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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心理动机视角的

“无景点"旅游现象及其影响研究

摘要

“无景点”旅游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或者蜕是一个新型的旅游方式，逐

渐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白领、学生的追捧。同时这种旅游方式也受到了很多中老

年人的喜爱。本文比较敏锐的发现了这种新的旅游趋势，并从旅游动机与行为的

角度对之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论文对“无景点”旅游，做了一个基础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是查阅以往的

研究资料，借鉴其他相关研究的方法。首先是从旅游的概念中总结出“无景点”

旅游的概念，然后总结以往动机理论研究和“无景点”旅游的研究现状，从而找

到本文的有效研究途径。

“无景点”旅游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然

后探索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对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并用因子分析

的方法将“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分为了五个种类：释放压力的动机、增长

知识的动机、寻求文化的动机、节约的动机、逃避现实的动机。

最后从研究的分析结果中，给了旅游企业一些建议。

关键词：“无景点”旅游旅游动机旅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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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No Attraction¨。11ravel

Phenomenon And Its Innuence

Based On The Tourism Motivation

Abstract

”No attraction¨一t豫Vel is a relatiVely new concept．Or we can say it is a new fo册
of tourism．Many young people，white·collar wOrkers and students伊adually love it．

Atthe same time this fo咖of tourism has also been loVed by the elderly．This anicle

sensitiVely discoVers this new tourism trends． This anicle researchs ”nO

attraction¨-travel based on travel motivation and behavioL

This article first makes a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0n”n0 attraction”．travel

mainly accessed to preVious research data and other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The

article concludes what is”no attraction”一traVel and then sum up the past research and

theory of motivation，and the research Of”no attractiOn”-travel now in 0rder tO find锄 耳

ef：t’ectiVe research approach of this anicle．

Then it mainly use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T1lrough a questionnaire suⅣey，

It carries out statistical analysis，and then explores how the basic infbnnation 0f the

respondents af!f．ects their traVel motiVation and traVel behavior．The article uses factor

analysis to diVide the motiVation Of¨n0 attractiOn”一traVel int0 fiVe categOries：the

release of pressure；an increase of knowledge；seeking culture；saVing and escapism．

End of this article， it giVes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to the tourism

enterprises f而m the analysis of study．

Key Words： ¨no attraction”一traVel，tourism motivation，tourism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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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第一章绪论

对于旅游者行为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者很多都是从旅游者的年龄、性别、职

业等方面着手，很少有从新的旅游方式上进行研究的。
最近比较流行“无景点”旅游，一种与大众旅游有着显著区别的旅游方式。

旅游者不再跟随旅游团队到著名的旅游景点，而是自己选择一个旅游目的地，然

后潜心的沉浸入当地的风景、文化或者民俗中。这种新的旅游方式让旅游者更加

的随心所欲，获得更多的心理满足感。同时“无景点”旅游也与现在年轻人张扬
个性，特立独行的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

所以本文选择“无景点”旅游方式作为研究的主题，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思

考旅游的本质以及旅游动机与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是什

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旅游的方式?他们在旅游中追求的是什么?

1．2研究的意义

由于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本文的研

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无景点”旅游是个较新的旅游方式，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却是非常的快。面
对这样一个突然流行起来的新型旅游方式，它的形成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都是

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至少目前旅行社对这种旅游方式还没有任何措施。由于以

往对“无景点”旅游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本文构建了一个“无景点”旅游或者说

新的旅游方式的研究体系，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1．2．1实践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讲，本文思考了面对这样一种旅游的方式，我们的旅游企业包

括景点、旅游社、饭店等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无景点”旅游只是

个性化旅游的一个方面，在年轻人越来越标榜个性化行为的今天，以后还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无景点”旅游的新的旅游方式。我们的旅游企业又应该如何

预测并应对那些新的旅游方式呢?本文在思考“无景点”旅游的同时也给以后的

研究者指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1．2．2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本文是对实证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应用。所谓实证研究是指

在研究对象上要将其环境实情作为科研的出发点，对现有材料进行数理统计、分

析，并设计实验，进行量化的、精确的测试并推导出结论。实证研究在旅游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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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已经越来越普遍，这说明我们旅游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

科，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多样化。

1．3研究目的

首先是从以往的文献以及旅游专业人士的描述中确定“无景点”旅游的概念。

其次是通过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背景弄清“无景点”旅游的形成原因。

再次是从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得出“无景点”旅游的行为特征和发展趋势，
体现本文的研究科学性。

最后，总结文章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借鉴。

1．4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无景点”旅游，但是本文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无

景点”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它的旅游主体也是一个特定的旅游群体，而且
这个旅游群体在快速的增加。所以本文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特定旅游方式的原因以

及特定旅游群体的行为研究。

1．5研究内容和框架

jl÷篮削迷奎文的雠芗(71『五￡、研究意义、

一、绪论 {i：}}究内容、研嗲f=斤法、水文搬架锋内容

’li要介鲥{关l：动机和旅游动机的旗勰那沦

．～：、笨础理论术懈究综述 以及．旅游动机删“九泶，r妖游的研歹}=综述

：、研究没汁 介纠本次0IJ巷的泼汁和颅期的研芗芒厅阳

|Jq、实讪E研究 埘谰俞统汁的结浆进行分析嗣I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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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本文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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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6面临的困难与本文的创新

1．6．1面临的困难

1．6．1．1相关理论研究较少

由于本文研究的“无景点”旅游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术

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与解释。所以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理论支

撑不足的问题。在本人检索中国期刊网的过程中，一共只检索出不足十篇关于“无

景点"旅游的学术论文。这直接导致了本文可查阅的参考文献数量比较有限。而
且这些论文也没有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采用理论研究和描述性叙述的方法比较

多。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在目前还是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

比较多的注意借鉴其他相关类型的论文研究方法。

1．6．1．2实证研究的困难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在进行实证研究的问卷调查时，很多被
调查者没有听说“无景点”旅游这个一个概念，所以需要反复的强调和解释。这

很容易让被调查者产生不耐烦的感觉，从而不配合调查活动。在调查中遇到的另

一个问题就是被调查中由于对“无景点”旅游的不熟悉，从而会影响到他们填写

调查表选项的准确性。这也需要本人在调查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醒本次研究的内容
和主题，尽量减少他们对“无景点”旅游的误解。

1．6．2本文的创新

1．6．2．1概念新颖

本文敏锐的捕捉到了“无景点”旅游这样一个刚刚流行的新概念，或者说新

的旅游方式。这让本文的选题比较新颖，比较与众不同。同时本文将我们在旅游

学科研究过程中常用的实证研究法较好的与这种新的旅游方式相结合，来探讨旅
游者参与“无景点”旅游的动机与他们的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关

系的其他因素。

1．6．2．2实证研究的改进

在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问卷的设计方式较以往的类似研究也有较大的改

进之处。本次研究的问卷没有采用多项选择的问题，全部采用“卜5”选择项的

单项选择题。这样的设计好处是：被调查者在填写问卷的时候较容易接受这种问

卷方式，减少了由于被调查者害怕浪费过多时问思考而导致问卷作废的概率；同

时这种设计方式对于本文后来的分析研究也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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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研究方法

1．7．1经验研究方法

目Iji『对特殊旅游群体的动机研究方法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经验研究方法。所

以之前的关于特殊旅游群体的研究经验都是可以用来给本文借鉴的。当然，对于

“无景点”旅游现象的研究经验比较少，这是本文需要创新的地方。

1．7．2调查分析方法

采用随机的抽样调查法来研究旅游的某个方面问题往往是最经济、最省时、
最有效的方法。1

对于一定特殊旅游群体的现象研究，肯定是需要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

需要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做调查分析的。这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科学性的一个重

要体现。

1．73交叉学科方法

旅游学科本来就是一个多学科背景的学科，所以在做旅游研究的过程中一定

要结合其它学科的知识背景。旅游动机研究则需要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同时

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也运用了大量的统计学的知识。这些都是本研究交叉学

科方法的重要体现之处。

1．7．4统计软件

件。

本文的所有数据都是通过SPSSl3软件统计分析的，必要时借助了EXCEL软

1周武忠等．旅游学概论【M】．北京：化Tff：版社，2009．

4



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

2．1旅游的概念

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

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

导致长期定居，而且不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该定义最早由瑞士学者亨泽克尔克

拉普夫在1942年提出，而后又被“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 Experts Scientifiques du tourism)采用，所以又称“艾

斯特”定义。‘

旅游是指人们离开平时的坏境，为消闲、公务或其他目的而到外地旅行或逗
留连续时间在一年以内的活动。这是世界旅游组织(wT0)、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

与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eil)联合制定的《关于旅游业的2l世纪议程》中对

旅游的重新定义。

旅游是指到一个国家访问，停留时间超过24小时的短期旅客，其旅游目的
属于下列两项之一：一、悠逸(包括娱乐、度假、保健、研究、宗教、或体育运

动)：二、业务、出使、丌会等。该定义由联合国的“官方旅行机构国际联合会”

(AIGTO)所提出。

李天元(2002)在其《旅游学概论》中认为：“旅游是人们出于移民和就业

任职以外的其他原因离开自己的常住地自订往异国他乡的旅行和逗留活动，以及由

此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2
王洪滨主编的《旅游学概论》认为：“旅游是人们离开常住地到异国他乡访

问的旅行和暂时停留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3

邓观利在《旅游学》中认为：“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

社会经济现象，是人们离开常住地大规模流动，以寻找新的物质精神生活和新的
业务联系为目的的旅行，是暂时居留而不导致定居和就业所引起的相互作用的一

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4

谢彦君等(1999)在《旅游学概论》中的定义认为：“旅游是个人以前往异
地寻求审美和愉悦为主要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

历。”5

申葆嘉等(1999)在《旅游学原理》中提出：“旅游是产业革命以后分化自

旅行的非定居者在地域上的移动和暂时逗留所引起的关系和现象的总和；他们不

会导致长期居留，并且不利用旅游从事任何赚钱活动。”6

魏向东(2000)在《旅游学概论》中提出：“旅游是旅游者在自己可自由支

配的时I’日J内，为了满足一定的文化享受目的，如休憩、娱乐、保健、求知、增加

1马勇，周霄．旅游学概论【M1．北京：旅游教育⋯版÷f：，2004．18．

2李天兀．旅游学【M1．第．二版．北京：商等教育⋯版利：，2002．

3傅‘新．旅游学概论【M1．广州：暨南人学ff{版礼，2004．2．3．

4傅‘新．旅游学概论【M】．广州：暨南人学⋯版礼，2004．2．3．

5谢彦君，陈才，谢c}刁iI．旅游学概论【M】．人连：东北财经人学jIj版社，1999．

6申僳嘉，刘佳．旅游学原理【M1．．I：海：学林⋯版礼，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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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等，通过异地游览的方式所进行的～项文化体验和文化交流活动，并由之而
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反应和社会关系。”1

周武忠等(2009)认为：旅游是人们出于移民和就业以外的原因，离开常住

地到异国他乡的非定居性旅行和暂时性停留，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
总和。2

以上定义综合看来，虽然定义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各个定义都没有提到“景

点”这一概念，没有将“景点”纳入旅游的必要因素罩，这也从侧面给与我们提
示：旅游并不一定非要到传统的旅游景点中去。随便一个地方，只要能给旅游者

一个求新、求异的环境，抑或是放松一下身心，达到精神上满足的目的，这样的

活动或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旅游。

2．2“无景点"旅游

由于“无景点"旅游是一个最近刚刚提出来的比较新颖的概念，而～开始也

只是在网上流传，所以学术界还没有对“无景点”旅游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本文

主要引用了近两年发表在期刊中上文章中所描述的定义。

伍延基等(2008)认为：“无景点”旅游是一种注重休闲与体验、追求无拘

无束的游历、并不十分看重景点的反传统的旅游方式。3
钟丽娟等(2009)认为：“无景点”旅游是与传统的景区(点)旅游相对应

的，是指一种不刻意、不专门游览旅游景区．(点)，而在旅游目的地体验当地文

化、社会生活方式与民风的一种旅游方式；或认为“无景点”旅游就是不被“旅
游”本身所累而选定一个出游目的地，在目的地悠闲地住上几天，自由地穿街走

巷、爬山涉水、观看街景、体验民风，从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异地它乡风土人情的

一种旅游方式。4

董红梅(2008)认为：“无景点”旅游是与传统的景点旅游相对应的全新旅

游形式，是在景区(点)旅游的人满为患而其门票价格过高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具有旅游主体的大众普及型、旅游方式的自由自在性、旅游目的轻松体验性、主

客互动性等特点。。

盛学峰和章尚正(2009)认为：“无景点”旅游由旅游者随意安排自己的旅

游行程，与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或乡郊野外悉心品味民风民俗，

而不用再跟随旅行团人挤人，是一种“心之所至，行之所至"的旅游方式，具有

很强的自主性。6

作者认为：“无景点”旅游是指一种泛化了“景点”含义的旅游方式。也就

是说，“无景点”旅游并非不去传统景点旅游，而是将“景点”的含义将以延伸。

凡是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能够让旅游者获得精神上的追求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

“景点”，而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进入并且有着空问范围的

景点。一个公园、一条小巷、一个古街、一处古迹、一片湖畔等等都能称之为“景

点”。

1魏向东．旅游学概论【M1．北京：中国林业{fj版{L，2000．

2削武忠等．旅游学概论fMl．北京：化T⋯版祉，2009．

3伍延堆。-l：计、}c，曾海洋．无录点旅游的理论解释1j实践意义【J】．旅游科学，2008(8)：28．31．

4钟鲥娟，钟咐姬，涂建f#．无景点旅游下导游的心对措施分析【J】．旅游资源，2009，25(5)：473．474．

5萤红梅．尤录点旅游对我围旅游景区开发的启，j÷【J】．商业时代，2008(18)：85．86．
6盛学峰，章尚正．甚十“尤最点”旅游的乡村旅游发艘研究——以黄山市为例【J】．乡镇经济，2009(7)：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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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无景点”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概念辨析

2．3．1背包游

2．3．1．1背包游的概念 。

背包旅游(backpacker stravel，backpacker tourism)是自助旅游按交通方

式分类(包括自驾车旅游、自行车旅游等)中的一种，指旅游者有明确意识、旅游

行程具有弹性变化的独自或者少数人一起以背包方式旅行的一种非制度化

(non—institutionalized)的旅游形式(盛蕾，2003)。1

2．3．1．1背包游的特征

背包游的特征主要有：身心挑战，责任社交的动机；重交流，重文化浸入；

并非全程“苦行僧”，适时享受；2

2．3．1．2“无景点”旅游的特征

“无景点”旅游最显著的特征是自主、自愿、自助和自由。自主，就是自主

选择旅游目的地，自主决定行走路线，自主决定休闲活动的方式与时间。自愿，

就是自发选择出游伙伴i自愿组合。自助，就是自行选择交通工具，自行把握具
体行程，一切视具体情况和方便程度而定。自由，就是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或

改变行程计划。

2．3．1．3两者的区别

“无景点”旅游与背包游也很多的相似和交叉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无景点”旅游的首要动机是释放身心，而背包游的首要动机是身心挑

战和责任社交。这是“无景点”旅游与背包游最大的不同。
其次，“无景点”旅游中也包括部分自驾游和半自助旅游的游客。而背包游

一直以来都是与自驾游完全区分开来的，两者之间并无任何交叉。

再次，因为“无景点”旅游者的首要动机是释放身心，所以追求文化只是其

旅游过程中的附带行为。而背包游则更加专注交流和文化的浸入。相比较“无景

点’’旅游而言，背包游的文化性动机更强，而其旅游的目的也更加沉重。
最后就是“无景点”旅游完全是休闲旅游的一种，注重旅途过程中的自由、

闲适和享受。而背包游则多少带了一些“苦行憎”的内容，虽然背包游在旅游的
过程中也会适时的注重享受一下。而“无景点”旅游完全是一种恬适的旅游方式，

没有任何的对身心考验的内容。

2．3．2自助游

自助旅游是旅游方式里面跟“无景点"旅游概念最接近的一种旅游方式。

23．2．1自助游的概念

自助旅游是一种旅游者按照自己意愿自主安排旅游行程，注重体验和休闲的

1朱璇．背包旅游者的特征及je对中国旅游日的地发腱的意义探究【J】．旅游科学，2005，19(3)：38．

2-j新军．背包旅游者行为研究一以梓林阳朔为例fDl：【颀l：学位论义1．广两：广两人学旅游管理专业，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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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参与性很强的旅游方式。1

自助旅游一般认为是指游客根据自己掌握的旅游目的地的知识，独自选择旅

游线路而进行的一种旅游活动。2

自助旅游是一种时尚的旅游方式，即以“张扬个性、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为目标，完全自主选择和安排旅游活动，且没有全程导游陪同的一种旅游方式。
3

自助旅游应指旅游者自己组织、自己实施旅游计划的行为。4

2．3．2．2两者的区别

自助旅游与“无景点”旅游一样注重体验和休闲，自己安排旅游线路。同时

自助游的动机也是张扬个性、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等。

但是自助旅游与“无景点”旅游的唯一区别就是没有涉及到旅游景点这个概
念。 本人认为“无景点”旅游相比自助游来说更加自由，因为“无景点”旅游
中没有对景点的限制。“无景点”旅游认为只要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的旅游目的

地都可以称之为旅游景点。所以说“无景点”旅游的自由不再局限在对旅游线路

和行程的安排上，它已经打破了对景点的传统定义。

2．3．3互助游

230．1互助游的概念

通俗地说，互助游(Reciprocal Tourism)就是互相帮助、交换进行旅游。
互助游利用互联网的人脉关系参与旅游，增长见识，结交朋友，同时节约住宿、

饮食、景点等费用。互助游是指有旅游需求的双方，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或追求深

度旅游，通过网络、电话等媒介(互助游服务机构)相互沟通，为对方提供自己

所处旅游地的旅游信息、旅游便利和旅游向导等免费服务，降低出游成本或增加
旅游深度，来满足双方各自旅游需求的一种方式。5

2-3-3．2两者的区别

互助旅游与“无景点”旅游的区别在于，互助旅游完全是出于经济和方便的

动机而产生的一种旅游方式。虽然“无景点”旅游者中也有部分是因为旅游景区

的门票太贵为了节省旅游支出而选择“无景点”旅游的方式，但是大部分“无景

点”旅游者的出游动机是出与释放压力的动机。他们选择不到传统的旅游景区去

并不都是因为经济的节省，而是因为旅游景区的过于拥挤，无法满足畅游的需要。

互助旅游虽然也能够做到自己选择旅游目的地，但是互助游还要受到帮助对象的

限制，如果没有合适的帮助对象，互助游就无法实现。所以说互助游不能达到像
“无景点”旅游那样完全的自由。

1张奕晖．杵林白助旅游市场的现状。j对策研究【J】．棒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撤，2005，16(6)：96．98．

2陆勇．旅游白助新概念【J1．城乡建设，1998(3)．

3陈≯’r．中闽自助旅游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煳，2002．
4陈建助．21世纪初我围困内旅游消费走赞分析【J1．{h会科学家，2001，16(5)：21．24．

5罗越富，Ir巧林，梁佼{趸．中困互助游的现状及发胜策略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8(3)：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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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动机理论

2．4．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图2一l马斯洛的人类需要的层次关系

资料米源：刘纯(2004)，《旅游心理学》(第_二版)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araham Maslow)在1943年系统地提出了

人类需要的层次模型。马斯洛把人类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分为五个层次或五种基本

类型(图2一1)：

1、生理需要(physi0109i needs)，即为了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而产生

的需要，如食物、水、氧气、睡眠、住所等的需要。
2、安全需要(safety needs)，即在生理及心理方面免受伤害的需要，如对

健康、安全有序的环境、稳定的职业和有保障的生活等的需要。

3、归属和爱的需要(belongingness and 10ve needs)，或称为社交的需要，

指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接纳和重视，并能给予他人关怀和爱护的需要。比如，

结识朋友，融入某些社会团体并参加他们的活动等。

4、尊重需要(esteem needs)。马斯洛吧人们对尊重的需要分为两类——自
尊和来自他人的尊重。人们希望拥有独立、自信、自由，获得荣誉，受到尊重和

尊敬，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

5、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eds)，即希望充分发挥自己的

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需要，包括求知、审美、创造、成就等内容。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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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级的需要，它意味着充分地、积极地、忘我地、

全身心地体验生活。

在马斯洛看来，只有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高层次的需要爿‘能到来。

但任何一种需要并不因为下一个高层次需要的出现而消失，只有高层次需要产生

后，低层次需要对行为的影响相对变小而已，各层次的需要呈相互依赖与重叠的

关系，如图2—2所示。1

2．4．2双因素理论

图2．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资料来源：刘纯(2004)，《旅游心理学》(第一二版)

心理的发展

双因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费雷德罩克·赫茨伯格(F．Herzberg)于1959
年提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术期，赫茨伯格和他的同事们对匹兹堡附近的一些

工商业机构的约200名工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做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有两

类不同的因素影响人们的工作行为：一类是保健因素，它导致对工作的不满，主

要包括企业政策与行政管理、监督、工资、人际关系及工作条件等因素；另一类
是激励因素，它带来工作满意感，主要有成就、认可、工作本身的吸引力、责任

和发展五个因素。

赫茨伯格认为，保健因素对人的行为不起激励作用，但这些因素如果得不到

保证，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从而降低工作效率。激励因素则能唤起人们的进取

心，对人的行为起激励作用。要使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仅仅提供保健因素是不够

的，还需要提供激励因素。

’刘纯．旅游心理学【M1．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Jj版社，2004．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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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动因论

动因理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被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与动物行

为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由于内部刺激而引起的，与本能说不同的是，它强调

经验和学习(而不是遗传的本能)在行为反应中的核心作用。

美国学者霍尔(Hull)提出的E=D·H式实际上反映了动因理论的基本观点。
公式中，E表示从事某种活动或某种行为的努力或执著程度，D表示动因，H表

示习惯。霍尔强调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习惯对行为的支配作用。他认为习惯是一

种习得体验，如果过去的行为导致好的结果，人们有反复进行这种行为的趋向；

过去的行为如果导致不好的结果，人们有回避这种行为的倾向。

2．4．4诱因理论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诱因理论认为，不仅内部动因引起行为，而且诱因这

样的外部刺激也引起行为。

在诱因理论中，感受一一刺激机制(sensatization_invigoration
methansim)和预期——刺激机制(anticipation—invigoration mechanism)分

别被用来描述个体在外部刺激的作用下引起行为反应的两种不同机制。

感受——刺激机制用来解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敏感性以及由此对行为产生
的激励作用或激励后果。

预期——激励机制是指因对行为奖赏的预期将直接影响而产生的行为激励
后果。诱因论者认为，个体关于行为奖赏的预期将直接影响其活动状念。如果行

为预期的奖赏效果好，个体将处于更高的活动水平，反之，将处于较低活动水平。

诱因论者的这一思想，实际上隐含着个体受目标驱动而且知悉行为后果这一基本

假设。

2．4．5唤醒理论

所谓唤醒是指个体的激活或活动水平，即个体是处于怎样一种唤醒或活动反

应状态。人的兴奋或唤醒程度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从熟睡时的活动几近停止
到勃然大怒时的极度兴奋，中I’日J还有很多兴奋程度不等的活动状态。刺激物的某

些特性，比如新奇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均可以引起人们的兴奋感。根据唤醒

理论，个体将偏好那些具有适度唤醒潜力的刺激物，追求具有适度不确定性、新

奇性和复杂性的刺激物，使其唤醒或兴奋水平的起伏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
之既不过大也不过小。‘

1薛群慧．旅游心理学理论·案例【M】．天津：南开人学出版社，2008．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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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旅游动机理论

2．5．1国外旅游动机的研究

2．5．1．1丹恩的旅游动机理论
丹恩(Dann)(1981)年指出，对动机的全部研究包括下述7种方法：

l、旅游可以满足亏缺的欲望。这种方法认为，旅游者受欲望的驱动，希望

体验与家居坏境不同的事物。
2、目的地的拉力对应动机的推力。这种方法将个体旅游者动机的期望水平

(推力)和目的地或吸引物的拉力区别丌来。

3、动机被看作幻想。这种方法是前两种方法的子集合体，并认为旅游者出

游时为了采取不受家庭环境文化约束的行动。
4、动机按目的分类。一种广泛的动机分类是将旅游的主要目的当作旅游动

机。这些目的包括探亲访友、享受休闲活动或学习。

5、动机类型分类法。这种方法将动机从内部分为：

A、格雷(Gray)(1970年)提出的行为分类法，如追求“阳光"(寻找比家
居更好的一派乐趣)和追求“漫游”(满怀好奇心去体验陌生和不熟悉)

B、以旅游者角色范畴为主的分类法。
6、动机与旅游者的体验。这种方法以对旅游者体验的真实性进行争议为特

征，以对各类旅游者体验的可信度为依据。

7、动机可以自我解释并具有自我含义。这种方法认为，描述旅游者状态的

方法比简单观察旅游者行为的方式能更好的认识旅游动机。
丹恩认为，这七种方法反映了动机概念的模糊性。如果不进行澄清，将难以

发现“是否有许多从事旅游研究的个人都在研究相同的现象”。‘
2．5．1．2田中喜一的旅游动机理论

1950年，同本学者FR中喜一在《旅游事业论》一书中，对上述四种类型的

旅游动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包括：
l、心理的动机：出于思乡心、交游心、信仰心。

2、精神的动机：出于知识的需要、见闻的需要、欢乐的需要。

3、身体的动机：出于治疗需要、保养需要、运动需要。

4、经济的动机：出于购物的目的、商业的目的。·

2．5．1．3约翰·A．托马斯的动机理论
1964年8月，美国学者约翰·A．托马斯(John A．Thomas)在《美国旅行

代理人协会旅游新闻》上发表了《是什么促使人们旅游》一文，他把人们的旅游

动机划分为4大类共18种旅游动机。

l、文化教育动机：去看看别的国家人民的生活、工作和娱乐，去某些地方

参观，去进一步了解新闻J下在报道的事件，参加特俗活动。

2、休息和娱乐动机：摆脱单调的同常生活，去好好地玩一次，去追求某些
与异性接触的浪漫经历。

3、种族传统动机：去瞻仰祖先的故土，去访问家人或朋友曾经去过的地方。

’cIIris coopef'John FIetchcf'DaVid GiIbcn，slephcn wanhiIl，Rebecca Shephefd．burism principlcs姐d

practice【M】．张俐饷，蔡眦、F译．北京：赢等教育⋯版{I：，2004．35·39．

2薛群慧．旅游心理学理论·案例[M】．天津：南开人学；l；版社，2008．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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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动机：天气，健康，运动，经济，冒险，胜人一筹的本领，顺应时

尚，参与历史。

2．5．1．4罗伯特·W．麦金托什的动机理论
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w．麦会托什(Robert W．Mcintosh)在他与格普

特合著的《旅游的原理、体制和哲学》一书中，把人们的旅游动机划分为4种基

本类型。

l、健康动机：包括休息、运动、游戏、治疗及其他与身体健康直接有关的
动机，此外还可包括医嘱和建议：洗矿泉浴、药浴及健康恢复活动。这类动机的

共同特点是通过身体的活动消除紧张和不安。

2、文化动机：即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的文化、音乐、艺术、民间风俗、舞
蹈、绘画和宗教等。这类动机表现出一种求知的欲望。

3、交际动机：包括接触其他民族、探亲访友、结交新朋友，以及摆脱同常

事务、摆脱家庭事务和邻居干扰等。这类动机常常表现出对熟悉的东西的一种厌

倦和反感，具有逃避现实和消除压力的欲望。

4、地位和声望动机：出于这类动机的旅游包括事务旅游、会议旅游、考察
旅游、求学旅游以及个人兴趣所进行的研究等。这类动机的特点是通过旅游交往

活动改善人际关系，满足其被承认、被赏识、被尊重以及获得良好声誉的欲望。

2．5．1．5利奥德·E．奥德曼的动机理论

1980年，美国学者利奥德·E．奥德曼(I。ioyd E．Audman)在《旅游，一个
缩小的世界》一书中，把旅游动机划分为8中类型。

l、健康动机：为了使身心得到调整保养的动机。

2、好奇动机：出于对人文或自然景观的考察而产生的动机。

3、体育动机：这是参与或观看各种体育运动和比赛而产生的动机。
4、寻找乐趣的动机：为了游玩、娱乐、度蜜月等原因而产生的动机。

5、精神寄托和宗教信仰动机：为了朝圣，参加宗教集会或活动，参观宗教

中心，欣赏文学艺术、戏剧、音乐等而产生的动机。

6、专业或商业动机：为了外出考察、公务、经商等原因而产生的动机。

7、探亲访友动机：为了寻根、归故罩、与亲人联系而产生的动机。
8、自我尊重的动机：为了接受邀请或寻访名胜而产生的动机。‘

2．5．2国内旅游动机的研究

2．5．2．1理论研究

薛玉梅(2007)提出旅游动机由基础动力与高层动力两部分构成，在立体层

面上发生。前者由个体机能失调引发，具有弥散无对象指向性，后者由需要、兴

趣构成，由具有『F效价的外界旅游对象激活。自我系统评估效价，并将具iF效价

的多个对象与基础动力进行满足需要最大化的意义匹配，鳞选对象，形成有指向

的旅游动力。其间受个体内部多层面的心理因素与外部因素影响，因而可进行多

侧面、多维度的研究与应用。2
赵新民(2000)从生态旅游的角度对旅游本质、动机、作用进行再认识。认

为目前关于旅游动机的分析基本上是将心理学的原理延伸用于研究旅游者的行

1薛群慧．旅游心理学理论·案例【M】．天津：南开人学}l：版{E，2008．46-53．

2薛下梅．从拓朴心理学看旅游动机及j￡行为的产生【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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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侧重于旅游者不同需要的分析，根据旅游者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需要，将

旅游动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

孙惠春(2003)认为人的旅游动机主要源于以下几点：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化；

旅游能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需求；旅游能满足人们追求生活新鲜感的需求；旅游

能帮助人们摆脱孤独感和压抑感；旅游能帮助人们充分展示自我。2
郑本法(2000)主要从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与美国学者克莱顿．奥尔德弗的生

存、关系、成长论之间的关系着手，来研究旅游动机与旅游需求的关系。他认为

用奥尔德弗的生存、关系、成长(或发展)论解释旅游动机，较马斯洛的人类需
要层次论解释旅游动机，更符合现代旅游的实际。(见图2—3)3

图2—3马斯洛理论与奥尔德弗理论的关系

资料来源：郑本法(2006)，《需要理论与旅游动机》
杨雁(2002)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分析旅游

者的旅游动机和旅游活动中不同阶段的心理观察和规律，探索如何满足旅游者的

需要，激发旅游者的动机，从而产生旅游行为。4

学者刘纯1992年在《关于旅游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一文中，倾向于旅游

行为的多源性动机，认为旅游行为来源自以下6种动机。
1、社交的、尊重的和自我完善的动机。通过旅游这一象征性社会行为，可

以结交新朋友，得到团体接纳，爱和友情，从而满足个体对爱和归属的需要：旅
游活动本身就是个人取得成功与成就的象征，可以通过其获得独立感、优越感、

自信心和自我舒适感；并从旅游中增长认识能力和提高审美能力，满足个体自我

完善的需要。

2、基本智力的动机。旅游既可以用心理的动机，也可以用智力的动机来解

释，旅游有助于满足尚未满足的智力需要。旅游是满足求知需要的一个方式，它

使人们得以收集周围世界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在书本上都是找不出来的。
3、探索的动机。解释旅游的另一种假定就是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人的好奇

心和探索的欲望是天生造就的，并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可以登山、滑

翔、跳伞、潜水、坐气球或航海来得到满足，也可以通过旅游发现新的目标，结

1赵新民．对旅游的奉质、作用的洱认识——由生态旅游引发的思考【J】．陕两绛贸学院学报，2000H)：90．93．
2孙惠奋．现代人的旅游动机的心理学分析川．辽宁丁程技术人学学撤，2003，5(2)：102-104．

3郑本法．需要理论‘抽茛游动机【J】．|1．肃{L会科学。2000(6)：72．75．
一

4杨雁．旅游动机和行为研究【J1．渝州人学学报，2002，4(19)：9l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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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不同的人及了解异地文化等来实现。
4、冒险的动机。大多数健康的人都喜欢冒险，冒险是扣人心弦的，而且常

常是属于浪漫的经历，它没有明显的实际价值，这类旅游者通常都有用自己的所
有感官来体验世界的强烈欲望。

5、一致性的动机。一致性，即人总是寻求平衡、和谐、一致、力求没有冲

突和能够预知未来。不一致则会产生心理紧张。按照一致性理论，在旅游的情境

中个体表现出尽量寻找可提供标准化的旅游设施和服务。个体认为那些众所周知
的名胜古迹、高速公路、旅馆、餐馆、商店为旅游者提供了一致性，会给旅游带

来和谐舒适感，

6、复杂性的动机。根据复杂性理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感兴趣的

是力求避免一致性和可知性，是从在家时的惯常节奏或上次假期旅游经历中寻求

一种变化的需要，从而追求旅游给人们不变的生活带来的新奇和刺激，解除由于
单调生活而引起的紧张感。‘

王踽(2007)将旅游的动机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提出了具有后现代内

核的享乐旅游动机模型。(图2—4)

模型的左边表示旅游者的需求和动机，即推的因素，如逃脱同常环境、地位、

放松、增进友谊等，模型右边表示旅游者面对的情境变量，即拉的因素；涉入水

平指某时I'日J点动机、唤醒或兴趣的心理状态，以重要性、愉快价值、风险的可能

性等的感知为特征，涉入水平在推——拉因素的结合上起中心作用。这一阶段，
旅游者对相关信息进行认知和处理，引起快乐的反应如心理影像和情绪，情绪带

有动机性质，从而导致旅游动机的产生。在后现代语境状态下，享乐旅游动机从

本质上是符合后现代“及时行乐”的宗旨和“我买故我在”的消费意识形态的。

涉入水平和信息处理是与旅游个体的性格和情绪状态有关的，特别是在后现代文

化情境中，旅游者涉入水平和信息处理完全是受个人自由主义意识的影响，与传
统格格不入，所以此阶段模型在后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的旅游动机分析机理。2

1刘纯．关卡旅游行为及je动机的研究【J】．心理科学，1999(22)：67．69．
2十璃．淡旅游动机．‘j后现代主义的契合fJl．太原人学教育学院学撒，2007，25：墙3一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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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享乐旅游动机模型 ·

资料来源：王璃(2007)，《谈旅游动机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

2．5．2．2实证研究

1996年，邱扶东等人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经过分析把旅游动机分为6种。
(1)身心健康动机。包括锻炼身体，增进健康，摆脱同常生活压力，追求

丰富的生活情调，忘记不快，回归自然等动机。

(2)怀旧动机。包括祭扫先人坟墓，重访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探望久别的

亲友等动机。
(3)文化动机。包括了解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与工作

情况，体验民族传统精神，了解民问传说和神话故事等动机。

(4)交际动机。包括在异地结交新朋友，可以获得无拘无束的自由行动等

动机。

(5)求美动机。包括购买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游览名胜古迹，品尝地方
风味小吃等动机。

(6)从众动机。顺从主流意见，进行从众旅游的动机。

同时邱扶东还认为年龄和职业对旅游动机水平有显著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对

旅游动机水平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陈春(2008)以“80后”旅游动机为出发点，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对“80后”旅游动机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展开研究。

首先，运用文献研究，对“80后”、“80后”旅游动机以及“80后”旅游消

费行为相关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80后"消费心理、消

费行为、旅游动机以及旅游消费行为相关理论，形成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

上，结合访谈研究，提出了“80后”旅游动机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研究模型。(图
2—5)

1邱扶东．旅游动机及je影响W索研究【J】．心理科学，1996(6)：36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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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通过问卷调查，对问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出“80后”旅游动机的
六类动机构成因子，分别为情感交流动机、文化审美动机、实践动机、游玩与享

乐动机、逃避动机以及从众与炫耀动机。另外，本文通过方差分析，识别出不同

“80后”在旅游动机和旅游消费行为上的差异；通过相关分析，识别出影响“80

后"旅游消费行为特征的关键旅游动机。

最后，基于旅游市场细分理论，以“80后”旅游动机为分类变量：通过聚类
分析将“80后”旅游者进行科学分类，细分为玩乐一族、传统一族、情感一族

和纯观光一族四类细分市场，并研究与之相对应的各细分市场特征。并通过进一

步文献整理，比较“80后”旅游者与非“80后”旅游者的差异性。‘

图2—5“80后"旅游动机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陈春(2008)，《“80后"旅游动机与旅游行为关系研究》

王玮(2007)主要研究了南京市老年人休闲动机和休闲制约。该研究在同顾
国内外相关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以南京市老年人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并

分析不同个人背景变项的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动机、休闲制约因素状况，以及
两者间的内在关系。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总计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2份。研
究发现，南京市老年人最喜爱参与的休闲活动依次为：社会活动型，怡情养生型、

消遣娱乐型三种类型。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动机因子是“保持身体健康”，最大的
休闲制约因子是“休闲场所设施是否不方便或不安全”。研究同时发现，不同个

1陈备．“80后”旅游动机‘j旅游行为关系研究【D】：【硕卜学位论文】．杭州：浙江人学旅游管理专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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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背景变项在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几项上与休闲动机存在显

著性差异，而在性别、曾从事职业两项则与之无显著差异。不同个人背景变项在

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曾从事职业、个人月收入几项上与休闲制约存在显

著性差异，而在性别上则与之无显著差异。同时，南京市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
休闲动机与休闲制约之间，除了个人内在制约与知识探究类动机无相关性存在，

其他各类动机与制约因素间，都存在显著的讵相关关系。但与国外相关研究中得

出的结论不同的是，结构性制约对南京市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影响最大。1

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皖江城市居民的旅游动机进行了调查研究，问卷采
用开放式和封闭式相结合数据分析，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结果显示：欣赏自

然风光、放松、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促进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是皖江城市居民最

主要的旅游动机；方差分析发现，六个动机因子中，有五个动机因子，即新奇、

内部社交、地位、外部社交和知识存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差异。2
杨瑞(2007)等通过对西安市大学生旅游动机的信效度分析、初步建立了一

套具有17个变量项目的旅游动机量表，并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这17项旅游动

机项目，划分为6个类型，它们分别是从众与购物型动机、缓压与归属型动机、

娱乐与情感型动机、实践与访友型动机、交友与追星型动机和探险与猎奇型动机。

最后通过均值分析法，找出大学生的主要旅游动机，即求知动机、缓压与归属动
机、娱乐与情感动机、实践与访友动机。3

Yooshik Yoon和Muzaffer Uysal(2005)主要应用结构模型(图2—6)来

研究旅游目的地忠诚度对旅游动机和旅游满意度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中提供了一

个了解旅游动机的综合办法。并试图将理论和调查数据同时应用于动机、满意度、
和目的地忠诚的推——拉关系上。他们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研究了动机模型之
间的各种相关关系。最后，他们建议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者应该建立一个旅游满意

程度较高的售后服务，以改善和维持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1

图2—6拟议的假设模型

资料来源：Yooshik Yoon，Muzaffer Uysal(2005)．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n destination loyalty：

a structural model．

Duk—Byeong Park和Yoo—Shik Yoon(2009)认为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工具，

旅游业必须适应当前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正成为极具竞争力的，并且由通

1

fi玮．南京市老年人体刚动机．’j休闲制约研究【D】：【颂l：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师范人学地理科学学院，
2007．

2张宏梅，陆林．皖江城市居民旅游动机及je．0人u统计特征的关系叨．旅游科学。2004，18(4)：22．27．

3杨瑞，臼凯，蔡甲．大学生旅游动机的洲了分析川．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7，27(1)：81．85．
4Yooshik Y00n，Muza位r．An examination of the e疵cts of motivat而n柚d satisfaction on destination loyalty：a
stmctural model【J】．Tourism Mana萨ment，2005(26)：锯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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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推广策略和工具所主导的机制。他们同时了解了这些影响因子以及是什么动

机影响了游客在农村地区被划分为不同的市场细分。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细分和

配对这些游客的动机，以便更好的理解韩国的乡村旅游。他们在研究区域收集了

四种语言，252个旅游者的信息。通过因子聚类方法确定了四个不同的部分：家
人团圆需求，消极旅游，追求完美需求，学习的需求。1

Samuel Seongseop Kim(2003)等探讨了推拉因素对韩国国家公园游客的影
响。在1999年夏天，该研究在韩国的6个不同的国家公园对2720名游客完成了

一项调查，旨在评估他们参观公园的原因(推动因素)和评估这些公园在这一系

列选择的属性中的表现(拉动因素)。这个因素分析的结果确定了四个推动因素

域和三个拉动因素域，这些域导致了调查者推拉因素的评级。附加分析调查了不
同社会因素域对于推和拉因素的差异，并分析了推动和拉动因素域之间的相互关

系。这项研究的结果会影响到国家公园园区管理人员和对推动和拉动因素如何影

响游客和旅客的行为感兴趣的研究人员。2
Mari a Devesa(2009)等认为动机和满意度是旅游学研究的两个广泛概念。

这些相关性结构是从他们对游客行为的影响中得出的。该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动机
和游客满意度的关系。这些调查问卷主要调查了西班牙的乡村旅游游客，调查数

据是通过方差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分析的。研究家结果证实了他们的

假设，动机是决定性的旅游评估准则，并作为直接后果，对于游客的满意度(具
体因素)水平也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这项调查也发现了某些元素，他们独立

于旅游动机的原因，但是却对一般满意度产生影响。这个研究对于旅游的管理和

市场营销产生影响。3(图2—7)

阶段 分析方法

图2—7Maria Devesa等的研究结构与方法图

资料来源：Maria Devesa，Marta Laguna，Andr6s Palacios(2009)．The

role of motivation in visitor satisfaction：Empirical evidence in rural

tourism．

Cees G00ssens(2000)着重研究了对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动机和情感方面。

1

DIIk-Byeong Park，Y00·Shik Yoon．segIIlentation by motivation in ruml tourism：A Korcan黜study”Toufism
Management，2009(30)：99-108．
2Samuel Seon昏e叩聒m，Ch00ng-l(i kc，DaVid B．Ⅺenosky．11Ic innuencc of push锄d pu玎fado璐at K0fc锄
national parkS【J1-Tourism Management，2003(24)：16啦!80．
3Mari a Dcvesa，‘Mana hguna，AIIdr亡s Palacios．Thc role of motivation in visitor∞tisfaction：Empirical“iden∞
in m阳ltourism【J1．Tourism Managcment，2009：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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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销方面，概念模型通常使用推，拉因素，而享乐的因素是由人们的情感需要

所推动；由情感的满足来拉动。因此，情感和经验方面的需要与游客的愉悦追求
和行为选择相关联。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心理意向是调节情感经历、评价和

行为意向的预测性和激励性因素。该研究的概念模型(图2—8)可以用于相关的

管理人员帮助他们了解游客的动机和促销激励对游客的影响。1

图2—8享乐旅游动机模型

资料来源：Cees Goossens(2000)．Tourism information

and pleasure mot ivat ion．

1Cccs G00嫩ns．Tourism inf0咖lion锄d pI锄哪啪tiv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fch，2咖，27(2)：
3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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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无景点"旅游的文献综述

伍延基、王计平和曾海洋(2008)的《无景点旅游的理论解释与实践意义》

先从网上检索了无景点旅游的网页数量，认为“无景点”旅游还没有进入学界的
研究视野，可是旅游业界和新闻媒介早己“嗅”出了它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该

文章还提出了无景点旅游的理论解释，认为无景点旅游是一种注重休闲与体验、

追求无拘无束的游历、并不十分看重景点的反传统的旅游方式。同时文章还讨论

了“无景点”旅游产生的原因、特征以及类型的划分。最后文章提出了“无景点”
旅游发展的实践意义：1、有助于对旅游资源的概念、范畴和评价标准的再认识；

2、有利于促进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的革新。1

董红梅(2008)的《无景点旅游对我国旅游景区开发的启示》也给出了“无

景点”旅游的定义：“无景点”旅游是我国新近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旅游。所谓“无

景点”旅游是与传统的景区(点)旅游相对应的，是指到非旅游景区(点)进行

的以轻松体验目的地的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与民风为主的一种旅游。同时该文章
还给出了无景点旅游产生的背景：景区旅游的人满为患、景区点门票价格高涨、

旅游者的日渐成熟、乡村旅游的发展。文章还讨论了“无景点”旅游的特点，最

后给出“无景点”旅游对我国目前旅游开发的启示：可以主动缓解热点景区的游

客过饱和问题；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可以促进不知名的目的地
的旅游发展：将逐步改变人们的旅游观念。2

伏六明(2009)强调“无景点”旅游，并不是一味强求“不看景点”，其真

意应该是留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节奏慢下来，把当地风情的眉眼看个清楚，或者

做一些能留下更多回忆的事情。他同时认为，“无景点旅游”适合大学生经济特
点，可以使个性青年、白领阶层等张扬个性。该文章也指出了无景点旅游的发展

障碍就是：期望值过高问题、安全问题、突发事件问题。最后他也从政府和企业

的角度分别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和对策。3
钟丽娟等(2009)分别从旅游经营者、当地居民、当地政府等旅游目的的利

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谈如何把握无景点旅游的特点和走向，积极应对它所带来的

消极影响，发挥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旅游事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4

盛学峰和章尚正(2009)以黄山市为例，做了一个基于“无景点”旅游的乡

村旅游发展研究。该研究提出了基于“无景点”旅游的乡村旅游发展对策：1、
倡导“目的地经济效益观”； 2、发挥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积极性；3、保持乡村

乡土特色；4、多元化开发乡村旅游产品；5、营造乡村优良旅游环境；6、打造

乡村旅游品牌。5

1伍延皋，一li计、F，曾海洋．尤景点旅游的理论解释。j实践意义川．旅游科学，2008(8)：28—31．

2黄红梅．无景点旅游对我固旅游景区开发的启，J÷【J】．商业时代，2008(18)：85．86．

3伏六明．“无景点旅游”模式发展对策初探【J】．行业发腱，2009(16)：66．

4钟岍娟，钟丽姬，涂建q之．尢景点旅游下导游的应对描施分析【J】．旅游资源，2009，25(5)：473．47C

5盛学峰，章尚正．摹十“无景点”旅游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黄山市为例【J】．乡镇经济，2009(7)：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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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问卷的设计

第三章问卷的设计

本次问卷主要分成三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无景点"旅游的动机；

“无景点”旅游的行为。

3．1．1基本信息部分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五个方面。

基本信息部分的调查主要是为了实证研究中的差异性分析。研究在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学历上，“无景点”旅游者的动

机的差异性和“无景点”旅游者的偏好或行为上的差异性。

3．1．2动机部分

动机部分的问卷项一共分为了20个小项(表3一1)，顺序采用了随即排列的

方式，没有进行分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保证了问卷的效度。如果预先将问

卷项进行分类，被调查者在填答问题项的时候则受到前面问题项的影响较大，容

易引起偏差从而影响问卷的效度。二是因为本文在接下去的实证研究中会将问卷
进行因子分析，从而将各个动机进行分类。

同时本次问卷也针对本文研究的主题——“无景点”旅游特别设置了～些与
以往研究不同的动机选项插在动机项内，例如：更加省钱、能够寻找孤独感、更

好的享受自由、能够逃避现实等。这些动机选项是以往的旅游动机研究中很少见

的，也是与“无景点”旅游结合的比较紧密的选项。

对于“无景点”旅游者动机的研究，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会采用因子分析，

对动机因子进行提取，挑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因子。预测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将
“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具体分为五类：寻找自我、更加省钱、交际需要、寻找

孤独感、回归自然。

表3一l“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

1、科考研究

2、更加省钱

3、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

4、更好的缓解压力

5、更好的发掘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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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够寻找孤独感

7、能够避开拥挤的旅游景区

8、能够改变生活节奏

9、挑战自我能力

10、更好的满足信仰需要

ll、一时冲动

12、更好的了解历史文化

13、便于交际，可以结交不同的朋友

14、更好的安排游玩时间

15、更好的探索新事物

16、能够逃避现实

17、更好的享受自由

18、更好的满足好奇心

19、更好的找到自我

20、更好的回归自然

3．1．2行为部分

旅游者的行为选项部分包括以下几个小块：在进行“无景点”旅游时对旅游

目的地的偏好程度；对交通工具的偏好程度：出游的频率；出游的时I．日j点；每次

出游的天数；每次出游消费的金额；住宿的标准；出游的伙伴和出游费用的分配

等。
对于“无景点”旅游的目的地的分析预测是：“无景点”旅游者在选择旅游

目的地的时候比较偏爱于野外的无拘束的旅游目的地，如：山水、海边等地方。

同时由于“无景点”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是为了更好的追寻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

体验，所以，民俗风情也应该是“无景点”旅游者比较偏爱的一个目的地。

同时，由于“无景点”旅游的特征，所以预测“无景点”旅游者在旅游的过

程中选用自行车、徒步和汽车的方式比较多；出游的时I’BJ也较多的集中在周术和

法定假期；出游的天数以一至三天为主；而出游的方式则以个人出游为主；花费

则集中在游览和餐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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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问卷的调查

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本人每次都询问了被调查者有没有参与过“无景点"

旅游，以确保被调查者有过“无景点”旅游经历。从而也确保了本次调查的科学
性。

本次问卷一共发出132份，收到132份，经检查，所有问卷都是有效问卷，

问卷有效率达到100％。主要是本人在调查的过程中加强了对问卷调查者的提醒，

同时也得到了问卷调查者的配合。

本次问卷的题量为64题，主要采用单选和排列的选择方式。这种选择方式
能够比较好的在程度上分析每一个变量或者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同时本问卷的所有题项除旅游者基本信息和旅游者的“无景点”旅游的经历

选项外，都是采用的“l、2、3、4、5”选项的。数字越大代表了旅游者对于某

一选项的倾向程度或重复频率越大。

本次问卷的数据主要是通过SPSSl3软件统计分析的，必要时，借助了EXCEL

软件。

3．3研究的模型

图3—1本文的研究模型

由于本次调查问卷分为：“无景点”旅游者的基本信息；“无景点”旅游者的

动机；“无景点”旅游者的行为特征三个方面。

所以本次研究也主要从这三方面着手，寻找突破口。

“无景点”旅游者的基本信息是“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和行为特征的基础。

所以以基本信息为基础来研究“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或行为特征或者说研究“无
景点’’旅游者的动机和行为特征在不同的“无景点”旅游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差

异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同时“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行为特征之间也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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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具体运用相关性研究来研究“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与行为特征之间的相

关性。

最后，本文还会运用因子分析来给“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一次因

子提取，找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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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信度分析

第四章实证研究

信度即可靠性，指调查统计结果的稳定性或一致性。通俗的讲，它是指对同

一没有变化的调查对象重复进行调查或度量，其所得结果一致的程度，可表示在
N次调查中有多少次是正确的，或每次调查属于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本研究使用SPSSl3统计软件，采用Alpha分析模型中Cronbach的一致性系

数Q值来进行信度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也称为内部一致性分析。根据Gulelford

(1965)指出，Alpha大于0．7时，表示信度相当高，若介于O．35—0．7之间为
可接受信度，低于O．35者为低信度。

表4一l“无景点”旅游动机信度项目统计表

nem．TotaI Sta们sticS

ScaIe C0rrected Sauared Cronbach。s

Scale Mean if Varjance．f ltem-T0taI MuIlIDIe AlDha jf Item

ltem DeIeted ltem DeIeted CorreIation COrreIatjOn DeIeted

科考研究 65．08 134．642 ．200 ．202 ．870

更加省钱 63．92 132．275 ．318 ．332 ．864

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 63．67 135．366 ．246 ．277 ．866

更好的缓解爪力 63．55 128．937 ．476 ．437 ．858

更好的发掘想象力 64．14 125．773 ．584 ．501 ．854

能够：JL找孤独感 64．98 130．007 ．355 ．363 ．864

能够避开拥挤的旅游

景Ix-
63．82 125．738 ．560 ．481 ．855

能够改变生活节奏 63．96 122．647 ．740 ．670 ．849

挑战[J我能力 64．34 122．455 ．700 ．5∞ ．850

更好的满足信仰需要 64．87 128．434 ．530 ．435 ．857

一时冲动 65．05 133．684 ．270 ．249 ．866

更好的了解历史文化 64．27 128．273 ．471 ．461 ．859

便j：交际，叮以结交
不l司『|勺朋友

64．24 132．048 ．359 ．392 ．863

更好的=fc：排游玩时问 63．94 129．248 ．466 ．445 ．859

更好的探索新事物 64．10 124．380 ．629 ．547 ．852

能够逃避现实 65．18 136．211 ．166 ．284 ．870

更好的享受口由 63．75 130．448 ．437 ．542 ．860

更好的满足好奇心 64．14 127．951 ．505 ．407 ．857

更好的找到[J我 64．15 126．252 ．576 ．533 ．855

更好的luI归[J然 63．80 125．233 ．625 ．624 ．853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本次调查选择了其中的动机选项二十项进行了信度测试，结果显示，所有的

选项Alpha值都是在0．8以上。也就是说，本次问卷的信度是非常高的。(表4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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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度的问卷为本文接下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本文接下去的所
有实证研究都可以以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差异性、相关性以及因子

分析。

4．2描述性分析

4．2．1性别频数

表4—2“无景点”旅游者性别频数表

性别

CumuIatjve

FrequenCy Percent Va¨d Percent PerCent

VaI．d 另 67 50．8 50．8 50．8

女 65 49．2 49．2 100．0

Total 132 100．0 1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本次调查的男女人数基本相等(表4—2)，这就减少了因为男女人数差异太

大造成的分析结果不准确的概率。所以，本次问卷调查的过程，尽量做到了男女
人数的均衡。

4．2．2“无景点”旅游动机平均值

表4—3“无景点”旅游者旅游动机平均值表

Descf毗№sI甜isfics

i燃硼挤
更!!f64躲鼬 辫|19潞巳族脯 更好的莪自由 更好的酌自然 的旅游景区 州m讹e)

N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Mean 4J98 3．95 3．88 3．83 3．81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表4—3)，旅游者参与“无景点”旅游的最主要的动机是：

更好的缓解压力；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更好的享受自由；更好的回归自然；能
够避丌拥挤的旅游景区等血项。

更好的缓解压力：“无景点”旅游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无

景点’’旅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景点”的含义，而是将旅游“景点”的含义泛化，

随处寻找能够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目的地。所以，“无景点"旅游显得更加无

拘无束、随心所愿。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无景点”旅游是一种很惬意、休闲的旅
游方式。对于现在得年轻人来说，随着生活和工作压力的越来越大，“无景点’’

旅游也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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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无景点”旅游者比较喜欢开辟新的旅游目的地，不

拘泥于传统的旅游“景点”。这是因为，一旦一个旅游“景点”被太多的人知道

或熟悉之后，这样的旅游景点往往会被“无景点”旅游者所放弃，他们会去寻找

下一个目标，或者说是更加纯洁、原生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对于“无景点”

旅游者来说，他们能够更好的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有时候“无景点”旅
游者进行“无景点”旅游的动机也表现在寻找文化的体验上，而这种动机也要求

他们能够更加贴近民族风情，产生更加激烈的文化碰撞。

更好的享受自由和能够避开捌挤的旅游景区：旅游者对旅游过程中的不自由
往往表现在旅游景区过于拥挤，而旅游者经常不能够畅游旅游景区。所以进行“无

景点”旅游的旅游者最基本的一个动机就是避丌拥挤的旅游景区，同时在旅游的

交通工具上、住宿方式上、时间安排上等等多个方面都能够享受到属于自己的自

由。例如：旅游者可以自己选择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亦或是自驾旅游；选择是
自己带干粮还是到目的地以后再解决餐饮问题等等。从这种角度讲，“无景点”

旅游有时候也含有一定成分的“DIY"的味道。

更好的回归自然：应该说这个动机跟上面的几个动机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别，

与“更好的享受自由”、“能够避_丌拥挤的旅游景区”、“更好的缓解压力”等几个
动机有着一定的交叉。旅游目的地随着游客的增多，它的自然风光的因素也会逐

渐减少。所以“无景点”旅游者避开拥挤的旅游景区之后，当他们寻找到他们认

为理想的旅游目的地时，他们也就能够更好的回归自然。

4．2．3“无景点’’旅游目的地的平均值

表4—4“无景点”旅游目的地平均值表

嗽『脚洲sIics

海边 山水 草原 民帆暗 黼 历败化 鳓馆 宗数圣地 Va|i0忡M99)
N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 32

№a0 4．38 4．34 4．17 4．07 3．70 3．69 3．16 3J09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从统计结果表(表4—4)可以看出：“无景点”旅游者比较倾向的四个旅游
目的地分别是：“海边’’、“山水”、“草原”、“民俗风情”。

这四个旅游目的地，从类型上来看主要分为两类。“海边”、“山水”和“草

原’’都是属于自然旅游资源。而“民俗风情”则属于文化型旅游资源。但是，结
合“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主要动机来看，“无景点”旅游者日i『往“海边”、“山

水”和“草原”等旅游目的地都是为了逃避拥挤的旅游景区，寻找更好的缓解压

力的地方，当然这些地方也能够更好的回归自然。而选择“民俗风情”旅游目的

地的旅游者则是出于追寻文化的目的，为了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他们的旅游行为也基本
上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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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无景点”旅游交通工具平均值

表4—5“无景点”旅游者旅游动机平均值表
Descripti、伦StmiStics

l 自行车 徒步 轮船 ；气车 火车 匹祝 Va¨d N(1isMise)

I N 1 32 1 32 1 32 1 32 1 32 1 32 1 32

l Mean 3．70 3．65 3．28 3．27 3．1 6 2．96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从“无景点”旅游者所选择的工具来看，排在前列位的是自行车和徒步方式

(表4—5)。自行车和徒步这两种交通工具的选择可以从一定的侧面反映“无景

点”旅游者他们出游的主要动机就是寻找自由，释放压力。因为这两种出游方式
时最随意、最惬意的两种方式。同时这两种旅游方式也是最能做到处处是景、随

心享受的旅游境界。

至于轮船这样一种交通工具得到“无景点”旅游者的认可，可能是由于“无

景点”旅游的参与者很多都是年轻人，这样的交通方式代表了他们个性的张扬和

与众不同的一面。同时也说明“无景点”旅游者对于交通方式的选择也不拘一格，
充满了想象力和创意。

选择汽车这种交通工具的“无景点”旅游者包含了两种人群：一是乘坐公共

交通汽车出游的“无景点”旅游者。这类“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范围可能比较

广，必须要借助汽车这样一种交通工具。二是自驾游中部分属于“无景点”旅游
者的人群。他们在自驾游中享受自由和休闲的快感。

从上图中关于交通工具的选择来看：“无景点”旅游者选择的旅游交通工具

的运输空间范围是由近及远的。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参与“无景点”旅游的旅

游者的旅游范围基本上是以短途为主，都是在自行车或者汽车所能运载的空问范
围之内。而选择到较远的旅游目的地进行“无景点”旅游的旅游者明显偏少。

4．2．5“无景点"旅游出游时间的平均值

从表(表4—6)中可以看出：“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时间主要选择在双休

同，其次会是法定假期和带薪假期。这跟我们上文分析的“无景点”旅游者主要

选择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徒步和汽车是相符合的。这也印证了我们上面得出的
结论：“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主要以短途为主，选择远途旅游的“无景点”旅

游者偏少。

表4—6“无景点"旅游者旅游动机平均值表

DescripI№sIaIiSIics

法定假期(五一、
双休日 十一、春节等) 带烈陧期 平时 其他时间 Val．d N(1ls伽ise)

N 1 32 1 32 1 32 132 1 32 1 32

Mean 3．47 3．29 3．1 6 2．80 1．94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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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无景点’’旅游的出游频率

“．正姒点”旅游的葶j；l率

l

图4一l“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频率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从图中(图4—1)可以看出“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频率比较偏低。一般出

游频率的人比较多，较少出游和极少出游的人也占有了一定比例。这可以说明，

“无景点”旅游者追求一种自由、闲适的旅游境界，但是能够满足“无景点”旅

游者进行这样～种需求的旅游目的地并不多。或者说“无景点”旅游者对于旅游

目的地比较敏感，要求较高。

4．2．7“无景点"旅游的天数频率

这个图(图4—2)再一次印证了“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主要以短途旅游为

主。所以“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天数也以卜3天和一天以内为主。
“A：疑点”旅溯帕人数

图4—2“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天数
一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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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无景点”旅游者的消费金额频率

从图中(图4—3)可以看出，“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主要集中在一千

元以下。这首先说明了“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主要以短途旅游为主，所以消费

金额普遍不是太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无景点"旅游者更加注重的是旅游过程

中的感受，更加追求的是对于“无景点"旅游需求的一种满足，而淡化了对于“无
景点”旅游的消费。当然，参与“无景点"旅游的旅游群体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学生或者是刚刚毕业才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的经济

实力有限。所以年轻人选择“无景点’’旅游也有是出于更加省钱的动机。总之，

“无景点”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花费并不高。

“■：攒点”旅淅的澎圾套额

图4—3“无景点”旅游者的消费会额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4．2．9“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同伴描述性表

表4—7“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同伴频数表

DescriptiVe Stat．stics

与亲友‘起出游 集体组织 个人f}{游 其他出游力‘』℃ ‘jm生人‘起 Va叫N(IjstWise)
N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Mean 4．32 3-55 3．45 2．01 1．47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中(表4—7)可以看出“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同伴主要以亲友为主。同

时集体组织的旅游和个人出游也是“无景点”旅游者的～种重要出游方式。上文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主要是为了释放身心，更好的缓解压
力。而与亲友一起或者集体一起出游更能够让“无景点”旅游者产生归属感，无

论是对释放身心还是对于缓解压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无景点”旅游者首

要选择的是与亲友一起出游和集体组织出游。而个人出游方式可能是背包族或者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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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驴友中与“无景点”旅游相互交叉的旅游群体。他们中选择个人旅游的方式比

较多。

4．2．10“无景点"旅游的花费结构描述性表

表4—8“无景点”旅游者的费用结构频数表

DescriptiVe StatisUcs

游览花费 住宿花费 购物花费 餐饮花费 交通花费 VaM N(Iistwise)
N 1 32 1 32 132 1 32 1 32 132

Mean 3．1 1 3．1 1 2．98 2．89 2．68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从表中(表4—8)可以看出“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花费中用在游览和住宿

花费中的比例较高。“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天数主要以卜3天为主，所以肯定

会遇到住宿问题。而住宿的费用在旅游所有的费用中又是一个比较刚性的，比较

难以控制的费用。所以，在“无景点”旅游中住宿费用比例非常高。但是最高的
花费是游览花费，这说明“无景点”旅游者除了比较刚性的住宿费用之外费用主

要用在游览花费上。这种消费结构对于“无景点”旅游者来说是一种效用最高的

消费结构。

交通费用在所有费用结构中的比例最低，这与上面的出游方式平均值表中的

“无景点”旅游者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和徒步这个统计结果是相一致的。因为
这两种交通方式都是最廉价甚至可以说是免费的。所以交通的花费在消费结构中
是最低的也是在情理之中。

4．3差异性分析

4．3．1两独立样本t检验

两独立样本t检验就是根据样本数据对它们来自得两独立总体的均值是否

有显著差异进行推断。这个检验的前提要求是：
l、两样本应是相互独立的，即从一总体中抽取一批样本对从另一总体中抽

取一批样本没有任何影响，两组样本的个案数目可以不同，个案顺序可以随意调

整。

2、样本来自的两个总体应服从正态分布。

4．3．1．1“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t检验

从t检验的结果(表4—9)来看，对“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因子所作的t
检验伴随概率值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5，不能拒绝t检验的零假设，可以认为

“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因性别因素产生的差异性不是太大，或者说，不同

性别的“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因子没有太显著的差异性。

4．3．1．2“无景点’’旅游目的地因子t检验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表4一lO)，对“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取向所作
的t检验伴随概率值也多大于显著性水平0．05，不能拒绝t检验的零假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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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不同性别的“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取向没有太显著的差异性。

4．3．1．3“无景点”旅游的交通工具t检验

从“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交通工具对性别的t检验的结果(表4一11)来

看，对“无景点”旅游者的交通工具所作的t检验伴随概率值中除自行车这个选
项之外，其他t检验伴随概率都大于显著性水平O．05，不能拒绝t检验的零假

设，可以认为不同性别的“无景点”旅游者所选择的旅游交通工具没有太显著的

差异性。

但是t检验表中，自行车的t检验伴随概率值小于O．05，说明了，不同性
别的“无景点”旅游者在选择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具有了很显著的差异性。

从下表(表4一12)可以看出，在对于选择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出游的“无

景点”者中，很不喜欢的一共选择了5个人，全部都是女性。而选择非常喜欢自

行车的27个人中，只有6个女生，21个是男性，远远大于女性的人数。
所以，在对待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这样一个“无景点”旅游出游方式的态度

上，男性明显要比女性积极得多。这个主要是因为男性的体力比女性要强，而且

男性相对来说也比女性更加热爱运动。虽然自行车是“无景点”旅游者首选地旅

游交通工具，但是对于选择自行车出游男性要比女性的倾向程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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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t检验表

Indq增州I哪S●m一●●T●耐

Levene+s Test for

Eaual●tv of Vanances t舶时torE口uaI¨of¨e舯s
95％COn6denOe

InlervaI Of the

¨ean Std．E丌or
Dt什erence

F Si口． t — Sia．f2．协iledl Dl竹erence DI什erence LOwer UD口er

升青计咒 Equal vanances
．02' ．Ⅲ ．62S '∞ 533 ．135 ．216 ．．292 ．S62

assumed

EauaI vanances
．625 1糟．902 ．533 ．135 ．2'6 -．292 ．562

nOl a5sumed

I卫加行钱 E口uaI varlan∞5
assumed

．Ot2 ．912 ．．2∞ '30 ．795 ·．052 ．2∞ ·．447 ．343

E口uaI vanan∞s
一．2∞ 1约．'37 ．795 -OS2 ．2∞ -．¨7 ．343

not assumed

鬯歼附钡略K联风俯 EquaI vanances

assumed
2．224 ．13B ’．4踮 '30 ．’54 24● ．'70 ·．092 ．580

EauaI vanances
1．431 '21．85‘ ．155 244 ．'70 ．．094 ．58'

nOt assumed

坚斯昀缓解№力 EquaI van踟c酩
．．395 ．3∞

a驺umed
．2∞ ．616 ．．嘲 '30 ．926 ．O'8 ．191

Eaual va^an∞0
·．∞3 127．483 ．926 ．．O'8 ．191 ．．396 ．3∞

not assumed

兜好帕艇删患尊力 EquaI vanano∞
．．194 589

a5sumed
．O∞ ．8弱 ．盼9 '30 ．320 ．'97 ．1蛆

Eauaf variano∞
．999 '器．嘲 ．320 '97 ．'98 ．．194 ．S89

not as8umed

晚够．手找仉挂爆 EquaI va^舯∞s
．078 78' ．320 l∞ ．749 07' ．222 ．．368 ．511

assumed

Eau刮va^an∞0
．320 I约瞄 ．749 ．071 ．毖 ·．360 ．5'1

nOt assumed

隧够惩外硎饼的联I旃 EquaI van硼嗽
．206 ．．387 ．4曲

景Lx assumed
．347 ．S57 ．’O' f∞ ．9'9 ．021

EauaI va^an∞s
．'O' 127．984 ．9∞ ．021 ．20B -．啪 ．4∞

not a驺umed

晚孵娌蹙乍活Ⅱ赛 Equ脚van舯∞s 咖 ．蜥 ．铬 '∞ ．6州 ．'O' ．193 ·．280 ．●旺
assum州
E口uaI vanam：e0 ．锚 1糟743 ．6们 ．'01 ．193 -．280 ．4蛇
not a5sumed

优成Ej我舵，J EquaI v舐an∞5
assumed

．12I ．72' ．．7瞄 '∞ ．433 ．．1∞ ．204 ·．564 ．243

Equ aI vanan嘲
notassumed

-．7盯 129．432 ．432 ．．1∞ ．204 -5∞ ．242

鬯盘f的满足衍1叩：蔚璺 EquaI vari钔c呻
assumed

075 ．785 ·1．伽 '30 ．'41 ·．265 ．179 -．6∞ ．089

EauaI va—an∞5
nOIassumed

·'．●79 129．4∞ '11 ·．嬲 ．179 -．620 ．咖
+时冲功 Equ刮vana惴

OOt 974 376 1∞ 7∞ ．073 ．'％ ·．313 ．4∞
assumed

EOuaI va^ances
．378 1∞9’3 ．7∞ ．073 ．，拈 ．．3’3 4∞

nOtassum酣

屯奸时r孵J，J宦j[化 Equal van扪c髂
assumed

．361 ．S49 ．547 '∞ ．585 ．¨O ．202 ．，288 5∞

EauaI va“anc船
．548 ’器．820 ．585 1'O ．2们 ·．瑚 ．∞8

nOt a5surned

健r父H、．¨J以结父 EquaI v朝ances
水M的朋友 as5umed

．O亭4 759 1．∞4 '∞ ．317 ．185 ．1昭 ·．180 ．551

EauaI va^an∞s
not assumed

'．004 1∞．啪 ．317 ．185 ．1皓 -．1∞ ．550

璺lf的蟹忭簖坑H寸M Equal van扪嘲
assumed

4．657 ．033 ·．510 '∞ ．611 ·．∞7 ．'拍 ·．●7’ ．278

E口uaI va^an∞5
not assumed

·．512 127417 ．6'O ·．∞7 ．'89 ·．47' ．277

鬯盱明球袈耕譬扔 EquaI vanan∞5
a∞umed

2．'43 ．1惦 ．07' '30 ．94● ．014 ．202 ．385 ．414

Eaual va^an∞5
nOt assumed

．盯' '27．874 ．9●4 ．014 ．2们 -．槲 413

能蟛惩霹墁饔 EquaI va^删
a$sumed

．O'5 ．∞4 ．．枷 130 ．6酾 ·．∞9 ．1的 ·．4¨ ，3∞

EauaI va^an嘲
not assumed

．．郴 '∞．脚 ．∞5 ．．哪 ．199 ·．4¨ ．305

吧奸帕‘Z受fIIII EquaI varl锄嘲
a55umed

8．521 ．∞4 ·1．’51 1∞ 252 ·208 ．t8' 一．567 ．'∞

Eau鲥va^an∞5
nOt assumed

-’1S6 124．894 ．2∞ -．208 ．，∞ ·．蛳 ．149

坐奸蚋诵越奸衍心 Equa}van舯∞s
assumed

．315 576 ·．3'O t∞ ．757 -．060 ．t95 ．．●46 325

EOuaI va^an∞s
·．310 '糟4∞ ．757 ．．O∞ ．195 ·．445 ．32S

nOI assumed

皿盯嗣找剑fI我 EquaIvari钔o∞
∞sumed ．283 ．595 ．1明 130 ．盯● ．03' ．，95 ·．355 ．417

EauaIva^an0∞

nOt assumed
．1∞ ’鸽．75' ．87● ．03， ．t鳄 -．354 ．416

I卫"嗣H驴⋯然 Equ刮van钔∞0
aⅫmed ．O¨ ．915 ．3柏 '∞ ．735 ．∞6 ．193 -．317 ．●48

EauaI va^anc●●

nm aSSumea
．3柏 130咖 ．73● ．O∞ ．193 ．．316 448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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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无景点”旅游目的地取向t检验表

Independent SampIes Test

Levene’s Test for

三aualh Of Variances t．test for EauaI时Of Means

95％COn稍dence

IntervaI Of the

Mean Std．ErrOr Di什erence

F Sn t df Siq．(2-tailed) 0ifference Di什erence Lower Upper

博物缁 EQual variance

assumed
2．012 ．158 1．878 130 ．063 ．344 ．183 ．．018 ．706

Eaual variance
1．881 1约．210 ．062 ．344 ．1昭 一．018 ．705

nOt assumed

lJI水 EquaI va r．ance

assumed
2．563 ．112 一．∞7 130 ．421 一．116 ．144 ．．402 ．169

EauaI variance
-．811 119．676 ．419 -．116 ．144 ．．401 ．168

^ot assumed

比俗风忙Eaual variance

assumed
2．1∞ ．141 ．．738 130 ．462 ．．108 ．146 -．398 ．182

EauaI Varjance

nOt assumed
一．741 1笛．264 ．460 一．108 ．146 一．397 ．181

历史文化EquaI variance

assumed
．557 ．457 1．327 130 ．187 ．237 ．178 ．．116 ．590

Eaual variance
1．330 1约．260 ．186 ．237 ．178 ．．116 ．589

nOt assumed

宗教吊上l}EquaI variance

assumed
8．373 ．∞4 ．袄湛 130 ．340 ．179 ．187 ．．191 ．549

Eaual Vanance
．962 124．湖 ．338 ．179 ．1踞 ．．189 ．548

not assumed

海边 Eaual vari钔ce
assumed

．踟 ．534 ．．5∞ 130 ．552 ．．102 ．172 ．．442 ．238

EauaI var．ance
-．5∞ 129．607 ．552 ．．102 ．172 -．443 ．238

not assumed

草原 Eaual variance

assumed
1．762 ．187 -．868 130 ．387 -．157 ．180 -．513 ．200

EauaI Variance
-．871 125．898 ．385 ．．157 ．180 ．．512 ．199

nOt assumed

森林 EauaI variance

assumed
．576 ．449 1．832 130 ．∞9 ．358 ．195 ．．028 ．744

Eaual Variance
1．833 129．894 ．069 ．358 ．195 一．028 ．743

nOt assumed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4．3．1．4“无景点"旅游的出游时间t检验
从“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时l’日J对性别的t检验的结果(表4一13)来看，

对“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时间所作的t检验伴随概率值中除双休F1这个选项之

外，其他t检验伴随概率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5，不能拒绝t检验的零假设，

可以认为不同性别的“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时间没有太显著的差异性。

但是t检验表中，双休R的t检验伴随概率值小于O．05，说明了，不同性
别的“无景点”旅游者在选择双休同出游的时候具有了很显著的差异性。

从交叉表(表4一14)中可以看出，在选择双休同参与“无景点”旅游的频

率中有11个人的双休只出游频率最低，其中就有9名是女性。而双休同出游频

率最高的30人中只有9名是女性，21名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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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无景点"旅游交通工具t检验表

lndependent SampIes Test

Levene‘s Test fOr

!auaI～Of Variances t-test for Eaua¨tv Of Means

95％COnfidence

IntervaI of the

Mean Std．Error Difference

F Sia． t df ；．a．(2一tajIed) D附erence Difference L0wer Upper

汽下 EquaI variancE

assumed
．005 ．941 ．654 130 ．514 ．128 ．196 -．260 ．517

EauaI variancE

nOt assumed
．654 129．405 ．514 ．128 ．196 一．260 ．517

臼行7F EquaI variancE

assumed
4．309 ．040 3．6弱 130 ．000 ．615 ．168 ．283 ．948

EquaI VariancE

nOt assumed
3．649 125．544 ．000 ．615 ．169 ．282 ．949

徒步 Equal variancE

assumed
．004 ．947 1．620 1∞ ．108 ．314 ．194 ．．069 ．697

EauaI VariancE

nOt assumed
1．621 129．996 ．107 ．314 ．193 一．069 ．696

匕机 EquaI var．ancE

assumed
2．133 ．147 -．779 130 ．438 -．166 ．213 ．．586 ．255

EauaI Variance

nOt assumed
．．780 128．131 ．437 一．166 ．212 一．585 ．254

火车 EQual variancE

assumed
．149 ．700 ·1．727 130 ．087 一．353 ．205 ．．758 ．051

EauaI VanancE
．1．729 1约．845 ．O∞ -．3S3 ．204 ．．758 ．051

nOt assumed

轮船 EquaI variancE

assumed
2．180 ．142 ．．541 1∞ ．589 ·．115 ．212 ．．533 ．304

EquaI VariancE
．．542 128．259 ．588 ·．115 ．211 ‘-．532 ．303

not assumed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4—12“无景点”旅游交通工具·性别交叉频数描述表

性别·自行车cr∞吼abuIa¨佣

自行午

很不曳：欢 不太喜欢 一般 比较喜欢 1F常喜欢 Total

仕刖 文 Coum 5 6 19 29 6 65

ROw％ 7．7％ 9．2．％ 29．2％ 44．6％ 9．2％ 1∞．O％
CoIumn％ 100．O％ 54．5％ 63．3％ 49．2％ 22．2％ 49．2％

TotaI％ 3．8％ 4．S％ 14．4％ 22．0％ 4．5％ 49．2％

男 Count 0 5 ” 30 21 67

ROw％ ．0％ 7．5％ 16．4％ 44．8％ 31．3％ 1∞．O％
CoIumn％ ．0％ 45．5％ 36．7％ 50．8％ 77．8％ 50．8％

TotaI％ ．0％ 3．8％ 8．3％ 22．7％ 15．9％ 50．8％

TOtaI Count 5 11 30 59 27 132

ROw％ 3．8％ 8．3％ 22．7％ 44．7％ 20．5％ 1∞．O％
COIumn％ 1∞．O％ 1∞．O％ 1∞．O％ 1∞．0％ 1∞．O％ 1∞．O％
Total％ 3．8％ 8．3％ 22．7％ 44．7％ 20．5％ 1∞．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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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一13“无景点”旅游出游时问t检验表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Levene’s TeSt fOr

：aual时of Variance￡ t．teSt tOr Equa¨tv of MeanS

95％COnfidence

IntervaI Of lhe

Mean sld．ErrOr Di仟erence

F Sia． t df ；ia．(2．ta¨ed】 D}什erenCe Difference L0wer UpDer

法定似驯(K‘- Eaual Varianct

f‘‘、春诲等) assumed
4．830 ．030 1．141 130 ．256 ．325 ．285 一．239 ．888

Eaual Variancl

nol assumed
1．138 126．909 ．257 ．325 ．285 一．240 ．889

双休H EquaI varianc·

assumed
．e91 ．407 3．214 130 ．002 ．653 ．203 ．251 1．054

EauaI Varianct

not assumed
3．208 127．097 ．002 ．653 ．203 ．250 1．055

平时 Eaual va riancE

assumed
．034 ．船潞 1．077 130 ．284 ．234 ．217 一．195 ．663

EauaI Varianct

not assumed
1．078 129．949 ．283 ．2：34 ．217 ·．195 ．662

带薪假期 Eaual variancE

assumed
2．931 ．∞9 —1．858 130 ．065 ．．444 ．239 -．917 ．029

EauaI Varianc乇

no}assumed
—1．856 127．713 ．066 -．444 ．239 一．918 ．029

其他时『HJ EauaI Varianc《
．828 ．3酾 ·1，326 130 ．187 一．271 。204 ．．675 ．133

assumed

EauaI Varianct

naI assumed
—1．324 127．258 ．188 ·．271 ．2c晤 ．．676 ．134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4一14“无景点”旅游出游时间·性别交叉频数描述表

性别·双休日cro辚tabuIation

双休日
—L

最低 低 一般 网 最高 TOtaI

性别文 Count 9 9 20 18 9 65

R0w％ 13．8％ 13．8％ 30．8％ 27．7％ 13．8％ 1∞．0％
COIumn％ 81．8％ 56．3％ 57．1％ 45．0％ 30．0％ 49．2％

TOtaI％ 6．8％ 6。8％ 15．2％ 13。6％ 6．8％ 49．2％

男 Count 2 7 15 22 21 67

。ROw％ 3．0％ 10．4％ 22．4％ 32．8％ 31．3％ 100．O％

COIumn％ 18．2％ 43．8％ 42．9％ 55．0％ 70．0％ 50．8％

TOtal％ 1．5％ 5．3％ 11．4％ 16．7％ 15．9％ 50．8％

TOtaI COunt 11 16 35 40 30 132

ROw％ 8．3％ 12．1％ 26．5％ 30．3％ 22．7％ 1∞．O％
COIumn％ 1∞．0％ 1∞．O％ 100．0％ 1∞．O％ 1∞．O％ 1∞．0％
TOtaI％ 8．3％ 12．1％ 26．5％ 30．3％ 22．7％ 1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单从女性的双休R出游频率来看，选择频率一般的人数最多，而选择低或高

的人数则比较平均。而单从男性的双休同出游频率来看，选择双休同出游的人数

是随着双休同出游频率的增高而增多。这就是蜕，男性在双休同的出游倾向上较
强。

女性在选择双休R进行“无景点"旅游的频率较低的原因可能是旅游需求是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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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替代性很强的需求。女性在双休同可能会选择许多其他的休闲方式来达到与

参与“无景点"旅游相同的满足感。她们选择的休闲方式可能是逛街、购物等。

总之，男性在选择双休日进行“无景点”旅游的倾向性要强于女性。

4．3．2一维方差分析

4．3．2．1“无景点”旅游基于年龄的动机因子一维方差分析

从以下表(表4—15，表4一16，表4一17，表4一18)可以看出，“无景点’’旅

游者的年龄对于他们的更好的发掘想象力、～时冲动、更好的满足好奇心等动机

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性影响。这几个动机因子在一维方差分析中的伴随概率都小于
显著性水平O．05，说明了差异性影响是显著的。 ，

总体看来，20一30岁之间的年轻人思维比较活跃，也比较喜欢探索未知的世

界，具有很强的发掘精神。所以，这一部分年龄群体在进行“无景点”旅游的过

程中表现了很强的发掘想象力和满足好奇心的动机。同时，由于年龄较轻，因一

时的冲动而去参与“无景点”旅游的20—30岁之l、日J的人也比30岁以上的人多。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30岁以上的“无景点”旅游者基本没有因冲动而去旅游的。

总之，“无景点”旅游者中，20一30岁的旅游者的发掘想象力、满足好奇心

和一时冲动的动机较强。
4．3．2．2“无景点’’旅游基于学历的旅游费用结构一维方差分析

从表(表4一19)中可以看出，“无景点”旅游者中学历对于住宿花费和购物

花费的差异性最大。从一位差异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住宿花费和购物花费的伴随概

率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也就是说学历对这两项的差异性影响显著。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表4—20，表4—21)学历越高的人花费在住宿上的旅

游费用比率越高，而花费在购物上的费用比率则越低。这说明了学历越高的“无

景点”旅游者越注重无形产品享受，他们可能愿意花费更多的费用在服务业产品

上。而学历越低的“无景点"旅游者越注鼋实实在在的有形商品的消费。
4．3．2．3“无景点”旅游基于收入的旅游频率、天数和消费金额一维方差分

析

对收入所作的一维方差分析(表4—22)发现，“无景点”旅游的消费会额的

相伴概率为0．0l，远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说“无景点”旅游者的收入

水平对“无景点”旅游的消费金额的差异性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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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一15“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一维方差分析

ANOVA

Sum of

Sauares df Mean Sauare F Si口．

丰}芍饼艽 Between Groups 5．527 3 1．842 1．208 ．310

W．1hjn Groups 195．200 128 1．525

TOtaI 200．727 131

更加省钱 BetWeen Groups 5．172 3 1．724 1．330 ．267

Within Groups 165．889 128 1．296

TotaI 171．061 131

更好的钡略K族风情 Between GrouDs 5．438 3 1．813 1．929 ．128

Within G∞ups 120_289 128 ．940

TOtal 125．727 131

更蚶的缓解爪力 Between Groups ．561 3 ．187 ．154 ．927

Wmjn GrouDs 155．522 128 1．215

T0t剐 156．083 131

更女r的，发猁怨象力 BetWeen Groups 10．103 3 3．368 2．713 ．048

Wnh．n G旧ups 158．867 128 1．241

TOtal 168．970 131

能够iI找孤独感 BetWeen Groups 5．147 3 1．716 1．∞2 ．368

WIthjn Groups 206．822 128 1．616

TOtaJ 211．970 131

能够惩外拥挤的旅游 BetWeen Groups 1．943 3 ．648 ．4∞ ．711

搽l基 within Grou∞ 180．322 128 1．4∞

TotaI 182．265 131

能够改变牛活仃赛 Between Groups 1．533 3 ．511 ．4t5 ．743

W．1hin Groups 157．800 128 12∞

T0taI 159．333 131

挑战自我能力BetWeen Gmu呤 5．705 3 1．∞2 1．404 ．245

WnhinG∞u∞ 173．356 128 1．354

TOtaI 179．061 131

更女r的满足信仰斋婴 Between Groups 3．842 3 1．281 1．202 ．312

W{thin Groups 136．400 128 1．∞6
TotaI 140．242 131

。盱’r冲功 BetWeen Grou∞ 12．087 3 4．029 3．3∞ ．020

Wnh．n GrOuDs 152．156 128 1．189

TotaI 164．242 131

更蚶的了解历殳文化 BetweenG∞ups 3．457 3 1．152 ．862 ．463

WithIn GrOuDs 171．089 ’舶 1．337

TotaI 174．545 131

馊J‘父际，IU以鲥父 BetweenG帕ups 3．773 3 1．258 1．122 ．343

不¨的朋皮 wi仇in Groups 143．522 128 1．121

T0taI 147．295 131

更好的安伸：游玩时|-HJ Between Groups 2．365 3 ．788 ．664 ．575

Withjn G∞ups 151．900 12B 1．187

T0taI 154．265 131

更好的{；|{索新事物 Between Groups 8．657 3 2．886 2．222 ．O∞

Wnh．几G巾ups 166．222 128 ’．2∞

TotaI 174．879 ．131·

能够逃避现实 BetWeen Groups ．507 3 ．169 ．127 ．944

W帅InG∞ups 170．122 128 1．3约

TOtaI 170．629 131

更女r的亭受口由 BetWeen Groups 2．794 3 ．931 ．856 ．4∞

W附1In Grou∞ 139．267 128 1．088

TOtaI 142．061 131

更好的满足好奇心 Between Groups 16．937 3 5．646 4．948 ．∞3
Wnh．n GrouDs 146．056 128 1．141

TOtaI 162．992 131

更盘r的找剑口我 Between Groups 7．410 3 2．470 2．033 ．113

Wnhin Groups 155_522 128 1．215

TOtaI 162．932 131

更盘『的【丌J!门口然 BetweenGroups 1．533 3 ．511 ．412 ．745

Wjth．n Groups 158．800 128 1．24'

TotaI 160．333 131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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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一16“无景点”旅游年龄·更好的发掘想象力交叉频数描述表

年龄·更好的发掘想象力Cross切buIatIon

更女 ：的发掘想象／J

很／fi赞同 彳i太赞同 尤法确定 比较赞同 非常赞同 TOtaI

iF龄 30—40岁 Count 0 2 1 7 0 10

ROw％ ．0％ 20．O％ 10．0％ 70．0％ ．O％ 100．O％

CoIum几％ ．0％ 20．0％ 2．5％ 15．2％ ．0％ 7．6％

Total％ ．O％ 1．5％ ．8％ 5．3％ ．O％ 7．6％

25．30岁 Count 4 4 10 8 4 30

ROw％ 13．3％ 13．3％ 33．3％ 26．7％ 13．3％ 1∞．O％
COIumn％ 36．4％ 40．0％ 25．0％ 17。4％ 16．0％ 22．7％

TotaI％ 3．O％ 3．0％ 7．6％ 6．1％ 3．O％ 22．7％

18．25岁 Count 6 4 28 31 21 90

ROw％ 6．7％ 4．4％ 31．1％ 34．4％ 23．3％ 100．0％

COIumn％ 54．5％ 40．O％ 70．0％ 67．4％ 84．O％ 翩．2％
TOtaI％ 4．5％ 3。O％ 21．2％ 23．5％ 15．9％ 68．2％

18岁以下Count 1 O 1 O 0 2

ROw％ 50．O％ ．0％ 50．0％ ．O％ ．O％ 1∞．O％
COlumn％ 9．1％ ．O％ 2．5％ ．0％ ．0％ 1．5％

TotaI％ ．8％ ．O％ ．8％ ．0％ ．O％ 1．5％

TOtaI COunt 11 10 40 46 25 132

R0w％ 8．3％ 7．6％ 30．3％ 34．8％ 18．9％ 1∞．O％
COIumn％ 1∞．O％ 1∞．O％ 1∞．O％ 1∞．O％ 1∞．0％ 100．O％

To协l％ 8．3％ 7．6％ 30．3％ 34．8％ 18．9％ 1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4一17“无景点”旅游年龄·一时冲动交叉频数描述表

年龄·一时冲动cr∞stabuI锄；∞

一时冲动

很小赞l叫 不人赞¨ 尢法确定 比较赞¨ 非常赞I叫 TOtaI

1I：西拿 3m40岁 COunt 4 5 1 O O 10

ROw％ 40．O％ 50．0％ 10．O％ ．O％ ．O％ 1∞．O％
COlumn％ 18．2％ 11．1％ 2．3％ ．0％ ．0％ 7．6％

TOtaI％ 3．O％ 3．8％ ．8％ ．O％ ．O％ 7．6％

2孓30岁 Count 5 8 12 2 3 30

ROw％ 16．7％ 26．7％ 40．O％ 6．7％ 10．O％ 100．O％

COIumn％ 22．7％ 17．8％ 27．9％ 18．2％ 27．3％ 22。7％

TOtaI％ 3．8％ 6．1％ 9．1％ 1．5％ 2．3％ 22．7％

1&25岁 Count 13 32 29 9 7 90

ROw％ 14．4％ 35．6％ 32．2％ 10．0％ 7．8％ 1∞．0％
COIumn％ 59．1％ 71．1％ 67．4％ 81．8％ 63．6％ 68．2％

TOtaI％ 9．8％ 24．2％ 22．0％ 6．8％ 5．3％ 68．2％

18岁以卜． Count 0 0 1 0 1 2

ROw％ ．O％ ．O％ 50．0％ ．O％ 50．0％ 100．O％

CoIumn％ ．0％ ．0％ 2．3％ ．O％ 9．1％ 1．5％

TOtaI％ ．O％ ．O％ ．8％ ．O％ ．8％ 1．5％

To伯I Count 22 45 43 11 11 132

ROw％ 16．7％ 34．1％ 32．6％ 8．3％ 8．3％ 1∞．0％
COlumn％ 1∞．O％ 1∞．O％ 1∞．O％ 1∞．O％ 1∞．O％ 1∞．O％
TOtaI％ 16．7％ 34．1％ 32．6％ 8．3％ 8．3％ 100．O％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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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一18“无景点"旅游年龄·更好的满足好奇心交叉频数描述表

年龄。更好的满足好奇心crosstabuI硎on

坐女‘i的满足女r奇．心

很不赞H 不太赞I叫 无法确定 比较赞f司 1F常赞InJ TOtal

々F阶 30—40岁 Count O 3 1 6 O 10

ROw％ ．O％ 30．0％ 10．0％ 60．0％ ．0％ 1∞．O％

CoIumn％ ．0％ 16．7％ 4．2％ 9．8％ ．0％ 7．6％

TotaI％ ．O％ 2．3％ ．8％ 4．5％ ．O％ 7．6％

25．30岁 Count 4 9 7 7 3 30

ROw％ 13．3％ 30．0％ 23．3％ 23．3％ 10．0％ 1∞．O％
CoIumn％ 44．4％ 50．0％ 29．2％ ”．5％ 15．0％ 22．7％

TOtaI％ 3．O％ 6．8％ 5．3％ 5．3％ 2．3％ 22．7％

18．25岁 count 5 6 15 48 16 ∞
ROw％ 5．6％ 6．7％ 16．7％ 53．3％ 17．8％ 1∞．0％
CoIumn％ 55．6％ 33．3％ 62．5％ 78．7％ 80．0％ 68．2％

TOtaI％ 3．8％ 4．5％ ”．4％ 36．4％ 12．1％ 68．2％

18岁以卜Count O O 1 O 1 2

ROw％ ．O％ ．0％ 50．O％ ．O％ 50．0％ 1∞．O％
COIumn％ ．O％ ．O％ 4．2％ ．0％ 5．0％ 1．5％

TotaI％ ．O％ ．0％ ．8％ ．O％ ．8％ 1．5％

TOtaI Count 9 18 24 61 20 132

ROw％ 6．8％ 13．6％ 18．2％ 46．2％ 15．2％ 1∞．O％
‘

。COIumn％ 1∞．O％ 1∞．0％ 1∞．O％ 1∞．∞0 1∞．O％ 100．O％

TotaI％ 6．8％ 13．6％ 18．2％ 46．2％ 15．2％ 1∞．O％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4一19“无景点"旅游基于学历的旅游费用结构一维方差分析

ANOVA

Sum Of

Sauares df Mean Sauare F SIg．

父通花贸 BetWeen Groups 8．569 4 2．142 1．054 ．382

Within Groups 258．067 127 2．032

TotaI 266．636 131

住宿花费 Betvveen Groups 18．677 4 4．669 2．649 ．036

Within GroupS 223．839 127 1．763

TOtaI 242．515 131

餐饮花费 Betvveen Groups 7．214 4 1．804 1．145 ．339

WIthin GroupS
。 200．081 127 1．575

TOtaI 207．295 131

游览花费 BetWeen Groups 2．731 4 ．683 ．344 ．848

Within GrOups 251．784 127 1．983

TOtaI 254．515 131

购物花费 Bet＼Jveen Groups 29．008 4 7．252 2．843 ．027

Within Groups 323．924 127 2．551

TOtaI 352．932 131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41



东南人学顺}：学位论文

表4—20“无景点”旅游学历·住宿花费交叉频数描述表

学历·住宿花费cros甜abuIation

住宿花费

最低 低 一般
．—k

尚 最高 TotaI

字仂坝一卜及以_上Count 2 3 1 3 3 12

R0w％ 16．7％ 25．0％ 8．3％ 25．0％ 25．0％ 100．0％

COIumn％ 10．5％ 9．7％ 3．8％ 10．3％ 11．1％ 9．1％

TOtaI％ 1．5％ 2．3％ ．8％ 2．3％ 2．3％ 9．1％

本科 Count 9 11 14 17 21 72

ROW％ 12．5％ 15．3％ 19．4％ 23．6％ 29．2％ 1∞．0％
COIumn％ 47．4％ 35．5％ 53．8％ 58．6％ 77．8％ 54．5％

TOtaI％ 6．8％ 8．3％ 10．6％ 12．9％ 15．9％ 54．5％

大专 Count 3 15 7 8 1 34

R0w％ 8．8％ 44．1％ 20．6％ 23．5％ 2．9％ 100．O％

COIumn％ 15．8％ 48．4％ 26．9％ 27．6％ 3．7％ 25．8％

TOtal％ 2．3％ 11．4％ 5．3％ 6．1％ ．8％ 25．8％

高中和rfl专Count 5 1 4 1 2 13

R0w％ 38．5％ 7．7％ 30．8％ 7．7％ 15．4％ 1∞．0％
COlumn％ 26．3％ 3：2％ 15．4％ 3．4％ 7．4％ 9．8％

TOtaI％ 3．8％ ．8％ 3．0％ ．8％ 1．5％ 9．8％

初巾以下 Count 0 1 0 0 0 1

R0w％ ．O％ 100．0％ ．0％ ．0％ ．0％ 1∞．0％
COlumn％ ．0％ 3．2％ ．0％ ．0％ ．0％ ．8％

TOtal％ ．O％ 。8％ ．0％ ．0％ ．O％ ．8％

TOtaI C0unt 19 31 26 29 27 132

ROw％ 14．4％ 23．5％ 19．7％ 22．O％ 20．5％ 1∞．0％
COIumn％ 1∞．0％ 1∞．0％ 1∞．0％ 100．O％ 1∞．0％ 1∞．0％
TOtaI％ 14．4％ 23．5％ 19．7％ 22．0％ 20．5％ 1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表4—23)，随着“无景点”旅游者的收入增多，他们
在“无景点”旅游的过程中的消费会额也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4．3．2．4“无景点”旅游基于收入的旅游消费结构一维方差分析
从下表(表4—24)可以看出，收入对“无景点”旅游者的住宿费用的差异

性影响显著，它的相伴概率O．4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这跟我们上文描述性图表分析的相一致，那就是，住宿费用是一个比较刚性

的费用，对于收入越低的“无景点”旅游者来说，他们花费在住宿中的费用比率

就越高(表4—25)。可以这样说，住宿费用会成为低收入者参与“无景点”旅游
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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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l“无景点”旅游学历·购物花费交叉频数描述表

学历·购物花费crosstabuIation

购物花费

最低 低 一般 高 最高 TOtaI

字J力坝十及以_上Count 7 0 2 1 2 12

R0w％ 58．3％ ．0％ 16．7％ 8．3％ 16．隅 1∞．0％
COIumn％ 16．7％ ．0％ 15．4％ 4．0％ 5．6％ 9．1％

TOtaI％ 5．3％ ．O％ 1．5％ ．8％ 1．5％ 9．1％

本科 Count 25 14 4 11 18 72

ROw％ 34．7％ 19．4％ 5．6％ 15．3％ 25．0％ 1∞．0％
COIumn％ 59．5％ 87．5％ 30．8％ 44．0％ 50．0％ 54．5％

TotaI％ 18．9％ 10。6％ 3．0％ 8．3％ 13．6％ 54．5％

大专 Count 6 1 5 9 13 34

R0w％ 17．6％ 2．9％ 14．7％ 26．5％ 38．2％ 100．0％

COIumn％ 14．3％ 6．3％ 38．5％ 36．0％ 36．1％ 25．8％

TOtaI％ 4．5％ ．8％ 3．8％ 6．8％ 9．8％ 25．8％

而‘『1棚rrl专Count 4 1 2 4 2 13

ROw％ 30．8％ 7．7％ 15．4％ 30．8％ 15．4％ 1∞．0％
COJumn％ 9．5％ 6．3％ 15．4％ 16．0％ 5．6％ 9．8％

TOtaI％ 3．0％ ．8％ 1．5％ 3．O％ 1．5％ 9．8％

矽9rtlI以卜 Count 0 0 0 0 1 1

ROw％ ．0％ ．0％ ．0％ ．O％ 100．0％ 1∞．0％
COIumn％ ．0％ ．0％ ．0％ ．0％ 2．8％ ．8％

TOtaI％ ．0％ ．0％ ．0％ ．0％ 。8％ ．8％

TotaI C0unt 42 16 13 25 36 132

R0w％ 31．8％ 12．1％ 9．8％ 18．9％ 27．3％ 1∞．0％
COlumn％ 100．O％ 1∞．0％ 100．O％ 1∞．O％ 1∞．0％ 100．O％

TOtaI％ 31．8％ 12．1％ 9．8％ 18．9％ 27．3％ 1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4—22“无景点’’旅游基于收入的旅游频率、天数和消费金额一维方差分析

ANOVA

Sum Of

Sauares df Mean Sauare F Sig．

“尢景点”疗茛而明频二{：BeMeen Groups 3．746 4 ．937 1．098 ．361

Within GnOupS 108．337 127 ．853

TOtaI 112．083 131

“无景点”旅游的天型BeMeen Groups 2．605 4 ．651 ．726 ．576

Within Groups "3．910 127 ．897

TOtaI 116．515 131

“无景点”旅游的消要Betvveen Groups 18．312 4 4．578 4．847 ．001

j芝额 within Gmups 119．953 127 ．945

T0taI
138．265 131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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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无景点”旅游收入·消费金额交叉频数描述表

收入·。无景点”旅游的消费金额crosStabulatlon

“尤景点”旅游的!}f．j费仑额

200元以F 200．500兀 500．1000兀 1000．3000无 3000元以上 TOtaI

收入4000以上Coum 1 1 3 3 1 9

R0w％ 11．1％ 11．1％ 33．3％ 33．3％ 11．1％ 1∞．0％
CoIumn％ 2．5％ 2．3％ 8．3％ 30．O％ 33．3％ 6．8％

TotaI％ ．8％ ．8％ 2．3％ 2．3％ ．8％ 6．8％

3000-4000 COunt 2 5 4 1 0 12

R0w％ 16．7％ 41．7％ 33．3％ 8．3％ ．0％ 1∞．0％
COIumn％ 5．0％ 11．6％ 11．1％ 10．0％ ．0％ 9．1％

TOtaI％ 1．5％ 3．8％ 3．0％ ．8％ ．O％ 9．1％

2000．3000 COunt 3 6 12 2 0 23

ROw％ 13．0％ 26．1％ 52．2％ 8．7％ ．O％ 1∞．0％
COlumn％ 7．5％ 14．0％ 33．3％ 20．01％ ．O％ 17．4％

TOtaI％ 2．3％ 4．5％ 9．1％ 1．5％ ．0％ 17．4％

1 000．2000 Count 8 13 5 O 2 28

ROw％ 28．6％ 46．4％ 17．9％ ．0％ 7．1％ 1∞．0％
COIumn％ 20．0％ 30．2％ 13．9％ ．O％ ∞．7％ 21．2％

TOtaI％ 6．1％ 9．8％ 3．8％ ．O％ 1．5％ 21．2％

1000以下Coum 26 18 12 4 0 ∞
ROw％ 43．3％ 30．O％ 2|0．0％ 6．7％ ．0％ 1∞．O％
CoIumn％ 65．0％ 41．9％ 33．3％ 40．0％ ．0％ 45．5％

TO协1％ 19．71％ 13．6％ 9．1％ 3．O％ ．O％ 45．5％

TotaI C0unt 加 43 ∞ 10 3 132

ROw％ 30．3％ 32．6％ 27．3％ 7．6％ 2．3％ 1∞．O％

C0lumn％ 1∞．O％ 1∞．O％ 1∞．O％ 1∞．O％ 1∞．O％ 1∞．O％
TOtaI％ 30．3％ 32．6％ 27．3％ 7．6％ 2．3％ 1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4—24“无景点"旅游基于收入的旅游消费结构一维方差分析

ANOVA

Sum of

Sauares df Mean≤；auare F Sia．

父遄化费 BetWeen Groups 1．472 4 ．368 ．176 ．950

WIlhin Groups 265．164 127 2．088

TOtal 266．636 131

住稽花赞 Between Groups 17．528 4 4．382 2．473 ．048

W．thin GrOups 224．987 127 1．772

T0taI 242．515 131

餐饮花费 Between Groups 1．419 4 ．355 ．219 ．928

Within GroupS 205．877 127 1．621

T0taI 207．295 131

游览花费 BetvIfeen Groups 3．122 4 _780 ．394 ．812

Within GrOups 251．394 127 1．979

TOtaI 254．515 131

购物花费 8etvveen Groups 17．361 4 4．340 1．643 ．168

VVithin GrOups 335．571 127 2．642

T0taI 352．932 131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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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无景点"旅游收入·消费结构交叉频数描述表

收入·住宿花费cro镐tabu随ion

住宿花费
．．一

最低 低 一般 晶 最高 TotaI

收入4000以上Count 1 3 2 1 2 9

R0w％ 11．1％ 33．3％ 22．2％ 11．1％ 22．2％ 1∞．0％
COIumn％ 5．3％ 9．7％ 7．7％ 3．4％ 7．4％ 6．8％

TOtal％ ．8％ 2．3％ 1．5％ ．8％ 1．5％ 6．8％

3000—4000 C0unt 0 2 6 2 2 12

ROw％ ．0％ 16．7％ 50．0％ 16．7％ 16．7％ 1∞．0％
COIumn％ ．0％ 6．5％ 23．1％ 6．9％ 7．4％ 9．1％

TOtaI％ ．0％ 1．5％ 4．5％ 1．5％ 1．5％ 9．1％

2000．3000 C0unt 3 5 6 6 3 23

R0w％ 13．O％ 21．7％ 26．1％ 26．1％ 13．0％ 1∞．0％
COIumn％ 15．8％ 16．1％． 23．1％ 20．7％ 11．1％ 17．4％

TOtaI％ 2．3％ 3．8％ 4．5％ 4．5％ 2．3％ 17．4％

1 000．2000 C0unt 5 13 4 4 2 28

R0w％ 17．9％ 46．4％ 14．3％ 14．3％ 7．1％ 1∞．0％
COIumn％ 26．3％ 41．9％ 15．4％ 13．8％ 7．4％ 21。2％

Total％ 3．8％ 9．8％ 3．0％ 3．0％ 1．5％ 21．2％

1000以下Count 10 8 8 16 18 ∞
Row％ 16．7％ 13．3％ 13．3％ 26．7％ 30．0％ 1∞．O％
COIumn％ 52．6％ 25．8％ 30．8％ 55．2％ 66．7％ 45．5％

TotaI％ 7．6％ 6．1％ 6．1％ 12．1％ 13．6％ 45．5％

TOtaI C0unt 19 31 26 29 27 132

Row％ 14．4％ 23．5％ 19．7％ 22．0％ 20．5％ 100．0％

C0lumn％ 1∞．O％ 100．0％ 1∞．O％ 1∞．0％ 100．0％ 100．O％

TOtaI％ 14．4％ 23．5％ 19．7％ 22．O％ 20．5％ 1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4．3“无景点刀旅游动机的因子分析

在科学研究中，往往希望尽可能多地收集反映研究对象的多个变量，以期能

对问题有比较全面、完整的把握与认识。多变量的大样本虽然能为科学研究提供

大量的信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
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问可能存在相关性，这意味着表面上看来彼此不同的变量并

不能从各个侧面反映事物的不同属性，而恰恰是事物同一种属性的不同表现。

如何从众多相关的指标中找出少数几个综合性指标来反映原来指标所包含
的主要信息，这就需要进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它是用少数几个因子

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问的联系，即：用较少几个因子反映原始数据的大部分

信息的统计方法。

因子分析，又叫因素分析，就是通过寻找众多变量的公共因素来简化变量中

存在复杂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它将多个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以再现原
始变量与“因子"之问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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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从对旅游动机的因子分析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及其检验(表4—26)
来看，大部分的相关系数都较高，大于0．3，而单边检验值小于0．05，各变量呈

较高的线性关系，能够从中提取公共因子，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4—26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COrreIatlOn Matrlx

好的』够。{警篇{够改k战。 以结础}的安【好的拒够通好的． 灯的i好的{盘了的Ib的稍好的j §7的浏 蚵的了

考研 加竹t欣J札t衅爪， 想豫弧弛嘶精Ri．‘仃。E能，J mJ：*口时冲． J止上f J的¨¨詹玩f时f{斩·{f啦J蛇’投f{|| 盘’向．州“{日I自掣
CorreI科考研究 ．OOO ．187 ．065 ．068 ．218 ．190 ．066 ．134 ．244 ．187 ．113 ．133 ．024 ．2’8 ．138 ．012 ．．108 ．036 ．103 ．045

止血l行钱 ．187 ．000 ．084 ．374 ．173 ．072 ．1∞ ．287 ．320 ．128 ．286 ．120 ．174 ．229 ．163 ．058 ．073 ．058 ．073 ．215

更好的领Ⅱ ．065 ．084 1．000 ．268 ．240 ．042 ．210 ．353 ．238 ．140 ．094 ．129 ．230 ．123 ．102 ．057 ．002 ．097 ．104 ．275

型盘了的缀i ．068 ．374 ．2∞ ．000 ．3∞ ．148 ．232 ．372 ．340 ．241 ．117 ．236 ．051 ．222 ．334 ．001 ．392 ．311 ．343 ．492

更好的发j ．218 ．173 ．240 ．306 ．000 ．456 ．377 ．484 ．521 ．439 ．127 _272 ．293 ．340 ．338 ．032 ．128 ．304 ．419 ．350

能够寻找{ ．1∞ ．072 ．042 ．148 ．456 ．000 ．271 ．276 ．258 ．318 ．2晒 ．082 ．050 ．142 ．210 ．303 ．020 ．203 ．193 ．0∞

能够避外{
祭区

．066 ．1∞ ．210 ．232 ．3．7 ．271 ．∞0 ．∞2 ．405 ．212 ．141 ．219 ．212 ．401 ．450 ．171 ．304 ．309 ．446 ．409

能够改变! ．134 ．287 ．353 ．372 ．越珥 ．276 ．∞2 ．000 ．572 ．350 ．163 ．384 ．450 ．353 ．541 ．137 ．397 ．358 ．497 ．605

挑战自我f ．244 ．320 ．238 ．340 ．521 ．258 ．加5 ．572 ．O∞ ．500 ．141 ．329 ．316 ．426 ．564 ．183 ．324 ．382 ．427 ．445

巫好的满J ．187 ．128 ．140 ．241 ．439 ．318 ．212 ．350 ．500 1．000 ．247 ．432 ．2∞ ．279 ．370 ．209 ．157 ．256 ．319 ．225

·时冲动 ．113 ．2∞ ．．094 ．117 ．127 ．265 ．141 ．163 ．141 ．247 ．000 ．168 ．094 ．173 ．140 ．287 ．080 ．126 ．090 ．072

蜓好的了l ．133 ．1∞ ．1约 ．236 ．272 ．o{蛇 ．219 ．384 ．329 ．432 ．1鹋 1．O∞ ．427 ．∞7 ．490 ．073 ．2∞ ．2∞ ．339 ．353

便J。，殳际，

不bd的HH，
．024 ．174 ．230 ．051 ．2∞ ．050 ．212 ．450 ．316 ．2∞ ．094 1427 1．O∞ ．1∞ ．218 ．055 ．070 ．174 ．2髭 ．2钳

‘更好的安{ ．218 ．229 ．123 ．222 ．340 ．142 ．401 ．353 ．426 ．279 ．173 ．097 ．138 1．oc)o ．376 ．041 ．378 ．247 ．224 ．3∞

蜓好的探’ ．138 ．163 ．102 ．334 ．338 ．210 ．450 ．541 ．564 ．370 ．140 ．490 ．218 ．376 ．000 ．201 ．396 ．418 ．365 ．452

能够逃避j ．012 ．058 ．．057 ．001 ．032 ．303 ．171 ．137 ．“站 ．209 ．287 ．073 ．．055 ．．041 ．201 ．000 ．104 ．090 ．o：29 ．．037

巫好的享一 ．108 ．073 ．002 ．392 ．128 ．020 ．304 ．397 ．324 ．157 ．0∞ ．259 ．070 ．378 ．3∞ ．104 ．000 ．486 ．柏8 ．5晒

巫好的满， ．036 ．058 ．097 ．311 ．304 ．203 ．3∞ ．358 ．382 ．256 ．1拍 ．263 ．174 ．247 ．418 ．090 ．486 ．000 ．503 ．488

巫好的找： ．103 ．073 ．104 ．343 ．419 ．193 ．446 ．497 ．427 ．319 ．O∞ ．339 ．282 ．224 ．365 ．029 ．438 ．503 ．o()0 ．591

吐!好的叫1 ．045 ．215 _275 ．492 ．350 ．099 ．409 ．605 ．445 ．225 ．072 ．353 _264 ．389 ．452 ．037 ．565 ．488 ．591 ．o()o

S味(1科考研究 ．016 ．231 ．220 ．006 ．015 ．226 ．062 ．002 ．016 ．098 ．065 ．391 ．006 ．058 ．447 ．108 ．340 ．120 ．306

蜓lRI钉饯 ．016 ．170 ．000 ．024 ．205 ．019 ．000 ．000 ．072 ．O∞ ．084 ．023 ．004 ．031 ．253 ．202 ．254 ．204 ．007

巫好的。61日 ．231 ．170 ．001 ．003 ．315 ．008 ．o()0 ．003 ．055 ．141 ．∞9 ．004 ．080 ．121 ．259 ．491 ．133 ．118 ．001

巫盘了的缓i ．220 ．000 ．001 ．Ⅸ)0 ．046 ．004 ．000 ．000 ．003 ．092 ．003 ．2∞ ．005 ．000 ．498 ．000 ．000 ．0∞ ．000

Ⅲ盘了的发{ ．006 ．024 ．∞3 ．O∞ ．000 ．000 ．000 ．000 ．0∞ ．073 ．001 ．000 ．000 ．000 ．359 ．073 ．000 ．ooO ．000

能够孑找{ ．015 ．205 ．315 ．046 ．0∞ ．OO' ．001 ．001 ．000 ．001 ．176 ．286 ．052 ．∞8 ．O∞ ．411 ．010 ．013 ．128

能够避J|{

璇区
．226 ．019 ．∞8 ．∞4 ．0∞ ．001 ．000 ．000 ．007 ．053 ．006 ．007 ．Ⅸ)o ．000 ．025 ．O∞ ．O∞ ．O∞ ．000

能够政变一 ．062 ．000 ．∞0 ．O∞ ．∞0 ．∞1 ．000 ．000 ．000 ．031 ．000 ．∞0 ．000 ．0()0 ．058 ．O∞ ．∞0 ．000 ．000

挑战“我l ．002 ．000 ．003 ．000 ．000 ．001 ．000 ．000 ．O∞ ．054 ．000 ．000 ．000 ．o()0 ．018 ．0()0 ．优)0 ．000 ．000

盟!好的满j ．016 ．072 ．055 ．o()3 ．000 ．000 ．007 ．∞0 ．000 ．002 ．000 ．000 ．001 ．000 ．∞8 ．036 ．∞2 ．000 ．005

·时冲动 ．098 ．o()0 ．141 ．092 ．073 ．001 ．053 ．031 ．054 ．002 ．027 ．142 ．023 ．055 ．0∞ ．181 ．075 ．152 ．2∞

蜓好的了I ．O∞ ．O明 ．嘲 ．0∞ ．001 ．176 ．006 ．000 ．000 ．000 ．027 ．0∞ ．134 ．000 ．204 ．001 ．001 ．∞0 ．0()0

使J：交际，
1i川的JOJ， ．391 ．023 ．004 ．2∞ ．O∞ ．2踮 ．0c)7 ．000 ．000 ．000 ．142 ．000 ．∞7 ．∞6 ．264 ．211 ．023 ．001 ．001

型好的安j ．O∞ ．0c)4 ．0∞ ．005 ．000 ．052 ．000 ．000 ．咖 ．001 ．023 ．134 ．057 ．000 ．320 ．000 ．∞2 ．005 ．∞0

坐垒了的探j ．058 ．031 ．121 ．000 ．000 ．008 ．000 ．000 ．000 ．000 ．055 ．000 ．0∞ ．0∞ ．010 ．000 ．000 ．0∞ ．000

能够逃避J ．447 ．253 ．259 ．498 ．359 ．000 ．025 ．058 ．018 ．008 ．000 ．204 ．2斛 ．320 ．010 ．118 ．153 ．371 ．336

蜓好的享一 ．108 ．202 ．491 ．000 ．073 ．411 ．0(m ．000 ．000 ．036 ．181 ．001 ．211 ．0∞ ．000 ．”8 ．000 ．O∞ ．000

蜓好的满一 ．340 ．254 ．133 ．0∞ ．0∞ ．010 ．000 ．000 ．000 ．002 ．075 ．001 ．023 ．002 ．000 ．153 ．∞O ．000 ．000

蜓好的找： ．120 ．204 ．118 ．000 ．000 ．013 ．000 ．000 ．000 ．000 ．152 ．000 ．001 ．005 ．000 ．371 ．000 ．000 ．000

蜓盘了的叫【 ．306 ．007 ．001 ．000 ．000 ．128 ．000 ．000 ．000 ．005 ．206 ．000 ．∞1 ．000 ．000 ．336 ．000 ．000 ．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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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的l刚O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表4—27“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的KM0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KMO and BartI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

Adequacy． ．827

BartIett。s‘rest Of ApprOx．Chi-Square 940．593

Spher．city df 190

S．g． ．000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对“无景点”旅游的动机因子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940．593，相应的概

率Sig为O．000(表4—27)，因此可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
时，KM0值为0．827。当KMO值越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般认为O．90以上，极适合；O．80—O．90，适合；O．70一O．80，尚

可(Kaiser，1974)。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

分析。

4．3．3“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的初始解

表4—28“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的初始解

COmmunaInIeS

lnitiaI ExtractiOn

科芍计艽 1．0∞ ．394

更加省钱 1．0∞ ．748

更女，的钡略民族风情 1．000 ．454

更好的缓解眼力 1．000 ．515

更好的发拙腮缘力 1．O∞ ．652

能够寻找孤独感 1．O∞ ．667

能够避丌拥挤的旅游
景区

1．O∞ ．475

能够改变埘舌节奏 1．000 ．668

拶I战自我能力 1．Ooo ．605

更女r的满心寿仰需要 1．0∞ ．542

‘¨寸冲动 1．000 ．5∞

更好的了解历史文化 1．∞O ．695

使十交际，可以结变
不I司的朋友

1．∞O ．670

更好的安{I渤7玩时间 1．∞O ．472

更好的探索新事物 1．0∞ ．542

能够逃避现实 1．O∞ ．564

更好的享受白由 1．000 ．745

更＆r的满足好奇心 1．0(m ．533

更女r的找剑自我 1．O∞ ．574

更女r的⋯归臼然 1．000 ．725

E)ctraction Method：PrincipaI Component AnaIysIs．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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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4—28)是对“无景点”旅游的动机因子分析的初始解，显示了所

有变量的共同方差数据。“Initial”列是因子分析初始解下的变量共同方差。它

表示，对原有20个变量如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所有特征值(0个)，那么
原有变量的所有方差都可被解释，变量的共同方差均为l(原有变量标准化后的

方差为1)。“Extraction”列是在按指定提取条件(本分析提取5个因子)提取

特征值时的共同方差。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共同方差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

丢失都较少。因此本次“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分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4．3．4“无景点刀旅游动机因子的总方差解释

表4—29“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的总方差解释

TotaI VarIance Explalned

fnitiaI Eiaenva UeS ；x【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aE ROtatiOn Sums Of Sauared LOadinas

COmDOner TOtaI 略OfVa rIancE：umuIalive％ TOtaI 毛OfVa rIanc￡ ：umuIalive％ T0lal 岳OfVa—ancE ：umuIative％

1 6．172 30．858 30．858 6．172 30．858 30．858 4．159 20．794 20．794

2 1．775 8．876 39_734 1．775 8．876 39．734 2．364 11．820 32．614

3 1．465 7．323 47．057 1．465 7．323 47．057 2．164 10．820 43．434

4 1．276 6．379 53．436 1．276 6．379 53．436 1．600 7．999 51．433

5 1．152 5．762 59．198 1．152 5．762 59．198 1．553 7．765 59．198

6 1．035 5．176 64．374

7 ．938 4．692 69．067

8 ．857 4．2昭 73．350

9 ．746 3．732 77．082

10 ．672 3．361 80．443

11 ．618 3．089 83．532

12 ．548 2．740 86．272

13 ．493 2．465 88．737

14 ．423 2．114 90．851

15 ．380 1．900 92．751

16 ．356 1．779 94．530

17 ．331 1．654 96．184

18 ．304 1．522 97．7∞

19 ．254 1．269 98．975

20 ．205 1．025 100．000

BKtractIOn MethOd：PnncIpal GOmpOnent AnalysIs．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在上表表(4—29)中，第一列是“无景点’’旅游动机的因子编号，以后三列

组成一组，每组中数据项的含义依次是特征根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第一组数据项描述了“无景点”旅游的因子初始解的情况。可看到，第1

个因子的特征值是6．172，解释原有20个变量总方差的30．858％(6．172÷20×
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30．858％；其余数据的含义以此类推。‘

第二组数据项描述了因子解的情况。可看到，由于指定提取5个因子，5个

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59．198％。总体上，5个因子反映了原有变量的

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还可以。

第三组数据描述了经过旋转后最终因子解的情况。可见，因子旋转后累计方

差比没有改变，但重新分配了各个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方差，改变了各个因子的

方差贡献，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
4．3．5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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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 plot

C：omponent l、Iumber

图4—4碎石图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上图(图4—4)中，横坐标为“无景点”旅游的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值。

可见，第1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6个以后的因
子特征值都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已经成为可被忽略的“高山脚下

的碎石”，因此提取5个因子是适合的。

4．3．5因子负荷矩阵

从下表(表4—30)中可以看到，20个变量在第1个因子上的负荷都很高，

意味着它们与第1个因子的相关程度高。这20个变量在其余四个因子上的负荷
依次减少，说明了其余4个因子与20个变量的相关性也逐渐减少。

4．3．6旋转后因子负荷矩阵

从下表(表4—31)可知，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更好的

缓解压力、能够避开拥挤的旅游景区、能够改变生活节奏、挑战自我能力、更好

的安排游玩时间、更好的探索新事物、更好的享受自由、更好的满足好奇心、更

好的找到自我、更好的回归自然等lO个变量在第1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负荷，第

1个因子主要解释这10个变量，其意义代表“无景点"旅游者的释放压力的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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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无景点”旅游动机的因子负荷矩阵

CompOnent MatrIx
-

C0mDOnent

1 2 3 4 5

科鸯研究 ．227 ．409 ·．295 ．277 ．．108

更加省钱 ．354 ．208 ·．158 ．578 ．470

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 ．319 -，134 ，．550 ．040 ．．173

更好的缓解JIi／J ．555 -．194 ．012
一

．392 ．127

鬯好的发掘想缘力 ．647 ．240 一．240 ．．041 ．．342

能够寻找孤独感 ．385 ．556 ．163 ．．048 ．．425

能够避开拥挤的旅游
景Ix

．640 -．015 ．074 ．038 ．．242

能够政变牛活仃奏 ．804 一．049 -．132 ．．039 ．．018

挑战n我能力 ．758 ．138 ，．094 ．040 ．．031

也好的满足信仰需要 ．575 ．368 -．064 ．．258 ．074

‘时冲动 ．276 ．502 ．309 ．148 ．391

生女f的r解协史文化 ．548 ．012 -．119 ·．435 ．437

馁j：交际，町以结交
小同的朋友

．442 ·．003 ·．453 ·．4∞ ．319

蜓好的安排游玩时问 ．543 一．013 ．001 ．399 ．．135

蜓好的探索新事物 ．708 一．007 ．154 -．104 ．081

能母#逃避现实 ．181 ．474 ．525 -．169 ．046

电好的寥受n由 ．553 一．464 ．459 ．078 ．080

哩好的满足盘f奇心 ．599 ·．239 ．306 ．．109 ．．110

逻好的找到n我 ．678 一．239 ．101 -．170 一．137

鬯盘，的刨p In然 ．732 -．422 ．029 ．1∞ ．015

E)【tfacticm Method：PnncipaI COmpa}n鲫t AnaIysis．

zL 5 cOm∞nen协似tracted．

资料来源：SPSSl3软件分析

表4—31旋转后的“无景点”旅游动机因子负荷矩阵

Robted Comp’nent Matr|x 。

COmDOnent

' 2 3 4 5

卡}芎"’L ·．127 ．500 ．029 ．354 ．．050

巫加省钱 ．072 ．058 ．121 ．850 ．O∞

更nr的领略民族风情 ．117 ．310 ．227 ．104 、531

更好的缓解限JJ ，528 ．065 ．034 ．470 ．．097

砸好的发捌想象力 ．305 ．6∞ _244 ．053 ·．O弱

能够i}找孤独感 ．”3 ．720 ·．034 ·．077 ．358

能够避JF拥挤的旅游
景I≮

．547 ．4∞ ．092 ．054 ．013

能够改变乍活话奏 ．573 ．367 ．404 ．1髂 ·．086

挑战一我能力 ．糊 ．4刚 ．333 ．257
‘

．032。

巫好的满足信仰需婴 ．’∞ ．430 ．5∞ ．074 ．247

‘u．f冲曲 ．025 ．107 ．157 ．427 ．616

巫好的了解历史文化 ．271 -．013 ．777 ．O的 ．'20

便丁受际．州以结交
不fu』的朋友 ．伽5 ．09， ．7髂 ．∞2 -l∞

更好的安}十游玩时fRJ ．455 ．333 -．087 ．375 ·．072

I卫＆f的探索新书物 ．574 ．212 ．345 ．115 ．’87

能够逃避现实 ．O丌 ．191 ．046 ·．O∞ ．718

匹女f的卒嘎F1由 ．828 ·．197 一．∞3 ．065 ．125

更女，的满址＆r舟心 ．697 ．105 ．118 ．．091 ．117

卫叠r的找纠F1我 ．675 ．2∞ ．257 -．092 ·．034

哑n，的川l门f1然 ．781 ．058 ．200 ．187 ．．191

Emraction Me廿10d：P 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廿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ml甜izaUOn．

乱 只曲埘On∞nV钟g鲥．n 7 i谢钏O眠

资料来源：

科考研究、更好的领略民族JxL情、

SPSSl3软件分析

更好的发掘想象力、能够寻找孤独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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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量在第2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负荷，第2个因子主要解释这4个变量，其意义
代表“无景点”旅游者的增长知识的动机。

更好的满足信仰需求、更好的了解历史文化、便于交际，可以结交不同的朋

友3个变量在第3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负荷，第三个因子主要解释这三个变量，其

意义代表“无景点”旅游者的寻求文化的动机。
第4个因子主要解释更加省钱这个原有变量，其意义可解释为“无景点”旅

游者的节约动机。

第5个因子主要解释～时冲动和能够逃避现实这两个变量，其意义可以解释

为“无景点”旅游者的逃避现实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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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实证分析的结论

5．1．1最主要的五个动机

第五章结论和展望

“无景点”旅游者参与“无景点”旅游的最主要的五个动机是：“更好的缓
解压力”；“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更好的享受自由”；“更好的回归自然”；

“能够避开拥挤的旅游景区”等血项。

这主要说明了，“无景点”旅游是一个注重休闲、放松的旅游方式。“无景点”

旅游者选择“无景点”旅游并不像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首要选择是节省景点

门票，他们主要还是最求的缓解压力的需要，同时为了更好的回归自然和了解其
他民族的文化。总之，“无景点”旅游是一种最自由的旅游方式。

5．1．2最主要的四个旅游目的地

“无景点”旅游者最倾向的四个旅游目的地分别是：“海边”、“山水”、“草

原”、“民俗风情”。

这个结论说明了“无景点”旅游者更加偏爱自然旅游资源，或者说他们认为

自然旅游资源更加容易帮助他们释放身心，享受自由，体现了人类回归自然的一

种天性。相比较“背包族”而苦，“无景点”旅游者缺少了那种追寻文化的责任
感。

5．1．3最主要出游方式

“无景点”旅游者选择的主要出游方式是自行车和徒步方式。而且在选择自

行车出游这样一件事情的态度上，男性也要明显积极于女性。

这说明了，“无景点”旅游主要还是一种短途旅游，“无景点”旅游者释放身

心的目的地主要还是在他们的生活区域附近。这些旅游目的地大部分都是自行车

或者徒步方式可以到达的地点。

至于男性比女性更加偏爱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主要是因为男性的体力比女

性要强，而且男性相对来说也比女性更加热爱运动。

5．1．4最主要出游时间

“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时间主要选择在双休R，其次会是法定假期和带薪

假期。而且，男性在选择双休R进行“无景点”旅游的倾向性要强于女性

‘这同样印证了我们上面得出的结论：“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主要以短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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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选择远途旅游的“无景点”旅游者偏少。而且，双休同相比较法定假期和带

薪假期而言，可以使“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时问更容易安排，能够达到适时的

释放身心的作用。
至于男性在双休同的出游倾向强于女性。这主要是因为旅游需求是～种高层

次的需求，或者说是一种非必须的需求。所以，旅游需求的可替代性就比较强。

而女性在周木可能更多的选择逛街、购物的适于女性的休闲方式来替代“无景点’’
旅游。从而同样达到释放她们身心的作用。

一+

5．1．5出游频率

“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频率是偏低的。虽然“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主要

以短途旅游为主，由于“无景点’’旅游的首要目的是释放身心，所以“无景点”

旅游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标准比较高，或者说是宁缺毋滥。

5．1．6出游天数与消费金额

“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天数也以卜3天和一天以内为主，且消费金额都集

中在一千元以下。
这同样说明了“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主要以短途为主，所以停留时间不长，

消费金额也不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无景点”旅游者更加注重的是旅游过程中

的感受，更加追求的是对于“无景点”旅游需求的_种满足，而淡化了对于“无
景点”旅游的消费。当然，参与“无景点”旅游的旅游群体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学生或者是刚刚毕业才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的经济

实力有限。所以年轻人选择“无景点”旅游也有是出于更加省钱的动机。

5．1．7消费结构

“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花费中用在游览和住宿花费中的比例较高。

住宿花费是旅游花费中一种比较刚性的花费，所以旅游费用中较大一部分花
费在住宿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花费中最高的是游

览花费，则说明了，“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花费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效用非常

大的消费结构。

5．1．8学历与收入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学历越高的“无景点”旅游者花费在住宿上的旅游费用比率越高，而花费在

购物上的费用比率则越低。同时，随着“无景点”旅游者的收入增多，他们在“无

景点"旅游的过程中的消费会额也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这说明了学历越高的“无景点”旅游者越注重无形产品享受，他们可能愿意

花费更多的费用在服务业产品上。而学历越低的“无景点"旅游者越注重实实在

在的有形商品的消费。

对于收入越低的“无景点"旅游者来说，他们花费在住宿中的费用比率就越
高。可以这样说，住宿费用会成为低收入者参与“无景点’’旅游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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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五个动机因子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划分为五个类型：释放

压力、增长知识、寻求文化、节约和逃避现实等。

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五个类型很好的囊括了“无景点”旅游者的全部动机

因子。这个对于旅游企业在丌发“无景点”旅游的产品中所要进行的市场细分会
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旅游企业可以根据每一种类型的“无景点”旅游者制定出

适合的旅游产品。

5．2对旅游企业的建议

5．2．1将传统旅游产品类别化包装

“无景点”旅游并非完全不需要旅游企业的产品。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也发

现，“无景点”旅游者的花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在住宿上。虽然相对于大众旅游

来说，“无景点”旅游需要旅游企业提供的旅游产品明显偏少，但是旅游企业对

此并非完全束手无策。“无景点”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也会有吃、住、行、游、
购、娱的需要。旅游企业应该积极的转变经营思路，将旅游产品包拆散，进行类；：

别化包装，供“无景点”旅游者自行选择。

“无景点”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要产生的消费需要若都由“无景点”旅游

者自行解决，则旅游的效率就会明显偏低。所以旅游企业向“无景点"旅游者提
供旅游产品的时候应该着重注重使旅游者的旅游效率更高效的方面来开发旅游

产品。

5．2．2提供保险服务

“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虽然有与亲友一起或者是集体组织的，但是个人出

游的在“无景点”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是与亲友一起出游的“无景点”旅

游者大都也并非购买旅行社的产品。所以安全问题成为“无景点”旅游者出游的

最大隐患。

旅游企业应该适当的增加针对“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保险服务，既可以解

决“无景点”旅游者出游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将旅游产品多元化。

5．2．3突出释放身心和自由的因素

“无景点”旅游者出游的最大动机就是释放身心，寻求自由。而传统的旅游

产品之所以会受到“无景点”旅游者的排斥也是因为这些旅游产品都是打包服务，

很难满足到每个旅游者的个性化要求。

所以，旅游企业在针对“无景点’’旅游者开发的旅游产品中应该突出释放身

心、自由和个性化等因素，迎合“无景点”旅游者的需要。可以将旅游产品重新

设计和组合，增加旅游者对旅游产品或者线路设计的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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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降低住宿成本

“无景点”旅游者的出游费用中，住宿的费用占了很大比例，而收入越低的
旅游者，住宿费用的比例越高。这就显示出了住宿费用在所有旅游费用中的一个

刚性特征。而住宿费用也成为了低收入“无景点”旅游者出游的一个最大障碍，

也可能是旅游企业开发“无景点”旅游产品市场的一个瓶颈。
增加经济型饭店或者青年旅社的比例，降低住宿成本可以促进低收入者参与

到“无景点”旅游中来，从而带动“无景点”旅游者对其他旅游产品的消费。

5．2．5进行市场细分

本文的因子分析，将“无景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划分为五个类型：释放压
力、增长知识、寻求文化、节约和逃避现实等。

旅游企业在进行“无景点”旅游产品的市场营销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这五个类

型的旅游动机将市场进行细分。从而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无景点”旅游产品。

5．3本文的局限

首先在问卷设计上，没有对问卷的选项进行多轮的专家讨论，从而在个别的

问卷的选项上可能出现相似、不够准确、不能说明问题等现象。由于问卷的类型

设计对于后来的实证分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的所有选项都选择了单选
题，这个可能会对实证分析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最起码是工具的选择种类变少

了。

其次是，本文原先设计会用相关性分析来分析动机与行为的关系，但是由于
相关性分析表明，“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与行为在相关性分析中表现得很凌乱

而没有呈现一种规律性。所以，本文最后选择了用差异性分析代替了相关性分析。

最后是，本文缺少了“无景点”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特征比较，这导致了

在结果分析的过程中，有一些结论的说明力度还不够。

5．4展望

对于以后的“无景点”旅游的研究者来说，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对“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作一个更深层次的研究。本文主要研究

了“无景点”旅游者的表象内容，并对这些动机因子作了一个概括和分类。但是

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将研究深入到动机的更深层次中去。

其次是，以后的研究者可以选用相关性研究对“无景点”旅游者的动机和行

为做一次研究，以弥补本文在这方面的不足。
同时，以后的研究者还可以对“无景点”旅游做～个更科学严谨的定义，并

将“无景点”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特征做一个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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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本次关于“无景点’i。旅游的问卷调查，该问卷以不记
名方式进行，只用作本人的论文写作，不用作其他任何商业行为。

本调查的所有个案材料和数据只用作统计分析，绝对会对您所回答的任何问

题保密。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愉快!

“无景点”旅游是指一种泛化了“景点”含义的旅游方式。也就是说，“无

景点”旅游并非不去传统景点旅游，而是将“景点”的含义将以延伸。儿是能

够满足旅游者需求，能够让旅游者获得精神上的追求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景
点”，而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进入并且有着空间范围的景点。

一个公园、一条小巷、一个古街、一处古迹、一片湖畔等等都能称之为“景点”。

“无景点”旅游和背包游、自助游、自驾游、选择性旅游等旅游方式相互交叉，

并逐渐成为现在人流行的一种旅游方式。有人认为这种旅游方式代表了现代人的
活力、创造性、探索性和个性的张扬。

一、请选择您的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A男 B女

2、您的年龄：A 18岁以下B 18—25岁 C 25—30岁 D30—40岁 E40

岁以上
3、您的学历：A初中以下B高中或中专C大专 D本科 E硕士及

以上

4、您的职业：A公务员、教师或事业单位B军人C学生D企业员工E其他

职业

5、您的收入： A l000以下B 1000一2000 C 2000—3000 D 3000—4000 E

4000以上

I 题号 1 2 3 4 5

l 选择

二、判断

6、您有过“无景点"旅游的经历吗?(如果选“是”，则跳过第7题)。

A是 B否

7、如果有机会，您会去参与“无景点”旅游吗?

A是 B否

题号 6 7

l 选择

三、您选择“无景点”旅游方式时的动机是什么?(5、非常赞同；4、比较

赞同；3、无法确定；2、不太赞同；l、很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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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动机

(1—5)

8、科考研究

9、更加省钱

10、更好的领略民族风情

11、更好的缓解压力

12、更好的发掘想象力

13、能够寻找孤独感

14、能够避开拥挤的旅游景区

15、能够改变生活节奏

16、挑战自我能力

17、更好的满足信仰需要

18、一时冲动

19、更好的了解历史文化

20、便于交际，可以结交不同的朋友

2l、更好的安排游玩时问

22、更好的探索新事物

23、能够逃避现实

24、更好的享受自由

25、更好的满足好奇心

26、更好的找到自我

27、更好的回归自然

四、您在进行“无景点"旅游时对下列旅游目的地的喜好程度(5、非常喜
欢；4、比较喜欢：3、一般；2、不太喜欢；1、很不喜欢)：

选择
选择项

(卜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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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博物馆

29、山水

30、民俗风情

3l、历史文化

32、宗教圣地

33、海边

34、草原

35、森林

五、您进行“无景点”旅游对以下交通工具的喜好程度(5、非常喜欢；4、

比较喜欢；3、一般；2、不太喜欢；1、很不喜欢)：

选择
选择项

(1—5)

36、汽车

37、自行车

38、徒步

39、飞机

40、火车

4l：轮船

六、请将您在以下时间进行“无景点”旅游的频率做一个排序(将题号填入

下列表格中)：

42、法定假期(五一、十一、春节等)

43、双休同

44、平时

45、带薪假期

46、其他时间

频率 最高(5) 高(4) 一般(3) 低(2) 最低(1)

题号

七、您每年的“无景点"旅游的频率(1、极少出游；2、很少出游；3、一

般：4、较多出游；5、频率很高)：

6l



东南人学顾I：学位论文

题号 47

选择

八、您每次“无景点’’旅游的天数：
1、l天以内

2、卜3天

3、4—6天

4、7一10天

5、10天以上

题号 48

选择

九、您每次“无景点”旅游的消费金额(1、200元以下；2、200一500元；3、

500—1000元；4、1000一3000元；5、3000元以上)：

题号 49

选择

十、请将您“无景点”旅游中的住宿情况发生频率做一个排列：

50、一日以内，所以不住宿

5l、经济型

52、星级

53、朋友或亲戚家

54、其他方式

频率 最高(5) 高(4) 一般(3) 低(2) 最低(1)

题号

十一、请将您进行“无景点”旅游方式的频率做一个排列：

55、个人出游
56、集体组织

57、与亲友一起出游

58、与陌生人～起
59、其他方式



附录

十二、请将您进行“无景点’’旅游的旅游花费构成做一个排列(请从多到少

jI顷序扫}列)：

60、交通花费

61、住宿花费
62、餐饮花费

63、游览花费

64、购物花费

费用 最高(5) 高(4) 一般(3) 低(2) 最低(1)

题号



东南人学顾l：学位论义

致谢

不知不觉中，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就将结束了。这两年半的学习，必将对我

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研究生的学习让我对我们的专业和学科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再次激发我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其次是，这两年半的学习也教会了

我如何做人，如何去适应社会，如何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思考和总结。

在求学期间，有幸能够得到我的导师周武忠教授的指导，感到非常荣幸。感

谢周老师对我的帮助，无论是从平时学习，生活还是到最后论文的选题。周老师

在开题时对我论文内容的指点，一直影响着我的论文创作过程，避免了我走很多

的弯路。

感谢东南大学旅游学系的所有老师，你们陪伴了我在旅游学系学系的六年半

的时间。你们不但教我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做人。你们对我所作的帮助，

我将会铭记终生!

感谢我在旅游学系的所有同学，尤其是黄荡同学。是你们的无私帮助，让我

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的论文中也有你们的汗水。谢谢你们!

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是我学习的最后保障，是你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我

安心的学习。我会用我的一生来报答你们!

最后感谢所有帮助我完成我的问卷的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谢谢你们的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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