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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指数的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研究
*

管陈雷,胡志毅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目的】揭示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利用百度指数“指数探索”功能和时空属性数

据,以重庆马拉松为关键词,时间段为2012—2016年,利用Excel,SPSS,ArcGIS等分析工具,运用季节性强度指数、地理

集中指数、首位度指数、空间聚类和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重庆马拉松网络年度关注度呈现阶梯状上升趋势;

年内关注度的“双峰”形态突出,“尖峰平谷”形态鲜明,赛事报名期与举办期共同成为网络关注度的前兆期和峰值期;比赛

周的周末搜索指数明显高于平日,网络关注与赛事举办形成共振效应;除重庆外,周边省份、东部沿海省份和发达城市的

网络关注度较高,关注度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网民数量)、网络普及率等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空间距离存

在负相关关系;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均衡水平逐年提升。【结论】马拉松正从单纯的专业体育赛事转变为大众体

育旅游事件,利用网络关注度数据理清马拉松营销效应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基于马拉松旅游的城市营销,不

断提升马拉松服务质量和赛事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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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马拉松赛事呈现爆发式增长。据中国田径协会(Chineseathleticassociation,简称CAA)统
计,2015年全国马拉松注册赛事为134场,2016年快速增长到328场。随着马拉松赛事数量的迅速增长,国内

外研究的关注方向逐渐从马拉松运动的体育医学转向为马拉松赛事外部效应的地理学、经济学和营销学。例

如,Kotze[1]探讨了海洋马拉松对开普敦城市发展的影响;勒英华等人[2]分析了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张登峰[3]从马拉松赛事举办城市的特点、精神内涵与人文价值、城市旅游等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马

拉松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耿延敏等人[4]研究了国际马拉松赛对城市软实力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

据,国内关于马拉松赛事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internetnetworkinformationcenter,简称CNNIC)统计,截至2016年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数

据已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其中,网络搜索数据不仅能记录和反映互联网用户的搜索需求和关注重

点,更能基于网络搜索行为与现实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为旅游市场分析和预测提供一种有效工具。一方面,互联

网使用行为与实际旅游行为之间的关联已得到验证。例如,Davidson等人[5]以台湾为例,利用旅游网站信息对

比分析了网络信息流与实际旅游流的关系,发现互联网关注度对消费者旅游行为具有一定的引导效应;路紫等

人[6]亦验证了旅游网站访问者搜索行为与实际旅游流之间的相关性;马丽君等人[7]分析了实际客流量与游客网

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边际效应,构建了国内游客量与游客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相关模型;黄先开

等人[8]以北京故宫为例,建立了没有百度关键词和带有百度关键词的两种客流预测模型,通过预测精度比较发

现故宫实际游客量与百度关键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运用带有百度关键词的模型可以预测故

宫当日游客量。另一方面,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分析为旅游区域、目的地和旅游景区等不同旅游空间单元的

目标市场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李山等人[9]以56个5A级景区为例,分析了旅游景区络空间关注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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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特征及前兆效应;李世霞等人[10]以青岛为例,发现季节变化、闲暇时间和知名度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网络关注度

的关键因素;龙茂兴等人[11]以四川为例,分析发现旅游网络用户关注度变化较之于现实客流量具有超前性;林志

慧等人[12]分析了中国排名前47位的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马丽君等人[13]对比分析了湖南“红三

角”旅游区PC与移动游客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异同,发现PC与移动游客网络关注度年内时间变化均受

气候、节假日、重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而空间分布受地区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水平、网络普及率、空间距离等因

素的影响。
相比之下,目前以旅游节事为研究对象的网络关注度分析相对缺失。重庆马拉松比赛起源于重庆南滨路的

万人健步走活动,2011年举办了第1届重庆马拉松比赛,2012年升级为国际赛事,每年比赛日期为3月第3个周

末,已成为集奥运会选拔赛、全国马拉松冠军赛于一体的中国西部第1个国际全程马拉松赛事。本文基于百度

指数的搜索数据,运用SPSS和ArcGIS软件工具,以期通过重庆马拉松的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分析,为推动重

庆马拉松赛事的持续举办,打造重庆优质金牌体育赛事提供参考。

1数据来源

百度(www.baidu.com)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指数是以百度海量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数据

分享平台,是当前互联网重要的统计分析平台之一,分为趋势研究、需求图谱、舆情洞察和人群画像共4个功能

模块,包括搜索指数和媒体指数。其中,搜索指数以网民在百度网站的搜索行为为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计对

象,计算特定关键词在百度网页中搜索频次的加权总和,以曲线图形式展现。根据使用的百度搜索终端,可细分

为PC搜索指数和移动搜索指数。通过关键词搜索,百度指数可提供特定关键词在特定时段和区域的搜索指数,
直观反映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特征。本文以重庆马拉松为关键词,搜索时段为2012年1月—2016年12月。

2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动态特征

2.1年度变化特征

图1 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年度变化趋势

Fig.1 AnnualchangetrendofChongqingMarathonnetworkattention

通过统计观测期内每年重庆马拉松

的网络关注度(图1),可知年度变化特征

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总体而言,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

度呈上升趋势,搜索指数由2012年的

1944上升到2016年的4116,增长率达

到212%,表明随着赛事举办时间递增,
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呈持续增长趋势。

2)具体而言,2012—2013年重庆马

拉松网络关注度增长较缓:2012年重庆马拉松成功升级为国际赛事,成为全国马拉松冠军赛和伦敦奥运会选拔

赛;2013年增加了酷跑马拉松、情侣马拉松、亲子马拉松等项目,增强了运动的趣味性,为后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2014年以后,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增长速度明显提升。在2014年全国马拉松赛事规模质量评选中,
重庆马拉松荣获了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的称号,这一荣誉对宣传重庆马拉松,促进网络关注度提升起到了关键

作用。

3)观测期内网络关注度的年度峰值出现在2015年,当年参赛人数规模达到历年最多的3.5万人次,参赛选

手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14];同时,2015年改革了报名规则,第一次实施预报名和摇号中签的新规则,进一步

提升了体育爱好者、工作人员、观赛群众等不同参与人群的关注度。
采取季节性强度指数定量分析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年度波动性特征[12],计算公式为:

I= ∑
12

i=1

(Xi-8.33)2
12

。 (1)

式中:I为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季节性集中指数;为Xi 各月网络关注度占全年比重。I值越大则关注度年内

差异越大,I值趋向0则关注度年内分布越均匀。计算结果显示观测期内I值分别为8.3,8.25,8.24,8.28和

8.25,表明观测期内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年内集中度较高,时间分布不均衡,网络关注持续性较差;同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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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期内年度变化不明显,均在8.25左右波动。

2.2月度变化特征

图2 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月度变化趋势

Fig.2 ThemonthlychangetrendofChongqingMarathonnetworkattention

为更好显现月份峰值形态,以每年7
月均值为开始观测值,并对每年峰值进

行数据标注。从图2可看出,重庆马拉

松网络关注度的月度变化特征体现在3
个方面。

一是月度曲线的“双峰”形态突出。
图2显示,在同一年里,总体上1—2月

呈现递减趋势,2—3月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3—7月呈现下降趋势,7—12月又呈

现上升趋势。结合每年赛事举办时间顺

序,第1个高峰出现在报名初期,第2个高峰出现在赛事举办期。同时,每年赛事举办期的网络关注度要高于报

名期,体现出马拉松赛事网络关注度独特的“前兆效应”。月“前兆效应”多指前1个月的搜索指数与后1个月现

实客流量的关系[9],例如,著名城市旅游目的地青岛每年4月和9月网络关注度出现小高峰,与“五一”和“十一”
实际旅游高峰存在“前兆效应”[10]。相比而言,马拉松赛事的网络关注度“前兆效应”则体现为赛事报名期与赛事

举办期的关注度关系。
二是月度曲线的“尖峰平谷”形态鲜明。具体而言,“尖峰”形态是指峰值和低值差距较大,出现峰值和出现

低值的时间间隔较短;“平谷”形态是指每年峰值月份以外的其他月份关注度无明显变化,呈现低关注度水平下

的小幅度波动。“尖峰”形态在每年3月尤为突出,每年3月都会有个最大峰值或较大峰值,而在出现峰值前后

都为较小值,差距较大,每年3月平均搜索指数(860)是2月(277)的3倍,是4月(188)的4.7倍,可见“尖峰”形
态鲜明。2012—2015年平谷期为4—11月,2016年平谷期为4—9月,缩短了2个月。就平谷期而言,随着时间

推移,每年平谷期曲线呈抬升状态,反映出每年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平谷期较长,但是搜索指数在不断

上涨。
三是月度曲线的“三峰”形态初现。随着中签制度引入、报名时间延长、预报名时间提前等规则的推出,2016

年月度曲线出现了“三峰”形态。据报道,10月为重庆马拉松预报名时段,1月为中签人员名单公布和次轮报名

时间,在这2个月份期间都出现了搜索指数较大值,与赛事举办期3月共同形成了“三峰”形态。上述现象提示,
通过多种方式培育马拉松赛事的预热期,对提升网民关注度,增强马拉松赛事的营销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2.3周内变化特征

每年3月第3个周末为重庆马拉松比赛时间,2012—2014年重庆马拉松比赛日在星期六,2015—2016年比

赛日在星期日,搜索指数最大峰值或较大峰值都会出现在3月。因此,每年3月的周内分布特征具有代表性。
利用百度搜索指数数值,取比赛日前后1周内单日搜索数据,得到周内分布情况(表1)。

表1 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周内指数

Tab.1 TheChongqingMarathonnetworkattentionindexesoftheweek

时间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2012年3月 1255 1250 1946 4030* 1290 544 393

2013年3月 756 923 1588 3039* 1292 917 659

2014年3月 1161 1258 1897 3565* 1668 1479 848

2015年3月 1415 1705 2117 2983 7645* 3343 1965

2016年3月 1163 1580 1831 2590 7637* 2783 1394

  注:*为每年3月单日搜索指数最大值

据表1可知,每年3月单日最大值都出现在周末,与实际比赛日期相符,反映出网络用户对重庆马拉松关注

的单日高峰性。除峰值外,2012—2014年的较大值出现在比赛前1天,2015—2016年的较大值出现在比赛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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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反映出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时间在延续,单日关注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比赛日单日搜索指数是

2014年的2倍多。比赛前后1周内,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搜索指数变化较大,但与周末搜索指数相比都较低。上

述结果不同于区域旅游的网络关注度周内变化特征。例如,四川旅游的周内网络关注度星期一至星期五为峰

脊,双休日为峰谷,与公众出游高峰时间呈反对称现象[11]。相比之下,马拉松的网络关注度集中在举办单日,与
赛事活动举办期呈现共振效应。

表2 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空间聚类分析

Tab.2 SpatialclusteringanalysisofChongqingMarathonnetworkattention

类别 省份 数量

第1类 重庆 1

第2类 四川、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福建 8

第3类 天津、贵州、云南、湖南、陕西、河南、河北、安徽、辽宁 9

第4类 江西、广西、甘肃、山西、宁夏、海南、内蒙古、吉林等 13

表3 2015年各省份搜索指数相关性分析

Tab.3 Correlationanalysisofprovincialsearchindexin2015

统计值 省份经济 网民数量 网络普及率 空间距离

Pearson相关性 0.823** 0.808** 0.648** -0.474**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2 0.008

数量 30 30 30 30

  注:**表示在p<0.01水平(双侧)上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来源于中国国

家统计局

3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理清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别采用了空间聚类、地理集中指数、首位度指数和相关分

析方法,从静态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展开分析。

3.1省域分布特征

利用百度指数的人群画像功

能,根据各省份每年月均值搜索

指数数据(港、澳、台除外),将重

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省域搜索

指数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得到各

省份对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

聚类结果(表2)。
聚类分析结果将31个省域

单元分为4类:第1类重庆搜索指数最高;第2类四川、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福建等8个省市搜索

指数较高;第3类和第4类共22个省市自治区搜索指数较低或低。值得注意的是,除重庆搜索指数明显高于其

他省份外,搜索指数较高省份可分为2种类型:一是重庆邻近省份(湖北和四川),可归因于距离较近,重庆马拉

松更容易受到近邻省域的网民、马拉松爱好者和参赛者关注;二是北京和东部沿海省市,可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

和马拉松发展水平较高。利用地理集中指数来衡量网络关注度的集中程度[15],计算公式为:

G=100× ∑
n

i=1

Piæ

è
ç

ö

ø
÷

T
2
。 (2)

式中:G 为网络关注度地理集中指数;n为网络关注度省份总数;T 为总搜索指数数据;Pi为第i个省份网络关注

度。计算结果表明,2013—2016年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地理集中指数(重庆)分别为11.68,11.60,11.54和

11.08;同时,搜索指数等级高和最高省份(共9个省市)地理集中指数为49.13,53.22,51.56和55.09,表明在首

位度指数持续降低的同时,重庆以外其他省份网络关注度比重持续上升,空间均衡性提升,重庆马拉松影响力范

围不断扩大。
借助SPSS软件对2015年各省份重庆马拉松搜索指数与各省份经济、网民数量、网络普及率、空间距离(各

省会城市至重庆的距离)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据表3可知,重庆马拉松搜索指数与各省份经济、网民数量、
网络普及率、空间距离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0.823,0.808,0.648和

-0.474,且均在0.01的置信水

平下通过了双侧检验。其中,重
庆马拉松关注度与各省份经济、
网民数量、网络普及率呈较强的

正相关关系,与空间距离呈较弱

的负相关关系。

3.2城市分布特征

按搜索指数高低排名,针对省会城市取前15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城市聚类结果(表4)。结果表明,重庆是

关注最高的城市,北京、成都、上海、深圳搜索指数较高,其余城市(武汉、天津、南京、杭州、西安、福州、郑州、贵
阳、昆明、济南)搜索指数较低。聚类结果与省域聚类结果有近似之处,即关注度水平较高的城市分别来自于近

邻城市(成都)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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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重庆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城市搜索指数聚类分析

Tab.4 ClusteranalysisofcitysearchindexofChongqingMarathonnetworkattention

类别 省会城市 数量

第1类 重庆 1

第2类 北京、成都、上海、深圳 4

第3类 武汉、天津、南京、杭州、西安、福州、郑州、贵阳、昆明、济南 10

表5 2015年省会城市搜索指数相关性分析

Tab.5 Correlationanalysisofprovincialcapitalcitysearchindexin2015

城市经济 人口数量 在岗职工 年均收入

Pearson相关性 0.828** 0.757** 0.724**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2 0.006

数量 14 14 14

  注:**表示在p<0.01水平(双侧)上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来源于中国国

家统计局

运用 城 市 首 位 度 指 数[16],分 析

2013—2016年重庆马拉松各城市

网络关注度的变化。根据两城市

指数法计算出每年重庆的首位度

分别为3.05,1.93,2.03和1.81,
反映出在城市尺度上,虽然重庆

马拉松的网络关注度仍以重庆为

主,但首位度指数逐渐下降,重庆

马拉松赛事对其他城市受众的吸

引力在持续扩大。
根据2015年各省会城市搜

索指数与城市经济、人口数量以

及在岗职工年均收入的相关性分

析(表5),可知城市搜索指数与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的强相关

性,与城市在岗职工年均收入和城市人口数量呈正的中等相关性。从图4中可看出,东部沿海城市对重庆马拉

松的网络关注最多,在空间上呈现“簇团状”特征,集中分布在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人口聚集最

多、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高的三大区域。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百度指数,以重庆马拉松为关键词,利用SPSS,ArcGIS等软件工具和多种方法,分析了重庆马拉

松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时间特征方面,重庆马拉松年度网络关注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年内关注度高值主要集中在1,3和

12月,“双峰”形态突出,“尖峰平谷”形态鲜明,2016年初现“三峰”形态,赛事报名期与举办期共同成为马拉松网

络关注度的前兆期和峰值期;从周内特征看,比赛周的周末搜索指数明显高于平日,在比赛日出现单日高峰,网
络关注与赛事举办形成共振效应。上述特征表明,在长时间尺度(年)层面,网络关注度作为一个观测指标,能够

表征马拉松赛事影响力的变化趋势,亦提示出进一步验证马拉松赛事的网络关注度和赛事规模相关关系的必要

性;在短时间尺度(月、周)层面,马拉松赛事表现出与旅游景区和目的地不同的特征。相比而言,对旅游景区和

目的地的网络关注体现为“基于信息收集的行前关注”,呈现行前关注度越高则高峰期流量越大的对应关系,以
及平时关注度高而高峰期关注度低的反对称现象。对马拉松赛事的网络关注体现为“基于时间节点的全程关

注”,故而呈现报名期和举办期的“双峰”形态,以及赛事举办与网络关注的共振效应。
第二,在空间特征方面,从省域尺度,除重庆以外周边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网络关注度较高,关注度水平与

各省份经济、网民数量、网络普及率和空间距离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同时,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均衡水平不断提

升,影响力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城市尺度,邻近城市(成都)和发达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网络关注度较高,呈
现“簇团状”特征,关注度水平与城市经济和人口数量等指标存在相关关系。随着首位度指数逐渐下降,重庆马

拉松赛事对其他城市的大众吸引力在持续扩大。上述因素与马拉松网络关注度的相关关系表明,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伴随而来的人们健康和运动理念的增强,马拉松正从一种专业运动形式转变

成为一种运动健身形式,参与者和关注者正从专业运动员群体扩展到城市居民和旅游者群体,马拉松赛事正从

单纯的专业体育赛事转变为大众参与和复合效应的体育旅游事件,影响范围正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更广阔的区域

扩展。
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地理学、营销学乃至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们逐步从各自学科视角开展马拉松相关研

究。一方面,鉴于中国马拉松赛事以城市马拉松为主[17],马拉松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引起了较多关注;另一方

面,根据戴光全等人[18]的观点,将体育事件转化成为城市旅游吸引物和城市营销机会,对提升城市形象、展示城

市文化和推动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网络关注度数据无疑为深化马拉松营销效应的时空特征提供了有力支

撑。通过识别上述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更有效地组织和实施基于马拉松的城市营销,以及不断提升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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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服务质量和赛事品质。依托更深入具体的赛事统计数据,验证网络关注度、参赛规模及其引致的关注效应之

间的关系,验证网络关注度的马拉松赛事规模预测功能,从微观时间尺度量化分析马拉松对城市旅游规模和旅

游经济收入的乘数效应,将是未来研究的深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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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idu-Index-BasedAnalysisonthe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the
ChongqingMarathon

GUANChenlei,HUZhiyi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Purposes]Thespatialandtempor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ingfactorsofnetworkattentiononChongqing
Marathonareexamined.[Methods]ByusingBaiduIndexasthedatasourceandtakingChongqingMarathonasasearchingkeyword
from2012to2016,threeanalyticalsoftwareareemployedsuchasExcel,SPSS,ArcGIS,andmultipleanalyticaltoolslikeseasonal
intensityindex,geographicconcentrationindex,thefirstindex,spatialclusteringandcorrelationanalysis.[Findings]Aladder-in-
creasingpatterncouldbeidentifiedonChongqingMarathonnetworkattentioninanannualscale.Atthemeantime,inamonthly
scale,a“Double-peaks”and“Spikedpeakandflatvalley”patternandaprecursoreffectcouldbeidentified.Duringtheeventweek,

theweekendsearchindex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eusual.InadditiontoChongqing,theneighboringprovinces,theeastern
coastalprovincesandwell-developedcitiesofChinapresentahighlevelofnetworkattentiononChongqingMarathon;itistestified
thatthelevelofattentionhasapositivecorrelationwith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thenumberofpopulation(thenumber
ofInternetusers),thenetworkpenetrationrateandanegativecorrelationwiththephysicaldistance.Thespatialequilibriumlevel
increasedyearbyyear.[Conclusions]InassociationwiththephenomenaldevelopmentofMarathonallaroundChina,itistransfor-
mingitselffromasimpleprofessionalsporteventtoamasssporttourismevent.Byusingthenetworkattentiontoexaminethetem-
poralandspatialeffectofMarathonasacitymarketingapproachanditsinfluencingfactors,anewperspectiveisofferedtounder-
standthecityMarathonandstimulateacontinuousimprovementofservicequalityandthequalityoftheMarathon.
Keywords:BaiduIndex;ChongqingMarathon;networkattention;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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