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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活动给旅游地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而这些负

面影响与旅游者行为密不可分，因此研究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就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对近２０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文献进行对比、分析、

总结，发现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与测量模型、

驱动因素、行为管理，并且国内外学者在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上的研究方法基本一致，但

研究内容、研究应用、研究趋势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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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在各大行业发展相对放缓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快速增

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１］。但是随着旅游发展的 “全域化”和产业关联特

性日益凸显，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使旅游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无以为继，而

且会对景区所在地的其他相关产业和居民生活质量造成负面效应［２］２４。而景区生

态环境质量与旅游活动的参与者———旅游者密切相关。一方面，旅游者的旅游活

动本身就是对景区生态环境的消耗，特别是部分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对景区生态

环境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景区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多样需求，在开发景区的过

程中也造成了对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积极引导和培育旅游者环境责任行

为已经成为绿色旅游领域的重要问题，而深入理解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

素和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３］。同时，国内外从不同学科角度研究环境责任行

为或者亲环境行为的成果较多，而研究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或亲环境行为的成果

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梳理并分析现有中外关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比

较了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及其相关或类似的概念、研究方法、驱动因素、引导与

管理，总结了中外在本问题上的研究差异，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文献概况与年谱分析

在已有文献中，相关研究术语主要包括环境责任行为、亲环境行为、环境关

怀行为、环境显著行为、环境行动主义、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行为等［２］１７。其

中，环境责任行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４］３６和亲环境行为 （ｐｒ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较早提出，并且研究相关问题学者对这两种描述认可度
和使用频率都较高。笔者在 ＣＮＫＩ中以 “旅游”或 “旅游者”和 “环境责任行

为”或 “亲环境行为”进行主题检索，剔除重复文献后，共有相关文献２０篇
（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在ＥＢＳＣＯ中，以 “ｔｏｕｒｉｓｍ”或 “ｔｏｕｒｉｓｔ”作为主题语，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或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作为标题
或摘要进行检索，剔除重复文献后，共有文献５８篇 （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因
此，本文选取与主题直接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共７８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归纳分
析法将检索的文献进行分类汇总，发现中文文献发表期刊不集中，而外文文献主

要集中在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和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上发表，主题性和
代表性较强。年谱分析见图１。国外关于旅游情境下的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早于
国内，２０１０年后数量急剧增长；而国内该主题的研究起始于２００９年，且总体数
量少于外国文献。

二、研究方法的中外比较

通过对检索到的７８篇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国内外研究方法多采用定量
方法为主、定性法为辅的模式。即用文献研究法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已

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构造模型，再进行定量分析以得出结论。虽然研究方

法大体相同，但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应用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一部分直接将社

会心理学理论模型应用到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中，如 ＵＮＴＡＲ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使用计划行为理论 （ＴＰＢ，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研究了旅游情境下
消费者亲环境行为与态度问题［５］，邱宏亮 （２０１７）使用认知—情感人格系统
（ＣＡＰ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研究了旅游节庆意象、节庆依恋、
节庆游客环境责任态度与行为问题［６］８５，ＫｉａｔｔｉｐｏｏｍＫｉａｔｋａｗｓｉｎ（２０１７）将ＶＢ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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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Ｖａｌｕ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Ｎｏｒｍｔｈｅｏｒｙ）［７］与期望理论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８］相结合研
究了年轻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意愿［９］；另一部分则是利用以往研究成果结论对问

题提出新假设，再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新假设，如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将Ｋｙ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在休闲娱乐情境下中被验证的结论用于
旅游情境下的研究中［１０］，Ｒａｎｄａ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将 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５）的导游角色研
究成果用于导游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激发作用的研究中［１１］，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将以往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测量标准的研究成果用于辨别旅游者环境责
任行为群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１２］。值得注意的是，国外
研究在充实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已经开始进行对比研究、长期跟踪研究，如 Ｈ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对在家和观看体育赛事两种情境下的旅游者亲环境行为进行的对比
和长期跟踪研究［１３］，Ｎｉｃｏｌｅ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对于在家和在节庆活动下亲环境责任
行为的对比研究［１４］。这也为国内今后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三、研究内容的中外比较

（一）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与测量模型

广义的环境行为，是指能够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者环境保护的行为。它可以

是正面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如资源回收等；也可以是负面的行为，如浪

费能源等。现有文献中的环境行为多指正面环境行为［１５］。环境责任行为 （ＥＲＢ）
最早由Ｂｏｒｄｅｎ和Ｓｃｈｅｔｔｉｎｏ提出，并将之定义为 “个人和群体为补救环境问题而

实施的一切行动”［４］３７。Ｓｉｖｅｋ和 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１９９０）认为，环境责任行为是指
“个体或群体为减少自然资源利用，或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而采取的一系列

行为”［１６］。相对于 Ｂｏｒｄｅｎ和 Ｓｃｈｅｔｔｉｎｏ（１９７９）给出的定义，Ｓｉｖｅｋ和 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
对ＥＲＢ的定义更具一般性和包容性，因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广为研究者所引用。
另有一部分学者则?用亲环境行为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这一术语来说
明个人或群体减少对环境消极影响的行为。Ｋｏｌｌｍｕｓｓ和 Ａｇｙｅｍａｎ（２００２）将亲环
境行为概括为 “个人有意识地寻求将自己行为对外界的负面影响最小化”［１７］。这

一定义也被较多学者认同并应用到相关研究定义中。Ｌｅｅ（２０１３）在概念化和测
量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中对认同度较高的环境责任行为术语进行了总结，认为

“环境责任行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环境关怀行为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亲环境行为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环境显著行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和 “可持续行为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都属于环境责任行为范畴［１８］４５７。至此，关于环境行为相关概念研

究总结已经较为完善和深入，对以后的研究中概念的使用起到了规范作用。由于

国外特定地点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多是将成熟的一般环境责任行为测量标准应用到

特殊情境，如野生动物保护区、水族馆、植物园等，学者们并未总结旅游情境下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概念与定义。而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起步较晚，尚

未形成公认的学术定义，学者们对在国内旅游环境下如何定义仍在进行探究，表

１对国内学者的定义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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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定义

研究者 环境责任行为的定义

李宗鸿

（２０１３）

环境责任行为是游客努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或是有助于环境保护／保护工作
和在目的地进行娱乐消遣或旅游活动时不打扰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行

为［１８］４５７。

范　钧
（２０１４）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也称为亲环境行为，定义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环境负

面影响最小化的行为或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行为［１９］５５。

余晓婷

（２０１５）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是指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主动减少负面环境影响或促进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行为［２０］４９。

柳红波

（２０１６）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是指旅游者在休闲／旅游活动中，针对目的地或景区所实

施的减少环境负面影响、促进环境保护的一系列行为［２１］。

罗文斌

（２０１７）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 （Ｔｏｕｒｉ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ＥＲＢ）定义
为：游客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而主动采取的有利于旅游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若干行动［２２］１６２。

为了测量环境责任行为，学者们将环境责任行为划分为不同维度，其中

Ｓｍｉｔｈ－Ｓｅｂａｓｔｏ和Ｄｃｏｓｔａ将环境责任行为划分为教育行为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公民行为 （ｃｉｖｉ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财务行为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体力行为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法律行为 （ｌｅｇ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劝说行为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这六个维
度［２３］。这六个测量维度为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提供了一定标准。

Ｌｅｅ（２０１３）的研究认为，现有环境责任行为测量维度对一般环境责任行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测量有效，但如果要测量旅游者环
境责任行为这种特定地点环境责任行为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则需要考虑其他相关维度，即可持续行为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亲环
境行为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环境友好行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８］４５７。而国内学者李秋成 （２０１３）认为，这三个维度在测量内容上重
合度很高，例如该研究将 “我在景区会捡起地上的垃圾”归类于 “可持续行

为”，而将 “在景区野餐后，我不会将垃圾遗留”归类为 “环境友好行为”，两

者并无明显的区分度［２］４。ＫｉａｔｔｉｐｏｏｍＫｉａｔｋａｗｓｉｎ（２０１７）提出用 “生物价值观

（ＢｉｏｐｈｅｒｉｃＶａｌｕｅ）”“利他价值观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利己价值观 （ＥｇｏｉｓｔｉｃＶａｌ
ｕｅ）”“新生态范式 （Ｎｅ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后果意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责任归因 （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亲环境个人规范 （Ｐｒ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Ｎｏｒｍ）” “效价 （Ｖａｌｅｎｃｅ）” “手段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和
“期望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这１０个维度来预测 “旅游情境下旅游者亲环境意愿 （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ｈａｖｅ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Ｗｈｉｌｅ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９］８０，但由于提出时间较
近，学术领域仍需对此测量维度进行进一步验证。因此，现阶段对一般环境责任

行为概念及测量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对特定地点环境责任行为概念和测量还需

要更多实证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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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最终是要服务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研

究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并通过影响驱动因素去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

行为就具有重要意义。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起始于国外环境责任行为驱

动因素研究，国内学者孙岩、武春友 （２００７）将环境行为研究范式归类为基于社
会心理学和环境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将环境行为影响变量归类为态度变量、个性

变量、认知变量、情境变量［２４］；国内学者李秋成 （２０１５）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分类总结，不仅把驱动因素分为人口统计特征、社会－
心理因素、情感因素、情景背景因素，还将这些因素与环境责任行为具体关系、

理论假设与视角总结出来，为以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２］３２；国

内学者洪学婷、张宏梅 （２０１６）对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
４６７５篇环境责任行为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并对国内相关研究提出了展望［２５］。

在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关于旅游者

环境责任行为的实证研究，且国内外研究的侧重点差异明显。其中，国内学者研

究思路是在某一旅游地验证相关假设以得到适用于其他旅游地的驱动因素，因此

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国外学者偏向于将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成

果应用到特殊旅游地，故提出的假设和结论具有特殊性，这种区别与国内外环境

责任行为研究发展历程和思路密不可分。同时可以发现，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

为的研究也有向特殊旅游情境方向发展的趋势，如邱宏亮 （２０１７）关于旅游节庆
情境下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６］８５。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区别，笔者选取了国内外

已有研究成果中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比较，见表２和表３。
表２　国内典型案例

国内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祁秋寅

（２００９）
四川九寨沟

（１）游客对环境越有感情，越有保护环境的行为倾向。（２）游客
的环境知识与其环境保护行为有较强的相关性。（３）游客的环境
道德对环境行为倾向影响虽然较小，但存在一定的关系，说明了

道德观对人们的环境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游客的环境保护与

开发的责任态度与行为倾向的关系没有显著性［２６］４３。

范　钧
（２０１４）

浙江旅游

度假区

（１）旅游地认知意象各要素均显著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
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服务意象、设施意象、安全意象及景观

意象。（２）相比旅游地意象各要素，地方依恋是驱动旅游者环境

责任行为更为重要的要素［１９］６０。

李秋成

（２０１５）
浙江西溪

湿地

（１）情感、规范、信任等关系层面因素与旅游者意愿具有直接影
响，且不同层面的关系要素对不同层次的意愿影响具有差异性。

（２）理性流派ＴＰＢ的模型和规范流派的 ＮＡＭ模型对旅游者针对
景区实施的意愿均具有良好的解释力。（３）人地、人际互动因素
既通过影响 “理性判断”，又通过 “道德判断”间接地驱动旅游

者在景区实施ＥＲＢ的意愿［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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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国内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余晓婷

（２０１５）
台湾三个

景区

（１）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可以归纳为个人因素和情境因
素两大类，个人因素包括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亲近自然旅游动

机、环境行为意向４个因素与游客环境认知、态度、情感、意志
内在主观心理相关的驱动因素，情境因素包括景区环境质量、景

区环境政策２个因素与旅游地环境场景、制度相关的外部性驱动
因素。（２）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受到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的
驱动，个人因素作用过程存在复杂的内部交织关系，并不能截然

区分开来，其对环境责任行为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既存在直接

影响又存在间接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大，而情境因素作用过程则

仅对环境责任行为起到直接作用，且作用力度较小［２０］５７。

黄　炜
（２０１６）

湖南张家界

武陵源风景区

（１）游客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越高，则其环境行为倾向越为正向。
（２）游客的环境信任对环境行为倾向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信任与环境行为存在正相关。（３）游客的环境期待与环境行
为存在负向关系，这说明游客对环境的期待程度越高，则越易形

成环境干扰行为。（４）游客的环境伦理观与其环境行为之间未发

现显著的相关性［２７］。

表３　国外典型案例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
Ｈａｌｐｅｎｎｙ
（２０１０）

加拿大

霹雳角国家

公园

（１）地方依赖能积极影响地方认同，而高度地方认同对于地方
依赖有调节作用；（２）地方依恋对于特定地点亲环境行为意愿
有较强预测作用，这支持了对于地点的情感、功能、认知是个

人选择保护特定地点的重要前提；（３）结余效应如公园的游客
可能会将他们对特定公园的依恋转移到其他环境可能会发生。

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个人对特定地点的认同感；（４）地方认同

和地方情感对特定地点的亲环境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２８］。

Ｈａｙｗａｎｔｅｅ
Ｒａｍｋｉｓｓｏ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澳大利亚

丹德农岭

国家公园

（１）地方依恋对旅游者低度和高度亲环境行为意愿有正向显著
影响；（２）地方依恋对地方满意度有正向显著影响；（３）地方
满意度对低度亲环境意愿有有正向显著影响；（４）地方满意度

对高度亲环境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２９］。

ＮａｍｙｕｎＫｉｌ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美国佛罗

里达国家

风景步道

（１）基于自然的远足者的环境态度对他们自述的环境责任行为
有积极显著影响；（２）环境态度正向显著地影响了基于自然的
亲环境动机，表明当徒步旅游者参加户外徒步活动时，徒步旅

游者的强烈亲环境态度可能会促进他们的亲环境动机和行为；

（３）有动机参加自然项目的旅游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采取
亲环境责任行为；（４）亲环境动机在亲环境态度与行为之间有

明显的调节作用［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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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ＳｏｐｈｉａＩｍｒ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巴基斯坦

喀喇昆仑

国家公园

研究将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分为四个部分：有商业目的的旅游企

业、保护区管理部门；当地居民、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游客，经

济效益、意识和信息、自上而下的治理和资源使用权这四个因素

会对利益相关者环境取向和任行为产生影响：（１）所有利益相关
者群体倾向于支持亲生态价值观并且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但

同时他们也对从保护区域资源中获得的收益感兴趣；（２）当地居
民和受保护的地区管理部门有较高的以生态为中心的倾向，而游

客和旅游企业更倾向于对环境的利己主义立场，即高地方认同与

高亲环境态度相关联；（３）当地旅游体验和信息缺乏会影响旅游
者环境取向和环境责任行为；（４）保护区当局的亲环境的态度可
能与他们较高的教育水平、形成的环境教育知识、公园的法律授

权，以及他们履行环境责任行为的义务有关［３１］。

Ｋｉａｔｔｉｐｏｏｍ
Ｋｉａｔｋａｗｓｉ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韩国七

所大学

研究将ＶＢＮ模型与期望理论相结合，认为旅游情境下旅游者亲
环境行为意愿与生物圈价值观、新生态范式、利他主义价值观、

利己主义价值观等因素相关，具体关系为：（１）生物圈价值观、
利他主义价值观、利己主义价值观正向影响新生态范式； （２）
新的生态范式正向影响后果意识，后果意识积极地影响责任归

属，责任归属积极影响亲环境个人规范，亲环境个人规范积极

影响旅游者在旅游时的亲环境行为意愿；（３）效价积极影响手
段，手段积极影响期望，期望正向影响旅游者在旅游时的亲环

境行为意愿；（４）新生态范式正向影响效价，后果意识认识影
响手段；（５）效价、手段正向影响亲环境个人规范；（６）除生
物圈价值观外，其他因素都正向显著间接影响旅游者在旅游时

的亲环境行为意愿［９］８６。

（三）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管理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最终服务于旅游业管理。由于国内外研究侧重点不

同，对于旅游业管理应用也较为不同。具体而言，国内研究更多从宏观上提出旅游

地管理意见，即在该景区研究成果可以部分应用于其他景区，如范钧 （２０１４）对于
浙江省旅游度假区的研究所得出的建议：“全面提升度假区旅游服务品质”“不断

完善度假区内外部设施体系”等，对全国旅游景区的管理都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１９］６４。对此，笔者对搜索结果中的１４篇文献的管理建议进行了总结，见表４。而
国外的研究结论大多数只能应用于实地研究的旅游地或类似的旅游地，具有较强的

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对于其研究的旅游地管理部门而言，这些管理建议可操作性

较强、意义较大。如ＦａｒｈａｄＭｏｇｈｉｍｅｈｆａｒ（２０１６）对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立公园野
外露营者亲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所得出的建议：“提供回收设施，设计良好的火坑，

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柴火，以及为容纳大型房车、露营者和全地形车辆而设计的停车

位”［３２］３６７，只对该景区或者加拿大类似景区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并不能够应用于其

他类型景区。对此，笔者选取了国外６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说明这种区别，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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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开始较晚，目前大多数研究所得出的建

议普适性较强、实际操作价值较低，但笔者通过对国外该领域研究历程的分析发现

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研究成果是走向特殊情境研究的必要基础。

表４　国内研究者对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管理建议

管理分类 管理建议 来源

旅
游
地
管
理

硬件

设施

（１）完善旅游地休息设施、公共卫生间设
施、安全防护设施等旅游地公共服务设

施；（２）设置旅游地公益服务部门，招募、
吸引游客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景区的志

愿者公益活动；（３）借助高科技、趣味性手
段和工具让游客全面接触、了解并认识到

旅游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进而强化游客

的生态环境冲击感知，激发其环境责任

行为。

祁秋寅等（２００９）［２６］４５；范钧等
（２０１４）［１９］６５； 贾 衍 菊 等

（２０１５）［３］１６８；李秋成（２０１５）［２］１６９；
石 莎 （２０１５）［３３］３０； 蒋 璐

（２０１５）［３４］５４； 罗 文 斌 等

（２０１７）［２２］１６５；陈奕霏（２０１７）［３５］１２

软件

设施

（１）提升旅旅游地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
游信息咨询服务、讲解服务等服务质量；

（２）旅游地要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升游
客环保意识与环保知识；（３）旅游服务要
具有地方特色，强化旅游地品牌个性；（４）
旅游地应根据景观与资源特殊性及保护

要求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并对违反规范

的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

祁秋寅等（２００９）［２６］４５；范钧等
（２０１４）［１９］６６；邵立娟（２０１４）［３６］２８；
贾衍 菊 等 （２０１５）［３］１６９；石 莎
（２０１５）［３３］３０； 李 宗 鸿

（２０１５）［３７］２０２；蒋璐（２０１５）［３４］５５；
刘利 等 （２０１６）［３８］１１５；王 凯 等
（２０１６）［３９］２４０； 张 安 民 等

（２０１６）［４０］７５； 罗 文 斌 等

（２０１７）［２２］１６５

旅
游
者
管
理

人口特

征因素

管理

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

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
贾衍菊等（２０１５）［３］１６９

社会心

理因素

管理

（１）学校和政府应加强环境知识的教育；
（２）合理设计导游讲解内容以提升旅游者
环境责任意识；（３）旅游地适当设置环保
标识、标语、公益广告等。

祁秋寅等（２００９）［２６］４５；范钧等
（２０１４）［１９］６０；石莎（２０１５）［３３］３０；李
宗 鸿 （２０１５）［３７］２０２； 蒋 璐

（２０１５）［３４］５５； 王 凯 等

（２０１６）［３９］２４１； 罗 文 斌 等

（２０１７）［２２］１６５；陈奕霏（２０１７）［３５］１３

地方情

感因素

管理

（１）开展旅游地互动活动，增强游客旅游
参与感；（２）旅游地基础设施、游览项目等
应具有鲜明地方特征；（３）组织开展景区
环保公益活动。

祁秋寅等（２００９）［２６］４５；范钧等
（２０１４）［１９］６６； 贾 衍 菊 等

（２０１５）［３］１６９；李秋成（２０１５）［２］１７０；
李宗 鸿 （２０１５）［３７］２０２；刘 利 等
（２０１６）［３８］１１５； 张 安 民 等

（２０１６）［４０］７５；邱宏亮（２０１７）［６］９２；
罗文斌等（２０１７）［２２］６５１；陈奕霏
（２０１７）［３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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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管理分类 管理建议 来源

旅
游
活
动
管
理

一般

活动

（１）保证活动质量，提升旅游者活动体验；
（２）活动设计要有地方特色。

祁秋寅等（２００９）［２６］４５；范钧等
（２０１４）［１９］６２； 贾 衍 菊 等

（２０１５）［３］１６９；李宗鸿（２０１５）［３７］１７０

特定活动

（１）旅游地公益活动，应注重提升参与者
环境责任意识、增加参与者对旅游地认同

和依恋；（２）主题活动，如主题摄影比赛、
主题规划比赛等，激发旅游者自我教育；

（３）节庆活动，应提升节庆游客对特定旅
游节庆的情感依恋，出现问题时及时安抚

游客情绪。

李秋 成 （２０１５）［２］１７０；刘 利 等
（２０１６）［３８］１１５；邱宏亮（２０１７）［６］９２；
罗文斌等（２０１７）［２２］１６５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表５　国外研究者对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管理建议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管理建议

Ｒｏｙ
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植物园

与其他自由选择学习环境 （如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等）的

旅游者相比，花园游客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兴趣更小，对学习的

热情也更低。因此，管理部门在激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时需

注意：（１）通过使用挑衅性的标志或传单来激发他们对环境问
题的兴趣；（２）明确地阐明保护信息，仔细阐明人类活动与环
境福祉之间的联系，以及为简单和可实现的保护行动提供的具

体建议，如可以敦促游客加入当地的保护团体，或者在他们自

己的花园里种上本地物种；（３）提供促进和鼓励家庭分享和对
话的物品、话题和活动，如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儿童花园

区［４１］。

ＴｅｒｒｙＪ．
Ｂｒｏｗ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塔斯马尼

亚岛菲尔

德山国家

公园

景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劝说干预让游客树立起 “在景区主动捡起

别人乱丢的垃圾能够为他人树立良好榜样”的信念，从而达到既

防止游客乱丢垃圾，又能够及时清理景区垃圾的效果。这种 “劝

说干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４２］。

Ｒｏｙ
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澳大利亚

昆士兰

景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鼓励游客与他们所观察的动物进行情感

交流，并对这些动物面临的威胁做出深思熟虑的回应，反思这

些想法，并与他们的同伴进行讨论，从而对野生动物旅游体验

的长期影响进行优化。这样的具有长期影响的教育活动作为旅

游体验的一部分将有助于为游客提供最大的收获，增加了旅游

的潜在价值［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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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管理建议

Ｈａｙｗａｎｔｅｅ
Ｒａｍｋｉｓｓｏ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澳大利亚

丹德农岭

国家公园

（１）公园管理者需要考虑通过投资公园的独特属性、基础设施、
情感成分和活动以增加游客对公园的依恋和认同感。而这可以

通过提供宣传单、网站、导游服务、问询服务实现；（２）公园
管理者需要认识到，那些对自己参观公园的决定非常满意的游

客，不太可能从事高水平的环保行为。因此，公园管理者需要

与游客交流，使其认同亲环境行为对他们自己、公园和社会都

有好处；（３）公园管理者可以收集游客数据，根据他们的地方
满意程度等来进行细分，根据结果，实施后探访营销和行为改

变策略，以提高游客的高度亲环境行为意向［４４］。

Ｓｕｒｙａ
Ｐｏｕｄｅｌ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尼泊尔安

纳普尔纳

峰保护区

要提高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高质量的环境导游讲解是一种有效而

又理想的教育工具。（１）导游讲解的合理设计和传达是有效性的
先决条件；（２）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解释是否需要与其他方
法配合以达到预期的行为改变；（３）应该仔细审查个人、社会和
环境因素，确保游客适应导游讲解；（４）导游讲解应遵从讲解理

论，因为它们为有效讲解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和软件［４５］。

Ｆａｒｈａｄ
Ｍｏｇｈｉｍｅｈｆａ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加拿大阿

尔伯塔省

立公园

（１）对于野外露营旅游活动，公园和露营地的实地环境应该促
进人们参与亲环境行为，如提供回收设施，设计良好的火坑，

可以在当地采购柴火，以及为容纳大型房车、露营者和全地形

车辆而设计的停车位；（２）提供更多关于环境问题和有实操性
的环境友好信息可以减少人际和个人的限制，如家庭和团体可

参与的娱乐活动、环境友好活动的规划设计；（３）公园机构应
减少野外露营旅游者之间沟通的阻碍，提供旅游者之间良好的

沟通环境能够促进露营地旅游者亲环境行为；（４）在露营地之
前、期间和之后，让露营者接触到信息来源是促进旅游者亲环

境行为的切实可行方法，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预订传递信息、

露营者在露营地等待登记时通过信息公园的标志和教育项目传

递亲环境行为信息，以及在露营结束后向露营者发送信息［３２］３７０。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涉及较多方面，而国内外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有相似

也有区别：

第一，研究方法较为相似，以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实地研究，结合数

理统计方法得出结论。具体而言，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以环境责任行为研

究成果为基础，将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的一般结论应用到旅游这一特殊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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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并以此提出假设、设计问卷，在数据分析时又将本次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成

果进行对照，以保证研究成果科学合理。不同之处在于，国外该领域研究已经开

始进行长期研究、对比研究，而国内尚未有学者进行此类研究。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国内外研究有一定差异。国内现阶段关于旅游者环境

责任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驱动因素上，尚未形成相关研究的公认标准和理

论体系。由于国外环境责任行为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开始较早，现有文献

较多，涉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驱动因素、影响因素文献充足，在此基

础上则开始旅游特殊情境下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同时段多地区对比研究和长短期

对比研究。

第三，在研究应用上，国内外研究差异最大。虽然国内外都是在特定旅游地

进行实证研究，但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结论并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同类型

其他景区，而国外学者倾向于得出与实证研究旅游地紧密相关的结论，并把这个

结论应用到该旅游地环境责任行为管理的实践中，即更强调结论并不是普遍适用

的。

第四，在研究趋势上，国外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已经形成体系，开始

探讨各类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国内相关研究开始较晚，尚未形成

系统化理论体系，但通过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国内研究发展迅速，已有部分学者

探讨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问题。

（二）展望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将旅游业培育成经济转型升级重要

推动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引领产业”“文明旅游蔚然成风，旅游环境更加优

美”［４６］。要做到这些，不仅需要旅游景区相关管理部门的有效管理，更需要旅

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配合。但是，由于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开始较

晚，旅游景区类型多样，研究成果还不能够满足景区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

管理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完善和深化。

１．完善和规范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分析
通过对国外研究历程的分析，笔者发现，国外研究都是基于成熟规范的概念

界定，明确相关概念之后，各个学者研究成果才能相互证明。反观国内研究，由

于概念界定尚未规范，研究成果不能够相互证明，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

２．建立适合国内旅游地的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测量标准
虽然国外研究开始较早，并且出现了认同度较高的测量标准，但是由于环境

责任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内旅游地实际情况，

因此必须建立适合国内研究的测量标准。虽然台湾学者李宗鸿已经提出了 “２４
项”测量标准［３７］１９５，但仍有不完善之处，需要国内学者的进一步探讨制定。

３．更多地进行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实证研究
由于环境责任行为受情境因素和情感因素影响，而旅游地的差异性就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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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因素，更多的实证研究应该立足于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从而更好地

为旅游地管理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国内学者刘利等进行了边境旅游地研

究［３８］１１２，邱宏亮进行了旅游节庆活动研究［６］８６，罗文斌等进行了城市自然景区研

究［２２］１６２，这些研究都充实了国内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也为今后相关研

究做出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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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ＨＡＮＪ，ＮＥＬＳＯＮＣ，ＫＩＭＣ．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ｓｐｏｒｔｅｖ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ｏｌｅｓｏｆｅｖｅｎｔａｔｔｅｎｄｅｅｓ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２０１５，１７（５）：７１９－７３７．

［１４］ＮＩＣＯＬＥＴＡＵＥ，ＮＩＣＯＬＥＴＡＣＡ，ＡＮＡＩ，ｅｔａｌ．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ａｎｄｈｏｌｉｄａ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ａｍｏｎｇｂｒａｓｏｖ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５（３）：９５－１０１．

［１５］武春友，孙岩．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及其关系研究的进展 ［Ｊ］．预测，２００６（４）：６１－６５．

［１６］ＳＩＶＥＫＤＪ，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Ｈ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０（２）：３５－４０．

［１７］ＫＯＬＬＭＵＳＳＡ，ＡＧＹＥＭＡＮＪ．Ｍｉｎｄｔｈｅｇａｐ：ｗｈｙｄｏｐｅｏｐｌｅａｃ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ａｎｄ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６０．

［１８］ＴＳＵＮＧＨＬ，ＦＥＮＨＪ，ＣＨＵＡＮＧＣ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４（６）：４５６－４６８．

［１９］范钧，邱宏亮，吴雪飞．旅游地意象、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以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为

例 ［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４（１）：５５－６６．

［２０］余晓婷，吴小根，张玉玲，等．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以台湾为例 ［Ｊ］．旅游学刊，

２０１５（７）：４９－５９．

２５ 　　　　　　旅　游　研　究　　　　　　　　　　　　　第１０卷



［２１］柳红波．大学生环境意识与旅游环境责任行为意愿 ［Ｊ］．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１６（２）：６２－６６．

［２２］罗文斌，张小花，钟诚，等．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Ｊ］．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２０１７（５）：１６１－１６９．

［２３］ＳＥＢＡＳＴＯＳ，ＡＣＯＳ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Ｌｉｋｅｒｔ－ｔｙｐｅｓｃａｌｅ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２７（１）：１４－２０．

［２４］孙岩，武春友．环境行为理论研究评述 ［Ｊ］．科研管理，２００７（３）：７７，１０８－１１３．

［２５］洪学婷，张宏梅．国外环境责任行为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６，３５

（１２）：１４５９－１４７１．

［２６］祁秋寅，张捷，杨，等．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Ｊ］．旅

游学刊，２００９，２４（１１）：４１－４６．

［２７］黄炜，孟霏，徐月明．游客环境态度对其环境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

陵源风景区为例 ［Ｊ］．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５）：１０１－１０８．

［２８］ＨＡＩＰＥＮＮＹＥＡ．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ａｎｄｐａｒｋ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ｌａｃ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０（４）：４０９－４２１．

［２９］ＲＡＭＫＩＳＳＯＯＮＨ，ＷＥＩＬＥＲＢ，ＳＭＩＴＨＬ．Ｐｌａｃ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２０１２，２０（２）：

２５７－２７６．

［３０］ＫＩＬＮ，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ＶＳＴＥＩ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ｕｔｄｏｏｒ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

２０１４（７／８）：１６－２５．

［３１］ＩＭＲＡＮＳ，ＡＬＡＭＫ，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０（２）：２９０－２９９．

［３２］ＦＡＲＨＡＤＭ，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Ｈ．Ｈｏｗｄｏｐｅｏｐｌ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ｔｏｅｎｇａｇｅｉｎ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ｒｏ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ｍｐｅｒｓｉｎ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ｎａｄａ［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

５７（１１）：３６２－３７２．

［３３］石莎．森林公园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Ｄ］．株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２０１５．

［３４］蒋璐．湿地景区旅游体验、游客涉入与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研究 ［Ｄ］．广州：暨南大学，２０１５．

［３５］陈奕霏．基于地方理论的古镇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Ｄ］．杭州：浙江工商大学，２０１７．

［３６］邵立娟．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 ［Ｄ］．大连：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１４．

［３７］ＴＳＵＮＧＨＬ，ＦＥＮＨＪ．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ｎ

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

５６（１）：１９３－２０８．

［３８］刘利，石岩涛，张梅，等．边境旅游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实证分析———以丹东鸭绿江国家

级风景区为例 ［Ｊ］．辽东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２３（２）：１１１－１１６．

［３９］王凯，李志苗，肖燕．城市依托型山岳景区游客亲环境行为———以岳麓山为例 ［Ｊ］．热带地理，２０１６

（２）：２３７－２４４．

［４０］张安民，李永文．游憩涉入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地方依附为中介变量 ［Ｊ］．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１）：７０－７８．

［４１］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Ｒ，ＰＡＣＫＥＲＪ，ＨＵＧＨＥＳ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ｍｏｔｉｖｅｓｏｆｂｏｔａｎｉｃｇａｒ

ｄｅｎｓ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９（３）：４３９－４４４．

［４２］ＢＲＯＷＮＴＪ，ＨＡＭＳＨ，ＨＵＧＨＥＳＭ．Ｐｉｃｋｉｎｇｕｐｌｉｔｔｅｒ：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２０１０，１８（７）：８７９－

９００．

［４３］ＲＯＹＢ，ＪＡＮＰ，ＪＯＨＮＦ．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

３２（６）：１２４３－１２５２．

３５第５期　李志飞，李天骄：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基于国内外文献的比较分析



［４４］ＲＡＭＫＩＳＳＯＯＮＨ，ＳＭＩＴＨＬＤＧ，ＷＥＩＬＥＲＢ．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ｃ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ｐｌａ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６（６）：５５２－５６６．

［４５］ＰＯＵＤＥＬＳ，ＮＹＡＵＰＡＮＥＧＰ．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ｔｏｕｒｇｕｉｄｉｎｇｉ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ｕｉｄｅｄａｎｄｎｏｎｇｕｉｄ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５２（５）：６５９

－６７２．

［４６］本书编委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２０１７．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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