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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思考

1 魂牵梦绕、期待已久的地方

2 流连忘返、留恋、爱

3 旅游者会多次重游同一目的地



第一：从理论溯源的角度梳理旅游目的地依恋的结构维度，开发

旅游目的地依恋的量表；

第二，考查目的地依恋的行为响应，对游客满意、忠诚以及环境

责任行为的影响作用，从而深入揭示旅游目的地依恋的内涵和

旅游者在特定目的地情境下的体验质量和行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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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

v地方依恋：个体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主
要特征是个体倾向与该地方保持亲近的关系（Hidalgo 
M C & Hernández B，2001 ）。 

v旅游目的地依恋：旅游者与特定目的地之间建立起来的
积极的情感联系，以表达旅游者倾向于留在该目的地的
心理状态。



1.1旅游目的地依恋结构维度研究发展脉络

	

旅游目的地依恋 	

（Bowlby,1969,1973； 
Tuan Y F,1974,1975） 

	

地方依赖 	

(Stokols 和 Shumacker,1981) 

	

地方认同 	

(Proshansky,1978） 

地方情结 	

（Kals 等，1999） 

Williams 和 Roggenbuck（1989）； 

Bricker 和 Kerstetter(2000)；等 

Williams 和 Roggenbuck（1989）； 

Bricker 和 Kerstetter(2000) ； 
Wakler 和 Ryan(2008)；等 

Kals 和 Maes (2002)； 

Ramkission 等（2012）； 

Ramkission 等（2013）；等 

 

社会联结 	

（Kyle 和 Graefe，2005） 	

Hammitt 等（2006）； 

Ramkission 等（2012）； 

Ramkission 等（2013）；等 

 

H1：旅游目的地依恋包含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情结和社会联结四个维度。



1.2旅游目的地依恋的行为响应

H2：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满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H5：游客满意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游客满意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2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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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量表开发

v游客访谈；

v文献梳理；

v小样本预调研；

  分析技术：信度分析——信度系数法（Cronbach’s α ）、 
CITC(Corrected-Item Total Correlation)方法；

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



3.2量表题项及其来源



3.3大规模数据收集

v问卷设计

v调研方式：网络调研为主；

v有效问卷：766 份，有效率为84.45%。

v样本数据统计



模型类别 χ2 Df χ2/ Df RMSEA CFI TLI AIC ECVI

零模型（Null Model） 5227.945 78 67.025

单因子模型 234.501 54 4.343 0.066 0.965 0.949 306.501 0.401

二因子模型 158.454 53 2.990 0.051 0.980 0.970 232.454 0.304

三因子模型 202.802 51 3.977 0.062 0.971 0.955 280.808 0.367

四因子模型 137.825 48 2.871 0.049 0.983 0.972 221.825 0.290

二阶模型 197.398 51 3.871 0.061 0.972 0.957 275.398 0.360

 4.数据分析
 旅游目的地依恋结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比较（N=766）

假设H1得到支持



4.2 旅游目的地依恋行为响应假设检验结果

                  

χ2 =303.584，Df=86，χ2/ Df =3.530 ，RMSEA=0.077， CFI=0.951，TLI=0.932



5.1研究结论

v旅游目的地依恋具有多维度特征；

v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满意具有显著的影响；

v旅游目的地依恋对游客忠诚与环境责任行为有显著影响；

v游客满意在目的地依恋与忠诚和环境责任行为关系中起到
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

理论探讨：

v旅游目的地依恋是旅游者与目的地互动产生的一种积极的
情感体验；

v旅游目的地依恋的本质是一种高质量的人地关系。



研究局限

v研究方法的局限

v研究情境的局限

v研究广度的限制

研究展望

v完善研究方法

v探讨实用价值

v关注旅游者个体差异因素

5.2研究局限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