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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旅游与旅游者生活质量关系研究


赵东喜

（福建师范大学 福清分校，福建福清 ３５０３００）

摘　要：以社会需要理论、比较理论、基点理论等为基础，通过前—后测实验设计，运用纵
向研究方法，探讨了度假旅游对旅游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明确了度假旅游与旅游者生活质量的

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度假旅游是度假旅游参与者生活质量提高的原因，参与度假旅游能提升

人们的生活质量，度假旅游者较非度假旅游者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最后，提出了相

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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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旅游休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承认与重视旅游休闲对提高

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旅游休闲被人们认

为是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１９８０年世界
旅游组织指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

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国民旅游

休闲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与《国务院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４）均明确指出要改
革发展旅游业，扩大旅游休闲的规模与品质，提高

国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当前，中国国民旅游已进

入大众化时代，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

场。同时，中国出境旅游市场也以惊人的速度发

展。２０１４年，居民国内旅游达３６亿人次，人均年出
游率超过２．６次；出境人数达１．０９亿人次。旅游休

闲日益成为体现居民现代生活方式与衡量其生活

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２０１３年国家旅游局

发布的《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表明，居民旅

游休闲的动机以提升生活品质为主，旅游业经营者

更是将旅游休闲的生活质量意义作为开展促销活

动的重要基础。然而，研究者们关于旅游休闲对人

们生活质量与水平的促进作用的理论研究，在旅游

休闲的民生与生活质量意义方面的规范逻辑研究

成果多，而经验检验工作，特别是建立于实验基础

上的实证探索少，相关研究滞后于实践。因此，有

必要对旅游休闲的生活质量作用进行深入实证探

索，以确定旅游休闲与参与者生活质量的因果关

系。明确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的具体作用及其作

用机制，加深人们旅游休闲对个人影响与作用的理

解与认识，以期为提高政府旅游政策的有效性、企

业开展有效的促销活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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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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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对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

日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是旅游休闲对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影响感知，如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ｄｕｅ指出旅游会促进目的地居民物质幸
福感。ＫｙｕｎｇｍｉＫｉｍＡｕｔｈｏｒＶｉｔａｅ认为旅游业发展的
不同阶段会对社会居民的总体幸福感与具体生活

领域的幸福感如物质、健康、安全等都会产生不同

影响。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与衰退阶段会降低目

的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而在成熟期则有促进作

用［１］［２］。二是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研究者认为

旅游活动能满足旅游者的某些心理需要，从而增强

其幸福感与生活质量的主观感知，提升其生活质量

水平［３］［４］。相反，人们在生活中缺乏旅游休闲活动

参与机会则会降低其幸福感与生活质量感知［５］。

旅游者的旅游经历或体验影响旅游者的情感、精

神、生理等方面，可使人们释放焦虑，提高其社会地

位，并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６］［７］。Ｍ．Ｓｉｒｇｙ认为旅游
休闲对旅游者的主要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会产生

正向影响［８］。ＳａｒａＤｏｌｎｉｃａｒ、ＶｅｎｋａｔａＹａｎａｍａｎｄｒａｍ
与ＫａｔｉｅＣｌｉｆｆ指出家庭与本地休闲与度假旅游有本
质上的差异，前者是以经常性的居住地为基础的活

动，而后者是不经常的离开常住地的休闲活动［９］，

并认为度假旅游与休闲一样对大多数人而言都会

改善其生活质量，度假旅游是与休闲相独立的一个

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Ｇｉｌｂｅｒｔ．Ｄ与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Ｊ
通过前—后重复测验，发现度假旅游从某种程度上

提高了度假者的主观幸福感。ＳｃｏｔｔＭｃＣａｂｅ认为通
过政府资助那些由于收入等条件限制不能参加旅

游活动的家庭参加社会旅游，能提高参与者的幸福

感，并认为度假旅游为参与者提供了暂时缓解压力

的机会，从而使参与者获得了清新的生活视野与愿

景，有时甚至是开启了对其有深远影响的新的生活

方式的大门［１０］。ＳｃｏｔｔＭｃＣａｂｅ与 ＳａｒａｈＪｏｈｎｓｏｎ指
出过去的相关研究多是在社会成员均有参加旅游

休闲机会的前提下进行的。然而低收入的弱势群

体常常由于经济的限制而被排斥在旅游活动之外。

ＳｃｏｔｔＭｃＣａｂｅ等通过进一步研究社会旅游环境下的
旅游休闲价值，发现旅游休闲对旅游者不同具体生

活领域的幸福感影响存在差异，并指出休闲旅游对

参与者的主要生活领域幸福感作用大，而对情感方

面的幸福感影响较小［１１］。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Ｂｉｍｏｎｔｅ与
ＶａｌｅｒｉａＦａｒａｌｌａ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发现不同
类型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与生活幸福感的自我评价

水平有相关性［１２］。Ａ．Ｍｉｌａｎ认为旅游对老年人的幸
福感影响不显著［１３］。也有研究者对旅游休闲的生

活质量作用提出了质疑，如 Ｎａｗｉｊｎ通过前—后测设
计研究了度假旅游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度假旅游

被试前测与未参加旅游者相比报告了较高的幸福

感，但后测幸福感得分除少数休闲旅游者报告了较

高的幸福感外，多数参与者没有差异。Ｎａｗｉｊｎ还运
用社会需要（ｎｅｅｄ）理论、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理论、
基点（ｓｅｔｐｏｉｎｔ）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１４］。

而在国内，相关研究开展的相对较晚，且研究

成果多为定性考察。２０１０年《旅游学刊》专门以旅
游的民生意义为笔谈的主题展开了讨论。如范业

正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旅游的民生意义越来越突

出，日益成为国民的惯常生活方式［１５］。肖飞指出旅

游已经成为人们增加生活幸福感的必要条件，旅游

业发展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１６］。汪宇明认为世

界旅游业发展进程表明，旅游休闲的发展状况是一

个国家民生质量的标志，要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政府

改善民生质量的重要途径［１７］。姚媛论证了作为现

代生活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能够提升人们的

幸福感，并深入探讨了旅游的民生意义［１８］。而实证

研究多从生活质量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角度考察。

通过文献回顾，国外生活质量的测量研究已相

当深入。旅游休闲的研究重点也从旅游休闲对人

的利益的逻辑分析过渡到对其生活质量意义的作

用机制的实证与实验探索。实验设计如前—后测

研究设计（ｐｒｅｔｅｓｔｐｏｓｔｔｅｓｔｄｅｓｉｇｎ）等方法被应用以验
证、确定旅游休闲与生活质量之间潜在的因果关

系。研究者对本地休闲如看电视、游公园等经济常

性的休闲活动对个人的生活质量作用的研究已取

得大量有价值的成果。生活质量研究者更是将旅

游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并认为本地休闲

与度假旅游对个体生活质量的作用有显著差异。

但是，度假旅游作为与本地休闲相对的一种不经常

发生的、离开常住地的消遣活动对参与者生活质量

影响研究所获得的结果还不稳定，人们对度假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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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利益作用的理解还不深入。同时，度假旅游

对旅游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效应还受到参与者的文

化背景、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中国转型时

期，中国旅游休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我们不能简

单照搬国外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研究

方法和生活质量测量工具，在中国文化与价值观背

景下，深入开展中国国民休闲旅游的生活质量效应

机制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度假旅游与生活质量概念

１．度假旅游
世界旅游组织１９９４年从需求者的角度，提出旅

游概念性定义：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商务和其他

目的，离开自己的常居环境、连续不超过一年的旅

行与逗留活动［１９］。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技术性定

义，将旅游的最短逗留时间定为一夜，而未过夜的

一日游客的消遣活动称为一日游活动（如游览景

点、野餐等）。旅游研究者一般将一日游活动与在

常居地的休闲娱乐活动：家庭休闲（看电视、园艺

等）、日常户外休闲（公园游览、看电影等）统一称为

本地休闲活动。考虑到本研究的主题是旅游对个

人的生活质量作用，且消遣、娱乐与度假是大众化

旅游时代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因此，将研究对象限

定在以消遣、娱乐、度假为目的旅游活动即度假旅

游，以区别商务等其他目的旅游。为了体现度假旅

游的一般性，在具体选择样本的操作中，将度假旅

游的逗留时间标准设定为：在目的地住宿３晚以上。
２．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有主观与客观生活质量两个概念。

由于客观生活质量对个人自我报告的主观生活质

量的相关程度较低，因此，研究者一般将客观生活

质量的测量与评估归为社会发展指标的内容，而主

观生活质量成了研究者研究个体对其生活经历的

满意度与幸福感自我评价的重点［２０］。本研究即是

考察度假旅游对旅游者主观生活质量（以下称生活

质量）的影响。即本文所称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对其

所处的生活状况的满足或满意程度，反映人们对生

活条件和状况的主观感受。研究者们一般认为生

活质量由认知与情感两个基本成分组成，即认知成

分与情感成分。前者主要通过对总体生活和具体

生活领域两个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进行测量；后者可

通过个体的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的平衡进行测量。

（二）编制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生活质量量表、

人口统计学变量。生活质量包含总体生活质量与

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两方面。总体生活质量

测量普遍采用 Ｄｉｅｎｅｒ．Ｅ．等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
（ＳＷＬＳ）与ＫａｍｍａｎａｎｄＦｌｅｔｔ编制的情感量表２（Ａｆ
ｆｅｃｔｏｍｓｔｅｒ２）进行，分别测量其认识与情感成分。生
活满意感量表（ＳＷＬＳ）有良好的测量特性，重测相
关系数为０．８２，系数为０．８７。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
（ＳＷＬＳ）是包含５个题项、７点计分李克特型量表，
分值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各题项得分之和就是

总体 生 活 满 意 度 测 量 值［２１］。情 感 量 表 ２
（Ａｆｆｅｃｔｏｍｓｔｅｒ２）是以近期体验到的正性与负性情感
的平衡为基础，测试被试者的总体生活质量，是包

含２０个题项、５点计分李克特型量表，正向情感超
过负向情感的总分数即反映其对生活的情感体

验［２２］。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包括１４个具体特
定生活内容：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亲属关系、休闲

娱乐、精神生活等方面。具体生活领域生活质量测

量量表由１４题项组成，是７点计分李克特型量表。
将以上３个量表编入问卷形成生活质量测量工具。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

（三）前—后测研究设计

１．整群与分层组合抽样
实施调查者在２０１３年４—５月通过在校本科学

生联系亲属朋友选取有意参与调查活动的人员。

然后以在３个月内即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
有度假旅游计划者和３个月内没有度假旅游计划者
分为两部分（层）。为增强试验的可靠性，需控制干

扰变量，对家庭年收入、喜庆事件、朋友关系等可能

影响生活质量的生活事件发生重大变化的个体进

行剔除。从这两组中分别抽取２００、１２０人形成两个
样本组（考虑到实验组样本流失率可能较高而适当

增大了实验组规模）。这两个样本作为研究设计的

两个样组：第一组（实验组）在旅游前后分别对其进

行前测和后测，第二组（控制组）也在对实验组进行

测量的同一时期分别接受前测与后测，但不参加度

假旅游活动。这就构成了前—后测研究设计。研

究设计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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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前—后测研究设计

样组 生活质量测量 处理 生活质量测量

１（实验组） 前测 → 度假旅游 → 后测

２（控制组） 前测 — 后测

２．实施调查
在两个不同的时点（前测与后测），每组成员被

要求及时各填写一份问卷。也就是说，实验组成员

分别在度假旅游前 １个月（前测）与度假后 １个月
（后测）内各完成一份问卷；控制组成员要在 ２０１３
年６月完成第一份问卷（前测），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完

成另一份问卷（后测）。前测与后测分别发放 ３２０
与３００份调查问卷。通过对试验组剔除漏答问卷以
及由于度假旅游计划未成行的问卷后，前后测均有

效作答的问卷共 １５４组份（前后各 １５４份），其中，
男、女性分别占 ４０．３％与 ５９．７％。控制组成员两次
均作答的有效问卷为１０８组份（前后各１０８份），其
中，男、女性分别占３８．９％与６１．１％。具体研究样本
的人口统计特征见表２。

（四）数据处理

相关数据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的独立样本 Ｔ检
验与相关样本 Ｔ检验方法处理。数据处理结果见
表３、表４、表５、表６。

表２　研究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统计表

变量 类别
控制组（Ｎ＝１０８）

频数 比重

试验组（Ｎ＝１５４）

频数 比重

性别
男 ４２ ３８．９ ６２ ４０．３

女 ６６ ６１．１ ９２ ５９．７

年龄

１８（含）～２５（含） ４７ ４３．５ ６９ ４４．８

２５～３５（含） ２３ ２１．３ ３０ １９．５

３５～５０（含） ３２ ２９．６ ３０ １９．５

５０以上 ６ ５．６ ２５ １６．２

教育

初中以下 ８ ７．４ ７ ４．５

高中及中专毕业 ３３ ３０．６ ４７ ３０．５

大学（大专或本科） ６２ ５７．４ ８６ ５５．８

研究生 ５ ４．６ １４ ９．１

职业

公务员 ３ ２．８ ６ ３．９

事业单位 ８ ７．４ １６ １０．４

企业职员 ２０ １８．５ ２７ １７．５

自由职业者 １２ １１．１ １５ ９．７

务农 １１ １０．２ １６ １０．４

学生 ４９ ４５．４ ５８ ３７．７

其他 ５ ４．６ １６ １０．４

　　三、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一）度假旅游活动对总体生活质量评价差异

分析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参与
度假旅游的被试旅游后比旅游前的总体满意度自

评值高出３．６８，表明参与度假旅游活动对旅游者的

总体满意度得到了提升。进一步通过相关样本 Ｔ
检验可知，前后测观测到的旅游者生活质量自评分

值的差异，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Ｓｉｇ．＜０．０１）。
说明度假旅游给旅游者带来了显著区别于日常生

活状态的、丰富的环境体验，从而使其暂时改变、提

高了其对生活状态的总体认知与评价，提高了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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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这与社会需要理论、比较理论、基点理论

的预测相一致。因为度假旅游为参与者提供了暂

时缓解压力的机会、清新的生活视野，以及丰富的

正向的生活体验与感受，甚至为旅游者开启了通向

新生活方式的大门。旅游者旅游前后生活状态的

转变，满足了其某种心理需要，最终会激励其提高

对生活状态的总体评价。因此，旅游后，旅游者主

观心理上认为其生活幸福感处于相对高的水平，从

而其总体生活质量得以改善。此外，表３还说明，在
生活质量的情感方面，参与度假旅游促进了正向情

感评价与正负情感平衡，但对负向情感没有明显作

用。总之，度假旅游从认识与情感两方面均对旅游

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了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

表３　试验组前后测相关样本Ｔ检验结果表　　　　　　　　　　　　　表４　控制组前后测相关样本Ｔ检验结果表

生活质量
前后测均值差

（１５４）
ｔ Ｓｉｇ． 生活质量

前后测均值差

（１０８）
ｔ Ｓｉｇ．

总体生活质量 －３．６８ －５．９５ ０．００ 总体生活质量 ０．４４ ０．８１ ０．４２

家庭生活 －０．２２ －１．７５ ０．０８ 家庭生活 ０．１１ ０．９９ ０．３２

社会生活 －０．２６ －１．７９ ０．０８ 社会生活 ０．１３ １．５２ ０．１３

人际关系 －０．２６ －１．９０ ０．０６ 人际关系 ０．０８ １．０１ ０．３１

亲属关系 －０．３８ －２．５７ ０．０１ 亲属关系 ０．１７ １．６４ ０．１０

工作 －０．５３ －４．１４ ０．００ 工作 ０．１１ １．３８ ０．１７

个人健康 －０．２２ －１．５５ ０．１２ 个人健康 ０．１５ １．７９ ０．０８

休闲娱乐 －０．１１ －２．４７ ０．０２ 休闲娱乐 ０．０７ ２．９３ ０．００

自我发展 －０．３４ －２．６６ ０．０１ 自我发展 ０．０７ １．０３ ０．３０

财产收入 －０．３８ －２．２８ ０．０２ 财产收入 －０．１８ －１．２９ ０．２０

医疗保健 －０．５３ －３．７６ ０．００ 医疗保健 －１．０３ －６．４３ ０．００

精神生活 －０．３４ －２．３６ ０．０２ 精神生活 ０．２６ ２．０６ ０．０４

物品服务消费 －０．１２ －０．８４ ０．４０ 物品服务消费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７８

国家工作表现 －０．４４ －２．９４ ０．００ 国家工作表现 ０．１３ ０．７７ ０．４４

地方政府表现 －０．１１ －０．７２ ０．４７ 地方政府表现 －０．１１ －０．６２ ０．５４

正负情感平衡 －４．７５ －４．６１ ０．００ 正负情感平衡 ０．４８ ０．８７ ０．３９

正向情感 －５．５５ －７．４４ ０．００ 正向情感 －０．１１ －０．３０ ０．７７

负向情感 －０．７９ －１．１４ ０．２６ 负向情感 －０．５９ －１．４３ ０．１６

备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１％统计水平上

显著。

备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１％统计水平上

显著。

　　从表４可以看出，在未参与度假旅游即控制组
的被试中，他的前测和后测的总体生活质量自评值

有差异，但是，进一步通过相关样本 Ｔ检验可知，控
制组前后测的总体生活自评得分值差异在 １０％的
统计水平上不显著（Ｓｉｇ．＞０．１）。这说明控制组被试
的总体生活质量自评得分未出现显著变化。这同

样可用社会需要理论、比较理论、基点理论给予解

释。这是因为控制组被试，没有经历度假旅游体

验，同时，在考察期内，也没有发生影响其生活满意

度评价的生活事件。前后测时期内，控制组被试都

生活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中，没有正向或负向的情感

经历。其对生活状态的期望与需要也不能实现与

满足，从而其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认知就不会发生

变化，其情感体验也不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进而其

总体生活质量自评得分也不会有明显变化。此外，

表４还说明，未参与度假旅游的情感评价均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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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变化。总之，没有参加度假旅游活动的被试者在

前后测中其自评生活质量得分没有显著提升，同

时，其生活质量也没有明显降低。

从表５可以看出，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试验
组与控制组被试的前测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均值

有一定差异，但进一步通过独立样本 Ｔ检验可知，
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Ｓｉｇ．＞０．１）。这说明两
组被试在前测阶段对生活质量的自主评价没有显

著差异。这是因为在试验组进行度假旅游之前的

短期内，两组被试均处在共同的没有显著差异的日

常生活环境中，他们的生活体验与认知也相同，社

会生活状态自我比较不会产生显著的差异，因此，

他们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也不会出现明

显不同。此外，表 ５还说明，在生活质量的情感方
面，两组的前测正、负向情感与正负向情感平衡评

价均值均没有明显差异。总之，度假旅游前的短期

内，计划参与度假旅游的实验组与没有度假旅游计

划的控制组被试的总体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从表６可以看出，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试验

组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得分均值为２２．５４，而未参
与度假旅游的被试即控制组的则为１８．８５。参与度
假旅游的被试其总体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均值高

于控制组３．６９。对这一差异通过独立样本Ｔ检验发
现，其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Ｓｉｇ．＜０．０１）。这说
明在度假旅游结束后的短期内，参与度假旅游的被

试报告了相对较高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其生活质量

评价得分均值显著高于没有度假旅游的被试。这

是因为旅游是有益于参与者身心健康的活动。度

假旅游者通过度假体验，在社会互动、个人发展与

自我价值等方面得到了较高的自我评价。这种正

向的自我感知会反映到总体生活满意度上，最终表

征为改善了的生活质量。而未参与度假旅游者没

有经历度假旅游体验，其生活状态没有发生显著

改变，仍然处在没有变化的日常生态环境中，其自

我评价的生活质量也就相对较低。此外，在生活

质量的情感方面，试验组较控制组的正向情感评

价与正负情感平衡得到促进，但对负向情感没有

明显作用。

表５　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表

变量 组别 Ｎ 分值 ｔ Ｓｉｇ． 变量 组别 Ｎ 分值 ｔ Ｓｉｇ．

总体生活

质量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１８．８６

１９．３０
－０．６１ ０．５４ 财产收入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３．８９

３．６２
１．４９ ０．１４

家庭生活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５．４２
５．３１

０．７０ ０．４８ 医疗保健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０７
３．９９

０．４８ ０．６３

社会生活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６８
４．６１

０．４２ ０．６８ 精神生活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６４
４．６５

－０．０３ ０．９８

人际关系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５．００
４．９２

０．５６ ０．５８ 物品服务消费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５０
４．５９

－０．５６ ０．５７

亲属关系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５．１４
５．２０

－０．３９ ０．７０ 国家工作表现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０５
３．９０

０．８５ ０．４０

工作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３４
４．２９

０．３６ ０．７２ 地方政府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３．９２
３．４７

２．５４ ０．０１

个人健康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７３
４．７１

０．０８ ０．９３ 正负情感平衡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１３．２４
１２．０６

１．０８ ０．２８

休闲娱乐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５１
４．２４

１．７７ ０．０８ 正向情感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３６．１９
３５．３１

１．２０ ０．２３

自我发展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３０
４．０６

１．５０ ０．１３ 负向情感
１
３

１５４
１０８

２２．９５
２３．２５

－０．４５ ０．６６

备注：１、３分别表示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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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实验组与控制组后测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表

变量 组别 Ｎ 分值 ｔ Ｓｉｇ． 变量 组别 Ｎ 分值 ｔ Ｓｉｇ．

总体生活

质量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２２．５４

１８．８５
５．０５ ０．００ 财产收入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２７
３．８０ ２．４６ ０．０１

家庭生活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５．６４
５．２０

２．７８ ０．０１ 医疗保健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６０
３．８５

４．５４ ０．００

社会生活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９４
４．４８

２．８５ ０．００ 精神生活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９８
４．３９

３．５５ ０．００

人际关系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５．２６
４．８３

２．９３ ０．００ 物品服务消费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６２
４．５６

０．４１ ０．６８

亲属关系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５．５２
５．０４

２．９６ ０．００ 国家工作表现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４８
３．７７

４．２９ ０．００

工作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８８
４．１８

４．４９ ０．０１ 地方政府表现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０３
３．５８

２．４７ ０．０１

个人健康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９５
４．５６

２．１４ ０．０３ 正负情感平衡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１７．９９
１１．５８

５．８８ ０．００

休闲娱乐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６２
４．１７

２．８３ ０．０１ 正向情感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１．７４
３５．４３

７．２８ ０．００

自我发展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４．６４
３．９８

４．１１ ０．００ 负向情感
２
４

１５４
１０８

２３．７５
２３．８４

－０．１３ ０．９０

备注：２、４分别表示实验组与控制组后测；、、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度假旅游对参与者具体生活领域生活质
量的影响差异分析

从表３还可以看出，试验组被试在参与度假旅
游活动后，其对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

得分在１４个方面均得以提高。总体上度假旅游提
高了旅游者对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度。进一

步通过相关样本Ｔ检验发现，这一差别除个人健康
等３方面外，其余１１个方面在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
（Ｓｉｇ．＜０．１）。说明度假旅游者旅游后较旅游前的具
体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也显著提高，表明度假旅游

能提高度假旅游者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度

假旅游者通过度假旅游，暂时离开了其惯常的家庭

生活，与家庭成员共同经历了清新的生活体验，增

加了他们嬉戏、欢乐的机会，从而其家庭生活更加

和谐，更加密切了彼此之间关系，提高了其对生活

满意度的评价水平，进而使其生活质量得以改善。

度假旅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常

常需要小组成员互动才能完成，这有机会提高参与

者的学习与社交能力，从而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交往

的需要；度假旅游还能给参与者提供发挥与培养创

造能力的机会，使他们在度假旅游中能拓展视野、

接触与尝试新事物；同时，度假旅游由于组织者的

精心服务，还会提升旅游者的自尊、自信、成就与能

力感，从而大大改善其身心状态。以上这些方面都

会提升参与者对相关具体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的

认知与评价。至于在个人健康、物品与服务消费、

地方政府表现等具体生活领域试验组被试的生活

满意度评价没有差异，这可能与个人健康等方面的

影响因素较多有关，因为单单度假旅游活动不能引

起参与者对这些方面的自我评价发生实质的改变。

因此，度假旅游对提升这些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度

的作用也就不大。

从表６还可以看出，试验组在具体生活领域的
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均值均高于控制组。通过独

立样本 Ｔ检验发现，除物品与服务消费方面外，其
他１３个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满意的这种差异在５％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Ｓｉｇ．＜０．０５）。这说明，与未参与
者相比，参与度假旅游提高了旅游者对具体生活领

域的生活满意度。

从表４还可以看出，未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其
具体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前后测自评得分均值除

个人健康、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精神生活等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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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没有显著差异；从表５可以看出，试验组与控制组
的具体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自评得分前测匀值虽

存在一定差异，但除休闲娱乐、地方政策表现等两

方面外，其余 １２个方面在通常的统计水平上不显
著。这说明没有参与度假旅游的控制组被试在具

体生活领域方面的生活质量自我评价没有显著变

化。在度假旅游活动之前的短期内，试验组与控制

组被试对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报告水平没有

显著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社会需要理论、比较理论、基点理论等

为基础，通过前—后测实验设计，运用纵向研究方

法，探讨了度假旅游对旅游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明

确了度假旅游与旅游者生活质量的因果关系。结

果表明，度假旅游是度假旅游参与者生活质量提高

的原因，参与度假旅游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度

假旅游者较非度假旅游者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

幸福感。在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实验组即参加度

假旅游的被试对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大多数具体

生活领域生活满意度水平的自评得分均值显著提

高；在生活质量的情感方面，度假旅游明显促进了

旅游者的正向情感，提高了其正负情感平衡水平。

而控制组既未参与度假旅游的被试其生活质量自

我评价得分值没有发生显著提升，但其生活质量水

平也没有明显降低。旅游前短期内实验组与控制

组被试报告的生活质量水平未发现显著差异；而旅

游后短时期内参加度假旅游活动的被试报告的生

活质量水平显著高于未参与旅游者。总之，度假旅

游活动能对生活质量起到改善作用，进一步证明在

中国文化背景下，度假旅游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

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已进入大众化旅游时期，这些

实证结论对中国旅游政策制定者、旅游企业经营管

理决策者以及国民个人自身发展均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

（一）政策制定者要充分重视度假旅游对参与

者的生活质量效应

旅游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民大众化、经常性的

生活方式。政府政策制定者应在重视旅游的经济

发展功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高度，更加重视其民生功能，将广泛开

展度假旅游活动作为改善国民生活质量、惠民生的

重要途径与抓手。加快实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为国民开展旅游休闲活动创造良
好的宏观条件与便利，以促进全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二）旅游企业经营决策者要重视度假旅游对

旅游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价值

旅游企业在开展营销活动时要突出度假旅游

对旅游者生活质量的促进意义。明确度假旅游对

旅游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以此来丰富旅游

促销活动与产品推广宣传的内涵，从而提高旅游企

业开展促销活动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旅游企业更

要练内功，努力改善服务水平，提升旅游者的幸福

感。这要通过提高旅游交通便利化与旅游设施的

人性化等，以及通过大力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推

动旅游产品结构向度假休闲观光转变来实现。

（三）国民个人要积极主动地养成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与习惯

通过文明度假旅游，提高生活满意度、提升生

活质量。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快，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大。

要科学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以确保身心健康与

生活幸福。国民个人要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积极主动开展旅游休闲活动，通过休闲度假旅游等

活动，舒缓压力、陶情增识，以提高个人的幸福感，

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此外，研究实验设计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

要表现在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受到限制，以及实验组

与控制组的职业、教育程度等不同，这可能对实验

结果的一般性产生影响。因此，将该结果应用到样

本范围之外的领域，还需进一步通过更为完善的实

验设计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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