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２卷第２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８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Ｓｃｉ．） Ａｐｒ．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３０１１５６）和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ＴＹＥＰＴ２０１４３５）．
＊通讯联系人．Ｅ－ｍａｉｌ：ｌｊｍ１７３７＠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０３／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１１９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１９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８７－０５

环城游憩体验价值结构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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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体验经济背景下小长假的实施及休假制度的推进，环城游憩发展迅猛，但开发中普遍

存在着产品同质化、投资效益低等问 题．旅 游 者 重 视 购 买 和 消 费 产 品 过 程 中 所 获 得 的 符 合 自 己 心

理需求的体验，提升环城游憩地竞争 力 的 前 提 是 了 解 游 客 体 验 价 值 构 成．研 究 在 深 度 访 谈 和 文 献

分析基础上，对环城游憩体验价值 测 量 指 标 进 行 提 炼 归 类．在 收 集８１２位 环 城 游 憩 游 客 体 验 价 值

问卷基础上，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构建环城游憩体验价值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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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城游憩在旅游发展

中占据重要地位，环大城市游憩活动频发地带即环

城游憩带（ＲｅＢＡＭ）［１］成为研究的热点．２０１６年国

务院出台《“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重点提出，我
国旅游业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即消费大众化、需

求品质 化、竞 争 国 际 化、发 展 全 域 化、产 业 现 代

化［２］．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创新旅游产品体系，尤其

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乡村旅游和休闲度假产品、自驾

车旅游的开发建设［２］，这些都与环城游憩带建设息

息相关，推进环城游憩带的建设有利于推进全域旅

游的发展，对 于 构 建 新 型 旅 游 功 能 区 也 具 有 积 极

意义．
体验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消费观念发生很大

改变，旅游消费结构朝着更自主、更注重品质的方

向升级，游客更加注重旅游过程的体验．环城游憩

以交通便利的优势成为现阶段人们休闲度假的主

要形式，城市周边的农家乐、汽车营地等不同种类

的游憩地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存在着产品开发单

一、主题不鲜明、与游客心理落差较大等问题，这些

都影响着游客体验．体验价值是由顾客价值演进而

来的概念，要想透彻研究环城游憩行为进而提升游

憩地竞争力，前提是了解游客体验价值构成．本研

究借鉴Ｓｈｅｔｈ和 Ｇｒｏｓｓ［３］等 学 者 的 体 验 价 值 多 维

分法，基于文献基础和深度访谈，设定相关指标．在
问卷调查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归纳提取

维度，从而构建环城游憩体验价值结构体系．

１ 实证研究

１．１ 深度访谈与文献分析

１．１．１ 深度访谈　为了准确把握游客对环城游憩

体验价值的感知取向，为体验价值测量指标的确定

奠定基础，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研究者

对武汉、北京、上海３００位环城游憩游客进行了深

度访谈，包 括１００名 年 轻 人、１００名 中 年 人 和１００
名老年人．通过对访谈内容和信息整理分析，进一

步了解游客对于环城游憩体验价值的关注点，获取

相关指标依据．
１．１．２ 文献分析　量表的各项可行性指标在文献

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旅游业是一种典型的体验

经济形态，环 城 游 憩 逐 渐 成 为 人 们 出 游 选 择 的 新

宠，学者对于环城游憩的行为特征、形成机制、空间

结构、产品优化和品牌塑造等方面有较多的关注和

研究．顾客体验价值构成维度在学术上有众多学者

探索，维度的划分从符号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

科学中借助了相关研究方法，主要有：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４］

的３个 二 维 细 分 变 量８大 类 的 体 验 价 值 理 论；

Ｒｕｙｔｅｒ［５］感知价值的分类；Ｐａｕｌ［６］和Ｓｗｅｅｎｅｙ［７］提

出功 能 性 情 感 性 社 会 性 知 识 性 四 维 度；Ｍａｔｈ－
ｗｉｃｋ［８］的消费者投资报酬、服 务 优 越 性、美 感 和 趣

味性四维度；Ｍｉｃｈｉｅ［９］的 实 用 性 价 值、享 乐 性 价 值

以及象征性价值三类维度等．不同学者针对不同行

业提出体验价值的众多不同划分方法．以Ｓｈｅｔ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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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ｓｓ［３］等学者为代表的“多维分法”，提 出 体 验 价

值分为五个维度：功能性价值、社会性价值、情感性

价值、认知性价值及情境性价值［３］．这种划 分 方 式

全面 细 致，得 到 现 在 学 者 们 的 广 泛 采 用．本 文 以

Ｓｈｅｔｈ和 Ｇｒｏｓｓ为 基 础，同 时 借 鉴Ｓａｎｃｈｅｚ［１０］、吴

必虎和伍佳［１１］、ＬＩＮ［１２］、张凤超 和 尤 树 洋［１３］、李 江

敏［１４］、姜 亮［１５］、贺 和 平 和 周 志 民［１６］、杨 兴 柱 和 陆

林［１７］等学者的 体 验 价 值 维 度 选 取 指 标，为 环 城 游

憩体验价值量表指标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文献

分析中发现体验质量和评价还略显薄弱，衡量评价

环城游憩的体验价值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１．２ 问卷设计

１．２．１ 题项 设 计　本 研 究 在 结 合 深 度 访 谈 的 内

容，以及前人研究的文献基础上，初步形成以下２６
个题项．具体设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环城游憩体验价值量表题项设计

Ｔａｂ．１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题号 题项 操作问项

Ｑ１ 交通状况 游憩地交通便利路况好

Ｑ２ 花费状况 这次环城游憩花费合理

Ｑ３ 服务效率 游憩地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高

Ｑ４ 新鲜感 游憩体验活动令我感觉很新鲜

Ｑ５ 安全状况 游憩地的餐宿、购物、通讯等配套设施完善

Ｑ６ 开阔视野 游憩体验活动让我（或孩子）开阔了视野

Ｑ７ 景观特点 游憩地的景色幽美

Ｑ８ 遁世感 在游憩体验过程中我忘却了日常琐事和烦恼

Ｑ９ 主题特色
游憩地的主题 特 色 鲜 明 有 吸 引 力 这 次 环 城 游

憩物有所值

Ｑ１０ 当地居民 游憩地居民朴实友好

Ｑ１１ 服务态度 游憩地工作人员态度十分热情

Ｑ１２ 配套设施 游憩地治安较好，活动设施也很安全

Ｑ１３ 快乐感 在游玩过程中十分快乐

Ｑ１４ 时间精力 这次出行省时省力

Ｑ１５ 兴奋感 在游憩过程中我感觉很兴奋

Ｑ１６ 享受感 游憩过程中我感觉很享受

Ｑ１７ 环境氛围 游憩地环境氛围舒适

Ｑ１８ 技能了解 游憩体验让我了解了不熟悉的知识和技能

Ｑ１９ 文化了解 在游憩体验中我了解了特色文化

Ｑ２０ 空间压力 游憩地游客量适度

Ｑ２１ 锻炼身体 在游憩中让我身体得到锻炼

Ｑ２２ 互动沟通 在游憩中和他人进行互动沟通令我很受益

Ｑ２３ 悠闲感 在游憩体验过程中我感觉很悠闲惬意

续表１

题号 题项 操作问项

Ｑ２４ 收益感知 这次环城游憩物有所值

Ｑ２５ 项目设计 游憩地的旅游项目设计合理

Ｑ２６ 出行成本 这次出行交通等成本较低

调查的初 始 问 卷 形 成 后，内 容 主 要 包 括３部

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为这次环城游憩基本情况

和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第三部分为环城游憩活动

的实际体验价值感受．
１．２．２ 预测试与问卷确定　２０１６年９月研究人员

进行了问卷调查的预测试，针对武汉木兰天池、梁

子湖度假区等环城游憩游客发放问卷１８０份，回收

有效问卷数量１７８份，有效率９８．９％．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ＫＭＯ值 为０．９１９，在０．９以

上，非常 适 合；显 著 性 水 平 方 面，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形 检

验值为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５．从２６个题项中去提取５
个特征值大于１的 因 子，因 子 载 荷 均 大 于０．５．信

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总体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值为

０．９５３，信度较高．在内部一致性方面，提取出５个

因 子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值 分 别 为 ０．８５９、０．９１６、

０．８９８、０．８７１及０．８８０，均超过０．８０，满足条件．测

定各题项的总相关系数的ＣＩＴＣ值，数值均在０．６
以上 满 足 要 求．此 外，各 项 指 标 若 删 除，对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的 变 化 均 不 明 显．研 究 人 员 在 与 多 位 旅 游

专家研讨后，认为量表题项设计达到预期目标，且

较为合理．对问卷个别题项的表述进行了轻微修改

后，确定最终调研问卷．
１．３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择武汉环城游憩游客为样本对象．在
大力发展长江经济带的背景下，武汉市在长江中游

旅游城市群 中 占 据 核 心 地 位．武 汉 依 托 长 江 经 济

带，发挥立体交通网络优势，连接东西、辐射南北，
市区与郊区、周边城市的交通联系十分便利．武汉

作为中部核 心 城 市 也 是 湖 北 省 省 会，经 济 发 展 较

快，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娱乐和健康意识的

增强促使人们出游动机十分旺盛，周末节假日外出

的频次较高．加 上 近 年 来 旅 游 环 境 保 障 的 多 措 并

举，武汉周边环城游憩发展势头迅猛．以武汉环城

游憩游客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具有代表性和

借鉴性．
１．４ 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在正式调研环节，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月在武汉

环城游憩 游 客 中 调 研８１２份，获 得 有 效 问 卷８１２
份．基于前期调研经验，事先对发放问卷的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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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系统培训，使得问卷回收率较高．使用统计软

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样本进行分析．
第１步，信度检验．量表信度检验结果如下：在

量表一 致 性 方 面，总 量 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系 数 为

０．９４７，一致性满足条件．在因子内部一致 性 方 面，
提取 的 ５ 个 因 子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系 数 分 别 为：

０．８６０、０．９１０、０．９２１、０．８５６及０．８６９，均 超 过 了

０．８的要求．这 说 明 样 本 提 取 的５个 因 子 信 度 较

好，因子的内部一致性表现较好．
第２步，探索性因子分析．数据显示，ＫＭＯ值

为０．９４７，超过０．８，样本充足性也 达 到 要 求．在 显

著 性 水 平 方 面，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形 检 验 Ｐ 值 小 于

０．０５，符合要求，表明各个变量之间有较高的相关

性，可以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然后采用方差最大

化正交旋 转（Ｖａｒｉｍａｘ）方 法，在 正 交 旋 转 后，得 到

因子载荷矩阵．结果如下：第１个因子由指标Ｑ１３、

Ｑ２３、Ｑ１６、Ｑ１５、Ｑ８、Ｑ４决 定，因 子 载 荷 分 别 为

０．７７８、０．７７５、０．７６７、０．７４７、０．７２１、０．６４７；第２个

因子由指标 Ｑ１７、Ｑ７、Ｑ２０、Ｑ９、Ｑ１０及 Ｑ１１决

定，因 子 载 荷 分 别 为０．７９４、０．７８１、０．７２７、０．６７２、

０．６６３及０．５８６；第３个因子由指标Ｑ３、Ｑ１２、Ｑ２５、

Ｑ１及 Ｑ５决 定，因 子 载 荷 分 别 为０．７９９、０．７５３、

０．７３４、０．６８５及０．６６４；第４个 因 子 由 指 标 Ｑ１９、

Ｑ６、Ｑ１８、Ｑ２２及 Ｑ２１决 定，因 子 载 荷 分 别 为

０．８０５、０．７５４、０．７４５、０．６８４及０．６０３；第５个 因

子由指 标 Ｑ２４、Ｑ２、Ｑ１４及 Ｑ２６决 定，因 子 载 荷

分别为０．８４２、０．８２２、０．７２７及０．６４４．见表２．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因子分析中提取出５

个特征值均 大 于１的 公 因 子，该 样 本 总 共 解 释 了

６９．５６％的数据信息．在每个因子中的指标 与 该 公

因子的相关性中，各因子所包含的因子载荷均超过

了０．５，符合要 求，具 有 较 高 的 相 关 性．由 此，量 表

的中的２６个题项应归入５个维度较为合理．

表２　旋转成份矩阵ａ

Ｔａｂ．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ａ

题号 题项
成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Ｑ１３ 快乐感 ．７７８ ．２５６ ．１９４ ．１５９ ．１７０

Ｑ２３ 悠闲感 ．７７５ ．２８０ ．１４０ ．１２１ ．２３６

Ｑ１６ 享受感 ．７６７ ．２６７ ．１７１ ．２００ ．２２４

Ｑ１５ 兴奋感 ．７４７ ．１１７ ．２７５ ．２８１ ．１０６

Ｑ８ 遁世感 ．７２１ ．２１２ ．１５４ ．１６６ ．２１３

Ｑ４ 新鲜感 ．６４７ ．２１０ ．２７２ ．３１４ ．１４２

续表２

题号 题项
成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Ｑ１７ 环境氛围 ．２４２ ．７９４ ．１４０ ．１６５ ．１８８

Ｑ７ 景观特点 ．２２８ ．７８１ ．１６０ ．１７４ ．２１４

Ｑ２０ 空间压力 ．１２７ ．７２７ ．１５１ ．１７１ ．３００

Ｑ９ 主题特色 ．２９６ ．６７２ ．３３０ ．２３０ ．０５７

Ｑ１０ 当地居民 ．３０３ ．６６３ ．３４１ ．１９６ ．０４６

Ｑ１１ 服务态度 ．３３８ ．５８６ ．３９７ ．２７８ ．０４４

Ｑ３ 服务效率 ．１９２ ．１８８ ．７９９ ．１８８ ．１１８

Ｑ１２ 配套设施 ．２１０ ．１１３ ．７５３ ．１５１ ．０４４

Ｑ２５ 项目设计 ．１８４ ．２２３ ．７３４ ．１２４ ．１９５

Ｑ１ 交通状况 ．０７６ ．１５４ ．６８５ ．０９０ ．２６７

Ｑ５ 安全状况 ．２２１ ．２６７ ．６６４ ．１２６ ．１１５

Ｑ１９ 文化了解 ．１６２ ．１９６ ．２３２ ．８０５ ．０３９

Ｑ６ 开阔视野 ．１８４ ．２１１ ．１７７ ．７５４ ．１００

Ｑ１８ 技能了解 ．０９８ ．１１９ ．１１３ ．７４５ ．１３２

Ｑ２２ 互动沟通 ．２４９ ．１４５ ．１０９ ．６８４ ．２５５

Ｑ２１ 锻炼身体 ．３５１ ．１９８ ．０６４ ．６０３ ．１９６

Ｑ２４ 收益感知 ．１７９ ．１３９ ．１２５ ．０９４ ．８４２

Ｑ２ 花费状况 ．１９９ ．１５５ ．１２２ ．１４８ ．８２２

Ｑ１４ 时间精力 ．１５２ ．１３２ ．２９７ ．１８０ ．７２７

Ｑ２６ 出行成本 ．３２０ ．２３３ ．１３９ ．２３６ ．６４４

２ 研究结论

研究者在与５位旅游专家探讨之后，根据每个

因子所包含指标的内容进行分析：第１个因子涵盖

快乐感、悠闲感、享受感、兴奋感、遁世感、新鲜感６
个方面，对应文献分析中学者们提出的情感价值指

标，因而感情融合与美好回忆命名为“情感价值”；
第２个因子包括测度环境氛围、景观特点、空间压

力、主题特色、当地居民、服务态度６个方面，归属

于情境价值范畴，命名为“情境价值”；第３个因子

包含 测 度 服 务 效 率、配 套 设 施、项 目 设 计、交 通 状

况、安全状况５个方面，对应文献分析 中 发 现 这５
个方面 都 归 属 于 功 能 价 值 范 畴，命 名 为“功 能 价

值”；第４个因子是测度文化了解、开阔视野、技能

了解、互动沟通、锻炼身体５个方面，对应文献分析

中发现这４个方面都归属于认知价值范畴，命名为

“认知价值”；第５个因子测度收益感知、花费状况、
时间精力、出行成本４个方面，对应文献分析中应

列属于经济价值的范畴，命名为“经济价值”．
综上，初始量表中２６个题项应划分为５个维

度，构成环城游憩体验价值结构体系．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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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环城游憩体验价值结构体系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深度访谈、问卷调研、数据

分析和专家讨论５个步骤进行了环城游憩体验价

值结构体系的研究，确立环城游憩体验价值体系的

５个维度，发现在其他行业研究中多体现的“社 会

价值”在此没有凸显．原因为现阶段环城游憩主要

动机为放松休闲，同行人多为亲朋好友，游客更在

意的是自我体验感知，社会地位显示和获得他人认

同不占据主导地位．
在体验经济时代，塑造独特的旅游体 验，从 多

个角度满足游客消遣娱乐、求知审美等更高层次的

需求是环城游憩旅游地开发需要思考的问题．本研

究结论为环城游憩带的开发建设、科学管理、游客

营销等提供了测量方法，可以从游客视角更好地促

进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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