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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探究老龄化社会积极效应的实现路径有利于应对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关注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如何克服损失，并培

育新的能力和追求新的目标，是国际上概括最全面

的老龄化应对策略[1]。相关实证研究大多基于麦肯

阿瑟模型(MacArthur model)而展开，局限于纯老龄学

领域，对老龄者的决策行为解释力较弱[2]。旅游与休

闲是提升老龄者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

成功老龄化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3-4]。我国出生于

1946-1963年的老年人群体具有强烈的旅游动机和

较高的出游能力，可见，这批老年人已一定程度上具

备成功老龄化群体的特征，是最有可能成为成功老龄

化群体的老龄者，是实现成功老龄化的核心力量 [5]。

研究该群体的旅游行为可将旅游与成功老龄化领域

进行创新结合，从跨学科视角探究老龄化问题。

目前，老年旅游领域中所用的主要理论有连续

性理论、代际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动机理论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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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理论等[6]。其中，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在个体及决策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常被用于预测旅游者的旅游决策[7-12]。该理论通

过行为意向预测决策行为并试图解决决策过程，分

析影响决策行为的因素，为老年人旅游决策机制提

供普适性的基本指导框架。同时，该模型还有大量

空间允许融入原始变量以外的与特定行为情境相关

的变量 [13]。众多研究表明，老年人对个体时间的感

知对其旅游决策具有重要影响[14-17]。因此，社会情绪

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SST)中所

强调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已逐渐成为学者们探索老年

人个体社会行为决策时的关键因素。该理论是老龄

化领域中的主要理论框架，以此指导老年人的旅游

行为决策将更具有针对性[14，18]。然而，通过回顾文献

可以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在老年人旅游决策中的

作用及其路径仍不清晰[14，19]。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

研究问题：老年人对未来时间的感知究竟会如何影

响其旅游决策?其内在作用路径如何?本研究以未来

时间洞察力为契合点，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情

绪选择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未来时间洞察力在老年

旅游领域的研究内容，丰富了老年旅游决策的作用

机制研究，为老年旅游决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旅游意向

成功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过程中，外在因素只

起中性作用甚至抵消内在老龄化进程，从而使老年

人的各方面功能没有下降或只有很少下降[20]。这一

理念关注老龄化的乐观走向，是老年人未来发展的

目标。如何推进成功老龄化的实现已成为学界关注

的重要议题 [21]。学者们认为，未来的成功老龄化研

究应摆脱单纯的老龄学领域，结合具体文化背景、

特定研究问题进行 [2]。研究表明，旅游与休闲可有

效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有利于成功老龄化的实

现[22-23]。可见，成功老龄化群体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是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核心力量，其旅游行为应得到关

注。而在老年人旅游决策研究中，学者们多集中于

探索其内在动机、促进或阻碍因素等，如年龄、健康

状况、追求自我实现、好奇、寻求社会交往等[16-17，24-28]。

其中，尽管时间因素已被证明在老年人旅游决策中

具有重要影响，但其对老年旅游决策的内在影响机

制尚未明确，只有少数学者对此展开研究 [14-17]。因

此，研究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未来时

间洞察力(Future Time Perspective，FTP)对老年人旅

游决策的影响十分必要。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主要阐述了个体对未来时间

感知的差异与其社会目标选择优先性及个体社会行

为之间的关系，它用个体对时间界限的感知而不是

其实际年龄来解释个体对社会目标的选择差异 [29]。

其核心概念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未来时间的认

知、体验和行动倾向，是现在时刻个体计划组织未来

目标，预期、解释和构造未来的一种人格特质，包含

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及看法。它可表现为开放的

(open-ended time)，即未来所剩时间充裕，更关注机

会；或有限的(limited time)，即未来所剩时间有限，未

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19，30-32]。进一步地，依据计划行

为理论，行为意向是预测行为的中心因素，如果能准

确地衡量行为意向，那它将会为行为发生提供最佳

预测 [33-34]。因此，旅游意向(Travel Intention，TI)指个

体对进行旅游行为的主观判断，反映了个体愿意进

行旅游行为的程度，表达了个体进行旅游行为的倾

向[35-36]。通过测量老年人旅游意向，可为其旅游决策

行为提供预测。既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对未来时间

的自我感知会影响其旅游动机及旅行频率[14-15]。据

此可以推测，老年人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其旅游意向

存在影响关系。

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社会目标分为知识获取目

标(acquisition of knowledge)和情绪调节目标(regulation
of emotions)两类[37-39]。知识获取目标以获得知识、习

得社会生存技能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物理世界的

知识获得性行为，重视信息的获取及能力的提升，关

注远期价值。情绪调节目标则更关注生命本真与亲

密情感，避免消极状态，旨在拥有更积极的情绪状态

与更高的幸福感，关注生命的意义，获得积极情感体

验与社会嵌入感 [34]。该理论指出，未来时间洞察力

是联系个体与行为的动因，在社会目标选择中起着

基础性的核心作用，它使人们通过对远期目标和近

期目标的平衡以更好地适应环境[40]。具有不同的未

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对社会目标的优先选择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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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19]。但这两种目标的选择并不互斥，而是两条

并列的启动路径。当老年人个体具有不同时间观

时，由于对社会目标的优先选择不同，他会通过启动

不同的路径影响其旅游意向。当个体感知时间是开

放的，其社会目标则倾向于知识获取目标，优先考虑

信息的获取，关注“未来”。已有研究提出，追求知识

和好奇是老年人出游的重要推动因子，且旅游可促

进其个人发展和学习新鲜事物[14，41-42]。因此，对于具

有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的老年人而言，对知识的

追求会成为其出游的主要动机，从而促进其旅游意

向。而当个体感知时间是有限的，其会优先选择满

足情绪调节目标，注重“现在”，关注幸福感的培育和

提高生活的质量[30-32]。旅游一直都被视为是追求幸

福的活动，对个体的精神和幸福有益，老年人可以从

旅游中获得自我满足感 [43]。因而，当老年人具有有

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时，其更关注情绪调节目标，积

极情绪的获得成为其出游的主要动机，从而也会更

愿意出游。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旅游意向

H1b：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旅游意向

1.2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

效应

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T)、主观

规范(Subjective Norm，SN)和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PBC)是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概

念，这三者会引发行为意向的生成，一般而言，行为

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的支持越大、感知行为控制越

强，行为意向就越大 [44]。作为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

概念，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之间的相

互关系通常被放在一起探讨，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

存在差异，并不总是由单一路径影响[8]。另外，亦有

学者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探寻其前因及三者在其

中的作用机制[11]。

行为态度是一个人对执行相关行为的总体评

价，会受到个体对未来时间感知的影响[45-47]。根据计

划行为理论，其涵盖两个部分，一是工具性成分，是

对价值的评估，如有益的；二是情感性成分，是对体

验的评估，如令人愉快的，总体评估越正面，则态度

越积极[33-34，44]。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个体对未来

时间的感知会影响其情绪调节。当个体意识到未来

时间“终点”的临近，他会在老化过程中表现出“积极

效应”，体现为信息加工的积极偏好，在情绪管理上

回避消极情绪状态，趋向积极情绪状态，如陈俊霖

等发现，当决策者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时间有限时，

在自然灾害情境下对风险表现为弱化风险规避的态

度[45，48]。因而，时间观与行为态度间的影响关系得以

建立。进一步地，已有研究提出，具有未来时间观的

老人会具有更积极的情绪[49]。Bal等研究发现，具有

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的退休老年人会更关注其雇主对

为未来工作发展的承诺，关注经济效益 [50]。可以推

测，当老年人认为未来时间是开放的，对知识目标的

优先选择会使他们更关注旅游的有用性、工具性评

价，旅游的工具性成分评价使得他们对旅游持积极

态度；当老年人认为未来时间是有限的，对情绪目标

的优先选择会使他们更关注旅游的情感性、体验性

评价，旅游的情感性成分评价也会使得老年人对旅

游持积极态度。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行为态度

H2b：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是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

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反映重要他人或团体，如亲人、

朋友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7]。通常社会距离越近

的他者，对个人主观规范感知的影响越大[51]。同时，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提出，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差

异会影响其社会网络的构建，表现为不同生命周期

中社会网络结构及其感知社会压力的差异，其中，

包括个体与他人相处时的满意度、被要求的程度、

感知到他人对自我的阻碍及被支持需求的满足程度

等[30，32，37，39，45]。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未来时间感知存在

显著差异 [38]。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常把他们的未

来描绘为有限的。由于关注“现在”，老年人会更希

望获得当下的幸福与满足，希望生命终端应该实现

高质量的生活[29]。因此，在社会交往选择上，处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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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后期的老年人会减少与非亲密性伙伴的社会

接触，更关注与家人或重要朋友等亲密伙伴的交往，

从而获得最多的积极情绪，此时老年人所感受的社

会压力较小 [38]。而年轻人则相反，他们的社会关系

网络相对较大，且包含较大比例的生疏同伴[39]。Platt
等研究表明，社交圈子越大，其包含的成员数量越

多，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越大 [52]。现有研究

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主观规范存在影响关系 [53]。

据此推测，当老年人个体认为未来所剩时间开放时，

他会更愿意扩大社交网络，进而感受到更多社会支

持，同时，近距离、强关系的网络影响亦仍然存在；而

当老年人个体认为未来所剩时间有限时，他会更注

重与亲密伙伴的交往，所感受社会压力下降，但其近

距离、强关系的社交网络会加强重要他人对个体执

行特定行为的影响力[52]。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主观规范

H3b：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主观规范

感知行为控制反映了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

为因素的知觉，是人们对执行特定行为的难易程度

的感知，是对自身执行能力的信心[7，54]。现有研究证

实了时间因素与感知行为控制之间的关系[55-57]。根

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个体对未来剩余时间感知的

差异会影响其对自身可控资源的评估过程[29]。当个

体意识到未来时间受限时，其感知储备资源减少，则

个体会确定可以弥补损失和将对功能的消极影响减

至最小的策略，以获得最大化的积极效应。与年轻

人相比，老年人偏好信息的积极加工，趋向于积极的

情绪状态，也呈现出对复杂情况更好的掌控力[37-39，58]。

Barber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具有开放时间洞察力的

老年人对自己记忆能力更具信心，认为自己可以有

效地使用策略来改善自身记忆和抵消记忆能力的下

降 [59]。据此可以推测，当老年人认为未来所剩时间

开放时，其感受到时间限制减弱，从而对进行旅游这

一活动的信心和执行力评估会相应提高；当老年人

认为未来所剩时间是有限的，其感受到时间限制增

强，可控资源减少，但因其对信息的积极加工偏向、

对积极情感的趋向及追求旅游带来的有益情感体

验，会促进其行为执行力的增强。据此提出假设：

H4a：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感知行为控制

H4b：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老年人的

感知行为控制

计划行为理论为个体决策机制提供了一般指

导，即执行特定行为的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

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计划

行为理论在旅游行为决策中已具有一定的解释

力[9，60-61]。而老年人作为旅游行为决策个体，其旅游

决策亦遵循计划行为理论的一般指导 [62]。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H5：老年人的行为态度正向影响其旅游意向

H6：老年人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旅游意向

H7：老年人的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其旅游

意向

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可知，未来时间洞察力

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管理及社会网络建构 [37-39，63]。即

当个体感知未来时间受限时，会展现更积极的行为

态度，重视亲密关系的维护。除此之外，个体对未来

时间的认知还会影响其对自身可控资源的评估过

程 [29]。综合以上推论，可得未来时间洞察力会对个

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产生影

响。进一步地，在计划行为理论中，个体关于执行某

一行为的信念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的认知和情绪基础，它会通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

感知行为控制最终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和行为 [7]。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8a：老年人的行为态度在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

力和其旅游意向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H8b：老年人的行为态度在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

力和其旅游意向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H9a：老年人的主观规范在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

力和其旅游意向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H9b：老年人的主观规范在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

力和其旅游意向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H10a：老年人的感知行为控制在开放的未来时

间洞察力和其旅游意向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H10b：老年人的感知行为控制在有限的未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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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洞察力和其旅游意向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1.3 研究模型

本研究模型的自变量为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和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因变量为旅游意向，中介

变量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图1)。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通过回顾文献可以发现，时间相关因素是影响

老年人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14，16]，但现有研究对时间

相关因素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还较为缺乏，同其他

因素相比，其在老年人旅游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并

无翔实证据。因而，通过定性研究进一步探索时间

相关因素实有必要。因此，本研究先通过定性的预

调研证实时间因素在老年人旅游决策中具有重要地

位，而后再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以进一步探索

时间相关因素如何影响老年人的旅游决策，在定量

研究中通过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和检验研究假设，确定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及路径[64]。

2.1 预调研

本次预调研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进行，获得 13位
有效受访者支持，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0对资

料逐次进行了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核心编码3个
层次的分析(表 1)。本研究得出 18个开放性编码范

图1 假设与研究模型

表1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动机因素

经济因素

身体因素

时间因素

安全因素

旅游服务与设施

目的地属性

亲友支持

对应范畴
追求健康
学习求知
追求愉悦
自有收入

旅游花费评估
子女资金支持

当前身体状况评估
未来身体状态预估

个体时间感知
客观时间花费评估

旅游安全评估
旅游欺诈
旅游服务

旅游食宿条件
景观与特色
气候条件
亲友鼓励
亲友陪同

参考点数量
5
17
11
5
18
4
9
4
27
12
8
4
8
6
11
3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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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及8个主轴编码范畴。结合原始文本资料及相关

文献，确立了“老年人旅游决策影响因素”这一核心

范畴来统领开放性编码和主轴编码中的所有范畴。

从表1可知，尽管老年人旅游决策影响因素多样，但

时间因素以39个节点及覆盖率11.57％居于前列，表

明老年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影响其旅游意向的重要因

素。然而，时间感知对老年人旅游意向的具体影响

机制尚未明晰，其内在作用路径需进一步深入探索[13]。

2.2 正式调研

2.2.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调查问卷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主要变量

的测量，包含5个分量表，分别是未来时间洞察力量

表、行为态度量表、主观规范量表、感知行为控制量

表及旅游意向量表，共计24个题项。第二部分为人

口统计学变量，包含年龄、性别、学历、月收入、居住

情况、工作情况及过去的旅游经历。

本研究采用Carstensen等编制的 10题项未来时

间洞察力量表，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包含了开

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和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的测

量[65]。旅游意向量表参考Mao等的3题项量表[66]。行

为态度量表参考Ajzen的5题项量表编制而成[44]。尽

管Ajzen的原始量表为语义差异量表，但已有学者在

引用该量表时采用只测量正向态度的Likert量表来

进行研究，这表明正向态度的Likert量表已具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60-61，67]。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行为态

度量表只测量正向态度。主观规范量表参考Bianchi
等的 3题项量表 [68]。感知行为控制量表参考Goh等

三题项量表[69]。本研究对英文量表进行了双盲回译

以减少在翻译中出现的主观偏差，并通过对15名老

年人发放问卷及进行深度访谈，根据其反馈建议对

量表进行修正和调整。最后，经过焦点小组讨论形

成了本研究的最终问卷。研究采用 Likert 5点计量

法进行测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本

研究将老年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

测度，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居住情况、

工作情况和旅游经历。

2.2.2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Rowe和Kahn从生理和认知功能出发，认为成功

老龄化的概念核心包含患病概率低、维持较高的身

体和认知功能以及持续参与社会和生产活动[70]。然

而，随着研究推进，这一传统评价标准因为老年人群

体的异质性而存在诸多限制。学者们普遍认同健康

是成功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成功

是一个拥有客观标准的主观价值判断，会受到社会

建构、文化等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成功老龄化

群体指这一群体老人符合成功老龄化关注的注重终

身发展与幸福感提升，他们一部分人可能伴有老年

慢性病症，但他们具有对生活的控制感、自我效能

感、有效的应对策略、适应及主观幸福感等，在健康

与功能衰减的情况下实现成功老龄化。同时，从国

内外老年旅游的研究对象来看，出生于 1946-1963
年的老年群体因其总量大、经济条件好、旅游意愿强

而受到了广泛关注 [71]。在我国，这一代已逐步进入

合法退休年龄，相比于前一代老年人，其具有一定的

受教育水平，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更多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和金钱，追求幸福感与生活质量，与成功老

龄化的内涵相一致[5，20，72]。同时，老年人旅游消费占

比逐步提升，其旅游消费意愿强烈①。出生于 1946-
1963年的老年群体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旅游银发

市场，他们愿意体验更长时间的旅游，甚至老龄阶段

都是处于旅游状态；他们旅游范围更广，对旅游产品

的选择和旅游目的的选择具有更高的期望，以期获

得新的旅游体验。而旅游正是成功老龄化群体最重

要的特征之一[3-4]。综上可见，这批老年人具有独立

生活的能力，一定的旅游条件及旅游意愿，已一定程

度上具备成功老龄化群体的重要特征，他们极有可

能成为成功老龄化群体，是促进成功老龄化实现的

中坚力量，是未来老年旅游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

深入研究这批老年群体的旅游行为对促进我国实现

成功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

1946-1963年出生(55～75岁)、且具备成功老龄化群

体特征的老年人，通过方便抽样寻访符合研究所界

定年龄范围的老年人，并邀请填答问卷。

本研究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方式

收集一手数据。线上问卷发放采取社交网络扩散的

方式，共收集网络问卷162份，此后对网络问卷进行

筛选，将网络问卷中填答时间未超过5分钟②、具有明

显填答规律的问卷剔除，最终共收集有效网络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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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份。线下问卷发放采取实地调研方式，通过面对

面形式于 2018年 11月 1日至 12月 15日分别在广州

老年大学晓园校区、天河公园、体育中心广场、大学

校园及其他居民社区等老年人活动频繁的地区发

放，共计发放250份，全部回收，剔除漏填、错填及信

息不完整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28份。线上线下回收

问卷共计412份，其中，有效问卷362份，问卷有效率

为87.9％。

3 数据分析与检验

3.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2。样本

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在研究所界定的老年人范围

内，55岁至65岁老年人占比较大(71.8％)。所得样本

中大专/本科学历水平的老年人占比最高(45％)，高中/
中专学历水平的老年人次之(32.3％)。样本月收入水

平多集中在 2001～4000元(30.7％)和 4001～6000元

(29.3％)。多数老年人与配偶一起居住(51.4％)，与配

偶及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占比次之(32.9％)，由此

可看出老年人日常相处对象多为伴侣及子女等近距

离社会关系者。从工作情况上看，退休人员占比最

高(59.7％)，在岗人数占比次之(30.7％)，表明多数老

年人都拥有或曾经拥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大部分老

年人都有过旅游经历(96.4％)，这与中国老年人是高

频次旅行人群的特征相符，体现出老年旅游市场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③。从上述分析可知，样本基本符

合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特征，其接受了广泛的现代教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N=362)

人口学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月收入(元)

居住情况

工作情况

旅游经历

分类指标

男

女

55～59
60～65
66～69
70～75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本科

硕士及以上

≤2000
2001～4000
4001～6000

≥6001
与配偶一起

与子女一起

与配偶及子女一起

其他

在岗

退休

其他

有

无

样本总计

线上

频数

66
68
62
47
9
16
21
54
55
4
15
53
37
29
73
11
39
11
26
95
13
129
5

134

百分比/％
49.3
50.7
46.3
35.1
6.7
11.9
15.7
40.3
41.0
3.0
11.2
39.6
27.6
21.6
54.5
8.2
29.1
8.2
19.4
70.9
9.7
96.3
3.7

线下

频数

118
110
59
92
69
8
41
63
108
16
24
58
69
77
113
23
80
12
85
121
22
220
8

228

百分比/％
51.8
48.2
25.9
40.4
30.3
3.5
18.0
27.6
47.4
7.0
10.5
25.4
30.3
33.8
49.6
10.1
35.1
5.3
37.3
53.1
9.6
96.5
3.5

总计

频数

184
178
121
139
78
24
62
117
163
20
39
111
106
106
186
34
119
23
111
216
35
349
13

362

百分比/％
50.8
49.2
33.4
38.4
21.5
6.6
17.1
32.3
45.0
5.5
10.8
30.7
29.3
29.3
51.4
9.4
32.9
6.4
30.7
59.7
9.7
96.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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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具备一定的学历水平，并具有较多的金钱收入④，

拥有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多与配偶同住，具有旅游

经历，极大可能会成为成功老龄化群体[5，20，72-73]。

3.2 信度和效度检验

各变量相关系数及描述性统计详情如表3所示。

各量表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7，表明本研究采用

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所选用量

表均为成熟量表，并已经过学者们在中国情境下的

进一步验证与使用，因而本研究量表具备较好的内

容效度。各量表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
并且都在p＜0.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各量表的CR
值均大于临界值0.6；感知行为控制量表的AVE值为

0.496，接近临界值 0.5，其余量表的 AVE值均大于

0.5，说明本研究的聚合效度较为理想。各潜变量交

叉相关系数均小于0.80，且都在p＜0.05的水平上达

到显著，均小于其AVE的平方根，表明测量模型的区

分效度较为理想。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分析结果表

明，整体模型拟合程度较好(χ2=477.32，df=233，χ2/df=
2.05，RMSEA=0.05，CFI=0.95，AGFI=0.90)，本研究的

测量模型建构效度理想。

3.3 假设检验

3.3.1 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对直接效应进行假设

检验(图2、表4)[74]。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两个维度对老

年人的旅游意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β1=
0.33，p＜0.05；有限的：β2=0.13，p＜0.001)，H1a和H1b

图2 路径系数
注：本图中路径系数为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下同；对角线括号内为各潜变量的AVE平方根。

表3 变量描述性分析及聚合效度(N=362)

变量

1.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2.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3.行为态度

4.主观规范

5.感知行为控制

6.旅游意向

均值

标准差

1
(0.78)
-0.05

0.29***
0.23***
0.32***
0.20***
3.74
0.81

2

(0.71)
0.06**
0.13***
0.09**
0.07**
3.81
0.80

3

(0.80)
0.20**
0.17**
0.23**
4.32
0.56

4

(0.84)
0.20***
0.19***
4.13
0.63

5

(0.70)
0.21***
4.00
0.69

6

(0.79)
4.20
0.62

Cronbach’s α
0.92
0.75
0.90
0.88
0.74
0.83
-
-

组合信度

0.92
0.75
0.90
0.88
0.74
0.83
-
-

平均变异抽取量

0.61
0.51
0.65
0.70
0.496
0.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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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这与Losada等的研究一致[15]。根据社会情绪

选择理论，当老年人个体感知未来时间开放时，知识

获取目标将会成为他的优先社会目标，对于知识的

追求将促进他的出游意向。当老年人个体感知未来

时间有限时，他会更关注情绪调节目标，为了获得当

下的幸福感，其旅游意向会有所增加[39]。

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两个维度对行为态度(开放

的：β3=0.34，p＜0.001；有限的：β4=0.13，p＜0.05)、主
观规范(开放的：β5=0.31，p＜0.001；有限的：β6=0.21，
p＜0.001)和感知行为控制(开放的：β7=0.50，p＜0.001；
有限的：β8=0.20，p＜0.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H2b、H3a、H3b、H4a和H4b成立。进一步地，开

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

行为控制的影响均大于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这

与前人研究一致 [37，75]。首先，开放时间观的老年人

更关注旅游的工具性态度成分，而有限时间观的老

年人更关注旅游的情感性态度成分，但从旅游的直

接获得角度而言，知识性获得比情感性获得更加直

接与快速。其次，在主观规范方面，相较于有限时

间观的老年人，开放时间观的老年人具有更广阔的

社交圈，因而除去亲密伙伴之外，其扩大的社交圈

子也会影响其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压力。最后，有

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老年人感

受到时间限制，执行控制力被消耗，可控资源减

少 [76]。因而，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于这三者的

影响更强。

注：表中均为标准化系数；**表示p＜0.05，***表示p＜0.00。

表4 回归分析结果(N=362)

预测变量

控制变量

年龄

性别

学历

月收入

居住情况

工作情况

旅游经历

自变量

开放的未来时
间洞察力

有限的未来时
间洞察力

中介变量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感知行为控制

R2

Adjusted R2

F

M1
旅游意向

-0.05
-0.08
-0.06
0.05

-0.11**
-0.11

-0.13**

—

—

—

—

—

0.06
0.04

3.37**

M2
旅游意向

0.02
-0.07
-0.10
0.17**
-0.05
-0.03
-0.09

0.33***

0.13**

—

—

—

0.17
0.15

8.01***

M3
行为态度

-0.04
-0.06
0.04
0.03

-0.11**
0.02
-0.10

0.34***

0.13**

—

—

—

0.18
0.16

8.81***

M4
主观规范

-0.02
-0.12**
0.13**
-0.06
-0.07
-0.06

-0.19***

0.31***

0.21***

—

—

—

0.26
0.24

13.80***

M5
感知行为控制

-0.03
-0.02
0.07
0.03
-0.06
0.003

-0.15***

0.50***

0.19***

—

—

—

0.35
0.33

20.79***

M6
旅游意向

0.04
-0.04

-0.12**
0.16**
0.02
-0.04
-0.04

0.14**

0.09**

0.57***
—

—

0.43
0.42

26.80***

M7
旅游意向

0.03
-0.02

-0.15**
0.20**
-0.02
-0.003
-0.02

0.21***

0.08**

—

0.40***
—

0.29
0.27

14.17***

M8
旅游意向

0.03
-0.06

-0.13**
0.16**
-0.02
-0.03
-0.03

0.11**

0.08

—

—

0.44***
0.29
0.27

14.55***

M9
旅游意向

0.04
-0.03

-0.15**
0.16**
0.02
-0.03
0.01

0.04

0.04

0.45***
0.12**
0.21***
0.47
0.45

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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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态度(β9=0.45，p＜0.001)、主观规范(β10=0.12，
p＜0.05)和感知行为控制(β11=0.21，p＜0.001)对旅游

意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H6和H7成立。这表

明老年人对于旅游的态度越积极，对旅游的总体评

价越高，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大，对自身外出旅游

的掌控力和执行能力越有信心，其旅游意向就越强

烈。这与前人的相关研究一致，符合计划行为理论

的一般指导[10，77-78]。

3.3.2 中介效应检验

为增加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以及减少样本量大小

对分布的要求，本研究通过Mplus采取Bootstrap法进

行假设检验，根据样本分布特征来估计中介效应的

置信区间，当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

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本研究对6个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
示，H8a、H8b、H10a、H10b通过假设检验，即行为态

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在开放的和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

力与旅游意向之间都具有中介作用。结合上述分析

及直接效应分析结果可知，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开放

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旅游

意向的影响均不再显著，因此，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

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旅游意向之间起完全中介

作用。因而，当存在多个中介变量时，可进行特定中

介效应的相对大小。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旅游

意向的总间接效应(γ=0.46)大于有限的未来时间洞

察力对旅游意向的总间接效应(γ=0.20)。另外，在开

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旅游意向的间接影响关系

中，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大于行为态度的中介

作用(行为态度中介效应所占比例：0.21/0.46×100％=
45.7％；感知行为控制中介作用所占比例：0.23/0.46×

100％=50.0％)。然而，在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与

旅游意向的间接影响关系中，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

大于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行为态度中介效应

所占比例：0.10/0.20×100％=50.0％；感知行为控制中

介作用所占比例：0.09/0.20×100％=45.0％)，这与前

人的研究相一致[14]。

如表 5所示，H9a、H9b没有通过假设检验，即主

观规范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呼应了前人研究中的争

论。在规范聚焦理论中，Cialdini等认为主观规范含有

命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示范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和个人规范(personal norm)3个维度，分别对应

“重要他人或团体认为个体应该如何做”“重要他人

或团体本身如何做”和“个体认为自身应该如何做”3
个简易描述 [79]。而在计划行为理论中，主观规范更

多对应命令性规范这一层面，这可能导致了主观规

范对行为意向相较于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来说

解释力较低，因此，主观规范是否能较好反映社会对

个体行为的影响及主观规范内涵是否需要修正得到

了部分学者的追问[7，80-81]。Ajzen认为个人因素(行为

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才是影响个体行为意向及行

为的主要因素[82]。

为了进一步探讨具有不同时间观的老年人在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上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本研究通过用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均值减去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均值后所得值的

正负进行分组，将样本划分为具有开放的未来时

间洞察力组(正值)和具有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组(负值)。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可得，具有开放的未来

时间洞察力组中的老年人在行为态度(M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4.36，SD 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0.53；M 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4.20，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行为态度→旅游意向OFT→AT→TI
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行为态度→旅游意向LFT→AT→TI
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主观规范→旅游意向OFT→SN→TI
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主观规范→旅游意向LFT→SN→TI
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感知行为控制→旅游意向OFT→PBC→TI
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感知行为控制→旅游意向LTF→PBC→TI

估计值

0.21
0.10
0.02
0.01
0.23
0.09

标准误

0.06
0.04
0.04
0.03
0.10
0.05

p值
0.00
0.01
0.70
0.69
0.03
0.05

95％置信区间

[0.12，0.30]
[0.04，0.16]
[-0.04，0.09]
[-0.04，0.06]
[0.08，0.41]
[0.0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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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0.55，t=2.66，p＜0.05)和感知行为

控制 (M 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4.07，SD 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0.62；
M 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3.83，SD 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0.73，t=3.25，
p＜0.05)上都显著高于具有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组的老年人。说明具有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的老

年人具有更积极的态度，对自身的执行能力也更具

信心，对旅游的执行力评估相应更高。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和计划行为理

论，从未来时间洞察力角度探索了 1946-1963年出

生的老年群体的旅游意向关键影响因素，为老年旅

游决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丰富了旅游领域中

成功老龄化群体的研究成果。此外，本文还探讨了

这一群体旅游意向的形成机制，证实了行为态度和

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体现了社会情绪

选择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理论联系。研究假设检

验结果显示：

(1)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两个维度——开放的未来

时间洞察力和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均对老年人的

旅游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未来时间洞察

力这一时间因素在老年人旅游决策中的重要性。

(2)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

与老年人的旅游意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揭示了未

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旅游意向影响关系之间的内

在机制和作用路径，即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和有

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会通过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

制对老年人的旅游意向产生影响，其中，开放的未来

时间洞察力的间接效应大于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的间接效应。而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4.2 理论启示

第一，本文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探讨了具备成功

老龄化群体特征的老年人旅游决策的心理机制。本

研究不再局限于具体影响因素的罗列，而是进一步

分析了时间因素在老年人旅游决策中的内在机制及

作用路径，辨析并比较了各中介因素对老年人旅游

决策的相对重要性，构建了老年人旅游决策机制。

同时，本研究建立了某一老年群体与旅游领域之间

的联系，完善和深化了成功老龄化的相关研究，让其

不再局限于纯老龄学领域，为实现我国的成功老龄

化战略提供更实际的指导，是让旅游业发展研究融

入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尝试。

第二，相较于过去有关研究多数仅将未来时间

洞察力作为单维构念进行整体测量并测度相关影

响，本研究将其分为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和有限

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二维结构进行探索。分析结果表

明，开放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旅游意向的间接影响

强于有限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旅游意向的间接影

响，说明老年人在这两个维度上旅游决策机制存在

差异。因而，未来时间洞察力的相关研究应该关注

其多维结构，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相关影响机制。

第三，本文证实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与计划行

为理论的契合性。尽管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老龄化

领域的主要理论，但在旅游领域中以该理论作为指

导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本研究以未来时间洞察力

为契合点，结合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

共同探索老年人旅游决策的内在机制，既呼应了前

人研究所述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开放性，又拓展

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使用，同时还

进一步增添了两个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实证证

据，并为两者在未来研究加深联系建立了基础[66]。

4.3 实践启示

首先，老年人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差异可作

为市场细分的参考依据。本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

水平这类常用的细分指标无法充分反映老年人的个

体特征差异，因此，关注年龄背后所反映的老年人对

所剩时间及未来的预期和认知十分必要。老年人未

来时间洞察力的二维划分所显示的老年人个体差异

性应在老年旅游市场细分中作为参考依据和思考方

向，从个体人格特征差异角度所进行的市场细分将

更加贴合旅游消费决策的执行个体，使得市场细分

更加科学并行之有效。

其次，着重开发“知识获取型”与“休闲体验型”

的旅游线路或产品。本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

通过旅游行为态度正向影响老年人旅游意向。而行

为态度包含工具性成分评估和情感性成分评估。具

体而言，“知识获取型”旅游产品的工具性更加吸引

具有开放时间观的老年人，“休闲体验型”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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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性更加吸引具有有限时间观的老年人。但当

前老年旅游产品基本属于“休闲体验型”，忽略了老

年人的求知动机。因此，未来老年旅游线路或产品

的开发设计可以更多思考“知识获取型”，并在“知识

获取型”与“休闲体验型”两大模块下进一步填充和

细化旅游产品，从而更好满足老年旅游者的需求。

最后，老年旅游营销应着重于旅游产品内容展

现及旅游的易得性与可控性宣传。本研究表明，老

年人对自身外出旅游能力的信心会影响其是否进行

旅游的决断。对于具有开放时间观的老年人，其信

心较强，应注重旅游线路或产品内容本身的宣传。

而对于具有有限时间观的老年人，其信心评估相对

较弱，在营销时应针对项目易得性和可执行性进行

宣传。但企业难以广泛测量并划分老年人的时间观

类型，因此，同时宣传产品内容和旅游易得性及可控

性有利于涵盖全部的老年群体，吸引更多的老年旅

游者。此外，本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老年人旅游决

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和看法对

老年人自我决策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旅游广告应包

含更多的积极信息，这不仅迎合了老年人对信息加

工的积极偏好，还鼓励了老年人尊崇内心想法，从个

体主观角度出发刺激其旅游决策行为的产生会更加

有效。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主

要以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以研究对象在同一时点

采取自我报告的形式收集对各变量的测量结果。在

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纵向数据来深化研究，进

一步探讨时间因素对老年人旅游决策影响的内在作

用机制。第二，由于现实条件限制，本研究采取方便

抽样方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样本的系统性偏差。尽管本研究试图通过网

络及实地调研两种途径获取问卷，并在分析时通过

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但系统

性偏差依然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影响。未来研究可以

采取更多渠道获取数据，扩大数据范围，以获得更全

面的老年人数据，减少系统性偏差。第三，本研究主

要关注出生于 1946-1963年的老年人群体，他们具

有良好身心条件、旅游意愿及消费能力，具备成功老

龄化群体特征，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成功老龄化群体，

针对他们的研究对实现成功老龄化更具意义。所

以，本研究主要在城市地区发放线下问卷，且部分抽

样地点为老年大学。未来研究可扩大年龄范围及收

集范围，探索更多样化的老年人群体。第四，现有的

大型老年人调查数据库中一般用自评预期寿命表示

其对时间的感知，在未来研究中可考虑以此来测量

老年人的时间观。第五，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包含的

情绪调节、社会交往及其他相关的评估过程还存在

大量的可能变量，因而，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旅游意向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还有待深入探讨。未来

研究可对老年人旅游决策的限制因素和推动因素进

行更进一步的探索，并对老年人旅游决策的内在心

理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①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龄旅游产业促进委员会 .中国中

老年人旅游消费行为研究报告(2016)[R].https://www.sohu.com/
a/119019303_537105.2016.

②问卷填答者为老年人，共计24个题项，预调研中，10位
老年人的平均填答时间约为 5分钟(312秒)，网络问卷无需翻

页、勾选，只需点击，因此，将5分钟设为网络问卷的最低填答

时间，并将其作为筛选有效问卷的标准之一。

③资料来源：携程 .2019年老年群体旅游行为报告 [R].
[2019-10-08].http://www.199it.com/archives/946406.html.

④资料来源：艾媒咨询 .2019中国银发经济消费市场研究

报告[R].[2019-05-29].https://www.iimedia.cn/c400/64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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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Travel Intention:
A Case Study of a Successful Aging Group

Hu Huiyu Wen Ji Lin Shanshan Zheng Limin

Abstract：To solve the severe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various
approaches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n aging society. 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ositive way to deal with
aging,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uccessful aging.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of senior tourism decision-
making have focused on driving factors and obstacles, such as external resources, health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glec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eniors’time-related cognition. Although time-related factors have been shown
to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enior tourism decision-mak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ime-related effects on
senior tourism decision-making are not yet clear, and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is topic.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d o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elderly future time perception on tourism decision-making and the mecha⁃
nisms underlying this process. The current study combined two theories through a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to exte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existing theoretical models in the context of senior tourism. Elderly individuals born between
1946 and 1963 were recruited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and 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wer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model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on senior travel
intention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is study used qualitative(interview)and quantitative(questionnaire)meth⁃
ods.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wo dimensions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op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limited future time perspective)both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enior travel intention, confirming the
importance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in senior tourism decision-making; second, 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both played a full mediating role i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travel intention, reveal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pa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enior travel intention.
Op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limited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positively affected senior travel intentions through
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he op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limited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subjective norms were no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inherent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on senior tourism decision-making, as well as extending previous research on
senior tourism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and successful aging. The current study also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senior tourism decision-making research, helping to fill the gap in knowledge regarding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in
the context of senior tourism. Second, this study divides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into a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expanded on previous studies, most of which used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s a single-dimensional construct. Third,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terms of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the current findings may be useful for inform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ior
tourism market and the achievement of successful aging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ese findings could be helpful for
tourism enterprises developing effective marketing strategies.

Key words：successful aging; senior tourism;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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