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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快速发展，“网红打卡”现象已成为旅游电商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本研究深入

探讨了“网红打卡”现象对旅游电商发展的影响，揭示了其在促进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提升旅游产品知

名度和销量、促进消费者决策过程以及积极塑造旅游电商营销策略方面的显著作用。同时，也指出了这

一现象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与挑战，包括可能导致旅游电商服务品质的下降、旅游管理的复杂性增加、

过度宣传的倾向，从而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环境压力、安全隐患、商业化过度等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可能

导致消费者体验的降低，影响其旅游消费意愿和忠诚度。鉴于此，本研究就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

略建议，旨在引起旅游电商行业的广泛关注、重视和有效应对，以促进整个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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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celebrities 
visit” has become a forc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electronic commerce. This 
study deep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celebrities visit” on the develop-
ment of tourism e-commerce, revealing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enhancing the visibility and sales of tourism products, promot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consumers, and actively shaping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tourism e-commerc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also points out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this phenomenon 
may bring, including the decline in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ourism e-commerce, the increase in the 
complexity of tourism management, and the tendency of over-publicity, which may bring environ-
mental pressure, security risks, and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to tourist destinations, which may 
ultimately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consumer experience. It affects their willingness and loyalty to 
travel consump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suggestion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iming to arouse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effective response of the tour-
ism e-commerce industry,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tourism in-
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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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是旅游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旅游电商作为在线旅游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出游需求、促进旅游消费、带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具有重要作用。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在线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了科技在引领行业创新发展中

的重要性,强调“推动在线旅游经营者深度应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以科

技引领行业创新发展……推动在线旅游数字化营销，支持在线旅游经营者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平台开

展线上旅游展示活动，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新场景，培育智慧旅游沉浸式体

验新空间，推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文明旅游、旅游公共服务取得新进展。”[1]在数字化时代，社交

媒体平台如国内的微信、腾讯 QQ、微博、抖音短视频、小红书，国外的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分享生活的重要渠道。借助这些平台，“网红打卡”现象也逐渐成为了旅游营

销的新趋势，并对旅游电商产生了显著影响。探讨“网红打卡”现象对旅游电商的影响，对于理解现代

消费者行为、了解旅游市场动态、优化旅游营销策略以及推动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网红打卡”现象与社交媒体角色 

2.1. “网红打卡”现象分析 

在当前的旅游市场中，“网红打卡”现象不仅是一种旅游行为，更是一种复杂且多维的社会文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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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它涉及到游客在某些被认为是有趣或具有标志性的地点进行拍照或录制视频，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分享给更广泛的观众。这种行为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探索欲望，还体现现代社会中个体对社交

认同和归属感、对美、对新奇体验的追求。 
“网红打卡”现象的特点在于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网红打卡”现象的传播速度之

快，得益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即时性和网络效应。一旦某个地点被网红发现并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它能够

迅速吸引粉丝和追随者的关注。这种快速传播的效应，如同病毒式营销，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一个不

为人知的地点变得广为人知。例如，位于冰岛的黑沙滩因其独特的自然美景，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照

片和视频分享后，迅速成为了全球游客的热门打卡地。黑沙滩的神秘氛围和壮观的自然景观，通过网红

的镜头传播开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体验和分享。“网红打卡”现象覆盖面广，一方面，“网红

打卡”现象涉及的范围较广，主要包括美食、时尚、挑战和旅游。如一些网红餐厅、甜品店、咖啡馆等，

提供了各种美味、精致、创意的食物；一些网红品牌、潮流单品、穿搭风格等，提供了各种时髦、个性、

独特的服饰；一些网红游戏、活动、话题等，提供了各种有趣、刺激、有意义的挑战；还有一些网红景

点、酒店、民宿等，提供了各种美丽、壮观、浪漫的风景[2]。另一方面，其不受地域限制，影响力覆盖

面极广。无论是城市中的现代建筑，还是偏远地区的自然景观，只要能够吸引网红和社交媒体用户的注

意，就可能成为打卡地。云南省的丽江古城，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城风貌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吸引了众多

网红前来探访。通过他们的分享，丽江古城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迅速成为游客关注的焦点，成为人

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网红打卡”现象的影响力巨大，它不仅能够塑造公众对某个地点的认知，还能

够直接影响旅游市场和消费者行为。遵义会议会址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标，通过网红的打卡

分享，不仅增强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激发了游客实地参观的兴趣。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旅游

人数的增加，还可能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如餐饮、住宿和交通等。 

2.2. 社交媒体的角色与影响 

社交媒体在“网红打卡”现象的传播和放大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平台如抖音、小红书、Instagram、

Facebook 等，通过其高度互动性和视觉吸引力，为“网红打卡”现象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展示舞台。这些

平台的算法设计倾向于识别和推广那些能够激发用户参与度的高互动性内容，这无疑增加了网红打卡地

的可见度和吸引力。网红和影响者利用这些平台的网络效应，通过发布具有创意和吸引力的帖子，包括

高质量的图片、短视频或互动式故事，来吸引他们的粉丝和更广泛的受众。这些内容往往包含特定的地

点标签、话题或挑战，进一步推动了“网红打卡”现象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一现象中，网

红打卡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随之增长，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反馈循环。 
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打卡”现象也促进了一种新型的旅游营销方式。旅游目的地和企业开始意识到

社交媒体在旅游推广中的巨大潜力，并开始与网红和影响者合作，通过他们的社交网络来推广自己的产

品和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为旅游目的地带来了更多的曝光机会，也为网红和影响者提供了展示自己

影响力和创造力的平台。然而，这种现象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和争议，包括对目的地的过度商业化、对当

地社区和环境的潜在影响，以及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内容与现实体验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未来的研究需

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挑战，并寻找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来管理和发展“网红打卡”现象，以确保旅游目

的地的长期健康发展。 

3. “网红打卡”现象对旅游电商发展的影响 

3.1. 品牌知名度与市场覆盖的扩大 

社交媒体作为旅游行业信息传播的有效平台，对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起到了关键作用[3]。“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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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打卡”现象通过社交媒体的运作，已成为一种新兴高效的营销手段和品牌传播方式，能够极大地提升

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电商品牌的知名度。网红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的旅游体验故事，能够迅速穿透不同社交

圈层，吸引广泛的公众关注；同时使旅游目的地能够迅速获得高度曝光，收获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

游客的青睐。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加速了信息的流转速度，从而增加旅游电商的用户流量，还扩大了旅游

电商的市场覆盖范围，特别是对那些之前鲜为人知的小众或新兴目的地，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吸引游

客的平台。例如，在 2020 年第十五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期间，贵州进行了“贵州文化旅游十大网红

打卡点”的评选[4]，贵州的某些景点已经通过网红的宣传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此外，贵州焕河村因为

“85 后”年轻人丁浪的发现，通过抖音平台实现了大量曝光，而后，在短视频平台账号“古村乐乐”与

“黔东农仓”的宣传下，焕河村成为了新一代网红打卡地和远近闻名的网红村[5]。 

3.2. 产品和服务创新的驱动力 

随着消费者对个性化和体验式旅游需求的增长，“网红打卡”现象成为了推动旅游电商产品和服务

创新的重要力量。消费者在网红打卡地的行为，如寻找最佳拍照点、分享体验到社交媒体等，不仅反映

了他们的旅游偏好，也为旅游电商提供了宝贵的市场信息。旅游电商通过大数据分析网红打卡地特点和

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和反馈，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用

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网红打卡”现象还促使消费者更加注重旅游体验的个性化和社交化。携程发布的《2019 国民旅游

消费报告》显示，旅游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新玩法受到青睐，90 后成为旅游消费的主力，这一代人更倾

向于使用在线平台进行预订，并且追求个性化和深度体验。消费者不仅追求旅游目的地的美丽景色和独

特文化，还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来获得社交认同和满足自我表达的需求。这种趋势为旅游电商

提供了新的服务方向，如开发和推出与之相关的创新性、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不仅包括如定制化旅

游路线、特色住宿体验、文化活动参与等，还涵盖了科技应用，如虚拟现实(VR)旅游体验等，同时提供

社交媒体分享工具等，增强了旅游产品的互动性和体验性。这不仅满足了消费者追求新鲜、独特体验的

需求，也增强了旅游电商的竞争力，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旅游电商还通过与网红

的合作，更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在利用网红的影响力来推广其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及时调整和优化产

品策略，以维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6]。 

3.3. 地方经济与文化传承的促进器 

“网红打卡”现象对旅游电商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上。通过社交媒体

的推广，旅游电商不仅增加了对具有地方特色的网红打卡地的认知度，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与地

方文化紧密相关的旅游体验的传播。旅游电商通过推广具有地方特色的网红打卡地，能够带动当地旅游

及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当地社区创造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以

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据具体数据显示，当地的旅游收入和游客数量近年来显著增长，2023 年，西江千户

苗寨景区接待游客 464.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6.5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0.72 亿元，同比增长 328.02% 
[7]。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对旅游服务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和文化活动组织者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从而

带动了当地就业。同时，许多网红打卡地往往与地方文化紧密相关，旅游电商在推广这些具有文化价

值的目的地过程中，也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例如，社交媒体作为身份构建的场景，涉及到青少年的

社会化过程[8]，这反映出网红打卡地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通过提供文化体验活动、推广地方艺术和

手工艺等，旅游电商不仅丰富了自身旅游产品的内涵，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播以及文化旅游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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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红打卡”现象可能给旅游电商发展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4.1. 服务品质与可持续性挑战 

“网红打卡”现象和网红打卡地的流行往往导致游客数量激增，对旅游电商的服务品质、目的地环

境及整个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多重压力。服务品质的下降不仅体现在服务的标准化和个性化难以

维持，还可能导致消费者体验的降低。环境方面，承载力的过度消耗可能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例如，一些生态脆弱区域可能因为游客的大量涌入而遭受破坏，导致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文化遗产地也可能因为缺乏适当的保护措施而遭到破坏。这种压力不仅威胁到目的地的可持续

发展，而且如一项研究中所强调的，可持续性话题在旅游学科中经常被忽视，包括废物分类和回收以及

可持续设计在游客经济管理中的应用[9]，也就是说，“网红打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定会累及旅游

电商乃至整个旅游行业的长期发展。 

4.2. 安全隐患与管理困境 

在网红景点打卡已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流行现象[10]，随着网红打卡地的知名度提升，旅游电商面临着

安全管理和游客管理的挑战。一些未开发的景点可能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安全措施，增加游客受伤或

事故发生的风险。此外，大量游客的涌入也对当地社区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四川彭州市

龙门山镇龙漕沟附近的山洪事件，就暴露了“野生”网红打卡地在安全管理上的不足[11]。 

4.3. 市场泡沫与消费者期望管理 

“网红打卡”现象可能导致一些旅游目的地过度商业化，牺牲其原有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以追求短期

经济利益，一方面会使目的地失去其独特性，变得千篇一律，另一方面可能会使目的地面临市场泡沫的

风险，增加对单一营销模式的依赖。一旦热度消退，目的地可能面临游客数量和收入的急剧下降，遭受

严重的经济打击。这种现象在酒店行业中尤为明显，因为在线评论的普及已经改变了客户的决策过程，

酒店管理者试图通过理解客户满意度和偏好来更好地设计管理和营销策略。同时，网红打卡地的推广往

往建立在理想化的宣传之上，可能导致游客对目的地的期望过高。理想化的宣传可能导致游客对目的地

的期望过高，当实际体验未能满足这些期望时，游客可能会感到失望，影响旅游电商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5. “网红打卡”现象下旅游电商发展的策略建议 

5.1. 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与关注可持续发展 

旅游电商平台应不断探索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整合各种旅游资源优势，引入新技术、新元素，推

出多样且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包括农家乐、乡村民宿、农耕体验等，让游客在乡村中感

受自然的魅力和人文的温馨；另一方面，关注特殊需求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等，为他们提供无障碍

的旅游服务。比如，优化网站界面和操作流程，确保无障碍访问；提供无障碍交通工具和住宿设施等。

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构建集预订、支付、导航、导览、救援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才能为游

客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旅游服务体验，从而提高旅游业的整体服务质量与水平和游客的满意度及忠

诚度。 
旅游电商还应加强与其他旅游服务提供者的合作，其中包括对旅游导游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旅游意识

的重视。旅游导游在生态旅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对生态旅游的认知和环境意识对于促进可持续旅

游发展至关重要。有研究表明，导游的环境意识与他们对生态旅游的看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

味着提高导游的环境意识可以积极影响他们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行为[12]，从而正向影响游客。同时，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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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电商平台应积极推广绿色旅游理念，鼓励游客选择环保、低碳的旅游方式。将环境保护理念、设计与

技术、服务品质整合进来，供给绿色旅游产品、倡导绿色出行等方式，并与游客的具体需求和要求保持

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促进他们参与到可持续旅游活动中，从而减少对目的

地环境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作为旅游服务供给者的责任感，关注目的地的生态保护工作，

与当地政府、社区和环保组织合作，借助多方力量加强生态保护宣传，共同促进旅游业与环境保护的和

谐发展。 

5.2. 加强安全管理和利用技术优化游客体验 

旅游电商需要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合作，加强安全管理，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并制定和实施包括安

全标准、紧急响应计划等内容的游客管理计划，共同维护旅游秩序，确保游客的安全。作为线上服务平

台，其也承担着对“网红攻略”的审核义务，即通过算法等技术手段对相关的内容进行审核，限制不安

全或非法的旅游推荐，建立有效的信息筛选和推荐机制；也对发布的内容进行预先审核，对于可能存在

风险的行为或旅游路线，平台应在明显区域标注提示语，提醒用户仔细辨别风险，保障自身安全[13]。同

时，旅游电商需要利用大数据、虚拟技术以及云计算服务技术等不断完善自身平台功能，对旅游市场进

行精准分析和预测，通过数据分析，了解游客需求、旅游趋势等信息，在为自身的营销策略制定提供依

据的同时，也为旅游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推动旅游业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14]。这不仅能够提升游

客的体验，也有助于更有效地管理游客流量和保障安全。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旅游电商可以更好地理

解游客行为，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符合期望的服务[15]。 

5.3. 实施多元化营销策略和管理消费者期望 

为避免目的地过度商业化和市场泡沫风险，旅游电商应采取多元化营销策略，推广当地文化的独特

性，增强目的地的长期吸引力[16]，比如注重传承和弘扬民俗文化，通过组织民俗表演、手工艺制作等活

动，让游客在旅行中了解和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促进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同时注重长期发展计划，避

免短期经济利益损害长期价值；另外，旅游电商平台应确保提供的旅游信息真实、准确、透明，避免夸

大其词或虚假宣传。通过提供详细的旅游指南、真实的游客评价和反馈，帮助游客做出明智的旅行决策，

合理设定游客期望，并通过高质量的服务满足这些期望。倡导游客理性消费，避免冲动购买或过度消费，

通过提供价格比较、行程规划等服务，帮助游客合理规划旅行预算，享受愉快的旅行体验。定期评估旅

游活动对目的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并密切关注游客反馈，快速响应游客的关切和建议，及时调整策略，

从而减少负面影响。 

6. 总结 

“网红打卡”现象对旅游电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其不

仅能够显著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还能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

发展和文化的传承。然而，这一现象也伴随着服务品质下降、环境可持续性挑战、安全隐患和管理困境、

市场泡沫与消费者期望管理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和社区综合施策，加强团

结合作，共同努力，发挥各自优势，才能实现旅游电商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交媒体时代，旅游电

商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优化服务，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以确保旅游活动的可持续发

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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