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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接触优美的自然环境具有改善情绪、减少压力

的效果[1]，这种能够促进身心疗愈的环境称为恢复性

环境(restorative environment)。恢复性环境是环境心

理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相较于城市建筑环境，户

外自然环境含有更多的恢复性元素，以旅游地恢复

性价值最为突出[2]。自然观光地以丰富的自然、人文

景观带给游客强烈的感官共鸣，能够使其获得较深

的恢复性体验。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已成为旅游目

的地领域的新兴研究主题，现有成果主要聚焦在不

同旅游环境的恢复效益[3-4]，游客恢复性感知的量表

开发[5-6]、前因因素[7-8]和影响后果(愉悦感、健康感、主

观幸福感)[9-11]。然而，游客恢复性感知对游后行为意

向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探索。虽有学者就森林度假游

客恢复性感知对重游、推介意愿的影响作了探讨[12]，

但综合来看，首先，引入中介和调节机制，对游客恢

复性感知和游后行为意向关系进行纵深剖析的研究

相当贫乏 [12]，无法全面揭示二者的作用逻辑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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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感知的影响边界；其次，游客恢复性感知维度

划分和维度间关联等问题仍有争议，各维度在影响

游后行为意向过程中的角色与路径还不明确。在理

论发展层面，不同旅游环境的恢复性存异，对游后行

为意向的影响可能呈现不同机制，基于不同类型旅

游地的实证研究具有理论积累价值。

研究游后行为意向对于指导旅游地管理意义重

大。在过去经营实践中，管理者常常靠提升目的地

形象、增强品牌个性来培育游客正向行为，而从环

境-行为视角切入，关于旅游地空间环境(特质)如何

影响游后行为意向的研究甚微。当前，健康问题在

旅游业中的地位愈发关键，游客消费观念转向追求

康养、崇尚自然。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暴发，打破了人

正常的心理平衡，导致潜在游客消费信心不足，出游

意愿锐减，他们对于旅游地环境的品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疫情背景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旅游

服务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主力军，随着疫情防控逐

渐进入常态化，自然观光地作为典型的恢复性环境，

如何透过游客身心恢复体验进一步提高其满意感，

激发游客正向反馈，强化游客忠诚，从而驱动旅游目

的地增强韧性、赢得更大市场竞争优势、重焕生机，

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游客恢复性感知实质上是旅

游地环境物质特征和游客认知特征相互作用的结

果[13]。旅游地的山水石木、清新的空气、自由的活动

空间等俱是造就环境恢复性的重要元素。游客在与

旅游地环境的亲密接触中，能够有效补充身心机能，

进而引发正向情感共鸣，增加积极行为。探讨游客恢

复性感知的作用机理对旅游地产品创新、营销推广具

有启发意义，是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文构建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满意度、游后行

为意向与游客涉入间关系的整合模型，旨在揭示自

然观光地游客恢复性感知对游后行为意向的传导机

制及作用边界，从理论上推进旅游学中游客恢复性

感知影响后果的研究，拓宽游客行为意向及其前因

机制的研究，从实践上为旅游地市场营销与管理运

营提供抓手，为推动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理论与假设

1.1 注意恢复理论

环境心理学中，“恢复”是指人们生理和心理从压

抑状态到正常状态的修复。1983年Kaplan和 Talbot
在《野外环境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中首次提出恢复性

环境概念，将其界定为“能够帮助人们缓解精神压力、

减少消极情绪和身心疲惫的环境”[14]，其后恢复性环

境研究大量涌现。注意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ART)为分析个体恢复性感知奠定了理论和实

证基础。ART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解决各种生活难

题，必须避免分心和不恰当行为，此过程将唤起定向

注意机制(directed attention)[12]。但是，强烈而持续地

使用定向注意容易导致疲劳，因而人们需要在恢复

性环境中进行定向注意的补充。根据ART理论，恢

复性环境一般具有 4种特质：迷人(fascination)、远离

(being away)、程度 (extent)、兼容性 (compatibility) [15]。

迷人是指高强度吸引力的环境无需人们刻意注意便

能引起其兴趣，以帮助定向注意恢复；远离表现为从

导致疲惫和注意力衰退的惯常环境中撤离；程度指

环境的内容是丰富而连续的，以保证人们能够融入

环境开展相关活动；兼容性是指环境提供的活动与

个人喜好相一致。

1.2 恢复性环境感知

恢复性环境感知强调了人们感知到的环境能使

其身心得以恢复的特性[12]。Hartig等开发了首份“恢

复性感知量表”(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scale，PRS)，
包含迷人、兼容性、程度和远离[16]。Herzog等[17]、Norling
等[18]经过研究，得到了与之一致的结果，佐证了恢复

性环境感知的四维结构。此后，Laumann等又将远离

细分为地理远离(也被称为新奇)和精神逃离(也被称

为逃逸)，编制了“恢复性因素构成量表”(restorative
components scale，RCS)，由迷恋、兼容性、程度、新奇

(novelty)、逃逸(escape)构成[19]。地理远离表征了个体

惯常生活环境与新环境的差异程度，精神逃离是指

从心理上远离责任和义务等日常压力。White等还

将程度分为一致性(coherence)和范围(scope)[20]。一致

性是指环境中的事物与整体环境的协调性，范围是

指恢复性环境具有一定空间范围，从而给个体留下

一定的活动和想象空间[20]。

除量表开发外，国外恢复性环境感知的研究还

从3个层面展开：一是从环境类型出发，探讨不同环

境的恢复效益，如购物中心 [21]、城市绿地 [22]、密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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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3]；二是从影响前因出发，探索环境熟悉感[24]、地方

记忆 [25]等与恢复性感知的关系；三是从影响后果出

发，探究恢复性感知对环境偏好 [3]、情绪健康 [26]的作

用。国内恢复性感知研究刚刚起步，研究集中在恢

复性环境理论阐释和环境恢复性效果评估上。目

前，关于恢复性环境感知影响结果的研究持续拓展，

恢复性环境感知对人后续行为的作用机制亟待深度

挖掘。本文将恢复性感知议题引入旅游情境下，试

图探讨游客在游览富有恢复性效果的旅游地时其情

感和行为意向的变化过程。

1.3 旅游者恢复性环境感知

游客恢复性感知是指，游客对旅游地有助于其

身心恢复和社会适应力提高的特性的察觉[12]。与环

境心理学中恢复性感知的大量文献相比，基于旅游

活动情境对游客恢复性感知进行的研究较为滞后。

学界对游客恢复性感知的维度构成看法不尽相同。

Lehto提出了首个“度假地感知恢复量表”(perceived
destination restorative qualities scale，PDRQS)，由地理

远离、精神逃离、迷人、兼容性、程度和不一致而构

成[5]。其中，不一致被确立为一个全新维度，是指旅

游地给游客带来的不便或营造的某些干扰，其余维

度的基本内涵均与以往研究相似。Chen等发现，不

一致维度未能通过信效度检验，出于文化适应性，该

维度题项并不适用于中国游客群体[9]。郭永锐等基

于PRS、RCS和PDRQ量表，构建了游客恢复性感知

的五维结构，并以九寨沟563名国内游客为样本，验

证了量表的适用性[13]。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与恢

复性环境感知维度研究相关的文献，经与两位专家

研讨，考虑量表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初步采用郭永

锐等对游客恢复性感知维度的界定，即划分为一致

性、新奇、迷人、兼容性和逃逸。

1.4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Mehrabian-Rusell模型(简称M-R模型)包含环境

刺激、情感状态、趋避行为3个构件。环境刺激指能

够引起个体生理和心理发生反应的环境因素；情感

状态作为中介，含愉悦和唤醒两种状态；趋避行为包

括重返环境的积极意愿和转离环境的消极意愿 [27]。

模型认为，外部环境刺激能够引发个体的情感反应，

进而使其产生靠近或远离环境的行为。M-R模型源

于环境心理学，后来被引入商品零售领域，用来解释

环境氛围与购买决策[28]、顾客忠诚[29]的关系。本文将

M-R模型嵌入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结果研究，构建

游客恢复性感知(环境刺激变量)、满意度(情感状态

变量)和游后行为意向(趋近行为变量)的关系模型，

以明晰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对游后行为意向的作用

机理。

1.4.1 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维度间的层次作用

认知评价理论认为，当外部环境条件充分时，个

体自主发展能力得到激发，内在动机提高，内在动机

是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关键 [30]。该理论中，外在动

机源于个体对客观事物结果的期望，内在动机是个

体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评价。Pals等指出，个体恢复

性感知构成中，一致性和新奇更强调环境的基础感

知特征(外在)，迷人、兼容性和逃逸更突出个体与环

境交互的主观感受(内在)[3]。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游

客恢复性感知影响游后行为意向的过程中，其内部

维度可能存在上述“外在动机”激发“内在动机”、“内

在动机”对行为的影响更直接的作用关系。整齐有

序、新颖独特的环境设置，能够塑造出专属于旅游地

的整体环境感，有助于持续吸引游客注意，激发游客

的探索欲，使游客产生依附感和远离尘嚣之感。因

此，提出假设：

H1a～1c：一致性正向影响迷人、兼容性、逃逸

H2a～2c：新奇正向影响迷人、兼容性、逃逸

1.4.2 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与游后行为意向

本文聚焦于游客正面行为意向，是指游客在旅

游体验结束后，由对旅游地和旅游产品的满意度而

在未来可能产生的重游、推荐及首选意向 [31]。环境

心理学研究中，Pasanen发现恢复性环境对人的创造

力、亲社会等积极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26]。旅游学研

究中，林小森发现景区环境感知显著影响游客行为

意向[32]，Kim等发现恢复性体验是忠诚行为的重要前

因 [33]。现代社会，人们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迭出

的负面事件，基本都存在身心恢复的需要。自然观

光地风景宜人、生态和谐，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能够暂

时忘却人情琐事，融入当地环境，体验新鲜事物，获

得身心愉悦、精神放松。这种恢复性体验能够增进

游客对旅游地的认同感，使其产生积极行为。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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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假设：

H3a～3e：一致性、新奇、迷人、兼容性、逃逸正向

影响游后行为意向

1.4.3 游客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唤醒理论指出，外界刺激带来人生理、心理激

活，经由人对客观刺激的认知加工而产生情感 [34]。

人们总是偏好中等负荷且复杂的刺激，以维系最佳

唤醒水平。环境心理学家认为，具备恢复性效果的

环境通常具有复杂的环境结构、中等深度、远离危险

等共同特征[35]。环境恢复性实际上是一种有益于人

们身心机能复原的刺激，这种刺激适度且令人入

迷。研究发现，恢复性感知正向影响愉悦感[3]和环境

偏好[19]。游客恢复性感知是恢复性知觉在旅游情境

中的体现，对游客而言，旅游地恢复性即为一种正性

刺激。自然观光地集合多种具有高度恢复性潜力的

环境特征，如山体、水流、绿景，旅游过程中，这些环

境特征作用于游客的身体感官，致其唤醒水平提升，

而产生心情顺畅、头脑清醒、烦恼消减等感受。这种

恢复性体验能够增加游客的愉悦感，使其在对比游

前期望与实际体验后感到满足。因此，提出假设：

H4a～4e：一致性、新奇、迷人、兼容性、逃逸正向

影响满意度

对于游客满意度与游后行为意向的关系，学界

虽无统一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满意度正向促进游

后行为意向[36]。高水平满意度意味着游客对旅游体

验极为认可，游客则更愿意向他人推介此地。同时，

满意度在游客体验感知和行为意向间的中介作用已

被证实[37]。Kim等还发现恢复性体验正向影响登山

客的总体健康感，并经总体健康感间接影响满意度

和忠诚度 [33]。游客获得恢复性体验后，他们的集中

注意力得到有效补充，内心杂念减少，思绪趋向平

静，逐渐意识到旅游活动对其提升健康与促进自我

认知的重要意义，感到不枉此行，产生较高的满意

度。这种满意度令游客愿意向他人分享旅游经验并

可能故地重游。可见，满意度是连接游客恢复性感

知与游后行为意向的中间因素。又如前述假设，在

游客恢复性感知内部，一致性和新奇分别可能对其

余3个维度产生影响，旅游地一致而新奇的环境会在

渗透游客迷人、兼容性、逃逸感知的过程中，进一步

影响其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这一过程存在多重

中介影响机制。据此，得出假设：

H5a：迷人、满意度在一致性与游后行为意向间

具有多重中介作用

H5b：迷人、满意度在新奇与游后行为意向间具

有多重中介作用

H5c：兼容性、满意度在一致性与游后行为意向

间具有多重中介作用

H5d：兼容性、满意度在新奇与游后行为意向间

具有多重中介作用

H5e：逃逸、满意度在一致性与游后行为意向间

具有多重中介作用

H5f：逃逸、满意度在新奇与游后行为意向间具

有多重中介作用

1.4.4 游客涉入的调节作用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情感由情绪和心境构成，情

绪是一种波动性较大的情感状态，易被外界环境影

响；心境的持续时间较长，受个体心理需要和主观意

志的控制 [38]。游客涉入是指，游客对旅游产品同其

内在心理需要和价值观之间关联度的感知[39]。鉴于

此，研究拟在游客恢复性感知影响满意度的过程中，

纳入游客对旅游活动的心理动机作为边界，辅以考

察。代梦阳发现，旅游真实性感知对地方认同的影

响随游客涉入的增强而增强[40]。涉入度高的游客对

旅游活动的投入度和兴趣度较高，往往积极参与体

验，他们在与旅游地环境的互动中能获得更深刻的

恢复性感知，更好地实现健康恢复的需求，表现出更

高满意度。因此，提出假设：

H6a～6e：游客涉入正向调节一致性、新奇、迷

人、兼容性、逃逸和满意度间的关系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见图1。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地概况

喀纳斯旅游区位于我国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境

内，地处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交界。该

区远离海洋，纬度较高，全年无明显夏季，春秋温暖、

冬季寒而不剧。喀纳斯景色斑斓，以湖怪、云海佛

光、湖底森林、千里枯木长堤四大奇观著称，有“人间

仙境”“神的后花园”之誉，具有极高的游赏价值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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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价值。喀纳斯原始的自然生境和深厚的民族文化

积淀，营造了一种远离尘嚣、童话世界般的环境感，

带有明显的恢复性特征，有利于游客恢复性感知测

定。鉴于喀纳斯旅游区的地理范围较广，考虑调研

可行性，研究靶区选择贾登峪-喀纳斯湖口廊道一

线，即狭义的喀纳斯景区。

2.2 问卷设计

问卷第一部分为填写说明，即向受访者保证问

卷匿名作答，所获数据将严格保密，并简要说明研究

目的；第二部分为受访者旅游特征，包括游客的出游

方式、目的、时间，以及停留时间和来访次数；第三部

分为问卷主体，含游客恢复性感知、满意度、游后行

为意向和游客涉入 4个变量模块，采用 Likert5点量

表测量；第四部分为样本人口特征，含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职业和月收入。

2.3 变量测量

研究量表参考了已有的成熟量表，经两位旅游

管理专业博士和两位旅游目的地管理领域教授，结

合自然观光地情境对题项进行修订而成。依据前文

对于游客恢复性感知的划分，其中，一致性设计3个
题项，新奇设计4个题项，迷人设计5个题项，兼容性

设计6个题项，逃逸设计3个题项，共21个题项，均来

自 Lehto[5]和郭永锐等 [13]的研究。游客满意度借鉴

Yooshik和Uysal[14]、Chen和Tsai[42]的量表，采用总体、

与期望比和同类比满意度 3个指标测量，含 3个题

项。游后行为意向参考Hyun等[43]、王珂[44]的研究，采

用重游、推荐和首选意向 3个指标测量，含 3个题

项。游客涉入参考余及斌[39]的量表，含3个题项。

2.4 数据收集

出于研究便利，考虑到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

和国家SA级景区，研究小组对天池景区的国内游客

进行了预调研。共收集 150个有效样本。检验结果

中，各构念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8以上，各测

项因子载荷在0.5以上(p＜0.001)，量表的信效度可以

接受。正式调研于2019年8月1—7日在喀纳斯景区进

行，调查对象为景区国内游客。课题组在景区出口、

休息区等游客较集中的区域，采用随机拦截的方式进

行问卷发放。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580份，回收率

为96.67%，扣除所有题项选择同一答案和存在空选的

问卷后，留余有效问卷547份，有效率为94.31%。

样本旅游特征如下：来访次数上，42.96%的游客

为首次到访，35.47%为第二次；出游方式上，游客多

选择与家人和朋友一同出游，占63.44%；出游目的以

观光游览为主，占 29.62%，探险和度假居次，合占

27.60%；出游时间主要集中在小长假、寒暑假及周

末，占 57.95%；停留时间上，66.91%的游客选择留宿

一到两晚。样本人口学特征如下：性别上，男女比例

均衡；年龄上，25～44岁游客最多，占 57.22%；学历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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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科/大专学历为主，占61.79%；职业以企业员工、

自由职业者和学生为主，占 66.18%；月收入集中在

3000～8000 元之间；样本客源地遍布国内所有省

份。整体而言，样本人口特征和旅游特征具有较好

代表性，可满足后续实证研究对数据的要求。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数据正态性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经计算，变量各个测项偏度系数的绝对值处于

0.591～1.432之间，峰度系数的绝对值处于 0.007～
1.941之间，分别达到Kline[45]提出的“＜3”和“＜10”
的标准，可知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为降低共同方法

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程序控制部分，采用匿名

作答，控制答卷时间为15分钟，告知受访者问卷的学

术意义防止其猜疑。在统计控制部分，首先采用

Harman单因素测试法，结果显示，未旋转的因子分

析析出8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76.76%，第一个因

子解释了26.17%，未达一半。其次，实施潜在误差变

量控制法[46]，将共同方法变异作为一个潜在变量，结

果显示，包含其在内的九因子模型的适配度指数并

无明显改善，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误。

3.2 信度、效度分析

首先，使用Cronbach's α值检验量表信度，结果显

示，8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833、0.894、
0.920、0.896、0.872、0.869、0.898、0.883，均高于 0.7，
量表信度良好。研究中测量题项的内容均来自成

熟量表，并经专家修订和预试检验，保证了较高的

内容效度。其次，借助Amos 21.0建立验证性因子

模型，测量模型的适配度指数为 χ2/df=2.849，GFI=
0.886，AGFI=0.860，CFI=0.933，TLI=0.922，IFI=0.933，
RMSEA=0.058，依据吴明隆[47]的标准，各指标均可以

被接受。各测项因子载荷高于0.5，各变量的组合信

度高于 0.8，AVE值高于 0.6(表 1)，收敛效度较优 [34]。

注：***p＜0.001。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

游客满意度(TS)

游后行为意向(PVBI)

游客涉入(TI)

兼容性
(CP)

迷人
(FA)

新奇
(NO)

逃逸
(ES)

一致性
(CO)

题项
CP1
CP2
CP3
CP4
CP5
CP6
FA1
FA2
FA3
FA4
FA5
NO1
NO2
NO3
NO4
ES1
ES2
ES3
CH1
CH2
CH3
TS1
TS2
TS3

PVBI1
PVBI2
PVBI3
TI1
TI2
TI3

标准化载荷
0.813
0.787
0.851
0.770
0.752
0.659
0.842
0.852
0.868
0.860
0.755
0.832
0.796
0.846
0.827
0.815
0.832
0.856
0.781
0.748
0.848
0.856
0.779
0.858
0.893
0.848
0.854
0.878
0.789
0.875

t值
16.327***
15.907***
16.912***
15.622***
15.319***

—
20.542***
20.818***
21.258***
21.030***

—
22.189***
20.932***
22.697***

—
21.247***
21.660***

—
17.934***
17.361***

—
21.440***
19.971***

—
25.121***
23.962***

—
23.729***
21.481***

—

组合信度
0.899

0.921

0.895

0.873

0.836

0.871

0.899

0.885

平均方差抽取
0.600

0.700

0.681

0.696

0.630

0.692

0.749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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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对角线加粗数值是各变量AVE的算术平方

根，这组值大于对应变量和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可

知区别效度较优[48]。

3.3 结构模型分析

3.3.1 假设检验结果

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判断各假设

的成立情况。结构模型适配结果为：χ2/df=3.049，
GFI=0.891，AGFI=0.865，CFI=0.933，NFI=0.904，TLI=
0.923，IFI=0.933，RMSEA=0.061，各项指标均在合理

范围内，适配情况较理想[47-48]。理论模型的标准化系

数估计值及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3.3.2 中介效应检验

过往研究多参照逐步法进行中介检验，并用Sobel
测试作为补充。Bootstrap法因检验的有效性和精确

度更高，目前已逐渐代替B-K法和Sobel检验，成为学

界认可度最高的中介分析法[49]。本文采用Bootstrap
法在Amos 21.0中执行中介效应检验，根据偏差校正

(bias-corrected)区间估计，若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

注：***p＜0.001，**p＜0.01，*p＜0.05。

表3 结构模型验证结果

研究假设

H1a
H1b
H1c
H2a
H2b
H2c
H3a
H3b
H3c
H3d
H3e
H4a
H4b
H4c
H4d
H4e

路径

一致性→迷人CO→FA
一致性→兼容性CO→CP
一致性→逃逸CO→ES
新奇→迷人NO→FA
新奇→兼容性NO→CP
新奇→逃逸NO→ES
一致性→游后行为影响CO→PVBI
新奇→游后行为意向NO→→PVBI
迷人→游后行为意向FA→PVBI
兼容性→游后行为意向CP→PVBI
逃逸→游后行为意向ES→PVBI
一致性→游客满意度CO→TS
新奇→游客满意度NO→TS
迷人→游客满意度FA→TS
兼容性→游客满意度CP→TS
逃逸→游客满意度ES→TS

路径系数

0.295***
0.362***
0.286***
0.296***
0.176***
0.282***
-0.006

0.168***
0.091
0.013
0.120*
0.101
-0.020
0.129*

0.258***
-0.024

t值
6.323
7.449
5.927
6.554
3.901
6.047
-0.112
3.223
1.794
0.251
2.311
1.725
-0.380
2.512
4.312
-0.453

标准误差

0.050
0.044
0.047
0.041
0.034
0.038
0.067
0.051
0.055
0.066
0.062
0.061
0.046
0.050
0.060
0.056

检验结果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拒绝

支持

拒绝

拒绝

支持

拒绝

拒绝

支持

支持

拒绝

注：**p＜0.01，*＜0.05。对角线加粗数值为变量AVE的平方根。

表2 区别效度检验

变量

一致性

新奇

迷人

兼容性

逃逸

游客满意度

游后行为意向

游客涉入

1
0.794

0.258**
0.310**
0.277**
0.251**
0.197**
0.098*
0.157**

2

0.825

0.356**
0.234**
0.320**
0.098*
0.255**
0.124**

3

0.837

0.368**
0.329**
0.191**
0.186**
0.162**

4

0.775

0.336**
0.269**
0.255**
0.244**

5

0.834

0.156**
0.227**
0.210**

6

0.832

0.184**
0.206**

7

0.865

0.092*

8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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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界不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49]，结果见表4。首先，

一致性对游后行为意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06)，
置信区间为(-0.118，0.113)；间接效应中，仅路径“一

致性→兼容性→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的中介效

应显著(β=0.013)，置信区间为(0.001，0.047)，不含 0。
可见，兼容性和满意度在一致性与游后行为意向的

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且为串联中介效应，假设

H3c得证。其次，新奇对游后行为意向的直接效应

显著(β=0.168)，置信区间为(0.048，0.286)；间接效应

中，仅路径“新奇→兼容性→满意度→游后行为意

向”的中介效应显著(β=0.006)，置信区间为(0.001，
0.028)，不含0。可见，兼容性和满意度在新奇与游后

行为意向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亦为串联中介

效应，假设H3d得证。

3.3.3 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

将学历、月收入、出游方式和出游目的加以控制。在

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前，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原始

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建立交互项，采用层级回归法

进行分析。表4中，各变量的VIF值小于2，表示各回

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Model 3显示，迷人和游客涉入的交互项对满意

度有显著影响(β=0.118，p＜0.01)，说明游客涉入对迷

人和满意度的关系产生了调节。研究使用 Johnson-

注：表中*依次表示间接效应路径置信区间的上限值实际为-3.606E-05、-3.809E-05，由于统计数据仅保留三位小数，故此处
无法显示，以-0.000替代。

表4 中介效果检验

直接效应路径

一致性→游后行

为意向

CO→PVBI

新奇→游后行为
意向

NO→PVBI

直接效应量

-0.006

0.168

直接效应置信区间

(-0.118，0.113)

(0.048，0.286)

间接效应路径

一致性→迷人→游后行为意向

CO→FA→PVBI
一致性→兼容性→游后行为意向
CO→CP→PVBI
一致性→逃逸→游后行为意向
CO→ES→PVBI
一致性→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
CO→TS→PVBI
一致性→迷人→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
CO→FA→TS→PVBI
一致性→兼容性→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
CO→CP→TS→PVBI
一致性→逃逸→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
CO→ES→TS→PVBI
新奇→迷人→游后行为意向
NO→FA→PVBI
新奇→兼容性→游后行为意向
NO→CP→PVBI
新奇→逃逸→游后行为意向
NO→ES→PVBI
新奇→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
NO→TS→PVBI
新奇→迷人→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
NO→FA→TS→PVBI
新奇→兼容性→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
NO→CP→TS→PVBI

中介效应量

0.027

0.005

0.034

0.016

0.006

0.013

-0.001

0.027

0.002

0.034

-0.003

0.006

0.006

间接效应置信区间

(-0.004，0.084)

(-0.029，0.073)

(-0.001，0.097)

(-0.002，0.063)

(-0.000*，0.029)

(0.001，0.047)

(-0.001，0.011)

(-0.004，0.082)

(-0.009，0.043)

(-0.001，0.092)

(-0.006，0.028)

(-0.000*，0.028)

(0.00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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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yman(J-N)法绘制95%置信带，确认调节效应规模

(图2(a))，发现标准化后的游客涉入大于-0.474时，其在

迷人与满意度间的调节效应才显著。将游客涉入加减

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做简单斜率分析(图 2(c))，
可以看到：游客涉入正向调节了迷人和满意度的关

系，假设H6c得证。

Model 5显示，兼容性和游客涉入的交互项对满

意度有显著影响(β=0.179，p＜0.001)，说明游客涉入

对兼容性和满意度的关系产生了调节。使用 J-N法

绘制置信带，确认调节效应规模(图2(b))，发现当标准

化后的游客涉入大于-0.939时，该调节效应才显

著。做简单斜率分析(图2(d))，可以看到：游客涉入正

向调节了兼容性和满意度的关系，假设H6d得证。

由下页表 5可知，将游客涉入加入回归模型后，

模型 5 对满意度方差的解释力比模型 1 增加了

15.1%，ΔR2、F值亦有增加，说明该模型的效果比较

理想，引入游客涉入作为调节变量是合理的。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对游后行为意向的影响

新奇和逃逸每提升1个单位，游后行为意向就会

提升0.169和0.121个单位。新奇对游后行为意向的

正影响呼应了旅游的“异地性”特征。逃逸与游客的

内在情感评价相关，当游客从精神上感觉到远离世

俗，身心自如，便会产生满足感、认同感，这些情感评

价通常是游后行为意向产生的最根本动力。以上结

果拓展了Kim等[33]的结论。然而其余维度对游后行

为意向影响并不显著，这与陈钢华等 [12]的研究结果

不一致，为此，笔者于2019年10月4日在喀纳斯景区

针对增补的21名国内游客进行了现场补充性访谈。

本文对受访游客进行了编码，其中首字母S表示补充

性访谈(supplementary interview)，第二个字母表示受

访游客的性别，男性用M(male)表示，女性用F(female)

图2 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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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末尾数字对应访谈个案顺序，中间字母由受访

游客名字的首字母构成。如 SF-TC-01表示是对 1
号、名为TC的女性游客的补充性访谈。限于篇幅，

以下仅展示部分访谈内容：

“是一次和大自然的对话，感觉心旷神怡，非常

奇妙，无奈行程比较紧凑，如果慢悠悠地泡在这里，

肯定有不一样的体会。”(SF-WH-05)
“整齐、协调是具备恢复性的景区必需的，符合

这种特性的景区其实有很多。如果没有新鲜感和特

殊情结，诸如眷念的人和文化、喜欢的美食等，我就

不会再来。”(SF-LM-12)
首先，由访谈可知，部分游客将一致性仅视为景

区作为恢复性环境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非影响游

后行为意向的主因，唯有无穷的新鲜感和获得的精

神享受才能真正刺激其“故地重游”的需求。换言

之，激发游后行为意向需要一种在恢复性需求得以

满足之上的深层情感体验，故假设H3a不成立。其

次，一些游客认为大部分景区均能较好地吸引他们的

注意力，“迷人”反倒成为他们眼中景区“同质化”的一

种体现，不能有效激起游后行为意向，假设H3c不成

立。最后，部分游客对于景区环境的归属感还很有

限，亦不足以支撑游后行为意向的产生。究其缘由，

与以观光游览为主要目的的旅游者这一对象有关，

观光旅游者的旅游节奏往往比较紧凑，逗留时间较

短，故而产生的兼容性感知只是短期的、暂时性的。

4.2 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

迷人和兼容性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支持、回应

并拓展了环境心理、旅游地管理领域的部分成果，如

Pals等发现动物园访客的迷恋感影响其愉悦感 [3]；

Cho等发现文化遗产地游客的兼容性感知影响其满

意感 [50]。但与Hartig等 [23]、Cho等 [50]、陈钢华等 [12]学者

的研究结果相反的是，兼容性对满意度的解释力显

著高于迷人。原因可能在于，迷人强调的是旅游地

环境本身的吸引性，这一点在不同旅游地均有一定

体现，部分游客对此有时并不以为意，甚至产生审美

疲劳。而兼容性偏深层次测量，表达了游客体验符

合其预期，并体现了游客与旅游地的契合。体验经

济时代，游客和旅游地双方共同参与实现旅游意义

注：表中所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p＜0.001，**p＜0.01，*p＜0.05。

表5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控制变量

学历

月收入

出游方式

出游目的

自变量

迷人

游客涉入

迷人×游客涉入

兼容性

游客涉入

兼容性×游客涉
入

模型统计量

R2

ΔR2

F
ΔF
VIF

游客满意度

Model1

0.068
-0.030
-0.108*
-0.099*

—

—

—

—

—

—

0.031
0.023

4.271**
4.271**

1.005≤VIF≤1.190

Model2

0.042
-0.004

-0.106**
-0.054

0.165***
0.185***

—

—

—

—

0.097
0.087

9.667***
19.866***

Model3

0.041
-0.005

-0.072**
-0.019

0.140***
0.166***
0.118**

—

—

—

0.113
0.102

9.851***
9.985**

Model4

0.056
-0.005

-0.103**
-0.035

—

—

—

0.182***
0.164***

—

0.141
0.129

11.070***
17.492***

Model5

0.047
0.004

-0.076**
-0.020

—

—

—

0.294***
0.144***
0.179***

0.182
0.168

13.270***
2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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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对于具有恢复性需求的游客而言，他们更加

看重和追求自身爱好、动机与旅游地的匹配，以实现

更高水平的满意度。反观，一致性、新奇和逃逸对满

意度并无影响。首先，Kaplan指出，一致性有利于营

造一种平和的环境氛围，降低人们的不安感，为恢复

性体验创造条件 [51]。可以猜测，一致性作为旅游地

相关事物和整体环境匹配度以及各事物之间相对有

序性和可预知性的一种表征，仅满足了游客浅层、外

在的需求，尚不足以激发内在的满足感，故假设H4a
不成立。其次，根据补充访谈，基础设施条件、拥挤

程度等因素削弱了新奇和逃逸对满意度的作用。长

期来看，旅游地接待能力有待进一步完善，互动体验

项目少，体验参与吸引力有限，许多游客感到不够尽

兴，满意度不高，假设H4b、H4e不成立。

4.3 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对游后行为意向的驱

动机制

首先，在游客恢复性感知影响游后行为影响过

程中，其内部的一致性和新奇会对其余维度产生正

向影响，假设H1a～1c、H2a～2c均得证。这说明统

一有序、新奇有趣的环境更容易使游客感受到旅游

地的魅力，引发游客热情并延长其停留时间，舒缓压

力，产生逃逸现实之感，实现身心调谐。这一结果在

旅游情境中验证了Herzog等提出的观点：个体恢复

性环境感知维度间具有一定结构性[17]，也支持了Pals
等、Kaplan的论断：新奇的环境能够使人们的注意力

聚焦[3]、具有一致性的环境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参与[51]。

其次，一致性只能通过兼容性和满意度对游后行为

意向产生影响，假设H5c得证。表明一致性的环境

氛围能够给游客带来与自然交融的体验，吸引其投

身环境而探索，从而获得满意的旅游经历，形成较强

的重游意愿。新奇既能直接也能依次通过兼容性和

满意度影响游后行为意向，假设H5d得证。表明旅

游地独特的风光和新奇的地域文化，可以使游客直

观地体会到不同于其他目的地的差异感，进而沉浸

其中，做其想做的事，达到“景有尽而乐无穷”的境

地，产生正面行为。再次，游客恢复性感知对游后行

为意向的影响呼应了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观点，即

个体对环境的认知性评价促发情感进而影响其行为

倾向[52]。最后，游客涉入分别正向调节迷人、兼容性

与满意度的关系。高涉入意味着游客对于旅游活动

的投入、重视度更高，旅游前会比普通游客付出更多

的精力搜集与目的地相关的信息，且认为这种投入

是有价值的。这种较深的“嵌入性”彰显了旅游地与

游客之间较深的情感联结，强化了迷人、兼容性对满

意度的正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研究结合认知评价理论、唤醒理论、情感事件理

论，构建了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游后行为意向为结

果变量，游客涉入为调节变量的游客恢复性感知作

用机制模型，通过对喀纳斯国内游客的实地调研，进

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与满意度及游后行为意

向间呈复杂的嵌套作用机制。首先，在游客恢复性

感知影响游后行为意向过程中，其内部维度具有层

级结构。一致性和新奇侧重于旅游地环境的本底感

知映像，属功能类恢复性感知；迷人、兼容性和逃逸

侧重于游客与旅游地环境交融的内在心理评价，属

情感类恢复性感知。前者影响后者，彰显了游客恢

复性感知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心理感知过

程。其次，在游客恢复性感知各维度与满意度关系

中，迷人、兼容性直接正向影响满意度。再次，在游

客恢复性感知各维度与游后行为意向关系中，逃逸

直接正向影响游后行为意向；一致性仅通过“一致

性-兼容性-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的传递路径对游

后行为意向产生多重间接影响；新奇既能直接影响

游后行为意向，也能通过“新奇-兼容性-满意度-游
后行为意向”的传递路径对游后行为意向产生多重

间接影响。最后研究表明，M-R模型适用于解释游

客恢复性感知对游后行为意向的影响，影响过程历

经环境刺激认知阶段、情感阶段和意向阶段。

(2)探明了游客恢复性感知对满意度的作用边

界。实证发现，游客涉入正向调节了迷人和兼容性

到满意度的关系，即迷人和兼容性对满意度的影响

作用随游客涉入的提高而增强，且根据 J-N分析结

果，这种调节效应存在显著和非显著的分界点，表示

游客涉入在游客恢复性环境感知的情感效用中具有

“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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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贡献

研究主要有 3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国内外恢

复性环境感知的研究触角多聚焦于城市建成环境，

而在仅有的基于旅游地环境的个别研究中，也多探

讨的是游客恢复性感知形成的前导因素，鲜少关注

游客恢复性感知和行为意向的关系。本文将游客恢

复性感知视为一个多维构念，基于自然观光地情境，

探索了游客恢复性感知各维度对满意度及游后行为

意向的影响，从理论上明晰了各细分维度在该作用

机制中的角色与路径，突破了现有恢复性环境感知

的研究视野，推进了旅游领域游客恢复性感知后果

机制的理论研究，拓展了环境心理学相关理论在旅

游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既往游客恢复性感知的各个维度多被认

为是平行独立的，然而事实上，根据文献溯源与理论

分析，游客恢复性体验的实现应是目的地环境外因

和游客心理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基于认知评

价理论，在游客恢复性感知影响游后行为意向的过

程中，探讨了其内部维度间的层级作用，结论初步证

实了功能类恢复性感知与游后行为意向之间存在以

满意度和情感类恢复性感知为多重中介的中介效

应，更细致化地拓展了对游客恢复性感知作用机理

的认识，对有效提升游客满意度和其积极行为具有

重要意义。

最后，验证了游客涉入的调节效应，为游客恢复

性感知的作用条件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根据情感

事件理论和涉入理论，认为心理需求会影响个体认

知对其情感的影响效果，把游客涉入视为游客对旅

游活动的一种意向心境，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结论表

明，游客涉入在“迷人、兼容性→满意度”结构中有正

调节作用，彰显了游客涉入在旅游地恢复性环境中对

游客情感的内在支撑作用。研究还利用 J-N法对游

客涉入的调节作用将于“何时”显著进行了确认。

5.3 管理启示

本文结论可为潜在旅游者寻找合适的旅游地来

促进身心机能更新、实现高层次精神体验提供有益

参考，为旅游地传统、线性的环境管理和营销管理提

供了新视角。

(1)提升功能类恢复性感知，增强旅游地竞争优

势。鉴于一致性和新奇提升情感类恢复性感知，且

通过兼容性和满意度间接促进游后行为意向，有利

于实现游客忠诚并增强目的地竞争优势，因此，提升

游客功能类恢复性感知应成为开发管理的着力点。

一致性方面，要充分注重旅游地环境的整齐协调性，

确保各项事物与整体环境相适配。打造多元主题游

线，同时将地域性视觉符号加入导视系统，烘托旅游

地的文化主题氛围，帮助游客快速形成对整体环境

的清晰图景，唤起游客的亲切感与归属感。新奇性

方面，管理者可以开发新景点，推出新颖的演艺产

品，也可以通过更新活动设施、提出新的宣传口号，

提高游客的持续新鲜感，使其产生重游意愿，并通过

他们的口碑推荐影响到更多潜在游客。

(2)重点强化游客情感类恢复性感知。研究结果

表明，游客情感类恢复性感知对满意度及游后行为

意向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关键，同时还在功能类恢复

性感知影响游后行为意向的过程中充当一定中介。

为此，在管理开发中应特别注重培育迷人、兼容性及

逃逸感知，以形成游客与旅游地密切的人地关系。

具体地，持续加强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景观优化

工作，以绿色优美、协调一致的自然环境氛围牢固锁

定游客注意力。其次，运用更多文化创意更新产品

体系，根据季节、事件、节庆等打造参与性高、体验性

强的旅游项目，旨在让游客于多元体验中感到流连

忘返，从而全身心地融入旅游地环境，真正达到远离

日常，提高满意感和依恋感。此外，管理者还应选择

职业、出游目的等作为市场细分标准，探查不同群体

游客的身心恢复状态，有针对性地提供旅游产品，促

进游客兴趣、动机与旅游地之间的适配，促发其重

游、推荐、首选意向。

(3)注重提高游客涉入程度，实施游客满意战

略。结论还表明，游客涉入是游客恢复性感知与满

意度间关系的“催化剂”，涉入度偏低的游客，即使恢

复性体验很强烈，也可能无法表现出更高的满意

度。为此，管理者应注意提升游客涉入水平。首先，

充分发挥自媒体快速、直接的宣传作用。通过微博、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对旅游地具备的复愈性功效及

健康资源进行详细介绍，邀请旅游达人、“网红”等来

旅游地进行体验并实时分享旅游经历。同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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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答疑区，及时回复游客留言，满足其个性化的

信息需求，让游客“有备而来”，增进游客的情感价值

感知。其次，打造时点式、阶段式的旅游活动系列，

增加对游客的持续吸引力；开发体验性强的网红项

目，营造轻松的旅游氛围，让游客在丰富的体验参与

中产生兴奋和满足。还可以采取适度优惠的营销手

段，如头道门票免费、主题活动打折、家庭或情侣超

值套餐等，提高旅游地知名度，扩大市场份额。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研究数据是在同一测量环境下，通过单一

对象自我报告方式获得，为提升样本合理性，未来应

当扩大样本的覆盖时间和覆盖区域，从而为变量间

的影响关系论断提供更强的解释力。其次，本文仅

从满意度和旅游涉入两方面考虑建立模型，未来可

从其他理论视角，引入更多变量，如场所依恋、心流

体验等，考察它们的中介与调节作用，以丰富对游客

恢复性感知与游后行为意向关系的理解。最后，研

究对游客恢复性感知的测量采用量表形式，主要涉

及心理、精神的恢复性感受，未涉及医学生理变化指

标，如肌电值、心率等，未来可从游客生理变化着手，

更全面地揭示旅游地环境对旅游者健康的医学价值

及其后续影响。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人在审稿阶段提出的宝贵

意见使本文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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