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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三元空间交互理论模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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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时代下，网络信息的强势介入为旅游人地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特征和形式。基

于此，提出旅游地理学视域下的三元空间概念。该三元空间由人、地、信息组合而成，各子空间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动态响应，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动态复合系统。在对三元空间概念框架、

交互作用及协同响应模式系统阐释的基础上，旅游地三元空间交互理论模型建构而成。由此，

二维视角下的旅游人地关系被延展到了立体的三元空间，一种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新型人地链

接关系和交互形态得以有效揭示。三元空间交互理论的提出为探究信息时代下的旅游人地关

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系统化的思维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协调旅游人地关系，实现旅游人地融合、

共生、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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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地关系理论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1]。其中，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的关系长期以
来都是旅游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伴随着旅游者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旅游地发展的持续加
快，旅游人地关系中的异化、失衡、冲突等现象也日益加剧。如何协调旅游人地关系，
优化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促进旅游人地之间的融合、共生、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旅
游地理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要内容[1]。

以互联网、移动终端等为核心的计算机及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信息化时代
的大门，也由此带来了每分每秒都在产生并传播着的海量信息[2]。网络信息在对旅游者、
旅游地的影响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3]。旅游者利用互联网、移动手机等记录着自己的
需求爱好、体验评价、社交关系、行为轨迹，并因他人发布的网络游记、攻略、评论、
照片等产生对某地的旅游意愿或是将其作为出游计划的重要参考；网络社交媒体等信息
平台正在逐渐成为旅游地形象投射及传播的重要渠道，旅游地管理者及从业者基于对网
络多源信息的接收和利用而在现实管理、运营、服务等方面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进而
改变旅游地在现实世界中的状态。可以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旅游人地关系赋予了新
的内涵、特征和形式，一种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旅游人地关系逐渐形成。理解并把握这一
新型人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促进旅游人地融合、共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
法，是时代赋予旅游地理学重要且紧迫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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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命题，提出旅游地理学视域下的“三元空间”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基于三元空间交互的旅游人地关系研究框架。该三元空间是由人、地、信息构成的动
态复合空间，各子空间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可最终实现协同响应。三元空间概
念及其交互理论的提出为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旅游人地关系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有助
于对信息化时代下新型旅游人地关系的全面、深入理解，进而为协调旅游人地关系，促
进旅游人地融合共生提供可行途径。

2 旅游地三元空间概念源起

2.1 不同学科下的多元空间
空间是所有思想模式的重要框架[4]。以多元的方式界定空间在多个学科中由来已久，

只是空间的内涵不同，对空间划分的依据不同。举例来说，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Lefe-
bvre早在20个世纪70年代就曾提出著名的三元一体空间理论框架，用于展现空间生产的
过程，具体由“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构成[5]，其中空间实践是城市的
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的表征即为由知识和意识形态支配的概念化空
间，而表征的空间则是处于被支配和消极体验地位的居民和使用者空间[6]；Flusser基于物
理学视角提出了“生存空间”“相对空间”和“普朗克空间”，其中普朗克空间是伴随着
信息革命所产生的量子空间[7]；Thackara区分了建筑空间、飞行空间和信息空间，相较于
稳定、静态的建筑空间，后两类空间是基于航空、太空、电子符号、电子通讯等组成的
动态空间[8]；Castells将空间划分为流空间和场所空间，其中流空间又可基于电子脉冲回
路、网络节点枢纽、管理精英意志划分为3个子层次[9]。以上划分方式均在不同程度上对
空间做出了动与静、虚与实的区分。

在地理学中，空间素来是其研究的核心概念[10]。地理学研究的空间称为地理空间，
是地球表层现象的相关几何范围，涵盖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与人类圈[11]。在
有关地理空间本质的探究中，经历了从自然向社会、从现实向虚拟的转向[12]，人们对空
间的认知从原本静态、有形的物质空间向动态、无形的流空间、虚拟空间不断延伸。网
络信息空间的出现是这一转向过程中空间在当下呈现出的终极形态。信息技术革命为人
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空间，也为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形式。
作为传统地理空间的延伸和异化，网络信息空间成为了（人文）地理学新的不可回避的
研究对象[13,14]。在此研究背景下，甄峰提出了基于实空间、虚空间、灰空间的三元假设，
其中，实空间是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载体，虚空间由信息技术、空间技
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机制支撑形成，而灰空间则是虚空间与实空间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所
形成的过渡性空间[15]。

以上空间划分方式为本文中三元空间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参考。然而，
本文中的三元空间与上述概念均存在较大区别。以下将对这一概念的产生进行详细阐释。
2.2 旅游地理学中三元空间概念的产生

在地理学研究向信息化方向转向的大背景下，有关网络信息介入下的旅游研究近年
来也不断涌现。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网络旅游流[16-20]、旅游地网络形象[21-23]、旅游
地情感评价[24-26]、网络信息利用行为及影响[27-29]等方面；在数据获取上，以旅游者发布的
网络游记、评论等文本数据为主，也有学者基于百度搜索指数[18]、在线预订数据[19]或是
社交网络平台中发布的照片[20]、签到数据[30]等展开研究；在分析方法上，以传统的内容
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为主，近一两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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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手段，并在线路推荐、区位预测、市场细分等方面进行了探索[31-34]。学
者们普遍认识到网络信息对旅游者、旅游地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指出信息化时代下的
旅游人地关系需要运用综合、系统的思维进行全面解读。在这其中，至少还存在以下亟
待解决的问题：

（1）信息与人、信息与地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网络信息来源于现实世界，它受到现
实人、地的影响，表征现实人、地的特征，但同时，网络信息也越来越影响着现实世
界，人（即旅游者）、地（以旅游地管理者或从业者指代）通过对网络信息的接收和利用
而进行决策上的制定或调整，并进而改变人、地在现实世界中的状态，一定程度上说，
网络信息已经成为了与人、与地地位平等的“话语者”及“干预者”，准确把握网络信息
与旅游者、旅游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旅游人地关系的重要前提。

（2）信息、人、地三者之间如何协同关联？网络信息在与旅游者、旅游地相互作用
的过程中，也逐渐改变了人地之间的关联方式，一种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新的人地关联逐
步形成，对这一新型关联方式的认识，需要将人、地、信息纳入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分析三者在这一整体中的协同关联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协同演化、协同响应方式，这
是信息化时代下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需要[35]，是研究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旅游人
地关系的落脚点。

（3）虚实世界中的人、地信息如何充分挖掘？随着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提出，
“数据驱动”正在逐渐成为当下及未来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36]。数据驱动意味着由数据本身
说话，从中发现以往未知的深层特征和规律[37]，这与“问题驱动”下对数据进行人为裁
剪，继而进行数理分析的计算科学范式截然不同。基于这一数据驱动本质，如何充分获
取虚实世界中的旅游人、地信息，并运用智能化、探索型的分析手段发掘隐藏在数据背
后的深层特征和内在规律，成为了研究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旅游人地关系的必要方法支撑。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本文提出旅游地理学视域下的三元空间概念。这一概念的提
出，将人、地、信息纳入共同的空间框架，赋予三者以要素和边界的统一形态，要素之间
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形成有机整体。旅游地三元空间概念的提出，在对空间做
出现实与虚拟层面划分的同时，对人、地空间作出进一步区分，试图建构现实空间内
部、虚拟空间内部以及现实与虚拟空间之间的人地关联，为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旅游人地关
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系统化的研究范式，亦是对以往地理学研究中三元空间的全新解读。

3 旅游地三元空间概念框架

3.1 三元空间：动态复合系统
本文提出旅游地理学视域下的三元空间概念，以期通过一种综合、系统的方式分析

信息要素介入下的旅游人地关系。这里的三元空间是由人、地、信息组合而成的动态复
合空间，其中，“地”即地理空间，是承载特定地域中旅游资源、设施及活动的物质实体
空间，或称场所空间；“人”即人本空间，是由特定地域中旅游者自身建构而成的显化或
隐化空间；“信息”即信息空间，是与特定地域相关的海量旅游网络信息建构而成的虚拟
空间。相较于来自虚拟世界的信息空间，地理空间和人本空间均属于现实世界的空间。
三元空间概念的提出，将人、地、信息纳入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为三者赋予了统一
的空间形态，使其同时具有了要素和边界的特征，边界限定了三大子空间的地域范围，
要素使得子空间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协同演化，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动态复合系
统（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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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元空间：各子空间形态
3.2.1 地理空间 地理空间是承载旅游资源、设施及活动的场所空间，是旅游活动发生的
物质基础，制约着旅游活动的深度、广度和速度[1]。作为三元空间中的基础空间，地理空
间决定了人本空间和信息空间的地域范围和特性。该空间来自于现实世界，其要素由特
定地域中的旅游设施、资源等空间实体构成，如景点景区、交通站点、宾馆饭店、购物
街区、文化场馆等。各要素可从地理、文化、行业、环境等多个层面对其属性特征加以
描述和测量。
3.2.2 人本空间 人本空间是以特定地域中旅游者自身为要素而组成的空间。以往研究中
与人相关的空间多为行为空间、流动空间或是人口空间，上述空间基于人在特定地域中
的集聚和流动行为而形成。本文从人本思想出发，将这一空间界定为人本空间，旨在表
明该空间是以人为要素而组成的空间，关注对旅游者自身的探究，包含显化和隐化的表
现形态。可从社会属性、空间行为、生活方式、个性心理等外在或内在层面对各要素属
性特征加以描述和测量。
3.2.3 信息空间 信息空间是与特定地域相关的海量旅游网络信息建构而成的虚拟空间。
在以往研究中，信息空间也被称为网络信息空间或赛博空间（cyberspace），它是实体空
间客观的数据化存在[15]，是传统空间形式的延伸和异化[13,14]。本文中的信息空间基于实体
地理空间和人本空间产生，以上述两大空间中的实体人、地要素在信息空间中的投影像
为要素，对各要素特征的提取来自于对海量网络信息的全面挖掘和智能分析。

4 旅游地三元空间交互作用

三元空间的交互作用实际上是指三元空间中各子空间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鉴于信
息空间中的要素由人、地要素在信息空间中的投影像构成，该相互作用实际可表述为

图1 三元空间概念框架
Fig. 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ri-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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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人-（虚、实）地”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的虚、实意指该要素来自于
虚拟世界或现实世界。具体来看，三元空间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地理空间与信
息空间中的“（实体）地-（虚拟）地”要素作用、人本空间与信息空间中的“（实体）
人-（虚拟）人”要素作用、信息空间中的“（虚拟）人-（虚拟）地”要素作用，除此之
外，传统意义上地理空间与人本空间的“（现实）人-（现实）地”要素作用也涵盖其中。
4.1 地理空间与信息空间的相互作用

地理空间与信息空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地理空间中实体“地”要素
对信息空间中虚拟“地”要素的投射作用，信息空间中虚拟“地”要素对地理空间中实
体“地”要素的影响作用。
4.1.1 地理空间对信息空间的“地-地”作用 旅游地以被动多源的形式将其在现实地理空
间中的状态投射到信息空间中去，形成在信息空间中的投影像，该像的呈现主要受到旅
游地在地理空间中现实状态的影响，这是地理空间中“地”对信息空间中“地”的作
用。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旅游地包括旅游地整体及其所辖要素（以下简称旅游地）。

旅游地本身无法投射，而只能以旅游者、旅游从业者、第三方媒体等作为传感器进
行被动投射。目前，旅游地网上形象研究是这一方面较为相关的研究。然而，旅游地在
信息空间中投影像的形成是一个综合集成的结果，换言之，是在对以文字、图片、音视
频等形式存在的海量游客自生成信息、行业资讯信息、第三方媒体信息的多源综合与特
征提取下最终生成的。对旅游地投影像的研究需全面考虑多种信息渠道和信息形态，并
通过对海量网络信息的智能学习实现对重要节点的抓取和关键特征的挖掘。旅游地在信
息空间中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像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该特征背后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理解地理空间
对信息空间的“地-地”作用。
4.1.2 信息空间对地理空间的“地-地”作用 旅游地基于对信息空间中像特征的接收和利
用，而在现实管理、运营、服务等方面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并进而改变旅游地在现实
地理空间中的状态，这是信息空间中“地”对地理空间中“地”的作用。

及时准确的把握信息空间中呈现出的旅游地像特征，并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和适时
有效的反应，是信息化时代下旅游地建设及管理的现实要求和必然趋势，对旅游地的形
象塑造、市场营销、产品开发等都将产生重要影响[38,39]。有关旅游地投影像特征对旅游地
现实影响的研究需结合线上线下数据、定性定量方法、多方人员涉入、长时动态监测综
合开展。其中，影响作用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的构建是这方面研究的关键。在此基
础上，信息空间中的旅游地投影像究竟会对现实旅游地产生怎样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影响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该影响作用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
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理解信息空间对地理空间的“地-地”作用。
4.2 人本空间与信息空间的相互作用

人本空间与信息空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人本空间中实体“人”要素
对信息空间中虚拟“人”要素的投射作用，信息空间中虚拟“人”要素对人本空间中实
体“人”要素的影响作用。
4.2.1 人本空间对信息空间的“人-人”作用 旅游者将自身特征以主动单源的形式投射到
信息空间中去，形成在信息空间中的投影像，该像的呈现主要受到旅游者在人本空间中
现实属性的影响，这是人本空间中“人”对信息空间中“人”的作用。需注意的是，这
里的旅游者包括旅游目的地的实际到访者和网上评论者。

旅游者发布到信息空间中的日志、游记、评论、照片、音视频等网络信息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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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旅游者的空间行为、感知评价等外在特征，也可以反映出旅游者的个性需求、生活
方式等内在深层特征。较实地访谈、问卷数据相比，基于网络大数据获得的旅游者特征，
尤其是内在深层特征，往往更为客观、全面、深入，而对这些特征的揭示有望对旅游人
地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如何利用多源异构的海量网络信息实现对旅游者内外特征
的充分挖掘是这部分研究的重点。在此基础上，旅游者在信息空间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像
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上述特征背后的生成机制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理解人本空间对信息空间的“人-人”作用。
4.2.2 信息空间对人本空间的“人-人”作用 旅游者基于对信息空间中像特征的接收和利
用，而在现实决策、行为等方面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并进而改变旅游者在现实人本空
间中的状态，这是信息空间中“人”对人本空间中“人”的作用。

目前已有学者关注从线上到线下的旅游者关系建构 [40]，可视为与此较为相关的研
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假设：虚实世界中的旅游者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关联？换
言之，一个旅游者之所以会对另一个旅游者发布的网络信息做出回应或受其影响，与两
者之间的某种潜在共性（相同的年龄、爱好、个性、需求等）是否有关联？对这一问题
的探究需基于对虚实世界中旅游者特征的全面提取和关联的有效构建。在此基础上，虚
拟信息空间中的旅游者究竟会对现实旅游者产生怎样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影响
作用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该影响作用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
助于全面、深入的理解信息空间对人本空间的“人-人”作用。
4.3 信息空间内部的相互作用

信息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具体表现为该空间中要素之间的关联作用，具体包括：“地-
地”关联、“人-人”关联和“人-地”关联。
4.3.1 信息空间中的“地-地”作用 “地-地”关联作用主要通过信息空间中旅游地之间
的共现关系或相似关系表现出来。其中，共现关系以同一信息源中出现旅游地A的同时
出现旅游地B的频数来测度，相似关系以不同旅游地间像特征的相似程度来测度。利用
旅游者签到信息或是网络游记等文本信息发现旅游地间共现关系是这一方面较为常见的
研究。然而，此类研究的落脚点往往是旅游者空间行为，且在照片、音视频等异构网络
信息的利用上涉及较少，有关信息空间中旅游地相似关系的研究目前尚未全面展开。信
息空间中的旅游地之间如何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关联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该关
联背后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理解信息空间中的

“地-地”作用。
4.3.2 信息空间中的“人-人”作用 “人-人”关联作用主要通过旅游者之间的信息传播关
系、人际交往关系或相似关系表现出来。其中，信息传播关系通过旅游者对网络信息的
响应行为来测度，如旅游者A对旅游者B发布的网络游记进行评价、转发、点赞等，则
视为A、B之间具有信息传播关系；人际交往关系通过在以旅游为主题的网络社交平台
中旅游者间信息互动的频繁程度或中心程度来测度；相似关系则以不同旅游者像特征的
相似程度来测度。对网络平台中信息传播、人际交互过程的动态监测和有效判定成为了
这部分研究的难点和关键。在此基础上，信息空间中的旅游者之间如何关联？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一关联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该关联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
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理解信息空间中的“人-人”作用。
4.3.3 信息空间中的“人-地”作用 “人-地”关联作用以上述“地-地”关联和“人-
人”关联为基础，主要表现为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基于网络信息的潜在关联。该关联关
系的建构源于以下设想：① 信息空间中具有较强关联的旅游者是否会与同一旅游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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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以及，与具有较强关联的旅游者发生关联的旅游地之间是否同样具有较强关联？
② 信息空间中具有较强关联的旅游地是否会与同一旅游者发生关联？以及，与具有较强
关联的旅游地发生关联的旅游者之间是否同样具有较强关联？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是理
解信息空间中“人-地”关联作用的关键。

综合上述，三元空间及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传统二维视角下基于现实世界
的人地关系被延展到了立体的三元空间，一种信息要素介入下的人、地之间新的链接方
式得以揭示。上述相互作用可通过图2进一步显示刻画。

5 旅游地三元空间协同响应模式

将人、地、信息纳入同一系统进行研究，其根本目的依旧是指向现实世界中的人地
关系研究。面对信息化时代下人地之间在关联方式上展现出的新形态，应采取怎样的手
段进行协调和优化，以实现两者之间的融合、共生、可持续发展，这是本文提出三元空
间概念并进而开展三元空间交互作用研究的最终指向。为此，可从两方面入手：首先，
对特定旅游地中人地关系的融合程度进行描述和测度；在此基础上，针对人地关系上的
不协调、不融合问题，以三元空间交互机制为理论依据，建构旅游地三元空间协同响应
模式，以期最大程度上实现旅游人、地在供需层面上的有效衔接和空间层面上的全面融
合，为协调、优化特定旅游地中的人地关系，促进该旅游地全域化、可持续化发展提供
科学依据和应用指导。
5.1 人、地空间融合关系测度

人、地空间融合关系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旅游地供给与旅游者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
可从供需双向视角构建面向特定旅游地的人、地空间融合测度模型。以往研究中，有关

图2 三元空间交互作用
Fig. 2 Interaction of tri-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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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流与目的地的耦合研究、旅游容量研究、游客满意度研究等均可视为对人地关系融
合程度不同层面上的探究。在旅游地供给方面，可综合考虑各要素节点（如旅游设施、
景点等）的地理特征、交通特征、行业特征等，在旅游者需求方面，可综合考虑旅游者
的社会特征、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由此建构人、地空间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模
型，对特定旅游地中可能存在的人地不融合、不协调现象进行量化表达和问题诊断。
5.2 三元空间协同响应模式构建

人、地空间的融合程度实质上反映出的是旅游地供给与旅游者需求之间的平衡程
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程度越高，人、地空间之间越趋于融合，否则则会出现供大
于需时的空间闲置、供小于需时的空间拥堵和供需错位时的空间脱离等现象。而造成旅
游地中供需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旅游地与旅游者之间信息的阻隔。信息空间的存
在为人、地信息的真实表达与有效传递提供了一个开放、快捷的平台，成为沟通人、地
的介质空间。基于此，可构建以人地融合为目的、供需平衡为导向、虚实交互为手段的
三元空间协同响应模式，通过预报、监测、推荐、优化等功能的开发与组合，以期最大
程度上实现人、地在供需层面上的有效衔接和空间层面上的全面融合，为协调旅游地人
地关系，促进旅游地的全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应用指导。

6 结论与讨论

信息化时代下，网络信息的强势介入为旅游人地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特征与形
式，对这一新型旅游人地关系的认识是当前以及未来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本文在系统科学和数据科学两大研究范式的引领下，提出旅游地理学视域下的人、地、
信息三元空间概念及其交互理论，以期对这一新型旅游人地关系进行全面、深入解读，
并进而为信息化时代下的旅游人地融合共生提供可行途径。

三元空间概念的提出，为旅游地理学视域下的人、地、信息赋予了共同的空间形
态，使得三者具有了要素和边界的统一特征，边界限定了三大子空间的地域范围，要素
使得子空间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协同变化，由此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地理空间和人本空间由现实世界中的人、地要素构成，而信息空间则来自于虚拟世界，
由现实人、地要素在网络信息平台上的投影像构成。这种虚实层面的划分，将人、地、
信息之间原本杂乱、重叠的相互作用转化为可以显示、清晰刻画的（虚、实）人、地要
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由此，传统二维视角下的人地关系被延展到了立体的三元空间，进
而使得一种信息要素介入下的（现实）人-（虚拟）人、（虚拟）人-（虚拟）地、（虚
拟）地-（现实）地的新型人地链接关系和交互形态得以有效揭示，从而为探究信息化时
代下的旅游人地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系统化的研究范式。

如何协调旅游人地关系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指向。面对信息化时代下旅游人地
在关联方式上展现出的新形态，应采取怎样的手段进行协调和优化，以实现两者之间的
融合、共生、可持续发展，这是本文提出三元空间概念及其交互理论的根本目的。为
此，在深入理解三元空间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开展三元空间协同响应模式研
究。在对旅游地中人地空间融合程度量化表达的基础上，构建以人地融合为目的、供需
平衡为导向、虚实交互为手段的三元空间协同响应模式，以期最大程度上实现人、地在
供需层面上的有效衔接和空间层面上的全面融合，为协调旅游人地关系，实现旅游人地
之间的融合、共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应用指导。

对三元空间交互作用及其协同响应模式的探究需基于对大数据的全面利用和智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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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就使得以数据驱动为本质的数据研究范式成为了本研究中的必然选择。如何充分
提取虚实世界中的人、地要素特征？如何有效建构人、地在虚实世界中的对应关联？如
何实现人、地、信息三大空间的协同响应？对上述种种问题的探究有赖于对大数据信息
的全面收集和智能分析，由此，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如深度学习、特征
学习、集成学习等，就成为了本文中三元空间研究的重要方法支撑。基于上述技术可充
分享受信息化时代下的大数据“红利”，深入发掘旅游人地之间的特征与关联，亦可为数
据驱动型的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一种方法上的借鉴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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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ri-space" interaction
in the tourism context

ZHANG Chen, HUANG Zhenfa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era, both the tourists and destinations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 Referring to tourists, they usually record their needs, hobbies,
experiences as well as soci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internet; besides, a tourist would make a
decision to travel to a particular place largely due to someone else's microblog or online travel
note. Referring to destinations, information platforms, such as online social media, are
gradually becoming important channels for destination image proj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rece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ulti- sourc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managers and practitioners of destinations would make or change their decisions
referring to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estination, and accordingly change the status
of destination in the real world. To a great extent,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endowed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with new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s. A
new patter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ts and destinations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has been formed. To understand this new relationship, finding the way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relationship based on it,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new proposition given by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a novel framework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in "tri-
space". Tri- space consists of three different spaces called geographic space, humanistic space
and information pace (or cyberspace). Among them, geographic space is the physical space
carrying tourism resources, facilities and activities within a specific region; humanistic space is
the space constructed by tourists themselves referring to a specific region, which can be viewed
as an explicit or implicit space; information space is a virtual space constructed by mass
network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ourism of a specific region. The concept of tri- space
combines human, place and information together into an organic whole, with each sub-spac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the core techniq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the metrics and measures of tri-space, discover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in tri-space, and further build the co-reaction patterns of tri-space. Tri-
space and its interaction view extend the traditional 'flat'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into a
'cubic' one, and further disclose a link between virtual/actual tourists and destinations, which
provides a novel, systematic view of research on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Keywords: tri- space; tourism destination; tourist; network information; huma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spac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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