，研究表明

选择多样、空间宽敞以及位置方便等实用因素是最突出的动机，体验性动机并

非是游客的首选。本研究也识别出五类基于不同动机的用户，并且分析了其相

关影响。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识别出五大动机——功能、家庭、体验本真性、体验

新奇性和共享经济精神。功能动机包含了低价、位置和多样化选择三大维度。

家庭因子主要关注下榻在如家般的住所里，尤其是租赁在整套房屋里的用户，

可以充分享受房屋里所有家电设施与氛围。体验本真性动机因子包含五大维度，

如真实地道体验、非标准化住宿体验、从房东处获得有价值旅游信息与建议、

可与房东或当地人交流以及可以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等，该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

量最高，这表明对途家的用户而言，在目的地与当地人的互动社交让游客产生

了真实体验，避开传统旅游区而住在游客较少出没的社区会让游客产生意外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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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这也印证了旅游领域众多研究中提及的游客对旅游本真性的追求。新奇

性体验因子包含两大维度是基于 Lee 和 Crompton （1992）的追求新奇性量表，

并且该动机常见于一般游客旅游动机研究中。共享经济精神包含三个维度—环

保、欣赏途家理念和消费惠及当地，Botsman 和 Rogers （2010），Chase （2015）

等都将其用在协同消费的构念中。

对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见游客对不同维度的偏好差异。选择多样化是评

分最高的动机，途家平台确实集合了民宿、公寓和别墅等不同产品线，并且其价

格区间跨度极大，同一类型下又有更多的细分，以公寓为例，仅是途家自营的斯

维登公寓就分成精品、服务和度假公寓，平台可以满足游客的各种个性化需求。

相比传统酒店，途家平台汇集的多元化住宿场所对于满足各类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是十分有竞争力的。空间宽敞是评分第二高的动机，尤其是对家庭或者多人出游

而言，相比酒店房间的有限空间，多数民宿确实更加宽敞，尤其是预订二居以上

套房或者公寓，房源面积比酒店客房大一倍但价格便宜一半［51］。位置方便是

第三大动机，途家的住宿场所比起传统酒店而言更加分散，一般散布于居民区而

非集中于旅游核心区，许多游客更愿意置身于核心旅游区之外，住在传统酒店没

有覆盖的区域，如住在目的地亲友好友家附近、住在便利的居民区里等。Quinby

和 Gasdia （2014），Nowak 等（2015）和 Guttentag 等（2017）对爱彼迎和 P2P 住

宿短租的研究都得到相似研究结论。这些属性表明在线短租平台住宿与传统酒店

的主要差异，因此这也突显了途家共享住宿的独特价值主张。

在线短租平台用户的动机主要集中于实用价值，相比之下，体验类的动机评

分并不高。在体验类动机中，评分相对比较高的是体验新奇性，这表明相对传统

酒店，各种共享住宿确实能够给游客带来一定的陌生感和新鲜感，不同于住在传

统酒店中仅仅局限于酒店客房和酒店内部公共区域的体验，游客住在短租平台旗

下房屋中更可能去探索房屋所在的广阔社区环境，这是非同寻常的独特体验，这

表明游客选择目的地的住宿设施并非仅仅关注住宿，而是会综合考虑周边环境与

社区相关活动等。另外共享经济精神的评分也比较高，这与途家在中国市场的知

名度息息相关。体验本真性整体的评分较低，尤其是与房东、当地社区人互动体

验方面的评分是最低的，可能是由于国内用户更愿意租住整套房屋，而非像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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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一样与房东分享一套房子，因此，与房东互动的机会较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途家住宿相对酒店价格低并没有赢得游客的认同，而且从家庭收入看，选择途家

旗下住宿的游客 68% 的家庭月收入超过 20000 元，这说明其目标用户并非完全是

价格敏感型游客，在线短租平台不能仅靠价格优势瓜分游客流量。网络评论文本

内容的分析则显示体验本真性和家庭属性是评价较高的因素。

最终研究结果表明，在线短租平台用户主要是受到实用价值优势吸引，体

验价值屈居次要位置，这与以往途家在各种媒体宣传的体验至上的共享住宿形

象有所背离，表明住宿领域的共享经济创新确实提供了实用和称心的新产品，

这是传统酒店的有益补充。然而，这也对在线短租平台提出了警示，途家一直

注重宣传旗下住宿的感性特征，如体验本真性和体验新奇性等，这些属性其实

掩盖了一些更基本的动机如低价和使用家电设备等。

基于 16 项动机的聚类分析识别出五大类别的游客—高性价比追寻者、家庭

气氛追寻者、协同消费者、实用社交追寻者、社交新奇追寻者等（表 11）。高

性价比追寻者主要受到途家平台酒店低价的吸引，他们比较年轻，较少与孩子

一起旅行。虽然他们看中在线短租平台众多低价的住宿场所，但他们对共享精

神和体验新奇的评分也是比较高的，对于传统酒店而言，这类顾客群体的品牌

忠诚度可能较低，而在线短租品牌则通过广告宣传成功的吸引了这类游客。家

庭氛围追寻者则主要受到房间家电、空间宽敞和家庭气氛吸引，一般家庭成员

或更多的人一起旅行，旅行时间较长，价格并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维度。传统

酒店在满足大家庭游客的需求方面似乎并无优势，尤其是常住旅客的需求在途

家琳琅满目的各类场所中则能够得到更好的关照。协同消费者对共享经济理念

比较认同，同时对在线短租平台提供的“后台”以及“人迹罕至”的非旅游区

选择与体验十分看重，大多数传统酒店似乎很难满足这一类群体的需求，只有

青年旅馆或者某些经济型旅馆才能部分满足其需求。务实社交追寻者主要看中

体验性属性和空间、位置等实用属性，相比一般传统酒店，某些精品酒店和设

计酒店似乎能够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因为游客对传统酒店属性之外的体验本

真性和新奇性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社交新奇追寻者对新奇性和与当地人的交

流表现出较高的兴趣。所有类型的游客在社交体验性动机因子上评分差别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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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价比追寻者和家庭氛围追寻者评分都比较低，而协同消费者、实用社交追

寻者和社交新奇追寻者评分较高。这表明对在线短租平台而言，在该维度至少

应当设计两大类不同的产品。

表 11  途家游客类型特征

Table 11   Tujia Platform Tourists’ type characteristics

高性价比追寻者 家庭氛围追寻者 协同消费者 务实社交追寻者 社交新奇追寻者
• 注重价格、位置

方便、选择多样

等性价比属性；

• 青年居多，大多

是 30 岁以下的

年轻人；

• 较少与孩子一同

旅行；

• 青睐住在途家风

格各异的民宿

中；

• 同行的游客人数

最少；

• 入住天数最短；

• 背包客的比例最

高；

• 注重家庭气氛、

使用家电、空间

宽敞等家庭属

性；

• 对价格不敏感；

• 平均年龄较大；

• 与家人一同入住

的比例较高；

• 带孩子一同旅行

的比例最高；

• 青睐住在别墅和

公寓中；

• 同行游客人数较

多；入住时间较

长，具有典型的

多人多天住宿

特征；

• 受教育水平高；

• 欣赏途家的理

念；

• 愿意与目的地社

区居民互动交

流；

• 更愿意住在与他

人共享的民宿

里；

• 是途家的忠实顾

客，使用途家订

房次数最多；

• 较为年轻；

• 较多用户是背包

客；

• 家庭收入较高；

• 注重住宿体验属

性，愿意与房东

及社区居民社

交互动，并且对

位置、多样选择

等功能属性也

较为看重；

• 最青睐途家旗下

的各种民宿；

• 一同入住的宾客

人数较多；

• 大多数（曾经）

是途家房东；

• 注重途家提供的

体验新奇性和

与房东交流等

社交互动因素，

希望能够像当

地人一样生活；

• 更青睐入住民

宿；

• 入住天数较短；

• 使用途家平台的

次数最少；

• 较为年轻；

总之，本研究对在线短租平台游客参与动机的定量研究拓展了颠覆性创新

和创新扩散理论的应用范畴，证明了颠覆性创新可以作为一种理解需求动机的

理论，适用研究消费者对创新产品与服务的依赖与反应，在旅游分享经济领域，

在线短租平台正在引领“平台颠覆性”的新型商业模式革命，并且还在不断引

发新的颠覆性创新。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非随机抽样导致的偏差，非随机

样本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具有一般性。本研究调查时间较短，未来可以进一步

考虑进行纵贯时间序列研究，讨论在线短租平台用户需求动机长期如何演变，

还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探讨在线短租与传统酒店、精品酒店、经济型旅馆

等不同类型住宿机构的用户在需求动机方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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