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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草原游牧景观”为研究对象，构建用于测度游憩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基于问卷调查，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潜变量中游憩目的对自然环境的路径系数为０．４７，游憩目的对使用环境的路径系数为０．３５，可达程度

对自然环境的路径系数为０．４１，即游憩目的对 自 然 环 境 的 满 意 度 作 用 最 为 显 著，可 达 程 度 对 自 然 环 境 的 满 意 度 次 之，

游憩目的对使用环境的满意度也存在一定影响。分析各观测变量可知，可达程度中的“出行耗时”，游憩目的中的“休闲

娱乐”，自然环境中的“水体景观”、“草原植物”，使用环境中的“草原歌舞艺术”、“草原娱乐活动”，管理环境中的“公园治

安”、“环境卫生”对相应潜变量作用显著，是影响游憩满意度的重要因子。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供针对性的建议，旨在

为草原游牧景观的规划、管理建设、游憩质量提供实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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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期 冶建明　等：草原游牧景观游憩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ｈｔｔｐ：??ｃｙｋｘ．ｌｚｕ．ｅｄｕ．ｃｎ

　　随着城市化建设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类和大自

然的距离日渐疏远，视野开阔、气候舒适、景观层次丰

富的草原成为独特的旅游度假胜地［１］。作为典型的以

资源为导向进行选址、开发、管理的旅游发展模式，草

原旅游经济 效 益 较 好，市 场 需 求 旺 盛，具 有 广 阔 的 前

景，故而立足于资源特色的草原旅游吸引力大，市场竞

争力强［２］。目前，一些草原旅游景区追逐利益最大化，

景点建设趋于统一，文化内涵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思

路，使当地的资源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草原的游憩

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冲突，如何在两者

达到最大化和谐程度的基础上寻求最佳平衡点，即在

保护草原生 态 环 境 的 基 础 上 开 发 和 管 理 草 原 游 憩 资

源，避免旅游开发的随意性，探寻草原旅游开发利用现

状及生态保护对策，为游客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满意的

游憩环境，成为学术界和草原景区管理者亟须思考的

重要问题。

以往对草原旅游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旅游

的开发研究、产品功能、发展模式、草原资源的保护、更

新上［３－５］，一般基于旅游市场分析，运用问卷调查法［６］、

定性定量分析方法［７］、层次分析法［８］等对草原旅游市

场特征、旅游需求等进行研究，但对草原游牧景观游憩

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少有触及。游憩满意度是游客

期望值与游憩体验的匹配程度，它强调的是游客将可

感知的效果与其期望值相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

主观心理与实际比较重叠后而得的结果［９］。本研究以

草原游牧景观为切入点，从满足不同类型游客体验的

自然环境、使用环境和管理环境３种环境序列对游憩

满意度影响因子进行更新整理，构建新疆草原游牧景

观游憩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中各游憩满意

度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深层次挖掘其潜在功能与价

值，全面优化草原游牧景观旅游格局，理论指导实践，

以期为草原游牧景观的规划、管理建设、游憩质量提供

针对性的建议，指导草原游牧景观游憩功能健康持续

的发展。

１　模型构建

１．１　游憩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游憩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确定大部

分采用了多维度的变量设计方式。普遍认为游客对于

自然景观和环境景观的要求很高，期望值相对较大，因

而游憩地的自然特征、环境条件、休闲设施、旅游活动

是游憩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子［８－１２］。通过分析经营管

理和可达程度对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强调了环境保

护、生 态 建 设、外 部 交 通 对 游 憩 满 意 度 的 重 要

性［６，１３－１６］。此外，部分研究表明，游憩目的即为人们对

于游憩体验的偏好或期望值［１７－１８］，通常对游憩满意度

存在推拉两种不同的作用，不同游憩目的造成影响游

憩满意度的感知因素不同［１９－２１］。

１．２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研究证明可达程度对游憩满

意度有促进作用，游憩目的与游憩满意度之间呈正向

相关关系，游 憩 目 的 与 可 达 程 度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作 用。

因此，本研究选取可达程度、游憩目的、自然环境、使用

环境、管理环境为潜变量，构建草原游牧景观游憩满意

度结构方程模型（图１），提出７项研究假设，如下：

Ｈ１：游憩目的（ζ２）对可达程度（ζ１）有正向影响作

用；Ｈ２：游憩目的（ζ２）对 自 然 环 境（η１）有 正 向 影 响 作

用；Ｈ３：游憩目的（ζ２）对 使 用 环 境（η２）有 正 向 影 响 作

用；Ｈ４：游憩目的（ζ２）对 管 理 环 境（η３）有 正 向 影 响 作

用；Ｈ５：可达程度（ζ１）对 自 然 环 境（η１）有 正 向 影 响 作

用；Ｈ６：可达程度（ζ１）对 使 用 环 境（η２）有 正 向 影 响 作

用；Ｈ７：可达程度（ζ１）对 管 理 环 境（η３）有 正 向 影 响 作

用。

较之其他游憩满意度模型，本研究模型的改进之

处在于：１）潜变量的更新，从满足不同类型游客体验的

自然环境、使用环境和管理环境３种环境序列考虑，自

然环境即环绕生物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使用

环境，即人造景观及设施；管理环境即景区经营管理。

选取可达程度及游憩目的为基础潜变量，将草原游牧

景观的自然环境满意度、使用环境满意度和管理环境

满意度作为结果潜变量，进而测量草原游牧景观的游

憩满意度感知程度。２）观测变量的改进，考虑到草原

游牧景观的资源条件及独特性，新疆草原的民族特色

风情与人文习俗，特加入“新疆特色、气候条件、空气质

量、噪声影响、草原动物、草原植物、草原歌舞艺术、牧

民待客”等观测变量，牧民一般是草原接待游客的主要

群体；游客相互之间的干扰影响涉及行为管理，相较而

言，可纳入景区管理层面考虑，因此，特将牧民待客、游

人干扰加入管理环境因子层，以获得更贴近草原游牧

景观的游憩满意度模型测量指标体系。

２　研究内容

２．１　研究对象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草原

３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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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草原游牧景观游憩满意度模型

Ｆｉｇ．１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总面积将近４亿ｈｍ２，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４０％。作

为中国草原五大区之一的新疆草原区，草原面积广阔、

资源规模大、类型广泛。据统计，新疆草原旅游资源广

布于北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共存，因游牧民族的存

在形成了独具边塞风情的异域草原景观，是新疆草原

独特的旅游 优 势［８，２２］。因 此，本 研 究 的 调 研 样 本 在 考

虑景区建设、规划、管理较为成熟［６，８］，游客来源广泛、

数量稳定［２３－２４］等基本条件后，选取地类丰富、自然环境

优美、景观层次明显、人文景观丰富、游牧风情浓厚的

赛里木湖［２５］，乌伦古湖［２６］，巴里坤草原［２７］及巴音布鲁

克草原［２８］为研究对象。

２．２　数据采集

调查于２０１７年７月上旬至８月下旬进行，对样地

进行考察调研，问卷包括游客人口特征、行为特征和观

测变量的调 查，选 项 采 用 李 克 特 五 级 量 表（ｆｉｖｅ－ｐｏｉｎｔ

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２９－３０］进行测量（表１）。问卷发放点多位于

游客密集度较高的区域，共发放问卷４００份，回收３８９

份，回收率为９７．２５％。

２．３　人口特征分析

通过研究游客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居住

地等特征，分析游客的大致构成。样本群体中，以１８～
２５岁和４６～５５岁 的 游 客 为 主；以 新 疆（除 案 例 地）和

内 地 游 客 居 多；拥 有 大 专 及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的 游 客 占

８１．８％（表２）。

２．４　行为特征分析

基于到访次数、出游意愿等游客行为特征，分析游

客的游憩经历和个性特定。样本群体中，大部分游客

均第一次来到案例地；交通工具方面以旅游巴士和私

家车为主；游客基本都是结伴出行，以朋友家人形式的

中小规模的团队为主；以风景环境优美和锻炼身体为

主要动机，科普科研等动机较少（表３）。

２．５　探索性因子分析

２．５．１　信度分析

　　为了使获得的信息更加全面可信，需要对问卷中

４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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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问卷调查量表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观测变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代号

Ｃｏｄｅ
ｎａｍｅ

对应题目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ｉｔ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设计参考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外部交通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Ｘ１

您对草原景区外部交通路线的便捷程度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ｒｏｕ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１５－１６，３１］

出行耗时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ｖｅｌ－
ｌｉｎｇ

Ｘ２
您对来草原景区路上花费的时间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ｙｏｕ　ｓ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１５－１６，３１］

出入口设置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Ｘ３

您对草原景区出入口的设置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１５－１６，３１］

开放时间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Ｘ４

您对草原景区的开放时间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１５－１６，３１］

休闲娱乐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Ｘ５

您对草原景区满足您休闲娱乐方面的期望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１８，２０，３２］

强身健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Ｘ６

您对草原景区满足您强身健体方面的期望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１８，２０，３２］

调节心情

Ｍｏｏ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Ｘ７

您对草原景区满足您调节心情方面的期望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ｙｏｕｒ　ｍｏｏ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新疆特色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Ｘ８

您对草原景区满足您体验新疆特色方面的期望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１８，２０，３２］

体验自然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Ｘ９

您对草原景区满足您体验自然方面的期望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２０，３２］

气候条件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Ｙ１

您对草原景区的气温、湿度、风力、日照等气候条件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８，１０，３３］

空气质量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Ｙ２

您对草原景区的空气质量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８，１０，３３］

噪声影响

Ｎｏｉ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Ｙ３

您对草原景区的噪声影响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８，１０，３３］

草原植物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Ｙ４

您对草原景区的草原植物丰富度、生长状况等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８，１０，３３］

草原动物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Ｙ５

您对草原景区的草原动物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８，１０，３３］

山体景观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Ｙ６

您对草原景区的山体景观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８，１０，３３］

水体景观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Ｙ７

您对草原景区的河流、湿地、沼泽等湿地景观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８，１０，３３］

景区规模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ｓｃａｌｅ
Ｙ８

您对草原景区的规模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游客容量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Ｙ９

您对草原景区的接待游客数量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５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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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观测变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代号

Ｃｏｄｅ
ｎａｍｅ

对应题目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ｉｔ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设计参考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道路设置

Ｒｏａ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Ｙ１０

您对草原景区内部道路分布及其识别性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ｏａ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停车设施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Ｙ１１

您对草原景区提供的停车服务设施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休憩设施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Ｙ１２

您对草原景区提供的休憩设施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住宿就餐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Ｙ１３
您对草原景区提供的住宿就餐条件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商品购物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Ｙ１４

您对草原景区的商品购物条件等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草原建筑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Ｙ１５

您对草原景区的毡房民居等特色建筑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ｙｕ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草原娱乐活动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
Ｙ１６

您对草原景区开展的赛马、摔跤、射箭等活动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ｏｒｓｅ　ｒａｃｉｎｇ，ｗｒｅｓｔ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ｅｒｙ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草原歌舞艺术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Ｙ１７

您对草原景区开展的民族歌舞表演、马术表演、篝火晚会等活动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ｅｑｕｅｓｔｒｉ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ｎｆｉｒ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草原游乐设施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Ｙ１８
您对草原景区提供的游乐设施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９，１４－１５，３４］

公园治安

Ｐａ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Ｙ１９

您对草原景区的治安情况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ａ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６，１３－１４，３５］

员工服务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Ｙ２０

您对草原景区的员工服务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６，１３－１４，３５］

设施维护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Ｙ２１

您对草原景区的设施维护情况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６，１３－１４，３５］

环境卫生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Ｙ２２

您对草原景区的环境卫生状况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６，１３－１４，３５］

标识系统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Ｙ２３

您对草原景区的指示牌、地图等标识系统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６，１３－１４，３５］

牧民待客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ｄｓｍａｎ
Ｙ２４

您对草原景区内的牧民待客态度感到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ｄｓ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６，１３－１４，３５］

游客干扰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Ｙ２５

您认为其他游客的行为对于自身旅游体验的影响程度

Ｙｏｕ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６，１３－１４，３５］

６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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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游客人口特征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游客人口特征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年龄

Ａｇｅ

１８岁以下Ｕｎｄｅｒ　１８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４７　 １２．１

１８～２５岁１８～２５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９９　 ２５．４

２６～３５岁２６～３５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４７　 １２．１

３６～４５岁３６～４５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４１　 １０．５

４６～５５岁４６～５５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６９　 １７．７

５６～６５岁５６～６５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５４　 １３．９

６５岁以上Ａｂｏｖｅ　６５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３２　 ８．２

惯常居住地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案例地Ｃａ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８９　 ２２．９

新疆以内（除案例地）Ｗｉｔｈ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１１６　 ２９．８

新疆以外Ｏｕｔｓｉｄｅ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１８４　 ４７．３

文化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初中及以下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１８　 ４．６

高中及中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５３　 １３．６

大专及本科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２５　 ５７．９

研究生及以上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９３　 ２３．９

个人月收入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１　０００元以下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０００ＣＮＹ　 ６３　 １６．２

１　０００～２　５００元ＣＮＹ　 ５１　 １３．１

２　５０１～４　０００元ＣＮＹ　 １８２　 ４６．８

４　００１～５　５００元ＣＮＹ　 ３７　 ９．５

５　５００元以上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　５００ＣＮＹ　 ５６　 １４．４

涉及到的各 个 数 据 进 行 信 度 检 验 分 析［２９－３０］，通 过 Ａｌ－

ｐｈａ信度系数法，经因子分析法而知，本调查量表克朗

巴α哈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ＣＡ）在０．７３６～０．８７６
之间（表４），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题项设计较为

合理。

２．５．２　效 度 分 析　运 用ＳＰＳＳ软 件，首 先 进 行 ＫＭＯ
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２９］。ＫＭＯ检验用于检查变

量间的偏相关性，取值越接近于１，因子分析的效果越

好［２９－３０］。试验显示ＫＭＯ值为０．８４７，由此认为样本数

据适合于因子分析。Ｐ＜０．００１，说明各变量间具有显

著相关性，因子分析有效。

３　模型检验与修正

３．１　测量模型检验

对影响草原游牧景观游客游憩体验的相关因素、

观点、态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依据因子载荷须大于

０．５的标准，筛选３４个游憩影响因子。结果显示，各观

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在０．５０６～０．９６５，符 合 大 于 建 议 界

值的标准，说明 题 项 对 变 量 的 解 释 性 较 好（表５）。通

过问卷效度分析，变量的组合信度为０．６３～０．９０，符合

大于０．６的标 准，具 有 较 好 的 一 致 性。通 过 平 均 方 差

抽取量ＡＶＥ来考察模型聚和效度［３３］，检验结果显示，

仅“管理环境”ＡＶＥ略低于建议界值０．５，整体而言，题

项对变量的解释性较好，具有较好的会聚效度［３３］。

３．２　结构模型检验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中各潜在变量间的因

素系数进行估计［３０］，得到研究模型的相关参数估计结

果及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图２）。检验结果表明，“游憩

目的”正 向 影 响“自 然 环 境”、“使 用 环 境”和“管 理 环

境”，“可达程度”正向影响“自然环境”、“使用环境”和

“管理环境”，与假设理论模型相一致。

　　随后，用ｔ值检验法对模型的路径系数进行显著

性检验［３０，３３］，结 果 表 明，可 达 程 度 对 管 理 环 境 路 径 未

通过ｔ检验，模型存在不足，需进一步修正增加模型解

释性。检验衡量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的指标有拟合优

度的卡方检验（Χ２），非规范拟合指数（ＮＮＦＩ），近似误

差的均方 根（ＲＭＳＥＡ）、比 较 拟 合 指 数（ＣＦＩ）、增 量 拟

合指数（ＩＦＩ）等。若Χ２／ｄｆ＜２，ＲＭＳＥＡ≤０．１，ＮＮＦＩ、

ＣＦＩ、ＲＦＩ均＞０．９，则 模 型 拟 合 程 度 较 好［３０，３３］。结

果 显 示，ＲＭＳＥＡ为０．０７８　４，而ＮＮＦＩ（０．８４３）、ＣＦＩ

７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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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游客行为特征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游客行为特征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到访次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ｓ

第一次来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２６７　 ６８．６

曾经来过一次Ｏｎｃｅ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１０２　 ２６．２

一年一次Ｏｎｃｅ　ａ　ｙｅａｒ　 １４　 ３．６

一季一次Ｏｎｃｅ　ａ　ｓｅａｓｏｎ　 ６　 １．５

一周一次Ｏｎｃｅ　ａ　ｗｅｅｋ　 ０　 ０

每周一次以上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ｃｅ　ａ　ｗｅｅｋ　 ０　 ０

交通工具

Ｖｅｈｉｃｌｅ

自行车Ｂｉｃｙｃｌｅ　 ２　 ０．５

公交车Ｂｕｓ　 ５２　 １３．４

出租车Ｔａｘｉ　 ４２　 １０．８

私家车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ａｒ　 １３２　 ３４．０

旅游巴士Ｔｏｕｒ　Ｂｕｓ　 １６１　 ４１．４

出游结伴方式

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跟随旅行社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ｇｅｎｃｙ ６２　 １５．９

同家人一起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０９　 ２８．０

同好友一起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ｅｎｄｓ　 １５４　 ３９．６

单位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４８　 １２．３

单独一人Ａｌｏｎｅ　 １６　 ４．１

出游意愿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主题活动 Ｔｈｅ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７８　 ２０．１

环境优美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ｃｅｎｅｒｙ １５３　 ３９．３

锻炼身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２４　 ６．２

科普教育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５　 １１．６

风景摄影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７　 ４．４

文化体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３０　 ７．７

舒缓压力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４２　 １０．８

表４　问卷信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潜变量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观测变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ｌｐｈａ系数

Ａｌｐｈａ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可达程度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Ｘ１－Ｘ４ ０．７８４

游憩目的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Ｘ５－Ｘ９ ０．８２１

自然环境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Ｙ１－Ｙ７ ０．８７６

使用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Ｙ８－Ｙ１８ ０．７３６
管理环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Ｙ１９－Ｙ２５ ０．８１４

（０．８９６）、ＩＦＩ（０．８９２）均不符合＞０．９的标准，需要对模

型进行修正。

３．３　模型修正

模型修正主要 有 两 种 方 法：一 是 增 加 ＭＩ值 较 大

的路径，若增加后卡方值（Χ２）明显减小且可被理论解

释，则路径修正合理；二是删除部分不必要的路径，若

删除后拟合优度指标未发生太大变动，卡方值未出现

明显增加，且可被理论解释，则路径修正合理［２９－３０，３３］。

考 虑 删 除 部 分 路 径，通 过 分 析 发 现，“可 达 程 度

（ζ１）”对“管 理 环 境（η３）”路 径ｔ值 较 小。若 删 除 路 径

β１３，理论上，游 客 大 多 来 自 省 外，可 达 程 度 较 低，加 上

首次进行游憩活动，其关注度主要在景区的自然环境

和使用环境上，对管理环境关注较少，属于合理行为。

数据上，卡方值无显著变化且拟合指数变化不大，故支

持删除路径β１３。理论上，假设模型中各游憩影响因子

设置较为合 理，各 观 测 变 量 对 模 型 的 解 释 度 较 高，因

此，增加变量间的因素关系修正模型，调整后，模型拟

合指标有 所 改 善。最 终 得 到 标 准 化 参 数 估 计 路 径 图

（图３），修正后模型拟合指标达到标准，ＲＭＳＥＡ也达

到标准（表６）。

８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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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探索性因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因子载荷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１　 ２　 ３　 ４　 ５

外部交通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０．７１５

出行耗时Ｔｉ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０．８０７

出入口设置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０．６６７

开放时间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０．７８８

休闲娱乐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０．８２１

强身健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０．７６３

调节心情 Ｍｏｏ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０．７８９

新疆特色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０．８３７

体验自然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０．８６４

气候条件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８７４

空气质量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０．９２５

噪声影响Ｎｏｉ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０．８０３

草原植物Ｐｒａｉｒｉｅ　ｐｌａｎｔｓ　 ０．９０７

草原动物Ｐｒａｉｒｉ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０．６６７

山体景观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０．８７２

水体景观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０．９６５

景区规模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ｓｃａｌｅ　 ０．６５４

游客容量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０．８３７

道路设置Ｒｏａ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０．６１７

停车设施Ｐａ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０．７９３

休憩设施Ｐａｓｓｉｖ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０．８０１

住宿就餐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０．８４５

商品购物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０．６７９

草原建筑Ｐｒａｉｒｉ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０．６９８

草原娱乐活动Ｐｒａｉｒｉｅ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　 ０．９０３

草原歌舞艺术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０．８７３

草原游乐设施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ｉｒｉｅ　 ０．７６８

公园治安Ｐａ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０．７６４

员工服务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８３５

设施维护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０．６０２

环境卫生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０．８８６

标识系统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７２３

牧民待客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ｄｓｍｅｎ　 ０．８１１

游客干扰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５０６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自然环境、使用环境和管理环境外载荷系数均较

大，观察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明显，说明模型中将草原

游牧景观游憩满意度影响因子具体分成自然环境、使

用环境、管理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是正确的。
模型中五大潜变量的关系表现为，游憩目的对自

然环境的路径系数最大，达到０．４７，对使用环境的影响

次之，为０．３５，对管理环境影响最低。分析发现游客大

９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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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草原游牧景观游憩满意度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因素图

Ｆｉｇ．２　Ｐａｔｈ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ｅ表示测量误差。ｅ　ｒ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图３　草原游牧景观游憩满意度模型修正标准化参数估计因素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ｔｈ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０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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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模型的配适度分析

Ｔａｂｌａ　６　Ｔｈ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类项

Ｉｔｅｍ

卡方值

Χ２
自由度

ｄｆ

卡方值／自由度

Χ２／ｄｆ

非赋范拟合

指数ＮＮＦＩ

比较拟合

指数ＣＦＩ

增量拟合

指数ＩＦＩ

近似误差均

方根ＲＭＳＥＡ

假设模型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７６６．９　 ３６４　 ２．１０７　 ０．８４３　 ０．８９６　 ０．８９２　 ０．０７８　４

理想值Ｉｄ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２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１

修正模型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６６１．５　 ３５３　 １．８７４　 ０．９２８　 ０．９１３　 ０．９２６　 ０．０９８　９

多以休闲娱乐和体验自然为出行目的，故而对景区内

自然环境关注度最高；另一方面，鉴于景区大多以草原

自然景观为旅游核心，其自然环境条件较优越，理论上

其游憩满意度最高。相应的，景区内相关的人造设施、

景观和活动也是游客旅游感知的一大部分，其感知满

意度次之。考虑到景区大多为自然景观的直接展示，

缺乏系统的管理经验与条件，加上游客的关注度较低，

管理环境的游憩满意度较低，符合实情，假设成立。可

达程度对自然环境的路径系数为０．４１，说明可达程度

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分析发现，交通

的可进入性、通达性与交通成本、便捷程度极易影响游

客对景区的第一感知印象，而自然环境作为游客直观

及重点感知因素，显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自 然 环 境 测 量 模 型 中“水 体 景

观（Ｙ７）”因子 载 荷 最 大，高 达０．８４，说 明 游 客 对 于 草

原景区 的 河 流、湿 地、沼 泽 等 水 体 景 观 的 关 注 度 较

高。“草原植 物（Ｙ４）”因 子 载 荷 达０．７９，说 明 草 原 原

生态景观得 到 了 较 好 的 保 护 与 更 新，草 原 植 物 种 类

丰富，生长情况 较 好，游 憩 满 意 度 相 对 较 高。“山 体

景观（Ｙ６）”因子载荷为０．７７，说明银色雪 山 融 入 绿 色

草原之中，既丰富了 景 观 类 别 与 品 质，又 强 化 了 健 康

天然的 形 象，能 够 带 给 游 客 自 然 的 放 松 和 包 容 感。

使用环境测量 模 型 中，“草 原 歌 舞 艺 术（Ｙ１７）”和“草

原娱乐活动（Ｙ１６）”的影响最大，因子载荷分 别 为０．８８
和０．７９，说明 游 客 对 于 草 原 特 色 活 动 的 感 知 较 为 强

烈，丰富 的 民 族 特 色 和 活 动 具 有 较 大 的 吸 引 力。其

次为“游客 容 量（Ｙ９）”因 子 载 荷 达 到０．６５，说 明 景 区

接待游客规 模 较 为 合 理，维 持 了 原 始 的 辽 阔 宁 静 的

草原风情游憩体验。管理环 境 测 量 模 型 中，“公 园 治

安（Ｙ１９）”因 子 载 荷 为０．８２，说 明 基 于 新 疆 独 特 的 区

位条件，其治安管理 严 密 谨 慎，为 游 客 提 供 了 安 稳 的

游憩 环 境，受 到 了 众 多 游 客 的 肯 定。“环 境 卫 生

（Ｙ２２）”和“游 客 干 扰（Ｙ２５）”次 之，因 子 载 荷 分 别 为

０．７９和０．７６，说明游 客 更 喜 欢 环 境 优 美，干 爽 清 净 的

游憩环境；另 一 方 面，调 查 发 现，拍 照 和 随 意 占 用 公

共设施等情 况 对 其 余 游 客 的 造 成 了 干 扰，影 响 了 某

些游客的游憩体验。可达程 度 观 测 模 型 中，“出 行 耗

时（Ｘ２）”和“外部交通（Ｘ１）”的因子载 荷 系 数 较 高，分

别为０．８５和０．６４，说 明 这 两 个 因 子 对 潜 变 量 作 用 更

显著，与游客 多 为 私 家 车 及 旅 游 大 巴 出 行 的 客 观 事

实相符。游 憩 目 的 观 测 模 型 中，“休 闲 娱 乐（Ｘ５）”、

“体验自然（Ｘ９）”的 因 子 载 荷 均 为０．８以 上，与 游 客

崇尚自然、体验自然 的 理 念 相 符，说 明 随 着 物 质 水 平

的提高，休闲 旅 游 成 为 比 较 普 遍 的 提 升 生 活 情 趣 的

行为方式。目前，草 原 这 一 户 外 游 憩 空 间，因 其 新 鲜

自然的风情吸引着观光旅游者。

模型结果显示潜变量及各因子之间存在较大的相

关性，其 中，“草 原 游 乐 设 施（Ｙ１８）”和 “休 憩 设 施

（Ｙ１２）”，“环境卫生（Ｙ２２）”和“游客干扰（Ｙ２５）”之 间 相

关性较为明显，体现草原游乐设施与座椅、公厕等休憩

设施的相关性，即游乐设施的多样性带动了景区内休

憩设施的改善，而休憩设施的合理布置是为了配合游

客进行更多样的游乐行为。其次，随地扔垃圾和乱刻

乱画等行为 一 定 程 度 上 会 对 景 区 的 环 境 卫 生 产 生 影

响。

４．２　建议

１）结合生态旅游战略，保护草原自然资源。尽管

新疆草原生态环境优势明显，自然资源较丰富，但还需

进一步开发以求发展。首先，应该加大投资力度，丰富

河流、湿地、沼泽等水体景观，增设亲水设施，提高冰封

期内游客与水体景观的互动性。其次，改革传统放牧

制度，建立科学放牧体系，加大对草原技术人员和牧民

培训，提高综合素质；设立草原保护标识牌，提升游客

生态保护意识，避免出现游客践踏草场、乱扔垃圾等现

象；减轻春夏季草资源的生长和自我修复压力，减缓草

原“三化”（沙化、退化、盐渍化）情况。最后，挖掘高山

与草原景观、高山与湖泊景观、高山与森林景观等资源

组合形式，丰富春夏季森林、秋冬季冰雪的观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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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旅游吸引力。

２）完善旅游交通服务，提升草原可达程度。重视

出游方式对新疆草原旅游的制约效果，着眼于城市层

面，完善民航、铁路、公路等交通服务体系，提高旅游交

通的可进入性、通达性与便捷程度。此外，考虑到外部

交通问题的全面解决有待时日。可以鼓励游客采用自

驾、徒步和骑行等多种交通方式，同时增设草原旅游专

线，逐步构建草原景区到达城市中心、机场、火车站的

交通网络，改善线路不畅通，路况差，道路临时服务设

施不到位的情况。

３）挖掘草原特色文化，创新草原旅游产品。尊重

草原牧民的民族文化和传统，适当挖掘将近遗忘、消失

的草原文化，加以现代活力元素，重塑原生特色文化，

避免出现庸俗化、趋同化、无趣化，提高旅游吸引力和

竞争力。紧抓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加速旅游产业的

发展，打造以 草 原 活 动 为 主 题 的 旅 游 月，将 草 原 标 志

物、草原游牧文化作为商品符号，丰富具有民族特色的

手工旅游纪念产品。针对旅游季节性问题，控制接待

游客数量，节约人力、物力资源，改善旺季旅游接待设

施和人力资 源 短 缺，淡 季 大 量 旅 游 设 施 闲 置 的 状 况。

合理规划游览区及游客接待区，规范化管理草原建筑

安置情况，防止出现毡房民居随处建造、杂乱分散等情

况。

４）秩序化综合管理，提高景区服务水平。首先，加

强治安人员的秩序化管理，完善治安管理体系，营造安

全稳定的游憩环境。其次，加强景区游览服务设施的

有序建设，配套统一的电力、环卫、给排水等设施。最

后，把旅游人数控制在资源承载力的合理范围内，尤其

是草原过牧区、生态脆弱区及尚未开发区，针对游客的

不文明游憩行为适当的提醒与教育，降低对其他游客

的干扰程度，力求每一位游客都能获得最佳的游憩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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