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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以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游客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分析游客

的心理动机及其对目的地形象知觉的反应情形#并了解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游客其心理动机

及对目的地形象知觉的差异% 结果发现,#)游客的旅游信息大多来自有来岛旅游经历的亲朋

好友#同行人数以 ! [% 人居多#游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了解程度为一般(!)在心理动机方

面#游客对&放松身心$接近大自然'的反应平均数最高($)在对目的地形象知觉方面#游客对

&海南国际旅游岛有美丽的海景风光'的反应平均数最高(L)在人口统计变量方面#不同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及教育程度会影响&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身体动机'&氛围'及&了解动

机'等方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知觉'二者之间有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旅游行为(心理动机(目的地形象(海南国际旅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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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一%引言

!"#" 年 # 月 L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至

此!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步入正轨" 如何充

分发挥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塑造

优质的旅游观光目的地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造有

国际竞争力的旅游胜地!就成了海南国际旅游岛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功能组

团发展观点来看!主要是通过+整体设计'系统推

进'滚动开发,的空间发展模式!按照区域和资源

优势营造项目!来打造优质功能组团!进而成功带

动各地区的繁荣并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活水"

因为每一县市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每一旅游区

域%(+,-6<S/-8/<&的范围亦各有差异!各有其吸引

游客的属性%/((-6W,(8<&" 而游客对这些属性的认

知情形!将足以影响旅游的意愿" 诚然!旅游的发

展将有助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等

层面的进步!基于此!政府和辖下县市无不大力投

入资源!改善目的地属性% :8<(6./(6+. /((-6W,(8<&!

以此创造竞争优势!扩大游客市场规模"

从目的地发展观点来说!游客对目的地拥有

良好的情感与认知形象!客观上就是关键的竞争

优势所在" 因此!如何塑造旅游目的地的正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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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亟须思考和解决的" 区域功能组团的旅游

发展可从+供给与需求面, %:8S/.:J<,RR09&的角

度来思考!+需求面,指的是!游客对区域观光旅

游的需求动机为何!这种动机或需求属推力因素

%R,<3 1/'(+-&是游客从事旅游的心理#社会动机!

此类动机主要有(逃脱'放松'社会互动关系'了

解'娱乐以及身体活动%V/-(6. 8(/0)! !""K&

.#/

"

;/0+40,%#EEI&从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与旅行特征出

发!分析西德游客到美国进行旅游的动机.!/

" 该研

究发现下列六项因素足以影响西德游客前往美国

旅游的动机(冒%探&险'自由与度假'都市环境'预

算与价值'历史与文化'友善的环境以及户外运动

服务的提供等" 因为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不同!旅

游动机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故在制订旅游促销策略

时!需考虑不同区域市场内游客的旅游动机"

游客的+供给面,属拉力因素%R,001/'(+-&!泛

指游客在做旅游的决定时!导致其选择的某一旅

游目的地%例如!三亚南山大小洞天旅游区&本身

具备的特征或属性" 这类属性如(自然的资源或

氛围'游客所自觉的知觉价值%例如!有成就感或

自尊&以及其期望得到的休闲效益%例如!放松自

我'获得美感体验!或是了解异域文化等&" 所

以!如何改善目的地属性!促进游客对目的地拥有

良好的情感或认知形象 %/118'(6>8+-'+4.6(6>86SJ

/48<&!对游客旅游动机的唤起!将大有帮助!且游

客也会预期可得到其期望的效益而增强其旅游的

满足感!而满足感的增加常常又是游客重游的决

定要素"

已有的研究对目的地形象属性的探讨主要有

下列两种(其一是认知取向%'+4.6(6>8/RR-+/'3&!

另一是+认知#情感,取向%'+4.6(6>8/118'(6>8/RJ

R-+/'3&" 认知要素指的是游客对某一目的地属

性或特征的信念%;/0+40,! #EEE$ a6_8kU9/.!

!""L&

.$/ .L/

" 情感要素指的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

的个 人 感 受 % 238. k =9</0! !""!$ 6̀S!

!""$&

.%/ .F/

" 近年来!有不少的研究者认为!从认

知情感的观点来解释游客对某一旅游目的地的形

象!不能仅仅考虑到目的地物质环境对游客旅游

的影响!且游客是否拥有像+兴奋感,或+愉悦感,

这类情绪体验!也会受到目的地环境物质属性的

左右%;/0+40, k;-6.W8-4! #EEI&

.I/

" 此外!游客

对目的地属性的认知形象!对其情感形象也会有

显著的影响" 例如!U,<<800%#EK"&的研究结果指

出.K/

!研究者可用游客对目的地环境知觉的信息

对游客情绪状态进行分类" 基于此!游客对目的地

形象的形成!通常是有认知才有情绪" 遗憾的是!

早期的大多数目的地形象实证性研究是以结构性

的技术或多重属性的方法去分析目的地形象的认

知要素 %M/_898k 2+SR(+.! #EE#$ 23+.! #EE#$

2+,-(k ,̂R(+.! #EEI&

.EJ##/

" 例如!+自然的环境,

+文化遗产,+观光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氛围,等层

面!更接近目的地形象认知结构" 近些年来!有关

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均已能同时测量认知情感的属

性%;/0+40,! !""#$ ;88-06kV/-(6.! !""L$ 6̀Sk

U6'3/-:<+.! !""$&

.#!J#$/ .F/

!依据这种目的地形象

研究的新观点!研究者将观光旅游目的地形象视

为一种多层面的现象!不只包含游客对目的地

%或地点&属性的信念!且也包含游客对目的地的

感受"

另外!游客对目的地的知觉!也会受到内外部

投入%6.(8-./0+-8X(8-./06.R,(<&的影响" 内部的

投入是指游客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例如!年龄'

职业'教育和收入等&以及价值和动机" 外部的

投入是指不同信息来源的诱导!例如(大众传播媒

体'口碑沟通和以前的良好旅游体验等"

总之!游客在准备旅游的决定前!如果目的地

属性能唤起游客旅游的情绪!并能预期到可能达

成其所追求的效益!则游客对目的地会拥有更正

面的情感形象" 基于此!游客的心理动机与其对

目的地形象的知觉之间有较大的相关性" 综上所

述!了解项目利益相关者%<(/_83+0:8-<&对目的地

属性的形象及其心理动机!是推动区域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这也是从事本研究的价值所在"

本文拟通过对研究结果的介绍并提供相关建议!

以期为相关政府机构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并为经

营观光'旅游'教育和文化等的单位或个人规划区

域功能组团旅游相关事宜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以到海南岛的入境游客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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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便样本取样方法!选择来海南游客比较集

中的博鳌玉带滩'兴隆热带植物园'南山佛教文化

苑'大小洞天'天涯海角和三亚免税店等景点%购

物点&作为调查地点!问卷现场发放!并附赠游客

一小纪念品作为感谢!游客做完后立刻收回" 第

一次预测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K

份!废卷 #! 份" 第二次正式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E%)#O" 考

虑到外国游客的数量较少!且来自不同的客源国!

为避免过多无关变量的干扰!故本次样本均为懂

中文的华人!其中内地居民 LK% 人%占 E!)IO&!

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共 $K 人%占 I)$O&"

"二$量表编制

本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 6̂_8-(J(9R8?'/08&五

级量表" 首先根据预试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MN&!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要因素!再通过

直接斜交旋转作为量表结构效度的取舍标准" 以

2-+.W/'30 <

$

系数来考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

量表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旅游行

为特性,背景变量!共有 F 题!包括(#)信息来源$

!)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了解程度$$)未来一年再

游的可能$L)旅游同伴$%)同行人数$F)平均每人

花销" 第二部分为+旅游动机,量表!本量表共有

K 题! 主要参照邱扶东 % #EEF &

.#L/ 和陈德广

%!""I&

.#%/的旅游动机发展模式实证研究而来!并

请 % 个旅游管理或人文地理专业的专家进行效度

评定" 第三部分为+对目的地形象知觉,量表!本

量表共有 #F 题!参考 V/-(6.%!""K& 等学者提出

的五个结构.#/加以编拟(#)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

环境$!)氛围$$)自然的环境$L)情意的形象$%)文

化的环境" 第四部分为人口统计变量!其中包括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

"三$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采用 ?a?? #I)"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与统

计!主要考察(#)以项目分析与相关分析作为选题

依据!并参考专家意见$!)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建

构各量表的效度!再采用 2-+.W/'30<

$

信度考察

各量表的信度$$)以描述性统计来了解海南国际

旅游岛游客人口统计变量'游客背景特性'旅游动

机'目的地形象知觉的具体情况$L)用皮尔逊相关

分析旅游动机与目的地形象知觉的关系$%)用 )

检验来考察不同背景变量在旅游动机及目的地形

象知觉各因素上的差异情况"

"四$研究工具信度与效度分析

#)项目分析

回收的有效问卷先以项目分析作为选题依

据" 结果显示!本研究的+旅游动机量表, %:>d

g$@I! [g#%@E$! Pe"@"#$ +d"@$$ ["@K#! Pe

"@"#&'+对目的地形象知觉量表,%:>dgF@E# [

g#F@F$! Pe"@"#$ +d"@$I ["@IE! Pe")"#&!

各题项均达到显著水平%Pe")"#&!故未删除任

何题项"

!)效度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方差极

大法旋转!对各量表的题项进行因素分析" 在进

行因素分析前!先进行 /̀6<8-JV898-J&0_6. 检验!

在+心理动机,方面求得 V̀&值为 ")K#$!表示本

次抽样的适当性较高$在+对目的地形象知觉量

表,方面求得 V̀&值为 ")E#$!相当接近 #" 再以

;/-(08((0 <球形检验!在 +心理动机 , 方面为

E IE%)$%I%Pe"@""#&!在+对目的地形象知觉量

表,方面为 ! EE#@!#L%Pe")""#&!表示各因素间

具有共同变异性!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心理动机

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后!本研究的心理动机量

表共抽取两个因素!每个因素均依选项的特性分

别命名为+了解动机,+身体动机,!本量表累积变

异量为 F$)K!" 换言之!可解释来海南岛游客对

+心理动机,的解释力达到 F$)K!O"

%!&对目的地形象知觉量表

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对目的地形象知觉量

表共抽取四个因素!每个因素均按选项的特性分

别命名为+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氛围,+文化的

环境,+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本量表累积

变异量为 FK)EI!!换言之!可解释来岛游客对+对

目的地形象的认知评价,的解释力达到 FK)EIO"

$)信度分析

心理动机分量表共有两个因素!其中+了解,

因素内含 L 个题项!

$

值为 ")KL#$+身体动机,因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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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内含四个题项!

$

值为 ")I!%$总量表计八个题

项!

!

值为 ")IIK!显示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对目的地形象知觉量表共有四个因素!其中+自

然环境与情意形象,因素内含六个题项!

!

值为

"@KI%$+氛围,因素内含五个题项!

!

值为 "@KFE$

+文化的环境,因素内含三个题项!

!

值为 "@KKF!

+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内含两个题项!

!

值为 "@LII$总量表计十六个题项!

!

值为

")E#F!显示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三%结果分析

"一$游客基本特性及行为特征分析

#)游客基本数据的描述

对来岛游客基本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人口

统计的基本数据部分!男女性人数分别占 L!)$O

与 %I)IO$在年龄方面!其中 $# 至 L" 岁年龄层人

数最高占 $E)LO!其次是 !# 至 $" 岁占 !K)IO!

最少的是 F# 岁以上占 !)#O$在婚姻状况方面!

其中已婚有子女者所占比例较高为 %$)!O!其次

是未婚占 $K)"O!最少为已婚无子女占 K)KO$在

教育程度方面!其中以大学本科所占比例较高为

L!)%O!比例最低为初中以下占 #")"O"

!)游客旅游形态与旅游信息来源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在回收的 %!$ 份有效问卷中!

其中旅游信息来源!排第一二位的分别为亲友推

荐%占 #K)IO&和网络信息%占 #%)KO&!最少为

旅游杂志%占 F)$O&$游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

了解程度其中以 +一般了解,的人数最多 %占

%L)LO&!最少为+非常了解,%占 !)%O&$在未来

一年内再到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的可能性方面!

其中以+可能,所占人数最多%占 L%)!O&!+绝不

可能,人数最少%占 !)#O&$在旅游同伴方面!其

中以与配偶或男%女&友同游所占人数最多%占

!L)FO&!最少为其他%占 ")KO&$在旅游同行人

数方面! 其中以 ! [% 人所占人数最多 %占

L#)!O&!最少为独自一人旅游%占 F)!O&$游客

到海南国际旅游岛人均消费预计!其中 %"" 元以

下%占 !I)KO&和 % """ 元以上%占 !L)%O&分

别排一二位!最少为 # """ [! """ 元 %占

##)LO&"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心理动机

描述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游客对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目的心理动机中最高的前五项为(排第

一位的为+放松身心!亲近大自然,!排第二位的

为+增加家人'亲友间的感情,!排第三位的为+享

受热带海景风光,!排第四位的为+只是单纯的旅

游休闲活动,!排第五位的为+进行生态之旅!增

长热带生态知识," 从游客的心理动机来看!他

们到达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的主要目的在于接近

大自然及社交层面"

!)对目的地形象知觉

描述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游客对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目的地形象知觉中最高的前五项为(排

第一位的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有美丽的海景风

光,!排第二位的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有良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排第三位的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给

人带来积极的情绪感受,!排第四位的为+海南国

际旅游岛有丰富的热带动植物资源,!排第五位

的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有令人兴奋的目的地,"

从游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目的地形象知觉来

看!他们到达海南国际旅游岛来旅游的主要目的

在于享受美丽的热带自然风光层面"

"三$不同人口统计变量游客心理动机与对

目的地形象的知觉的差异性分析

#)不同性别游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的

知觉的差异分析

经)检验分析的结果如表 # 所示!不同性别

的游客在心理动机的差异检验未达显著性差异

%Pe"@"%&" 结合对游客的访谈!研究者发现到

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游客!不管是男性游客还是

女性游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心理动机皆有高度

的动机" 在男女平等的时代!女性大多亦经济独

立!在工作及家庭上的压力不比男性少!所以女性

对于旅游动机也相对提高!因此不同性别的游客

在心理动机中并没有显著差异存在"

另外!在+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维度上

有显著差异存在 %)dg!@LK! Pe"@"%&" 从上述

的结果而言!女性%;dF@F&对于目的地形象知觉

的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的看法显然高于男性

%;dF@$&" 不同性别的游客在对目的地形象的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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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差异检验在+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 +氛围,

+文化的环境, 三维度未达显著性差异 %Qe

")"%&!结合访谈材料!研究者分析会有这样的结

果产生是因为到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游客!不管

是男性游客还是女性游客对海南的自然'文化环

境及形象'氛围皆有高度的认知"

表 #C不同性别的游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的形象知觉的差异比较分析

维度 组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值 显著性

了解动机
男性

女性

!!#

$"!

#$)KF

#L)!!

!)KE

$)"%

g#)#" ")I!#

身体动机
男性

女性

!!#

$"!

#F)%$

#F)IK

!)#K

!)$I

g#)!# ")F$%

自然环境与

情意形象

男性

女性

!!#

$"!

!!)L%

!$)!#

$)LF

$)%$

g!)"K ")F%#

氛围
男性

女性

!!#

$"!

!")$L

!")%!

!)KK

!)LF

g")EE ")"FK

基础建设与

社会经济环境

男性

女性

!!#

$"!

F)!L

F)F!

#)!!

#)L"

g!)LK

")"$E

!

文化的

环境

男性

女性

!!#

$"!

#")LI

#")EK

!)!$

!)!"

g!)#L ")IIE

CCCCCCC注(

!

P

!

"@"%!

!!

P

!

"@"#!下同"

CC!)不同年龄游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的

知觉的差异性检验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 ! 显示!不同

年龄层划分为 #% [!" 岁'!# [$" 岁'$# [L" 岁'

L# [%" 岁'%# [F" 岁'F# 岁以上" 表 ! 结果显示

不同年龄游客在 +身体动机, %8d!@K!! Pe

")"%&维度有显著的差异存在!经多重比较% ?̂h&

发现!仅在身体动机维度中的 L# [%" 岁年龄层显

著高于 #% [!" 岁的年龄层$由此可推论!L# [%"

岁的年龄层参与者较追求接近大自然'增进家人

情感动机!可能较 #% [!" 岁年龄层者所追求的动

机不同" 但在+了解动机,维度!并无显著差异存

在!表示年龄对生态教育及观摩学习!增加生态知

识的动机影响一样强"

表 !C不同年龄游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的知觉差异比较分析

变C量 ?? :1 V? M值 R值 多重比较

了解动机

组间

组内

总和

IK)!I

! EK!)%"

$ "F")II

%

%#I

%!!

#$)K!

E)#

#)%L ")#KF

身体动机

组间

组内

总和

I#)LK

# K"I)KL

# KIE)$!

%

%#I

%!!

#L)#%

%)!"

!)K!

!

")"!#

L

"

#

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

组间

组内

总和

I$)#K

L "$F)IE

L #"E)EI

%

%#I

%!!

#L)IE

#!)#I

#)!F ")$"I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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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C量 ?? :1 V? M值 R值 多重比较

氛围

组间

组内

总和

!K)K$

!$%#)"E

!$IE)E!

%

%#I

%!!

%)F!

I)#%

")IE ")%%E

基础建设与

社会经济环境

组间

组内

总和

F)%K

F"L)#$

F#")I#

%

%#I

%!!

#)#I

#)KL

")FL ")FKI

文化的环境

组间

组内

总和

#%)%I

#F!I)#E

#FL!)IF

%

%#I

%!!

!)EI

L)K%

")%I ")I#!

CC注(#)#% [!" 岁!!)!# [$" 岁!$)$# [L" 岁!L)L# [%" 岁!%)%# [F" 岁!F)F# 岁以上"

CC目的地形象的知觉方面!+自然环境与情意

形象,+氛围,+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 +文化

的环境,等维度!并无显著差异存在!表示游客对

目的地形象知觉不会因为年龄层认知不同而受到

影响"

$)不同婚姻状况游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

象的知觉的差异性检验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 $ 所示!不同

婚姻状况分为(已婚有子女'已婚没有子女'未婚"

由表 $ 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游客在+了解动

机,%8d$@K$! Pe")"%&维度有显著差异存在!

经多重比较% ?̂h&发现!仅在身体动机维度中的

已婚有子女显著高于未婚的年龄层$由此可推论!

已婚有子女参与者较追求教育'知识及观摩!可能

较未婚参与者所追求的+了解动机,不同" 但在

+身体动机,维度!并无显著差异存在!表示不同

婚姻状况的参与者到海南国际旅游岛追求放松身

心及增进家人情感的动机一样强烈"

不同婚姻状况参与者在+自然环境与情意形

象,+氛围,+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上有显著

差异!经多重比较% ?̂h&发现!+自然环境与情意

形象,并无显著差异存在$但+氛围,维度上!已婚

有子女显著高于已婚没有子女$在+基础建设与

社会经济环境,维度上已婚有子女显著高于未婚

和已婚没有子女" 由以上分析推论!可能是因为

大多数游客都带孩子游玩!所以较已婚没有子女

或未婚者更重视其环境的好坏'是否可提供教育

意义'是否安全以及有无购物场所及优质的住宿

等" 因此!在+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 +文化的环

境,等维度并无显著差异存在!表示并不会因为

婚姻状况不同而对该旅游目的地的美丽景观'习

俗'环境魅力看法就不一样"

表 $C不同婚姻状况游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的知觉的差异比较分析

变C量 ?? :1 V? M值 R值 多重比较

了解动机

组间

组内

总和

FE)%F

! KK$)!!

! E%!)IK

!

%!"

%!!

$$)L!

K)K%

$)K%

!

")#K#

#

"

$

身体动机

组间

组内

总和

!I)LL

#I$K)"K

#IF%)%!

!

%!"

%!!

#%)#%

F)!%

!)F%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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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C量 ?? :1 V? M值 R值 多重比较

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

组间

组内

总和

KF)LK

L"!%)!K

L###)IF

!

%!"

%!!

L!)I$

#!)"I

$)%I

!

")$"#

多重比较无差异

氛围

组间

组内

总和

F#)IL

!$#I)$%

!$IE)"E

!

%!"

%!!

$#)"I

F)KE

L)!E

!

")%IE

#

"

!

基础建设与

社会经济环境

组间

组内

总和

#L)F#

%K$)K$

%EK)LL

!

%!"

%!!

I)L#

#)K#

L)#!

!

")FKK

#

"

$

"

!

文化的环境

组间 !!)K$ ! #")IE !)!L ")I"%

组内 # F!#)K# %!" L)IK

总和 # FLL)FL %!!

注(#)已婚有子女!!)已婚没有子女!$)未婚"

CCL)不同教育程度游客在旅游动机与对目的地

形象知觉的差异性检验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 L 显示!不同

教育程度分为(初中以下'高中或中职'大专或高

职'大学本科'硕士以上" 由表 L 结果显示不同教

育程度游客在+了解动机,%8d$@K$! Pe)"%&维

度有显著差异存在!经多重比较% ?̂h&发现!大专

或高职教育程度者显著高于大学本科$由此可推

论!大专或高职教育程度参与者较追求教育'知识

及观摩可能比大学本科教育程度参与者更为强

烈" 但在+身体动机,维度及+目的地形象知觉,

四个维度!均没有达到显著差异!表示不同教育程

度的参与者到海南国际旅游岛追求接近大自然'

增进亲友情感'欣赏小区的景观'生态'放松心情'

优质住宿'学习当地文化等都拥有一样强烈的

心情"

表 LC不同教育程度游客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的知觉的差异比较分析

变C量 ?? :1 V? M值 R值 多重比较

了解动机

组间

组内

总和

#F#)!K$

! E!")FK%

$ "K#)KFK

L

%#K

%!!

$K)"I

K)K#

L)!E

")""$

!

$

"

L

身体动机

组间

组内

总和

#L)!IL

# IF$)$L%

# III)F#E

L

%#K

%!!

$)IF

%)$%

")I!" ")%IE

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

组间

组内

总和

##)K%$

L "IF)E!$

L "KK)IIF

L

%#K

%!!

!)KI

#!)!E

")!%# ")E!I

氛围

组间

组内

总和

KK)!II

! $##)I#%

! $EE)EE!

L

%#K

%!!

!#)II

F)KE

$)#I

")"#L

!

多重比较无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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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C量 ?? :1 V? M值 R值 多重比较

基础建设与

社会经济环境

组间

组内

总和

##)$K#

%EK)$LI

F"E)I!K

L

%#K

%!!

!)%I

#)IF

#)LF ")!#E

文化的环境

组间

组内

总和

!!)$"#

# F!!)!$"

# FLL)%$#

L

%#K

%!!

%)$%

L)IK

#)#$ ")$F#

CC注(#)初中以下!!)高中或中职!$)大专或高职!L)大学本科!%)硕士以上"

"四$游客到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知觉的相关分析

表 %C游客到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知觉的相关分析

变C量 了解动机 身体动机 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 氛围 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的环境

了解动机 #)""

身体动机
")L#

!

#)""

自然环境与情意形象
")!E

!

")!I

!

#)""

氛围
")FF

!

")!%

!

")!F

!

#)""

基础建设与社会
")$E

!

")L#

!

")LI

!

")L#

!

#)""

经济环境文化的环境
")L"

!

")$E

!

")FK

!

")LI

!

")!K

!

#)""

CC表 %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游客对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了解动机,与+身体动机,以及个人对

海南国际旅游岛目的地形象认知的+自然环境与

情意形象, +氛围, +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

+文化的环境,各因素之间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存

在" 故+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知觉,二者

之间显著正相关" 所以!从本研究结果而言!游客

对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的心理动机越强!则对目

的地形象认知也越强!而认知的好坏会影响其是

否还会到访海南国际旅游岛"

四%结论与建议

%一&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在心理动机方面!

游客对+放松身心'接近大自然,的反应平均数最

高$在目的地形象知觉方面!游客对+海南国际旅

游岛有美丽的海景风光,的反应平均数最高" 所

以!应结合地域优势!加强创新区域功能组团的旅

游发展!依据+区域功能组团,的理念!结合公'民

营旅游'休闲和组团等单位!以整合方式共同凝聚

区域开展节庆与旅游活动共识!并提出具有创意

或创新的活动以及有创意的产品!带动区域观光

旅游热潮"

%二&根据研究结果显示!游客年龄介于 $# [

L" 岁'已婚有子女'大学本科毕业者居多" 游客

的旅游信息来源大多为有来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

亲朋好友推荐!同行人数以 ! [% 人居多!游客对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了解程度为一般" 因此应针对

游客的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构建旅游目的地

的形象!并作系统评估!供地方发展区域功能组团

参考"

%三&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教育程度

会影响+基础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 +身体动机,

+氛围,及+了解动机,等维度" 调查结果指出!旅

游目的地形象认知除可作为发展区域功能组团和

游程规划的参考外!也有助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各

旅游目的地的软硬件的规划或重建以及未来营销

策略的拟定"

%四&+心理动机,与+对目的地形象知觉,二

者之间有显著正相关" 根据目的地形象认知价值

揭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研究结果表

明心理动机越强烈!对目的地形象认知就越深入"

建议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区域节庆及区域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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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唤起游客的旅游动机!可增强其旅游的满足

感!亦成为重游决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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