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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在场体验是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阶段，直接影响到游客的旅游满意度甚至是

旅游忠诚度的形成。文章于交互行为场、情境理论和 “刺激 －机体 －反应”等理论，对游客

在场体验的影响因素进行重新划定和梳理，构建了以旅游刺激物、旅游情境、旅游媒介、旅

游经历等为主要影响因素的模型，并通过厦门自助游游客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旅游的

真实性会影响自助游游客的教育体验和愉悦体验；非正式旅游媒介、时间因素会显著影响自

助游游客的积极情绪、旅游的愉悦体验和逃逸体验；游客参与会促使自助游游客产生更好的

逃逸体验和教育体验；此外，旅游情绪作为中介变量，既受到旅游刺激物真实性、旅游同伴、

时间和过往旅游体验等因素的影响，又对旅游者在场体验产生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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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一）文献回顾

旅游体验是指在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持续的思维和感知流，其往往通过复杂的

心理、社会和认知的交互过程而发生［１］，是通过听觉、味觉、嗅觉和视觉等而产

生的心理状态，而这个过程又与相应的社会和文化相关 ［２－３］。旅游在场体验可

描述为：发生在某一景点或目的地区域内的旅游体验［４］。

旅游体验涉及众多影响因素，如在线分享视频体验可以给予旅游者新奇感

和幻想感，同时带其回忆起过往的旅游体验记忆［５］，而景区内的宣传广播、导



游同样对旅游者的体验产生重要影响［２，６］。除此以外，美食作为一种真实性的

旅游产品，可以优化旅游者的个体体验［７］。旅游活动之外的很多因素也会对旅

游者体验产生重要影响，如旅游景区、导游服务、旅游住宿、旅游交通和旅游

餐饮等［８］。此外，旅游者参与程度、期望与需求、以往的经验［９］，景区景点的

可进入性、目的地整体形象与环境、价格等也会影响游客体验的获得［１０］。谢

彦君［１１］１９２指出，导游人员是影响旅游者体验质量的关键互动对象，而不同类型

的团队游客对于导游人员的评价和旅游者对于旅游体验质量的评价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作用。

综合国内外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于旅游体验的研究多

从某一切入点 （如旅游者情绪、导游服务、旅游的真实性、多媒体技术运用

等）进行旅游者体验的影响因素的细致化研究；而国内的研究则常常是将各

种影响要素 （如旅游期望、旅游服务质量、住宿、交通、饮食等）纳入研究

的范畴，从而进行全面而泛化的研究。同时，很多研究未能细致探究在场体

验的影响因素，而是对旅游体验全过程进行总体研究，未能客观反映游客在

旅游活动某一阶段的体验，因而得出的旅游体验实证结果显得较为宽泛而不

具阶段针对性。此外，学者们针对旅游体验研究多是基于某一个学科或者视

角而展开的，其中基于营销学的顾客满意度、服务质量视角的研究颇多，因

此诸多涉及旅游服务质量、旅游交通、住宿饮食、旅游者期望、旅游者满意

度等要素频繁出现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中。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的主

体多为笼统的游客群体，其中包括团队游客也有自助游游客。笔者认为，两

种出游群体因出游目的、旅游形式、同伴类型等不同，会导致其在旅游在场

体验过程中对外界刺激有不同的感知，故区分两种旅游类型而进行细致化研

究是更有意义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合理选择旅游体验的某一阶段进行

针对化研究，对于探究何种因素真正对旅游者在场体验产生影响具有重要的

作用；以往的研究对于影响因素的选择较为零散，缺乏理论层面的规范和支

撑，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能够从比较系统的角度重新审视旅游在

场体验的影响因素。本文拟以心理学中的交互行为场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

“Ｓ—Ｏ—Ｒ”和情境理论等构建关于旅游在场体验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进
一步对旅游者的在场体验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构建

目前的研究未针对游客某一特定阶段的旅游体验开展，因而得出的实证结果

显得较为宽泛而不具针对性。本文借鉴交互行为场理论，对旅游在场体验进行系

统化的要素划分，探究何种因素会对在场体验具有影响作用。交互行为场的理论

由Ｋａｎｔｏｒ于１９２４年提出，其构建了刺激物、情境因素、媒介物、过往经验史、
反应能力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１２］，如图１所示。

旅游在场体验作为旅游者个体面临的一次 “心理事件”，其产生会受到了旅

游者个体反应能力、旅游过往经历、旅游刺激物、旅游接触媒介、旅游情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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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影响。交互行为场缺乏对情绪中介作用的阐述，而 “刺激 －机体 －反
应”的研究表明，个体情绪对旅游者的主观感知有显著地影响作用［１３－１４］，故本

文借鉴 “Ｓ－Ｏ－Ｒ”和Ｂｅｌｋ情境理论及研究成果［１４－１５］，构建了旅游在场体验影

响因素模型，如图２所示。模型包括的变量有：旅游吸引物 （刺激物真实性、刺

激物优美性）、过往旅游经历、旅游媒介 （正式旅游媒介、非正式旅游媒介）、

情境因素 （旅游时间、旅游氛围）、旅游情绪 （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旅游者

参与及旅游在场体验 （教育、逃逸、愉悦三个变量）等。为了准确测量各个要

素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对模型进行实证测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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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假设与问卷设计

（一）理论假设

１．旅游刺激物与旅游在场体验的关系假设

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１６］５９４，Ｆｒｉｄｇｅｎ［１７］３３等人研究表明，旅游者会追寻一些特别的当地
符号，因为这些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象征和精髓。此外，旅游刺激物的优美性作为

旅游资源的特性之一，其也会影响旅游者对旅游在场体验感知。因此，本文假设

如下：

Ｈ１ａ：真实性与教育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ｂ：真实性与逃逸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ｃ：真实性与愉悦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２ａ：优美性与教育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２ｂ：优美性与逃逸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２ｃ：优美性与愉悦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２．旅游媒介与旅游在场体验的关系假设
旅游媒介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旅游媒介。正式旅游媒介会对旅游者体验产生重

要的影响作用；同时，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１８］１７４，Ｍｉｋｏｎｏ［１９］３９２提出，旅游同伴等非正式媒介
的互动和交流会影响个体旅游体验的获得。故本文假设：

Ｈ３ａ：正式旅游媒介与教育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３ｂ：正式旅游媒介与逃逸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３ｃ：正式旅游媒介与愉悦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４ａ：非正式旅游媒介与教育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４ｂ：非正式旅游媒介与逃逸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４ｃ：非正式旅游媒介与愉悦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３．情境因素与旅游在场体验的关系假设
顾客的体验来自于顾客与实体店环境、服务员工、服务政策与其他顾客之间

的互动，同时，是否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实体产品选择对于个体购买行为产生重

要影响。因此，本文假设：

Ｈ５ａ：旅游氛围与教育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５ｂ：旅游氛围与逃逸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５ｃ：旅游氛围与愉悦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６ａ：时间因素与教育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６ｂ：时间因素与逃逸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６ｃ：时间因素与愉悦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４．过往旅游经历与旅游在场体验的关系假设

ＬｉＹｉｐｉｎｇ［２０］的旅游体验影响因素模型中曾强调了过去的体验经历对于现在旅
游体验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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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７ａ：过往旅游经历与教育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７ｂ：过往旅游经历与逃逸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７ｃ：过往旅游经历与愉悦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５．旅游者参与和旅游在场体验的关系假设

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２１］认为，只有个体参与到了活动中且活动的难度与个体能力
技术相符时，个体才会产生流体验。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Ｈ８ａ：旅游参与与教育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８ｂ：旅游参与逃逸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８ｃ：旅游参与愉悦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６．旅游者情绪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假设
个体行为研究中一般将个体中介变量设定为个体的正向和负向情绪，并强调

情绪对个体接受外界刺激、做出积极和消极反应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故本文对

于个体情绪与旅游在场体验的关系假设如下：

Ｈ９ａ：积极情绪与教育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９ｂ：积极情绪与逃逸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９ｃ：积极情绪与愉悦体验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９ｄ：消极情绪与教育体验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Ｈ９ｅ：消极情绪与逃逸体验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Ｈ９ｆ：消极情绪与愉悦体验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相关研究表明［１４，１９］，旅游者所接触到的正式与非正式媒介会对个体情绪产

生影响。但未探讨刺激物真实性、旅游者过往经历及旅游时间与旅游者个体情绪

间的关系，故本文进行了如下假设：

Ｈ１０ａ：旅游正式媒介与积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０ｂ：旅游正式媒介与消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０ｃ：旅游非正式媒介与积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０ｄ：旅游非正式媒介与消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１ａ：旅游时间与积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１ｂ：旅游时间与消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Ｈ１２ａ：旅游刺激物的真实性与积极性情绪存在显著地正向关系
Ｈ１２ｂ：旅游刺激物的真实性与消极性情绪存在显著地正向关系
Ｈ１３ａ：过往旅游体验与积极情绪存在显著地正向关系
Ｈ１３ｂ：过往旅游体验与消极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二）问卷设计

问卷中的题项既参考了以往现有的成熟量表成果［２，１５，２２，２３］，一些未成熟量表

的题项则进行自行设计，各量表如表１所示。本文所涉及的潜变量均采用李克特
五点量表进行，分别定义为 “完全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

并依次赋予５～１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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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潜在变量的测量题项

真实性

ＡＵ１ 景点保持了历史原貌

ＡＵ２ 景点体现了当地的文化

ＡＵ３ 景点的一切看上去都很真实

ＡＵ４ 景点没有刻意造假、模仿的感觉

优美性

ＡＢ１ 这里的景色很迷人

ＡＢ２ 这里的风景秀丽

ＡＢ３ 景色体现自然的和谐美

旅游服务人员

ＳＥ１ 旅游服务人员对我们很热情

ＳＥ２ 旅游服务人员对我们很友好

ＳＥ３ 旅游服务人员为我提供很多帮助

ＳＥ４ 旅游服务人员告诉我很多旅游信息

旅游同游者

ＣＯ１ 我与同伴相处得很融洽

ＣＯ２ 我与同伴在旅游中互相帮助

ＣＯ３ 我与同伴相互交流旅游感受

ＣＯ４ 我与同伴相互交流旅游经验

旅游活动参与性

ＰＡ１ 景区内有很多有趣的参与性活动

ＰＡ２ 景区的体验活动能吸引我参加

ＰＡ３ 景区的体验活动很有互动性

ＰＡ４ （后期删除） 服务过程中，我愿意配合服务人员的工作

ＰＡ５ （后期删除） 对服务不满时，我会进行投诉

旅游氛围

ＡＴ１ （后期删除） 景区内营造的氛围很吸引我

ＡＴ２ 景区的设计和布局很漂亮

ＡＴ３ 我可以在景区内轻松随意的游玩

ＡＴ４ 我在景区内感到舒适自由

旅游时间

ＴＭ１ 我可以在景区内自由支配时间

ＴＭ２ 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景区内游玩

ＴＭ３ 我可以在喜欢的地方停留较长时间

ＴＭ４ 我的游玩时间没有被严格限制

旅游过往经历

ＰＥ１ 我曾去过类似的景点游玩

ＰＥ２ 我曾以类似的旅游方式出游

ＰＥ３ 我曾有过类似的旅游感受

旅游者正向情绪

ＰＥＭ１ 兴奋的

ＰＥＭ２ 愉快的

ＰＥＭ３ 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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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旅游者负向情绪

ＮＥＭ１ 生气的

ＮＥＭ２ 失望的

ＮＥＭ３ 无聊的

旅游者教育体验

ＫＮ１ 增进了我对目的地的了解

ＫＮ２ 获得了很多关于目的地的知识和信息

ＫＮ３ 我了解了目的地很多不同的事物

旅游者逃逸体验

ＥＳ１ 我感觉我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ＥＳ２ 我远离了烦恼

ＥＳ３ 我融入景色中，忘记了一切

旅游者愉悦体验

ＥＮ１ 我觉得很开心

ＥＮ２ 我很享受在这里

ＥＮ３ 我在这里获得了很多快乐

三、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

（一）预测试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问卷的预测试时间集中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到１月６日，问卷在厦门市厦门大
学、南普陀景区和鼓浪屿景区等景点进行发放，共发放预测试问卷１７３份，回收
问卷１５５份，其中有效问卷１４７份，有效问卷的比例为８４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对预测试问卷中的各个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如表２所示。依据Ｃｒｏｎｂｒａｃｈｓ系数值
大于０７和ＣＩＴＣ系数大于０４标准，删除 “旅游者参与”（ＰＡ）的 ＰＡ４和 ＰＡ５
两个题项，其他题项暂且保留。

表２　各题项的信度分析表

Ｉ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ｎ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Ｓｃａｌ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ｆ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ｔｅｍ－
Ｔｏ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ｎｂｒａｃｈｓα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ｒｏｎｂｒａｃｈｓα

ＡＵ１ １１４８ ４７０３ ０５６３ ０７３８

０７８１ＡＵ２ １１２７ ５３４７ ０５２１ ０７６２

ＡＵ３ １１６９ ３９２６ ０７２５ ０６４８

ＡＵ４ １１７４ ４２３４ ０５６３ ０７４５

ＡＢ１ ８４６ １５９３ ０７２０ ０６９５
０８１６ＡＢ２ ８４１ １６５４ ０７６７ ０６６１

ＡＢ３ ８４９ １５８０ ０５４９ ０８８９

ＰＡ１ １３９５ ５８４６ ０７２９ ０６０７
０７４４ＰＡ２ １３９０ ５８４６ ０７０８ ０６１５

ＰＡ３ １３９３ ５９１３ ０７２１ 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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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Ｉ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ｎ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Ｓｃａｌ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ｆ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ｔｅｍ－
Ｔｏ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ｎｂｒａｃｈｓα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ｒｏｎｂｒａｃｈｓα

ＰＡ４ １３０３ ９０３３ ０１０９ ０８１４

ＰＡ５ １３４４ ７７００ ０３１５ ０７６７

ＡＴ１ １２２４ ３０９０ ０５４６ ０６６５

０７３６ＡＴ２ １２２６ ３１７９ ０４８５ ０７０１

ＡＴ３ １２１０ ３１１４ ０４８６ ０７０２

ＡＴ４ １１９７ ３１３６ ０６０４ ０６３７

ＴＭ１ １２２６ ６６１８ ０６９５ ０８５５

０８７５ＴＭ２ １２３８ ５８６８ ０７７２ ０８２３

ＴＭ３ １２３０ ６０６０ ０７４８ ０８３３

ＴＭ４ １２４３ ５７６７ ０７２０ ０８４６

ＳＥ１ １１２６ ６１５２ ０８３２ ０９００

０９２５ＳＥ２ １１２０ ５９７２ ０８５１ ０８９３

ＳＥ３ １１３７ ５９３３ ０８７６ ０８８５

ＳＥ４ １１３７ ６１６７ ０７４７ ０９２９

ＣＯ１ １３３５ ２９７０ ０８９５ ０９１６

０９４３ＣＯ２ １３３３ ３０４３ ０８７６ ０９２２

ＣＯ３ １３４３ ２８７７ ０８８９ ０９１７

ＣＯ４ １３５０ ２７７２ ０８１２ ０９４６

ＰＥＭ１ ８６７ １３０４ ０５９１ ０８０６
０７９６ＰＥＭ２ ８３７ １５１０ ０８０５ ０５８１

ＰＥＭ３ ８３８ １６３５ ０５７５ ０７８７

ＮＥＭ１ ３９７ ３１７０ ０８９９ ０９３３
０９５２ＮＥＭ２ ３８７ ２７５７ ０９２０ ０９１３

ＮＥＭ３ ３８５ ２８４０ ０８８５ ０９４１

ＰＥ１ ８１１ ２１１１ ０７０４ ０７６０
０８３２ＰＥ２ ７９０ ２２６５ ０７４８ ０７１１

ＰＥ３ ７９３ ２６１２ ０６３５ ０８２２

ＫＮ１ ８３６ １６４３ ０７６１ ０８３７
０８７９ＫＮ２ ８４６ １４２８ ０８２２ ０７７６

ＫＮ３ ８４６ １４４２ ０７２７ ０８６９

ＥＮ１ ８３１ １７１０ ０８５９ ０９０４
０９３３ＥＮ２ ８３５ １６２７ ０８８３ ０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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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Ｉ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ｎ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Ｓｃａｌ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ｆ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ｔｅｍ－
Ｔｏ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ｎｂｒａｃｈｓα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ｒｏｎｂｒａｃｈｓα

ＥＮ３ ８３８ １７８５ ０８４４ ０９１７

ＥＳ１ ７５４ ２５５２ ０６９９ ０８０２
０８４７ＥＳ２ ７１３ ３０４５ ０６６９ ０８３２

ＥＳ３ ７４４ ２３４４ ０７９０ ０７０９

预测试问卷的效度分析结果显示，ＫＭＯ为０８０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伴随
概率 Ｐ值小于００００（如表３所示），说明问卷的整体效度较好。预测试问卷
的所有观测变量共提取了１３个因子，１３个因子累积可解释问卷整体变异量的
７６５５３％。根据问卷题项净化的原则，同一个观测变量不能再两个不同的因子
上具有大于０４的因子负荷值，故删除 ＡＴ１。经过问卷测量题项的净化，本文
共得到１３个因子，这１３个因子基本与本文理论模型中的相关潜在变量设定
相符。

表３　预测试问卷效度分析表
ＫＭＯａｎｄ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０８０９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５５１４８６６

ｄｆ １０８１

Ｓｉｇ． ００００

（二）正式问卷发放

自助游游客的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７日到３月２日，调查主要在厦门的
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鼓浪屿、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等地进行，期间共发放问卷

４００份，回收问卷３７７份，回收率为 ９４３％，其中有效问卷 ３５１份，有效率为
８７８％，有效问卷满足了样本量的最低要求。

问卷显示，自助游游客的男女游客的比例分别为５２４％和４７６％；在１８～
３０岁之间的游客是自助游游客的主要构成人群，约占５１９％；收入低于１９９９元
约占２９６％，而介于２０００～３９９９元的游客约占２７１％；自助游客中学生所占的
比例和企业人员分别为２８８％和２９９％。通过自助游游客的构成发现，年龄较
年轻的游客是自助游游客的主力，同时收入在小于４０００元的游客所占的比例也
较高。

本文对各个观测变量进行了ＣＦＡ验证 （如表４所示），各个潜在变量的组合
信度位于０７５９～０９３５之间，组合信度远高于０６的标准，各测量变量的标准
化因子负荷量均大于０４。从整个问卷各个潜在变量组合信度和 ＡＶＥ指标来看，
说明整个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内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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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自助游游客样本问卷的聚合效度分析列表

潜变量 测量变量 标准化因子负荷量 组合信度 ＡＶＥ

ＡＵ

ＡＵ１ ０６１３

ＡＵ２ ０５１４

ＡＵ３ ０８０８

ＡＵ４ ０７０３

０７５９ ０４４７

ＡＢ

ＡＢ１ ０８７８

ＡＢ２ ０９０８

ＡＢ３ ０７４３

０８８２ ０７１６

ＰＡ

ＰＡ１ ０８３１

ＰＡ２ ０８８７

ＰＡ３ ０８７３

０８９８ ０７４７

ＡＴ

ＡＴ２ ０６８３

ＡＴ３ ０７５４

ＡＴ４ ０７３０

０７６６ ０５２３

ＴＭ

ＴＭ１ ０８１７

ＴＭ２ ０８７６

ＴＭ３ ０６９４

ＴＭ４ ０６２９

０８４３ ０５７８

ＳＥ

ＳＥ１ ０９０３

ＳＥ２ ０９２５

ＳＥ３ ０８３６

ＳＥ４ ０７１３

０９１０ ０７２０

ＣＯ

ＣＯ１ ０９３８

ＣＯ２ ０９４７

ＣＯ３ ０８０５

ＣＯ４ ０７２３

０９１７ ０７３７

ＰＥ

ＰＥ１ ０６７９

ＰＥ２ ０７１２

ＰＥ３ ０８３０

０７８６ ０５５２

ＰＥＭ
ＰＥＭ１ ０６５５
ＰＥＭ２ ０８６３
ＰＥＭ３ ０７５６

０８４７ ０５８２

ＮＥＭ

ＮＥＭ１ ０８５７
ＮＥＭ２ ０９５０
ＮＥＭ３ ０９２１

０９３５ ０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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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潜变量 测量变量 标准化因子负荷量 组合信度 ＡＶＥ

ＫＮ

ＫＮ１ ０７９９

ＫＮ２ ０８９３

ＫＮ３ ０８３３

０８８０ ０７１０

ＥＮ

ＥＮ１ ０８７６

ＥＮ２ ０８６８

ＥＮ３ ０８９４

０９１１ ０７７３

ＥＳ

ＥＳ１ ０７１３

ＥＳ２ ０７７６

ＥＳ３ ０８５２

０８２５ ０６１２

本文对自助游游客问卷数据的区别效度进行检验，１３个潜在变量的 ＡＶＥ均
大于其与其他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平方，故问卷数据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总体

而言，自助游游客的样本问卷整体质量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别

效度。

（三）模型分析和假设检验

将３５１份自助游游客的正式问卷导入ＡＭＯＳ２００中，选择常用的其方差与自
由度比值、ＲＭＳＥＡ、ＲＭＲ、ＣＦＩ、ＧＦＩ和ＡＧＦＩ等指标进行分析，如表５所示。方
差与自由度之比为１７４２，ＲＭＲ为００２９，满足了 ＲＭＲ应小于００５的良好适配
度要求，ＲＭＳＥＡ为 ００４６，小于 ００８，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度，而 ＣＦＩ、
ＩＦＩ、ＴＬＩ等三个指标均大于０９，而 ＲＦＩ、ＧＦＩ和 ＡＧＦＩ等虽小于０９，但也均大
于０８。说明本文建立的模型和自助游游客样本数据之间具有较好的拟合性。

表５　自助游游客的测量模型拟合优度列表

χ２／ｄｆ 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ＲＦＩ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ＰＮＦＩ

１７４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６ ０９４２ ０９４３ ０９３３ ０８５７ ０８５２ ０８２２ ０７０６ ０７６０

自助游游客的测量模型与数据具有较好的匹配度，因此本文对旅游者在场体

验影响因素的路径假设进行进一步的验证，自助游游客的各个路径参数估计的结

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自助游游客模型的路径检验和假设检验的结果

研究假设 潜变量关系 标准化系数 ＣＲ Ｐ值 结论

Ｈ１ａ ＡＵ→ＫＮ ０４２２ ３０２５ ０００２ 支持

Ｈ１ｂ ＡＵ→ＥＳ ０２３２ １７８８ ００７４ 不支持

Ｈ１ｃ ＡＵ→ＥＮ ０５１７ ２８４０ ０００５ 支持

Ｈ２ａ ＡＢ→ＫＮ ０２５１ ３５５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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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研究假设 潜变量关系 标准化系数 ＣＲ Ｐ值 结论

Ｈ２ｂ ＡＢ→ＥＳ ０３５８ ４９２９  支持

Ｈ２ｃ ＡＢ→ＥＮ ０２７２ ４６５３  支持

Ｈ３ａ ＳＥ→ＫＮ ００２９ ０３５２ ０７２５ 不支持

Ｈ３ｂ ＳＥ→ＥＳ ００７８ ０９６７ ０３３３ 不支持

Ｈ３ｃ ＳＥ→ＥＮ ００１２ ０１２０ ０９０５ 不支持

Ｈ４ａ ＣＯ→ＫＮ ０１５５ １６８４ ００９２ 不支持

Ｈ４ｂ ＣＯ→ＥＳ ０２９９ ３３３２  支持

Ｈ４ｃ ＣＯ→ＥＮ ０３０２ ２４０７ ００１６ 支持

Ｈ５ａ ＡＴ→ＫＮ ０１４１ １６７０ ００９５ 不支持

Ｈ５ｂ ＡＴ→ＥＳ ０１６４ １９６２ ００５０ 支持

Ｈ５ｃ ＡＴ→ＥＮ ０２３７ ３２３２ ０００１ 支持

Ｈ６ａ ＴＭ→ＫＮ ０１８０ １８２２ ００６９ 不支持

Ｈ６ｂ ＴＭ→ＥＳ ０２４３ ２４６９ ００１４ 支持

Ｈ６ｃ ＴＭ→ＥＮ ０３６４ ２７３２ ０００６ 支持

Ｈ７ａ ＰＥ→ＫＮ ０１１９ １３８４ ０１６６ 不支持

Ｈ７ｂ ＰＥ→ＥＳ ０２６２ ３０５８ ０００２ 支持

Ｈ７ｃ ＰＥ→ＥＮ ０２１０ １９１９ ００５５ 不支持

Ｈ８ａ ＰＡ→ＫＮ ０１４９ ２３９７ ００１７ 支持

Ｈ８ｂ ＰＡ→ＥＳ ０１４６ ２３４５  支持

Ｈ８ｃ ＰＡ→ＥＮ ００１６ ０３２１ ０７４８ 不支持

Ｈ９ａ ＰＥＭ→ＫＮ ０４８０ ４２０３  支持

Ｈ９ｃ ＰＥＭ→ＥＮ ０５１５ ４０７７  支持

Ｈ９ｂ ＰＥＭ→ＥＳ ０４４１ ４１９１  支持

Ｈ９ｄ ＮＥＭ→ＫＮ －００３１ －０５６２ ０５７４ 不支持

Ｈ９ｆ ＮＥＭ→ＥＮ －００６４ －１４１７ ０１５６ 不支持

Ｈ９ｅ ＮＥＭ→ＥＳ －００９８ －１７８５ ００７４ 不支持

Ｈ１０ａ ＳＥ→ＰＥＭ ０１０１ １４１９ ０１５６ 不支持

Ｈ１０ｂ ＳＥ→ＮＥＭ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３ ０８９４ 不支持

Ｈ１０ｃ ＣＯ→ＰＥＭ ０３１９ ４５６５  支持

Ｈ１０ｄ ＣＯ→ＮＥＭ －００５９ －１０５８ ０２９０ 不支持

Ｈ１１ａ ＴＭ→ＰＥＭ ０３２３ ４２７０  支持

Ｈ１１ｂ ＴＭ→ＮＥＭ －０２５９ －４１５７  支持

Ｈ１２ａ ＡＵ→ＰＥＭ ０４４７ ４７１２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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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研究假设 潜变量关系 标准化系数 ＣＲ Ｐ值 结论

Ｈ１２ｂ ＡＵ→ＮＥＭ －０２２８ －３２４３ ０００１ 支持

Ｈ１３ａ ＰＥ→ＰＥＭ ０２１８ ３００７ ０００３ 支持

Ｈ１３ｂ ＰＥ→ＮＥＭ －００１０ －０１８０ ０８５７ 不支持

　　注：表示显著水平为 ０００１；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１；表示显著性水平
为００５。

从表６中可知，真实性对于游客的教育和愉悦体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性，研究假设 Ｈ１ａ、Ｈ１ｃ、Ｈ１２ａ和 Ｈ１２ｂ得到支持；优美性对于
自助游个体教育、逃逸、愉悦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作用；时间因素对于游客的积

极和消极情绪、愉悦和逃逸的路径系数显著，Ｈ６ｂ、Ｈ６ｃ、Ｈ１１ａ、Ｈ１１ｂ得到验证；旅
游同伴对积极情绪、逃逸和愉悦的路径系数显著；游客的过往体验会对旅游者的

积极情绪和旅游者逃逸体验产生显著影响；游客参与性对于教育和逃逸体验的路

径系数较为显著；旅游氛围对于自助游游客的逃逸和愉悦体验都具有显著地影响

作用，研究假设Ｈ５ｂ、Ｈ５ｃ得到验证。测量模型的路径检验显示，旅游者的积极情
绪对于旅游者教育、逃逸和愉悦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的

Ｈ９ａ、Ｈ９ｂ、Ｈ９ｃ的研究假设。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构建了旅游在场体验的影响因素模型，结合厦门自助游游客进行实证

分析，最终得出了一系列旅游在场体验的研究结论。

第一，厦门自助游游客的数据分析和各研究假设的验证结果表明，本文构

建的旅游在场体验影响因素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

观和主观多种因素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在场体验的个体感知。本文以厦门自助游

游客为基础的数据结果验证了交互行为场理论的现实价值，即旅游者的心理感

知会受到外界刺激物优美性、真实性、各类旅游媒介及旅游者以往旅游体验的

影响。同时，本文结合情境理论和 “Ｓ—Ｏ—Ｒ”理论对原有的交互行为场理论
进行扩充并构建了旅游在场体验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表明，对于旅游者在场

体验的心理感知，外部旅游环境中的情境因素，如景区内的旅游氛围、游客的

游玩时间等因素等均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说明将情境理论加入到模型中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合理性；交互行为场理论未对个体情绪这一中介变量进

行考量，本文将个体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加入旅游在场体验影响因素的模型中，

实现了交互行为场理论与 “Ｓ—Ｏ—Ｒ”的融合，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个体情
绪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旅游者在场体验中确实起到了显著的影响作用。

通过个体情绪这一变量的引入，使得本文构建的旅游在场体验影响因素模型有

效地解释了旅游者受到旅游外部因素、旅游者个体经历等影响，又通过旅游者

情绪变化，最终影响旅游者教育、愉悦、逃逸等旅游在场体验的这一心理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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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旅游在场体验作为旅游者的一种在场心理感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旅游正式媒介对旅游者在场体验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与 Ｓｕａｎｎａ
Ｃｕｒｔｉｎ［６］２２３、谢彦君［１１］１９２ （２０１０）等人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究其原因有可能是
因为本文选择的自助游游客调查景区均为开放性景区，景区内的正式旅游服务

人员较为分散，这使得自助游游客较少接触到正式旅游服务人员，而更依赖于

旅游同伴或当地居民等。从现实看，旅游景区应优化景区的设计布局和旅游线

路，控制游客密度，为旅游者提供适度的个人空间，打造与良好的旅游氛围。

同时，适度开设一些旅游参与性和体验性活动，加强旅游者与旅游刺激物之间

的互动，提高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历史等的了解，使其获得较高的愉悦

体验。

第三，以往未得到广泛关注的 “真实性”在旅游者在场体验中发挥重要的

影响作用，该因素会显著影响自助游游客的旅游情绪、教育和愉悦体验。这一研

究结论印证了 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１６］５８９，Ｆｒｉｄｇｅｎ［１７］１９等人的观点，说明寻找一种 “本真

性”的符号化物质，已成为旅游者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

自助游客对于旅游刺激物优美性都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因此景区在开发时，应力

求真实性和优美性的平衡开发。

第四，旅游者的旅游情绪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旅游者的积极情绪

进一步对教育、愉悦和逃逸体验等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研究显示，自助游游客

的积极情绪受到真实性、旅游时间、旅游同伴和过往旅游体验的影响，消极情绪

仅受到真实性、旅游时间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表明，旅游服务商 （者）应参

与到自助游游客的服务中，促使其产生良好的旅游情绪，优化自助游游客的旅游

在场体验感知。旅游景区在进行市场宣传时，应着重强调旅游刺激物的真实性内

涵，使自助游游客在搜集旅游信息时，可以了解到相关的真实性知识。此外，旅

游景点应适当的增设旅游服务等项目，使自助游游客可以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正

式旅游服务人员。

旅游在场体验是一种互动行为的产物，旅游者主动的参与行为和良好心理

状况等都会为旅游者获得良好的旅游在场体验提供保证。自助游游客应尽可能

多接触当地居民，借助正式旅游媒介和非正式旅游媒介，达到了解异地的文

化、欣赏优美景色的目的，通过提高自身的旅游参与度达到自身融入景色、逃

离烦恼的目的。同时，旅游同伴的关系对其旅游情绪、旅游在场体验等都具有

显著的影响作用，这与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１８］１３６结论相一致。和谐的氛围促使游客保持愉
悦、开心和兴奋的旅游情绪，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体氛围是获得高质量旅游体

验的保证，因此旅游者应提高自身与旅游同伴的融入度、秉承同伴间相互包容

的态度、加强自身与旅游同伴间的交流和信息沟通，提高自身的旅游积极

情绪。

第五，旅游者过往经历对旅游情绪和旅游在场体验感知具有较强的影响作

用。实证显示，过往旅游体验会直接影响个体的积极情绪和逃逸体验，这说明无

论过往旅游经历回忆如何，终究会为旅游者留下或多或少的回忆，而当旅游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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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遇到类似情境，个体会以一种既定的惯性对这一情境做出反应。旅游者每一次

的旅游在场体验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记忆链，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微小的失

误都会打破前期良好体验的累积效果。因此，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景区应避免

短视的经济行为，不做所谓的 “一锤子”买卖，避免因短期经济利益而损害旅

游者的消费利益，应注重自身良好口碑的打造，从而使旅游者每一次满意的旅游

体验都成为下一次旅游体验的良好基础。

旅游在场体验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心理感知，由于研究经费有限，本文问卷调

查主要针对厦门景区内的自助游游客，而其他类型游客 （如团队游客）的旅游

在场体验影响因素未进行细致的探讨。本调查是对旅游者在场体验的即时调查，

调查数据属于静态的截面数据，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采用跟踪调查的方法，通过长

期和连续的调查探究其相互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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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ｅｎｃ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１）：３８７－３９４．

［２０］ＬＩＳＰ，ＦＥＳＥＮＭＡＩＥＲＲＤ．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ｔｏｕｒｉ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ｐｌａｃｅｓｖｉａｓｈａｒｅｄｖｉｄｅｏｓ［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１）：２４－４０．

５６第５期　杨　晶，黄福才，李玉新：交互行为场视角下的游客在场体验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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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ｏｏｌ，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００５，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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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Ｘｉａｍｅ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ｒａｗ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ｓｆｏｌ
ｌｏｗ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ｅｓｃａｐ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ｊｏｙｆｕ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ｅｄｉｕｍｓ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ｅｓｃａｐ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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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ｌａｙ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ｏｎ－ｓｉｔｅ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ｏｍ
ｐａｎｉｏｎ，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ｕｒｉｓｔｏｎ－ｓｉ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Ｘｉａ
ｍｅｎ

更正声明

本刊２０１７年第９卷第４期 “旅游思想汇”栏目中 《“快旅慢游”新格局下

的旅游交通发展》一文，第１０页作者信息 “王慧娴：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博士，山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讲师”更正为 “王慧娴：山西财经大学旅

游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特此声明！

《旅游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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