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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休闲、外出旅游对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研究


赵东喜

（福建师范大学 福清分校，福建 福清 ３５０３００）

摘　要：探讨外出旅游与本地休闲对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本地休闲未
显著提高参与者总体生活质量，但与未参与者相比，未使其感知更低的总体生活质量；外出旅

游在总体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而在具体生活领域中本地休闲和外出旅游对

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本地休闲能显著提高参与者在亲属关系上的主观幸福感，而外出

旅游能显著改善参与者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最后提出了相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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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旅游休闲对游客的生活质量会产生重要影

响。１９４８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提出：“每个人都有
休息与闲暇的权利”，１９８０年的世界旅游马尼拉
宣言确定“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

的生活条件”为旅游的根本目的。此后，旅游休

闲对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的作用受到发达与不发

达社会的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旅游休

闲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旅游休闲“权利”的

争取、产生旅游休闲需求发展到提高生活质量要

求。１９８３年中国加入世界旅游组织。党的十七
大确定社会成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是中国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旅游业的意见》（２００９）提出要制定国民旅游休闲
纲要，把鼓励积极旅游休闲作为改善国民生质量

的重要途径。政府日益注重保障国民旅游权益，

重视对国民的旅游、休闲普遍性需求的满足。

“５．１９中国旅游日”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旅游业已

进入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新

时代。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的营销活动强调旅游

经历对旅游者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然而，对于

休闲与旅游在个人层面上如何提高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能提高生活质量，它们的作用有何差异？对

以上问题的回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二、文献回顾

（一）生活质量研究

生活质量概念１９６６年在美国正式提出后，学

术界逐渐形成了主观生活质量与客观生活质量两

个概念。研究者一般将客观生活质量的测量归为

社会发展指标的内容，而主观生活质量成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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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主观生活质量指人们对

其所处的生活状况的满足程度或满意程度，反映

人们对生活条件和状况的主观感受，能更可靠、更

现实地评价生活质量，为制定政策提供基础信息

和导向。主观生活质量可用生活满意度与正负性

情感指标来反映。前者可用结构化生活满意度自

测量表从总体生活和具体生活领域二个水平对其

进行测量（ＳＷＬＳ，迪涅，Ｄｉｅｎｅｒ．Ｅ，１９８４），后者常
用 情 感 量 表 （Ｋａｍｍａｎ ＆ ｌｅｒｔ，１９９３）进 行
测量［１－３、６、１１］。

研究旅游休闲对个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可行

的。因为生活质量具有稳定性，所以个体对生活

的认知评价才能够测量。只有当生活事件或经历

偏离均衡状态，个人的生活质量评价才发生改变。

旅游休闲是生活事件的一种，当个体参与旅游活

动时，生活事件会偏离正常均衡状态，可能引起个

体对生活质量评的改变［３］。

（二）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

旅游休闲对个人影响研究始终是旅游基础理

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主要涉及旅游体验方

面，关注的中心也多为旅游的经济意义。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旅游研究者对旅游的关注从经济角度逐
步转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上来。国外研究

者以需要理论、活动理论为基础，定性研究了旅游

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及本质［１２、１３］，认为个体参

与旅游休闲满足了其一些心理需要，如会给个人

带来放松、逃避、自由、社会交往、自我实现与快乐

等回报，会对参与者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增强了

其幸福感，进而对生活质量产生积极评价。而如

果缺乏旅游休闲会使其对生活质量评价低［８、１１］。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后，国外对此问题的实证
研究开始涌现。如１９９９年商务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出版了旅游与生活质量研究
专刊，吉波特与艾波杜拉（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Ｊ，
２００４）通过前———后测研究设计，发现度假旅游
会显著提高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

对正向情绪有促进作用。艾若等（ＪＥｒｏｅｎＮａｗｉｊｎ，
２０１０），用前———后测研究设计又进一步分析认
为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持续时间较短。而

米兰（Ｍｉｌａｎ，Ａ．１９９８）比较了一个老年旅游团旅

游前后的主观幸福感后未发现显著差异。尼尤等

（Ｎｅａｌ．Ｊ，Ｓｉｒｇｙ．Ｍ，Ｕｙｓａｌ．Ｍ，１９９９）还通过路径分
析发现旅游休闲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影响。瑟吉

（Ｓｉｒｇｙ．Ｍ，２０１０）研究了休闲旅行满意度的生活质
量本质。

此外，也有研究者对此问题提出质疑。如可

斯丹（Ｃａｓｓｉｄｙ．Ｔ，１９９６）指出，尽管参与旅游休闲
会产生心理收益，这种行为可能反映了独立于旅

游活动的个性因素如外向性格，是因为参与了与

其个性一致的活动而不只是参与旅游引起了幸

福感［４］。

随着国内居民旅游、休闲需求的普遍化与多

样化，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也成为国内学界

关注的热点。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多为定性

考察，而实证研究多从生活质量对旅游者行为的

影响和量化指标体系的构建等角度考察。如粟路

军与何学欢（２００９）、许春晓与王亮（２００７）与郭英
之等 （２００７）等的工作［１１］。赵东喜，丁丽英

（２０１０）以大学生为例分析了旅游与生活质量的
关系，认为旅游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并探讨

了其作用机制。２０１０年《旅游学刊》第７、８、９期
以旅游与民生为主题讨论了旅游对满足人民生活

需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的作用。罗明

义论述了旅游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改善生活质

量方面的功能；朱国兴认为旅游休闲是社会成员

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之一［１４］；肖飞认为人们可以

通过旅游陶冶情操、修身养性、认识自我，并在旅

游的中体验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感受到高

品质的生活；刘峰认为旅游是人追求更好生活与

发展的基本权利，旅游休闲关注的是生命的本质。

从文献回顾可知，研究者一般认为旅游休闲

会提高参与者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水平。但对本地

休闲与外出旅游如何提高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提

高生活质量，它们的作用有何差异的研究还未见

报道。此研究以生活满意度（总体生活满意度与

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作为生活质量的测量指

标。在界定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概念的基础上，

选取在校大学生为样本，通过受控群体问卷调查，

探讨二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差异，以期为政府

制订休闲计划与政策以及旅游企业开展有效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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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活动提供借鉴。

三、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知，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

社会成员，休闲、旅游作为社会生活事件，可以改

善其生活质量，休闲、旅游活动可以使人减轻生活

压力、暂时避开社会现实、释放焦虑，提供社会交

往、强身健体、获得新知识、自我价值实现等活动，

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受教育水平，进而提高参

与者生活质量。文章首先利用生活质量量表测量

参与本地休闲或外出旅游以及未参与者所感知的

总体与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其中总体生活

质量用总体生活满意度反映，具体生活领域的生

活质量用八个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度表示，这八

个生活具体领域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

系、学习生活、人际关系、休闲娱乐、自我价值、健

康等。其次，对比总体生活满度与具体领域生活

满意度。最后，明确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的生活

质量效应，分析并明确差异的具体表现。

（二）调查样本

因为大学生学校生活稳定性强，以其为研究

对象，变量容易控制，可增强试验的可靠性。因

此，研究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目标人群。用分

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

建农林大学在校学生中抽取研究样本。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份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００份。剔除错答、漏答
和有规律做答问卷后，有效回收问卷１７８份。其
中男、女生分别为９０、８８人，大一年级至大四年级
分别为５０、４７、３７与４４人，文理科学生分别为８６、
９２人，生源地为城市和农村的样本分别为 １４０、
３８人。

（三）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旅游活动、生活质

量、人口统计学特征。

旅游活动。考虑到休闲旅游活动作为生活事

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的持续性问题，分别调查了

四个月内与一年内的休闲旅游活影响。旅游经历

方面分别测量了一年内和四个月内的当天往返及

住一夜以上的旅游次数。将“一年或四个月内参

与当天往返的旅游休闲活动”定义为本地休闲，

将“一年或四个月内参与旅游活动并在外住一夜

及以上的休闲旅游活动”定义为外出旅游。

生活质量测量。从总体生活和具体生活领域

两个层面进行生活质量测量。前者用迪涅等人于

１９８５年编订的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ＳＷＬＳ）测
量。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测量包括８项特定生活
内容：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学习生活、

人际关系、休闲娱乐、自我价值、健康。量表均采

用七点记分法，分值越大，满意程度越高。将以上

两个量表编入问卷形成生活质量调查工具［１１］。

利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方法，以 ＳＰＳＳ１３．０为
工具统计分析数据。独立样本 Ｔ检验结果见
表１。

四、结果分析

（一）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对总体生活质量

的影响差异分析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一年内参与本地休闲和
未参与者之间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均值分别为

１９．３２、１９．２３（０．９３２），相应的四个月内的总体生
活满意度分别为１９．３１、１９．０２（０．７４２），一年或四
个月参与本地休闲者总体生活满意度均大于未参

与者，但在１０％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参与本
地休闲虽然没有显著提高生活质量，但也没有使

参与者生活质量更差。

从表１还可知，一年内参与外出旅游和未参
与者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分别为１９．７０、
１８．２２（０．０６６），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游和未参与
者总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分别为２０．２９、１７．７７
（０．００１），分别在１０％、１％统计水平上达显著差
异。说明参与外出旅游者均感知了较高的总体生

活满意度，参与外出旅游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总

体生活质量。

进一步对比发现，１９．７０＞１９．２３、２０．２９＞
１９．３１，说明无论是一年内还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
游者总体主观幸福感高于本地休闲者。说明参与

外出旅游比本地休闲参与者感知了更高的生活

质量。

总之，参与本地休闲没有显著提高参与者对

生活质量的评价，而外出旅游会显著提高参与者

的生活质量。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没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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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经济能力，外出旅游的机会较少，若在其经济

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拥有外出的机会，在心理上会

形成强烈的自我满足感。除此之外，还受到其对

常规休闲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休闲生活层次不高

的影响。现阶段大学生多通过听音乐、购物逛街、

上网等方式休闲，本地休闲成了大学生生活的必

要组成部分，成为其惯常生活事件。参与本地休

闲不能使其生活事件偏离均衡状态，其生活质量

评价不会发生显著改变。而外出旅游与其惯常休

闲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带来与平时不同的新鲜感。

同时，外出旅游之前的大学生受到一些客观外在

条件的限制，感受到自身生活满意度处于某一恒

定水平上，未接近自己当前想要的生活和想得到

的自己想要的东西，总体满意度不是很高。参与

外出旅游过程中体验、得到其期望的生活经历，会

形成强烈的自豪感。与本地休闲相比，外出旅游

有更多的时间、机会接触到不同于惯常学习生活

环境中的新事物，满足大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

因此，外出旅游作为一种偏离正常均衡状态的生

活事件，引起了个体对生活质量评的改变，参与外

出旅游显著改善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

表１　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类别 生活质量 旅游活动 Ｎ Ｍｅａｎ Ｓｉｇ． ｔ

一

年

本地休闲

外出旅游

总体满意度

亲属关系

总体满意度

家庭关系

人际关系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１５３

２５

１５３

２５

１２３

５５

１２３

５５

１２３

５５

１９．３２

１９．２３

５．５０

４．９２

１９．７０

１８．２２

６．０４

５．７１

４．７１

４．３５

０．９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５

２．１６７

１．８５０

２．０３２

１．９５２

四个月

本地休闲

外出旅游

总体满意度

亲属关系

自我价值

总体满意度

人际关系

自我价值

健康

＞＝１

＜１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参与

未参与

１３５

４３

１３５

４３

１３５

４３

１０４

７４

１０４

７４

１０４

７４

１０４

７４

１９．３１

１９．０２

５．５５

５．０２

４．６７

４．２８

２０．２９

１７．７７

４．７８

４．３４

４．７５

４．３４

４．９６

４．６１

０．７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９

０．３３０

２．４０９

１．８８４

３．４３３

２．５５６

２．２７４

１．８３１

注：表中具体生活领域生活质量检验结果仅列出在０．０５或０．１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的数据，
未达显著差异的未列出。

９７

第６期　　　　　　　　　　　赵东喜：本地休闲、外出旅游对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研究



　　（二）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对具体生活领域
生活质量的影响差异分析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一年内参与本地休闲与
未参与者在具体生活领域的亲属关系上主观幸福

感均值分别为５．５０与４．９２（０．０３２），并且在５％
统计水平上达显著差异。说明前者较后者感知了

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即一年内参与本地休闲者在

亲属关系上显著改善了其生活质量。而四个月内

参与本地休闲者在具体生活领域的亲属关系、自

我价值上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为：５．５５、４．６７，相应
的未参者的均值分别为５．０２、４．２８，前者均高于后
者，且在５％统计水平上达显著差异。说明四个月
内参与本地休闲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

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休闲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在朋

友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学习、娱乐、健康等领

域均存在这种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从表１还可知，一年以内参与外出旅游与未
参与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

上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为６．０４、４．７１，未参与外
出旅游者的均值分别为５．７１、４．３７，前者较后者
感受到了较高生活满意度，且在５％统计水平上
达到显著异。说明一年内参与外出旅游显著改善

了参与者在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上的生活质量。

而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游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

人际关系、自我价值、健康上主观幸福感均值分别

为４．７８、４．７５、４．９６，未参与休闲旅游的得分分别
为４．３４、４．３４、４．６１，前者较后者感受到了较高生
活满意度，且在５％统计水平上达到显著异。说
明四个月内参与外出旅游显著改善了参与者人际

关系、自我价值、健康上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分析

还发现，这种差异在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学习、娱

乐等具体生活领域也存在，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进一步对比可知，参与本地休闲会明显提高

在具体生活领域亲属关系上的生活质量，而在自我

价值方面的生活质量效应持续较短。外出旅游对

参与者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上

生活质量效应显著且持续时间长，而在自我价值、

健康上的生活质量效应虽显著，但持续时间短。

总之，参加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的大学生在

具体生活领域上感知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本地休

闲受到旅游距离的限制，多停留在惯常居住区域

或周边地区，更多和周边的亲戚朋友交往，参与本

地休闲后，其感受到亲属关系得到较大的改善；同

家人一同参与外出旅游过程中能体会短时间内不

同寻常的生活方式，缓解紧张的家庭生活，创造更

和谐的家庭关系。外出旅游多为长途旅游，旅游

者能体会他乡异地的风俗民情、开阔眼界、促进身

心健康，同时还能结识新朋故友，培养良好的人际

关系。但无论参与本地休闲还是外出旅游都能带

来特别的经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去自己想

去、未去的地方等，以此获得旅游中带来的满足

感，促进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且参与外出旅游有较

充分的准备、充足的时间和费用等条件，更有利于

提升自我价值。

五、结论及建议

文章探讨了外出旅游与本地休闲对大学生的

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本地休闲未显著

提高参与者总体生活质量，但与未参与者相比，也

未使其感知更低的总体生活质量。外出旅游的参

与者较未参与者感知了较高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外出旅游在总体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

质量，并且参与外出旅游比参与本地休闲能获得

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得到更大的改善。

在具体生活领域中本地休闲和外出旅游对生活质

量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本地休闲能显著提高参

与者在亲属关系上的主观幸福感，而外出旅游能

显著改善参与者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具体生

活领域的生活质量。

基于以上结论，首先，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国民旅游、休闲与社会

成员生活质量的关系，在关注旅游、休闲经济效应

的同时，更应重视其对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升

作用。其次，政府在制订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时，应

充分认识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的生活质量效应差

异，统筹协调发展本地休闲与外出旅游，在加强旅

游基础设施和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的同时，兼顾本

地休闲设施与项目的完善，充分发挥二者的民生

效应。政府要完善有关旅游、休闲的各项制度，保

障人们旅游、休闲权利，提升国民的旅游福祉，把

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和变化的旅游、休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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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次，社会

成员要积极参与休闲、旅游，通过文明健康的外出

旅游、本地休闲方式，改善生活质量。最后，旅游

企业要针对旅游与休闲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差异，

促进旅游、休闲产品多样化发展，有针对性地开展

营销活动，提高促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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