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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在旅游领域中，已经有很多关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研究。但是关于旅游地

旅游者之间互动的研究尚且较少。在旅游活动中，相比于游客与旅游服务人员

或旅游企业之间的互动，游客之间的互动更为广泛的存在着，其互动的频率和

数量都远远高于游客与旅游服务人员之间的互动。因此，研究游客间互动对于

未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本研究以来厦游客为研究对象，以游客间互动、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为研

究内容，综合运用多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

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研究在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

上，完成了对三个变量的概念梳理，并提出了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

其次，通过对来厦游客进行实地访谈的办法，对已有的较为成熟的量表进行补

充和修正，形成初始问卷。第三，发放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最后，运用 SPSS

和 AMO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加工，以检验假设的真伪，进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①旅游者互动划分为 4 个维度，包括礼仪违背、干扰与争执、友好交谈和建议

与帮助。②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有显著的直接影响。③体验价值的三个维度

（除了社会性体验价值）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的直接影响。④游客间的友好交谈、

干扰与争执对重游意愿有直接的显著影响。本研究将顾客间互动的研究聚焦在

旅游行业，探索了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的作用机制，构建了“游

客间互动-体验价值-重游意愿”的理论框架，是顾客间互动在旅游领域的又一

实证研究，且对于未来厦门市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本研究

的结论，笔者探讨了未来如何加强对游客间互动的管理和引导，从而促进游客

间良性的互动，进而提升游客的体验价值和重游意愿。

关键词：游客间互动；体验价值；重游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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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ost-

to-guest . However, few studies on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exist. Thus, the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ourists has a mor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tourism experience value and revisit intention with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s of

social science study methods.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tourist-tourist interaction, tourism experience value and

revisit intention are presented and a conceptual study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are

raised. Secondly, the study applies field interviews with tourist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Then, combin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men tourism, a final questionnaire comes up through adjusting the existing mature

scale. Third, the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s to gather data and then finally SPSS and

Amos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data for future analysis. Major conclusions are as

below: ①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etiquette

violation, interference & arguments, friendly conversation and advice &

assistance .②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experience value.

③Experience value, including functional value, emotional value and cognitive value ,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revisit intention. ④Friendly conversation and interference &

arguments among tourists have been confirmed to have directly effect on revisit

intention. The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to experience

value and revisit intention with a focus in the tourism field. What’s mor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 experience value — revisit intention”

is constructed, which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Xiamen

tourism.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manage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and how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among

touris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improve experience value and revisit intention of

tourists.

Key Words ： Tourist-to-Tourist Interaction ； Experience Value ； Revisit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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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厦门市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比重已超过 9%
①
，成为厦门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厦游客渴望领略到

厦门优美怡人的自然景观以及具有厦门本土特色的人文风貌。但是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带来的游客的不断涌入对旅游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当其他

游客的数量过多时，游客会产生不满意、抱怨等负面的情绪。但这种存在于旅

游者之间且具有较高发生频率的社会关系及其影响效用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

重视。在国内旅游学术领域中，目前已有大量的关于旅游中“人”与“物”关

系的研究和相关文献，如旅游符号学相关研究等。很多学者也研究了旅游地主

体与客体之间互动的情况，但是国内关于旅游目的地游客间互动情况的相关研

究还较少，尚且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

Pearce（2005）认为，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受到 3 类互动的

影响：一是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二是旅游者和服务人员之间，三是旅游者

自身之间
[1]
。其中，关于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研究已经有很多，其中

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 Smith 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即是经典

之作。此外，Unruh（1980）对旅游者从陌生人到局内人这一角色的转变过程做

了深入的分析
[2]
。Cohen（1984）将研究聚焦在旅游地主客相遇的问题上，并进

一步给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关于旅游者及服务人员之间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服务营销领域，学者们的研究一直聚焦在如何实现员工与顾客之间的良好互

动从而影响顾客的再惠顾意愿。而关于 Pearce（2005）提到的第三种互动，即

旅游者之间的互动是最受忽视的，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只是近些年才逐渐受到国

内学界的关注。谢彦君提出了旅游交往情境模型
[3]
，他对交往情境中的角色和

模仿行为作了透彻的论述和解释，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旅游者“我”和旅游者

“他”的关系研究，但研究并不深入。杨德爱则从另一角度关注了游客间互动

的行为，在对云南大理的旅游者进行观察研究中，他提出了外国游客“被旅游”

①
数据来源于网络：http://www.china.com.cn/travel/txt/2012-02/08/content_245878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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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的这一概念，但却没有提出相应的理论模型。后续也有一些学者对游客间互

动做了实证研究，但却少有突破。

旅游行为是一种消费行为和社会行为，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
[5]
。在旅游活

动过程中，旅游者离不开与其他旅游者之间的互动。因此，旅游者“我”与旅

游者“他”在旅游活动的互动中构建出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这种复杂多

变的社会关系则直接影响着游客在旅游地的旅游体验。

上述分析可见，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游客间互动，并意识到其

重要性。但其作用机理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揭示，对游客间互动及其作用效应尚

且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拟结合厦门市旅游发展的特点，

选择到访厦门市的游客为研究对象，对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的内

在作用机理进行探索性研究。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以游客间互动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了文献综述法、访谈法、实证

研究法等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对已开发出的游客间互动量表进行修正和

完善的基础上，对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

以丰富以游客间互动为主体的相关研究。此外，若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其

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得到验证，则说明了旅游企业培育良性的旅游服务场景的

重要性。

1.2.2 现实意义

近年来厦门市成为国内旅游的热点城市，游客们希望能在这个“乌托邦”

里得到舒适的、休闲的体验和享受。但是近年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

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则是过度饱和的游客量。游客的过度涌入或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如何改变游客间互动的质量对于提升

其体验价值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了解游客间互动的

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的影响，进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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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游客间的良性互动，为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重游意愿等提供指导意

见。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本研究基于游客间互动理论，试图通过实地调研，验证旅游活动中的游客

间互动对其体验价值及其重游意愿的影响。本文以来厦游客为研究对象，主要

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探索游客间互动的结构维度。

第二，检验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的影响。

第三，检验体验价值作为中介变量对游客间互动及重游意愿的影响。

本文釆用了三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

之上，充分了解学者们对游客间互动的理解和看法，最终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收

集数据，进而探究游客间互动对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的影响机制。

（1）文献综述法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本文总结了游客间互动、体验价值和重游

意愿这三个研究变量的相关概念、测量维度和影响因素等，从而为该研究提供

科学的、有效的理论基础。

（2）访谈法

由于学术界对于游客间互动的内涵、结构维度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尚未形

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本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笔者运用

访谈法，多次与游客进行实地访谈。一方面，深入了解来厦游客对其与其他游

客之间互动情况及体验价值感知的状况，为论文中各变量的测量维度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笔者征求了受访者对问卷中具体问项的建议和意见，从而为调查问

卷的设计、修订和完善提供依据。

（3）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釆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部分。

首先，本研究进行预调研，主要针对熟人发送微信问卷邀请，通过对数据的收

集和分析，对初始问卷中的部分问项进行调整和修正，最终形成正式问卷。正

式问卷采用实地发放及电子问卷邀请两种形式来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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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思路及框架

本研究的技术线路图如图 1.1。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如下：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等。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之上，对游客间

互动、体验价值及重游意愿各变量的概念描述、构成维度、测量方法和影响因

素等进行总结和梳理。

第三章为模型构建和研究设计，结合文献回顾的结果，确定本研究中各变

量的概念释义及测量方法，进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并基于此形成本研究

的概念模型，进而进行问卷的设计、发放和数据的收集。

第四章为数据分析，运用 SPSS 和 AMOS 工具对最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

根据分析结果进行深入探讨，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进一步优化未

来厦门市游客间的互动界面，为厦门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

文献综述

模型建立

问卷设计

数据分析

研究结论与展望

分析方法：信度分析、因

子分析、相关分析等

理论基础：社会互动理

论、计划行为理论

游客间互动、体验价值及

重游意愿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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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基于本实证研究的结果，总结本研究的研究成

果和不足，并对后续研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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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

2.1 文献综述

2.1.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Johnson（1989）认为：“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关系就是我们存在的核心。

我们在关系中孕育，在关系中出生，在关系中生活。。。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

构成了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背景
[6]
。”这说明了人不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

独立地存在,而是在与其他人的各种关系中生存。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由

互动产生的对他人的主观解释及评价是构成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例如，当人与

人在一个轻松、愉快、友好的环境中进行互动时,“友谊”便产生了。人与人的

互动关系移植到服务营销领域，则衍生出了顾客间互动的概念。国外关于顾客

间互动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关于顾客间互动的研究广泛出现

于零售、餐饮、休闲娱乐等行业。这些研究多以顾客间互动为研究主题，探讨

顾客间互动对体验质量、满意度、忠诚度等的作用机理。

学者 Gorman（1979）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索了团队游客之间在整个旅

游过程中的互动与交往
[7]
。他发现游客之间最初的互动比较被动，然而随着旅

游活动的进行，游客之间逐渐了解、熟悉，他们自发的形成若干个小组，小组

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他还发现，旅游行程之中，同一团队的游客之间相遇时

会感到十分亲切。遇到突发事件时，团队成员也能够齐心协力地去解决问题，

而团队成员之间的感情和团队意识都会得到升华。

Martin & Pranter（1989）在研究中提到，当其他消费者成为整体情境的

一部分或者与其他消费者进行直接接触时，消费者可能会受到其他消费者的影

响
[8]
。他认为顾客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的关系会非常显著的影响消费者的满意

度。假如一个餐厅可能有很好的企业形象，餐食的价格是平价的、可接受的，

员工是专业的、训练有素的，食物也是可口的、有营养的。但是如果消费者跟

其他某一个消费者是不相容的或者邻桌的消费者是讨厌的，那么消费者对整个

就餐体验的满意度就有可能因此受到损害。此外，他们还认为，除了对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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