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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目的地吸引力对於?客的目的地选择有著重要的影响，也与目的地竞

-

力有著密切的关。因此，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旅?目的地吸引力问题受到

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基於对该议题相关文献的综述分析，该文梳理了旅?目的地

吸引力测量的４种方法，即重要性－绩效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目的地

吸引力指数法。对於旅?目的地吸引力的构成要素，现有研究?未给出统一的结

论，但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研究认
$

需要从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视角探究目的地吸

引力的评价指标。由於不同类型目的地自身的差?，各种类型目的地吸引力评价

指标亦有所不同；而对於诸如澳门这样的博彩旅?目的地吸引力问题，仍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旅?目的地；目的地竞
-

力；旅?资源；重要性—绩效分析法；层次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目的地吸引力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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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旅?业对於社会经济发展发挥著极其

重要的作用。据世界旅行和旅?理事会

（ＷＴＴＣ）发?的《２０１９旅?对全球经济影

响与趋势报告》显示，２０１８年，旅?业
"

全

球经济贡献了８．８万亿美元，这相当於全球

ＧＤＰ的１０．４％；世界各地有超过３．１９亿人

的工作是依赖旅?业提供的，?所有就业人

口的１０．０％，预计未来１０年全球旅?行业

将新增１亿个就业岗位（ＷＴＴＣ，２０１９）。正

是由於旅?业的重要影响力，各个国家或地

区都大力推动旅?
%

业的发展。与此同时，

"

吸引更多客源，全球旅?市场的竞
.

亦日

趋激烈。

旅?目的地作
"

旅?
%

品的空间承载

体，是旅?业发展最
"

重要的元素，它是一

个包含了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上层建筑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相关服务、独特的地方特

色及文化属性等要素的杂旅?
%

品集合

体（Ｋｉｍ，１９９８）。从旅?业发展的效果来

看，旅?目的地吸引?客的能力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旅?业发展的重要
+

定因素，也是旅

?业整体竞
.

力的主导因素（Ｃｒａｃｏｌｉｃｉ＆

Ｎｉｊｋａｍｐ，２００９）。对於?客而言，如果
T

开

目的地选择的所有影响因素，一个目的地的

核心资源和吸引物是影响?客到访的最本

质因素（Ｊ．Ｂ．Ｒｉｔｃｈｉｅ＆Ｃｒｏｕｃｈ，２００３）。清

晰地解特定目的地的最
"

重要的吸引力

特徵，也是开展旅?目的地营销的关键。目

的地吸引力越
)

，意味著与竞
.

者相比可以

.

取更大的旅?客流，
"

目的地所在地带来

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目的地吸引力及其

相关议题的研究成
"

了近十几年来旅?领

域的焦点问题之一，颇受旅?研究者、专业

人士及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Ｌｅｅ，Ｈｕａｎｇ

＆Ｙｅｈ，２０１０；Ｍｅｄｉｎａ－Ｍｕｏｚ，２０１４）。值得

关注的是，管针对目的地吸引力的研究文

献日趋丰富，但仍鲜有研究对目的地吸引力

及其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揭示

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
1

络。鉴於此，本文的

目的在於对目的地吸引力的相关研究进行

文献综述，以助於对该研究领域做出全面的

认知，
"

关注这一研究主题的研究学者、专

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１　什
+

是目的地吸引力（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在旅?领域，对於吸引力的关注始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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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例如 Ｂｊｒｋｍａｎ（１９６３）就

提出要在旅?市场研究中关注吸引力因素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少

量学者开始探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旅?吸

引力（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ｃ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问题，例如

Ｇｅａｒ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７４）对土耳其的旅?吸引

力进行了研究。Ｖ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７７）探讨了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不同旅?地区的旅?吸引

力指数。ＢｒｅｎｔＲｉｔｃｈｉｅ和 Ｚｉｎｓ（１９７８）基於

先前学者对於旅?吸引力因素的分析，首次

使用了目的地吸引力概念。他们将文化因

素视
"

旅?吸引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纳

入旅?吸引力因素分析框架，?分析了加拿

大魁北克省的旅?吸引力因素。

对目的地吸引力的分析涉及到多个学

科的知识，这使得对目的地吸引力的
(

涵界

定呈现出不同的视角。一些学者更
)

调从

供给的视角来进行界定，一些学者则认
"

应

该从需求的视角来进行界定，还有些学者则

认
"

需要从供需结合的整个旅?体系视角

（?客、目的地以及两者之间的联）来共

同定义目的地吸引力（Ｆｏｒｍｉｃａ＆Ｕｙｓａｌ，

２００６）。

供给视角基於旅?研究中的拉力理论，

这种理论认
"

一个旅?者之所以到某个目

的地去旅行，主要是因
"

该目的地的各种吸

引物
%

生的拉力，例如目的地的自然景观、

&

乐设施、历史资源、目的地活动等等

（Ｂａｌｏｇｌｕ＆Ｕｙｓａｌ，１９９６）。吸引物就是那些

能“拉动”人们到访目的地的基本因素，因

此，目的地吸引物就是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

要素（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目的地是

“具有独特吸引力的空间旅?服务供应商

（Ｃｒａｃｏｌｉｃｉ＆Ｎｉｊｋａｍｐ，２００９）”。这一视角的

研究文献将目的地吸引力定义
"

具有多维

属性的诸多旅?设施和服务组成的吸引物

集合体（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如果能
4

把目的

地的吸引物罗列出来，?计算出它们各自的

吸引力，?将每个吸引物的吸引力加总求和

就可以得到整个目的地的吸引力。

需求视角基於旅?研究中的推力理论，

这种理论认
"

旅?者之所以到访某一个目

的地，是因
"

受到个体
(

在推动因素的作

用。推动因素被视
"

是旅?者的社会心理

因素（ｓｏｃｉ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它们诱

使旅?者旅行或参加休盻活动（Ｆｏｒｍｉｃａ＆

Ｕｙｓａｌ，２００６），例如旅?者受放身心、追求

声望等自我需求的驱动到访某个目的地。

从这一视角出发，目的地吸引力的大小是旅

?者个体感知的结果。在这一视角下，Ｇｏｏ

ｄｒｉｃｈ（１９７８），Ｍａｙｏ和Ｊａｒｖｉｓ（１９８１）认
"

目

的地吸引力是相较於竞
.

对手而言，旅?者

所感知的一个目的地满足其各种需求的程

度。也可以说，目的地是旅游者感知到的目

的地满足其需求或目标的能力的看法

（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这一视角下，

目的地的属性?非不重要，但只有旅?者对

目的地的属性
%

生综合的信念、观念或印

象，才能
+

定目的地对旅?者的吸引力（Ｈｕ

＆Ｒｉｔｃｈｉｅ，１９９３）。从逻辑上讲，一个?客越

相信某个目的地能
4

满足他／她的需求，该

目的地对他、她就越有吸引力，该目的地被

该?客选择
"

睶在旅?目的地的可能性就

越大（Ｈｕ＆Ｒｉｔｃｈｉｅ，１９９３）。

供需结合视角则认
"

，旅?者代表旅?

的需求方，而目的地是旅?吸引物（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的供应方。旅?者和目的地是

旅?系统的核心要素，目的地吸引力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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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旅?吸引物（供给要素）和旅?者需求的

函数（Ｆｏｒｍｉｃａ＆Ｕｙｓａｌ，２００６）。目的地吸引

力大小不仅取
+

於目的地的资源基础（吸

引物），也取
+

於需求（旅?者）。

需要明确的是，管目的地吸引力与目

的地竞
.

力经常在一些研究中结合起来进

行研究，但两者之间的
(

涵?不相同。目的

地竞
.

力是一个比目的地吸引力更加杂

和宽泛的概念（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目的地

吸引力更多时候被视
"

目的地竞
.

力的影

响因素之一。

２　目的地吸引力的测量方法

对於目的地吸引力的测量，现有文献?

未提出一个一致的方法。总体而言，
F

大多

数研究认
"

目的地之所以能
4

吸引?客到

访，是因
"

它有不同於?客常居地的各种属

性，这些属性
+

定了目的地对?客的吸引力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因此，可以通过测量?客

（或专业人士）对目的地的相关属性感知来

测量目的地吸引力。在这一测量思路下，最

"

重要的是确定究竟目的地的哪些属性与

吸引力有关。Ｌｅｗ（１９８７）将这些属性称之

"

目的地吸引物（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且提出了

三种影响目的地吸引力的旅?吸引物分类

方法。第一种是表意法（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这种方法与目的地吸引力的供给

视角相关，它要求根据旅?吸引物的可观察

的具体特徵，而不是抽象的和普遍特性对旅

?吸引物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法的最佳例

子是按名称对吸引物单独分类。该方法比

较适用於较小区域的目的地吸引力研究。

第二种是组织法（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该种方法聚焦於旅?吸引物的容量、周边环

境及其持续时间。因此，组织法能
4

更好的

描述旅?吸引物之间的时空关。这种方

法在旅?研究中的运用最
"

广泛。第三种

是认知法（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该方法基

於?客对旅?吸引物的感知和体验来进行

归类。因此该方法与目的地吸引力的需求

视角密切相关。

从具体方法来看，重要性－绩效分析方

法（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ＰＡ）

是学者们使用较
"

广泛的目的地吸引力属

性测量方法，如图 １所示。该方法最早由

Ｍａｒｔｉｌｌａ和Ｊａｍｅｓ（１９７７）提出。该方法主要

是由被访谈者对目的地不同吸引物的重要

程度，以及他／她们对该吸引物的实际满意

度进行评分，?以平均分
"

基础绘成一个

二维矩阵。分析出来的数值座落於不同象

限的位置点上，可表示出其重要性与表现绩

效之间的关，?就此结果提出管理策略与

建议。

图１　重要性─绩效分析策略矩阵

该方法的基本步骤
"

：①以问卷的形式

调查?客（或专业人士），要求他们对特定

目的地的每个吸引物的重要性和实际绩效

（即满意度）进行逐项打分，打分可?用李

克特５级量表；②运用 ＳＰＳＳ对收集的有效

资料进行分析，分
2

计算出其重要性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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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以此检验所存在的差距?提出

需要改进的领域；③以重要性"0

轴、实际

绩效（满意度）
"

纵轴做一个四象限座标

图；④再将每个因素依照其重要性和实际绩

效（满意度）的数值绘於座标图上，得到

了一个包含所有因数的四象限点阵图。

目的地吸引力测量常用的第二种方法

是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层级分析法是匹皍堡大学教授Ｓａｔ

ｔｙ（１９８０）所发展出来的，该方法主要用在

不确定情癋下及具有多个评估准则的
+

策

问题上，将杂的问题系统化，由不同的层

面加以层级分解，根据量化後的结果加以综

合评估。在确定目的地吸引力时（目标层，

Ｌｅｖｅｌ１），需要确定目的地吸引力的维度构

成（Ｌｅｖｅｌ２，例如旅?吸引物、交通易达性、

便利设施、配套服务），各维度包含的因素

（Ｌｅｖｅｌ３，例如旅?吸引物可包含自然资

源、文化资源等），以及各因素下的具体属

性（Ｌｅｖｅｌ４，例如文化资源因素下可包含特

2

节事活动、文化遗
%

等）。在此基础上，

召集专家小组对各维度、因素及属性的相对

重要性进行评价，?根据专家小组的意见，

确定各层次的权重。例如，Ｌｅ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在研究台湾作
"

森林休盻旅?目的

地以及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研究台湾作
"

一个自行车旅?目的地的吸引力时，均?用

了层次分析法。

目的地吸引力测量常用的第三种方法

是因子分析法（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在使用该

方法时，首先需要针对特定目的地收集该目

的地吸引力变量的数据，进而对所有吸引力

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识
2

该目的地的吸引

力维度，?根据每个吸引因子的平方载荷

（特徵值，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之和得出权重。

第四种方法是测量目的地吸引力的具

体数值。例如Ｋｒｅｉｃ＇和 Ｐｒｅｂｅａｃ（２０１１）提

出了构建目的地吸引力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ｅｓ

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ＤＡ）的思路。ＩＤＡ

的计算基於以下假设，?客在
+

策过程中会

将不同的目的地特徵（每个目的地特徵都

是睶在的旅?吸引物）与他们的一种或多

种信念和感受联在一起。这种将?客的

信念和感受相关联的目的地特徵作
"

目的

地选择标准的过程被称
"

“抽象（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ｅｄｄｉｇｈｉ＆Ｔｈｅｏｃｈａｒｏｕｓ，２００２）。一

旦抽象过程完成，?客就会以对目的地的最

终态度来形成他们对目的地吸引力的总体

看法。那些被?客认
"

是最重要（或最感

兴趣）?且能在?客中引起最
)

烈和最积

极情感的目的地特徵，就可以被定义
"

最重

要的旅?吸引物，因此应该在 ＩＤＡ指数的

计算中获得较高的数值。他们使用的吸引

力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ＩＤＡ＝∑
ｎ

ｉ＝１
!ｉＸｉ

其中，
!ｉ表示目的地不同吸引物的权

重，Ｘｉ表示不同吸引物的吸引力评价分值的

平均值。

与目的地吸引力指数的思路相一致，

Ｚａｋａｒｉａ和Ａｚｉｚ（２０１８）在研究马来西亚雪兰

莪州的吸引力时，建立了一个目的地吸引力

模型，即：

Ｔｉ＝ａｉ＝∑
ｎ

ｋ＝１
ＢｉｋＥｋ

其中，Ｔｉ表示目的地吸引力；αｉ表示受

访者对目的地态度的一维测量；Ｂｉｋ表示受

访者对目的地所拥有的吸引物 ｋ的感知重

２４１



要性；Ｅｋ表示受访者对目的地所拥有的吸

引物ｋ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评价。

管上述４种方法?不完全相同，但它

们亦存在一定的
(

在联，即都需要确定目

的地的吸引物要素。在此基础上才根据各

个方法不同的测量程序，对目的地吸引力展

开测量。在实际的使用中，一些研究学者同

样会基於其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

例如，如果要对不同目的地吸引力大小进行

排名比较时，目的地吸引力指数就更
"

适

用；如果要检视目的地吸引力要素存在的不

足时，重要性─绩效分析方法显得更加适

合。除上述从目的地所拥有的多维吸引物

角度对目的地吸引力进行测量外，部分研究

也认
"

应该?用整体测量方法对目的地吸

引力进行测量。所谓整体测量方法，即不具

体区分和探讨哪些吸引物（属性）是目的地

吸引力的组成部分，仅简单询问?客“您如

何评价某地作
"

旅?目的地的吸引力”，受

访者可以直接对此进行评分，从而获得目的

地吸引力的量化数据。例如 Ｕｍ，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以及Ｖｉｇｏｌｏ（２０１５）等的研究就?用

了这种测量方法。

３　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

目的地吸引力取
+

於目的地所拥有的

吸引物（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客对这些吸引物的

感知重要性（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以及这

些吸引物对於满足?客需求的能力（Ｖｅｎｇｅ

ｓａ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但从目的地管理的角度

来看，目的地管理者所能主动控制的只有目

的地所拥有的吸引物（或者培育目的地吸

引物），因此，研究目的地吸引力的构成要

素，就是识
2

出那些对某地的吸引力有影响

的目的地吸引物。现有研究?未对目的地

吸引力构成要素形成完全统一的结论。这

一方面是源於不同类型的目的地都有著各

自不同的特定（例如滑雪旅?目的地与海

滨观光旅?目的地就存在差?），用统一的

标准套用在所有类型的目的地上本身就是

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不同学者对於目的

地吸引力要素的划分标准也存在差?。表

１汇总了不同研究关於目的地吸引力构成

要素的研究结果。在最早期关於目的地吸

引力构成要素的研究中，Ｇｅａｒｉ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７４）对土耳其６５个旅?区域的吸引力

进行了排名比较，他们所?用的目的地吸引

力构成要素标准包括自然因素、社会因素、

历史因素、?憩及购物设施、基本公共设施、

食物及住宿等５个维度，而所有维度下的具

体吸引力评价标准则包括１７项。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１９９３）认
"

管关於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

素的分类
5

多，但最基本分类是由联合国世

界旅?组织（ＵＮＷＴＯ）提出的，该组织将目

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分
"

自然旅?资源、文

化和历史遗
%

、气候、基础设施、旅?服务及

设施五类。後续的
F

大部分研究都认
"

目

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应该包含多个维度，以

及若干项评价标准，但对於维度的划分及评

价标准的设定则存在一定的差?。

此外，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探讨一些

与目的地吸引力概念存在一定差?，但且密

切相关的议题。例如，Ｔｒｕ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以Ｄａｌａｔ（越南的一个城市）
"

对象，研究目

的地独特性时（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发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基础设施和旅?

设施是目的地独特性的重要构成要素；Ｊ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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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研究 ＭｏｒｅｃａｍｂｅＢａｙ（位

於英格兰西北部）的地方感（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ｌａｃｅ）

时，认
"

文化与遗
%

、饮食、自然和野生动

物、景观是影响地方感的重要因素；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在探讨目的地魅力（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ｏｎ）与目的地忠诚度的关时，将吸

引力作
"

目的地魅力的一个构成要素，?从

适宜性（ｆｉｔｎｅｓｓ）、友好性（ｆｒｉｅｎｄｌｉｎｅｓｓ）、独特

性（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神秘性（ｍｙｓｔｉｑｕｅ）、丰富性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和吸引力（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等６个

方面来测量目的地魅力。需要指出的是，这

些研究管与目的地吸引力密切相关，但毕

竟其研究主题?非目的地吸引力本身。当

然，这些研究亦预示著与目的地吸引力研究

的发展方向，值得在今後的研究中加以关

注。

表１　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的研究结果

作者 目的地吸引力维度及具体吸引力属性

Ｇｅａｒ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７４）

自然因素：如自然风景；气候

社会因素：如艺术与建筑；节庆；独特的当地特色；展销及展览会；对?客的态度

历史因素：如历史名胜；古遗址；宗教特色

?憩及购物设施：如运动设施；教育设施；夜间
&

乐；有助健康及休盻的设施；购物设施

基本公共设施、食物及住宿：高於最低质量的基础设施；超过最低旅?质量的餐饮设施

Ｖ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７７） 沿用了Ｇｅａｒ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７４）的目的地吸引力评价标准

Ｊ．Ｒ．ＢｒｅｎｔＲｉｔｃｈｉｅａｎｄ
Ｚｉｎｓ（１９７８）

一般因素：自然风景和气候；文化和社会特徵；体育、
&

乐和教育设施；基础设施；价格水平；

对?客的态度；交通易达性

文化吸引力因素：手工艺品、传统、美食、艺术与音乐、目的地历史／包括视觉标识；居民从事
的工作类型；建筑；语言、宗教、教育系统、服饰和休盻活动

Ｆｅｒｒａｒｉｏ（１９７９）
风景及景观；动物园及野生动物；自然植被；阳光及沙滩；历史古?；运动设施；城镇观光及购

物；参与目的地生活；夜间
&

乐

ＶａｎＲａａｉｊ（１９８６） 气候；风景；海滩；山
1

；历史文化建筑；酒店及交通设施；团体旅行
%

品；运动及休盻设施

Ｌｅｗ（１９８７） 景观（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回忆（ｒｅｍｅｍｂｅｒ）；能满足?客的服务和设施

Ｇａｒｔｎｅｒ（１９８９） 历史和文化景点；夜生活；饮酒；
@

外生活；自然环境；其他人的接受性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８９） 观光景点；节庆；各种设施；基础设施；交通便利；餐饮服务资源

ＧｏｏｄａｌｌａｎｄＢｅｒｇｓｍａ
（１９９０）

旅?景点；提供的设施及服务；交通易达性；目的地形象；顾客旅?的总价格

ＧｅｅａｎｄＭａｋｅｎｓ（１９９０） 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憩设施；发生的事件；特殊的活动；心理上的吸引力

Ｂａ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美国海滨县城：旅?支持服务；住宿／度假村设施
美国中部州的县城：旅?支持服务；风景／露营；

@

外活动

美国其馀州的县城：旅?支持服务；
@

外休盻；历史／环境

Ｉｎｓｋｅｅｐ（１９９１）
自然吸引力（主要由自然环境组成）；文化吸引力（主要由人

"

活动所组成）；特殊型态吸引

力（人
"

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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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的研究结果

作者 目的地吸引力维度及具体吸引力属性

ＨｕａｎｄＲｉｔｃｈｉｅ（１９９３）
气候；住宿的可获得性及质量；运动／

&

乐机会；风景；美食；
&

乐；目的地当地居民生活的独

特性；历史景点；博物馆／文化景点；语言障碍带来的沟通难度；节日／特殊节事；交通易达性；
购物；对?客的态度；当地佳通的可获得性及质量；价格水平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９３） 自然旅?资源；文化和历史遗
%

；气候；基础设施；旅?服务及设施

Ｌａｗｓ（１９９５）
主要类

2

：气候；生态；自然资源；文化；历史建筑

次要特徵：酒店；餐饮；交通；活动及
&

乐

Ｋｉｍ（１９９８）

季节及文化吸引力：季节吸引力；目的地独特性；非常具乐趣及观光性；文化体验及历史古?

乾
Y

及宁
Z

的环境：环境宁
Z

；清洁卫生；自然环境；新鲜空气；水质乾
Y

；价格水平

住宿／放设施的质量：住宿的可获得性及质量；休盻及放的设施；各种类型的食品和饮料
面向家庭的设施及安全性：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地方安全；与他人一起体验新的不同的生活

方式

交通易达性及声誉：到目的地花费的时间；目的地声誉和知名度；便捷的交通和位置

&

乐及休盻机会：夜生活和夜间
&

乐；风景与景致；体育与
&

乐机会

Ｍｕｒｐ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环境：宜人的气候；迷人的风景；乾
Y

的城市；传统氛围；友好的居民

基础设施：美食；有趣的景点；优质的酒店

质量：总体满意度；相较於美国的质量

价值：合理的价格；物有所值；旅行价值；相较於美国的价值

再访意愿：２年
(

再访维多利亚的意愿；２年
(

再访其他岛屿目的地的意愿

Ｂｕｈａｌｉｓ（２０００） 景点；交通易达性；团体旅行
%

品；支持性服务

Ｃ．Ｒ．Ｇｏｅｌｄｎｅｒ，Ｊ．ａｎｄ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０００）

文化；自然资源；节事；消遣及
&

乐

Ｍｉｈａｌｉ̌ｃ（２０００）
自然特徵；气候；文化和社会特徵；一般基础设施；基础服务设施；旅?上层建筑；交通及运输

设施；对?客的态度；成本／价格水平；经济和社会联及其独特性（例如独特的宗教中心；独
特的地理位置）

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周边景点；交通易达性；旅?资源（文化与历史）；旅?设施；当地社区（文化、经济、社会）

Ｓｗａｒｂｒｏｏｋｅ（２００２）

自然景观：海边；岩洞；岩石景观；河流；湖泊；野生动植物

人造景观（最初的设计不以吸引观光客
"

目的）：教堂；庙宇；史建筑物；考古遗址；历史庭

园；蒸汽火车；水库

人造景观（以吸引观光客
"

目的）：主题公园；?艇码头；展览中心；工厂；商店；野生动物园；

休盻中心；博物馆；滨海区发展

特殊活动：运动赛会活动；艺术节庆；市场和市集；传统习俗和民俗节庆；宗教活动

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２００３） 目的地
(

部资源和活动的组合；体验环境；支持性服务；传播／推广

Ｂ．Ｊ．ＲｉｔｃｈｉｅａｎｄＣｒｏｕｃｈ
（２００５）

地貌和气候（包括目的地的自然和气候特徵）；文化和历史；活动组合；节事；
&

乐；上层建

筑；市场联

ＦｏｒｍｉｃａａｎｄＵｙｓａｌ
（２００６）

旅?服务及设施：餐饮场所；商业零售；纪念品公司；旅?机构；酒店和汽车旅馆客房；高尔夫

课程

文化／历史：历史建筑；博物馆；历史街区；
(

战地点；节日；酒庄

乡村住宿：露营地；小屋／小木屋；床和早餐；休盻停车场
@

外休盻：骑马；跳跃（ｆａｌｌｓ）；徒步；自行车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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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的研究结果

作者 目的地吸引力维度及具体吸引力属性

Ｃ．Ｒ．ＧｏｅｌｄｎｅｒａｎｄＲｉｔ
ｃｈｉｅ（２００６）

文化吸引力；自然吸引力；活动吸引力；?憩吸引力；
&

乐吸引力

Ｄ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交通易达性；旅?公共基础设施；辅助服务；城市的古老风味；独特的当地特色；心理与生理

条件；文化属性

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目的地景点：文化和历史景点（历史景点；文化景点；建筑景点；传统艺术；文化艺术）

自然景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自然奇观／风景
休盻设施：宜人的天气；水上活动；休盻活动

独特景点：多种景点；购物设施；景点的交通易达性；景点独特性

创造性吸引物：旅?；运动机会；特殊事件；体育设施；基於自然的活动

目的地支持性服务：住宿设施（设施的品质；设施的多样性；高档设施；物有所值）；目的地公

用事业（
Y

水；电力）；通讯设施（直航；现代通讯设施；互联网）；目的地交通易达性（道路系

统的品质；交通拥堵情癋；汽车租赁设施；可供出租汽车的数量；充足的目的地
(

外部交通网

络；景点的交通易达性）

与人相关的因素：目的地居民对?客的态度（当地人的助人意愿，员工对?客的态度，当地人

对?客的态度，当地人的友善度）；人身风险（安全的环境；警员巡逻；公园的安全保障；政治

稳定）；健康风险（卫生标准；疾病风险；个人健康安全；现代医疗设施）；客
@

服务（员工的外

貌；英语能力；其他外语技能；导?技能；员工对当地景点的解；移民官员的态度）

Ｊ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自然资源；文化遗
%

；节庆；休盻及运动活动；
&

乐设施；住宿；购物设施；餐饮

Ｃｒａｃｏｌｉｃｉａｎｄ Ｎｉｊｋａｍｐ
（２００９）

当地居民的接待及热情；艺术与文化；景观；环境与自然；酒店及其他住宿；特色食物；文化活

动（音乐会、艺术展览）；价格水平；生活成本；商品质量及种类；信息及旅?服务；?客安全；

葡萄酒品质

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２０１０） 目的地属性－目的地吸引物；支持性服务及设施；与人相关的因素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旅?景点：例如自然资源；文化和历史资源；人工资源

支持性旅?基础设施：例如住宿和食物

交通易达性：例如旅行距离和成本

辅助性服务和设施：例如安全；信息

Ｋｒｅｉｃ＇ａｎｄＰｒｅｂｅａｃ
（２０１１）

住宿及餐饮：餐厅质量；餐厅种类；住宿质量；友善度；其他

目的地活动：体育及休盻机会；
&

乐机会；购物机会；物有所值；其他

自然特徵：风景秀丽；交通易达性；气候；其他

目的地美学：城市与建筑的整体协调性；文化遗
%

的展示；目的地信息质量；其他

环境保护：目的地整洁卫生；环境保护；其他

目的地营销：国家形象；人身安全感；国家推广的质量；其他

Ｔａｍ（２０１２）
安全及保安；风景；价格水平；文化吸引物；对?客的态度；当地居民生活的独特性；餐饮；当

地交通可获得性及质量；历史吸引物；
&

乐活动；节事；沟通难易度；住宿的可获得性及质量；

天气和气候；购物；交通易达性；体育和
&

乐机会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设施便利性：住宿设施的提供；款待服务的提供

交通易达性：连接目的地的交通服务（如铁路、公共汽车）；各种自行车路瞃；光滑的路面；交

通的低流量和高密度

旅?资源：风景秀丽；周边景点；气候宜人

补充服务：自行车道标?；解释及信息标识；照明系统；公共休息区和洗手间设施

ＺａｋａｒｉａａｎｄＡｚｉｚ（２０１８）
遗

%

、历史和文化景点；文化和社区吸引物；农业旅?；美食；节事；探险和体育旅?；自然景

点；购物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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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地作
"

一个杂的旅?元素集合

体，需要包含多个方面的不同要素，例如

Ｃｏｏｐ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提出的目的地“４Ｓ”要

素观点（４Ｓ即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ｅｓｓ，Ａｍｅｎｉ

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ｎｃｉｌｌ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已经成
"

了目

的地管理领域颇受认可的理论框架。从成

功的目的地角度出发，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３）提

出了成功旅?目的地的１０Ａ观点，认
"

成

功的旅?目的地受到１０个方面的主要影

响，即知名度（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吸引力（ａｔｔｒａ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可获得性（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到达的交

通（ａｃｃｅｓｓ），硈誉（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保证性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形象（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ｃｅ），行动（ａｃｔｉｏｎ）以及责任性（ａｃｃｏｕｎ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但总体而言，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吸

引力构成要素的观点依然存在差?，很难在

研究某一目的地吸引力时完全?用现有研

究提出的所有要素作
"

目的地吸引力的评

价标准。对於旅?目的地的管理而言，亦不

可能在所有吸引力构成要素上投入完全均

等的资源。因此，很有必要探讨哪些要素属

於核心要素，应该加以重点考虑，哪些要素

属於非核心要素（附加要素），对目的地吸

引力影响较
"

有限。但对於非核心要素，?

非在目的地管理中应该完全忽视。正如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所言，由於个体前往目的

地的主要目的是
"

了享受目的地的核心要

素，因此，核心要素在拉动个体离开常住地

前往目的地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虽然核心

要素在吸引目标市场方面起著主要作用，?

不意味著附加要素的作用就不重要甚至可

以被忽视掉。

一些学者（例如Ｆｅｒｒａｒｉｏ（１９７９），Ｃｒｏｕｃｈ

和 Ｒｉｔｃｈｉｅ（１９９９），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２０１０）等）将

目的地吸引力的构成要素按重要性分
"

三

类，第一类是目的地的某些独特要素。这些

独特的要素被 Ｆｅｒｒａｒｉｏ（１９７９）以及 Ｃｒｏｕｃｈ

和 Ｒｉｔｃｈｉｅ（１９９９）称之
"

吸引物（ａｔ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且认
"

吸引物是目的地吸引力最

基本、最
"

主要的因素。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认
"

目的地吸引物（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是旅

?目的地拥有的最基本的核心旅?资
%

。

这些吸引物定义了?客到目的地享受其旅

?的框架。吸引物包括以不同形状、大小和

形式存在於目的地的各种人造的和自然的

资源（Ｓｗａａｒｂｒｏｏｋｅ，１９９５；Ｗａｌｓｈ－Ｈｅｒｏｎ，

１９９０）、文化、遗
%

、历史、习俗、建筑特色、传

统艺术品、美食、音乐以及手工艺品等等。

但最
"

重要的目的地吸引物是那些稀有的、

难以模仿的，仅仅少数特定目的地才拥有的

吸引物。其他一些目的地吸引力研究学者

诸如Ｆｏｒｍｉｃａ（２００２）以及Ｒｉｔｃｈｉｅ和Ｃｒｏｕｃｈ

（２０００）也认
"

目的地吸引物对於目的地吸

引力有著最
"

重要的影响。

除吸引物外，目的地吸引力的第二类构

成要素是目的地的支
S

性服务及设施（ｓｕｐ

ｐｏ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

２０１０）。这些支
S

性服务及设施对於目的地

的成功发挥著补充性的作用（Ｄｗｙ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如果
:

有了吸引物，支
S

性服务及

设施对於旅?目的地毫无意思。

第三类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是与人

相关的因素（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同样，

第三类因素也只是发挥补充性的作用，只有

在目的地吸引物和支
S

性服务及设施的基

础上，与人相关的因素才能
"

目的地增加价

值（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２０１０）。

正是因
"F

大部分学者认
"

目的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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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吸引物是目的地吸引力最
"

重要的

要素，因此，在识
2

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

的具体指标时，几乎都倾向於从目的地所拥

有的吸引物及其特徵出发。概括而言，对於

目的地吸引力构成要素重要性的探讨，通常

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
"

一些吸引力要

素是影响?客对目的地吸引力大小评价的

普遍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重要指标。例如，Ｍａｙｏ

（１９７３）对美国汽车旅行者关於度假的态度

进行了全国性调查，发现风景（ｓｃｅｎｅｒｙ）、气

候（ｃｌｉｍａｔｅ）和价格（ｐｒｉｃｅ）是受访者评价任

何旅?目的地吸引力时最
"

关键的指标。

Ｇｅａｒ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７４）在
"

土耳其政府评估

旅?目的地吸引力时，也认
"

自然风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ｅａｕｔｙ）和气候（ｃｌｉｍａｔｅ）是?客评

价土耳其旅?目的地吸引力最
"

重要的指

标。ＢｒｅｎｔＲｉｔｃｈｉｅ和 Ｚｉｎｓ（１９７８）在研究魁

北克市的吸引力时，同样认
"

自然风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ｅａｕｔｙ）和气候（ｃｌｉｍａｔｅ）最
"

重要。

第二种观点则认
"

，管上述提到的吸

引力要素是?客评价目的地吸引力的普遍

性重要指标，但一些吸引力要素在提升目的

地吸引力方面也依赖於目的地的类型以及

它们给旅客带来的体验。例如，ＢｒｅｎｔＲｉｔ

ｃｈｉｅ和Ｚｉｎｓ（１９７８）发现，对於外省?客，社

会文化特徵对於魁北克市整体吸引力的影

响仅次於自然风光（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ｅａｕｔｙ）和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位列与被调查者选出的８种吸引

力要素的第３位；但对於省
(

?客，社会文

化特徵的重要性显著下降。Ｋａｌｅ和 Ｗｅｉｒ

（１９８６）在研究印度作
"

旅?目的地的形象

时，发现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作
"

一种目的地要素

对於吸引美国?客到访印度是最
"

重要的

要素，但对於家庭休盻型?客而言，文化的

重要性
/

不太重要。Ｈｕ和 Ｒｉｔｃｈｉｅ（１９９３）

发现情景因素（ｃｏｎｔｅｘｔ）以及对目的地的熟

悉度（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会影响人们对目的地吸引

力要素重要性的评价。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在研究不

同类型的旅?目的地时，亦发现影响不同类

型旅?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不完全

相同。例如，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在研究台湾

作
"

一个可持续森林休盻旅?目的地的吸

引力时，认
"

影响目的地吸引力排前六位的

因素分
2

是自然资源、外部交通（例如公

路、铁路网）、住宿和餐饮供应、森林风光、

铁路及气候。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在研究蜜月

旅?目的地时，发现安全、优质的住宿质量、

合理的旅行成本是影响吸引力最
"

重要的

３项因素。

在针对克罗地亚（Ｃｒｏａｔｉａｎ）６个沿海县

吸引力指数的研究中，Ｋｒｅｉ１ｃ＇和 Ｐｒｅｂｅａｃ

（２０１１）发现吸引力指数最高的是自然景

观，其次是环境保护，排第三位的是住宿及

餐饮，排第四位的是目的地营销，排第五位

的是目的地活动，排第六位的是目的地美

学。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研究台湾作
"

一个

自行车旅?目的地的吸引力时，?用层次分

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且发

现设施便利性（ａｍｅｎｉｔｉｅｓ）是自行车旅?目

的地吸引力最
"

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可

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再其次是旅?资源

（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最後是补充服务（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ｅｄｉｎａ－Ｍｕｏｚ和

Ｍｅｄｉｎａ－Ｍｕｏｚ（２０１４）认
"

，养生旅?目的

地（ｗｅｌｌｎｅｓｓ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的吸引力要素包括

６个方面的重要性排序是：目的地的自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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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酒店的休盻环境，聚焦於个性化和专业

化的差?化，价格竞
.

力，提供的养生护理

及护理中心的吸引力，养生护理的补充性商

业服务，提供的体育活动。

Ｚａｋａｒｉａ和Ａｚｉｚ（２０１８）的研究认
"

，影

响目的地吸引力因素的重要性排名分别是：

自然吸引物（ｎ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遗
%

、历史

和文化吸引物（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文化与社区吸引物（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农业旅?（ａｇｒｏｔｏｕｒ

ｉｓｍ），美食（ｃｕｉｓｉｎｅ），冒险及体育旅?（ａ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ｐｏｒｔｔｏｕｒｉｓｍ），节事（ｅｖｅｎｔ），购

物（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Ｌｅｅ和Ｋｉｎｇ（２０１９）在研究长者旅?目

的地的吸引力时，交通易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对於目的地吸引力影响最大，其次分
2

是便

利设施（ａｍｅｎｉｔｉｅｓ，例如住宿、餐饮等）、配套

服务（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旅?资源

（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的影响最小。

４　结束语

旅?目的地吸引力对於目的地的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对於培育目的地吸引力，需

要藉助系统化的思维，既要考虑如何维护或

培育目的地的旅?吸引物（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ｔ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也要思考如何满足?客的价值需求。

目的地的旅?吸引物仅仅只是目的地吸引

力的物理表现，但对於?客而言，目的地吸

引力的形成是?客基於目的地所拥有的吸

引物在脑海中的心理建构（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正因如此，现有研究表明，管不

同类型的旅?目的地，其吸引力的核心构成

要素?不完全相同，但在
F

大多数的目的地

中，目的地吸引物（例如自然或人造的景

观）对於目的地吸引力发挥著基础性的作

用。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於博彩旅?目的地

吸引力的研究依然缺乏。澳门作
"

世界级

的博彩旅?目的地，目前正大力打造世界旅

?休盻中心，很有必要开展澳门的旅?休盻

吸引力研究。一方面需要探究澳门作
"

旅

?休盻目的地的吸引力现状；另一方面亦需

要探究澳门要打造世界旅?休盻目的地，应

该更加关注哪些吸引力构成要素，才能更好

地提升自身的吸引力，打造颇受?客欢迎的

世界级旅?休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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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ｓ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９（４）：４９７

－５１７．

［２９］ＬａｗｓＥ．（１９９５）．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３０］ＬｅｅＣＦ，ＣｈｅｎＰＴ，ＨｕａｎｇＨＩ．（２０１４）．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

ｅｓｅｂｉｃｙｃ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１５（３）：２７５－２９７．

［３１］ＬｅｅＣＦ，ＨｕａｎｇＨＩ，ＣｈｅｎＷＣ．（２０１０）．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ｖｅ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７（７）：６７６－６９３．

［３２］ＬｅｅＣＦ，ＨｕａｎｇＨＩ，ＹｅｈＨＲ．（２０１０）．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１８（６）：８１１－８２８．

［３３］ＬｅｅＣＦ，ＫｉｎｇＢ．（２０１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ａｔ

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ｆｏｒａｓｅｎｉｏｒｓ－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ｄｅｓｔ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２２（１）：７１－９０．

［３４］ＬｅｗＡＡ．（１９８７）．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ａｔ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４（４）：５５３－５７５．

［３５］ＭａｙｏＥＪ．（１９７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

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ｔｈＡｎ

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

ＵＴ．

［３６］ＭａｙｏＥＪ，ＪａｒｖｉｓＬＰ．（１９８１）．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ｏｆｌｅｉｓｕｒｅｔｒａｖｅｌ．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ＣＢＩ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３７］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Ｇ．（１９９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ｐｌａｎｎｅｒｓ（ｐｐ．ｖｉ＋

１６６ｐｐ．）．Ｍａｄｒｉｄ：Ｗｏｒｌｄ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ＷＴＯ）．

［３８］Ｍｅｄｉｎａ－ＭｕｏｚＤＲ，Ｍｅｄｉｎａ－ＭｕｏｚＲＤ．

（２０１４）．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ｗｅｌｌｎｅｓｓｄｅｓｔ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１６（６）：５２１－５３３．

［３９］Ｍｉｈａｌｉ̌ｃＴ．（２００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ｆａ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ｆａｃｔｏｒ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１（１）：６５－７８．

［４０］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Ａ Ｍ．（１９８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ｌｂａｎ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ｅｌ

ｍａｒ．

［４１］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ＡＭ．（２０１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４２］ＭｕｒｐｈｙＰ，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ＭＰ，ＳｍｉｔｈＢ．（２０００）．

Ｔｈ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１）：４３－５２．

［４３］ＲｉｔｃｈｉｅＢＪ，ＣｒｏｕｃｈＧＩ．（２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ＣＡＢＩ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４４］ＲｉｔｃｈｉｅＪＢ，ＣｒｏｕｃｈＧＩ．（２００３）．Ｔｈｅ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ＣＡＢＩ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４５］ＲｉｔｃｈｉｅＪＲＢ，ＣｒｏｕｃｈＧＩ．（２０００）．Ａｒｅｄｅｓｔ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ｓｂｏｒｎｏｒｍａｄｅ：Ｍｕｓｔ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ｓｔａｒｇｅｎｅ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ｓ，Ｃａｍｅｒａ，Ａｃｔｉｏｎ－３１ｓｔ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Ｓａ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Ｖａｌ

ｌｅｙ，Ｃａｌｉｆ．

［４６］ＲｉｔｃｈｉｅＪＲＢ，ＺｉｎｓＭ．（１９７８）．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

ｇｉｏｎ．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２）：２５２

－２６７．

［４７］ＳａｔｔｙＴＬ．（１９８０）．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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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ＳｅｄｄｉｇｈｉＨＲ，ＴｈｅｏｃｈａｒｏｕｓＡＬ．（２００２）．Ａ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Ａ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３（５）：４７５－４８７．

［４９］ＳｗａａｒｂｒｏｏｋｅＪ．（１９９５）．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ｓｉｔｏｒ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５０］ＳｗａｒｂｒｏｏｋｅＪ．（２００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ｓｉｔｏｒ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２ｎｄ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５１］ＴａｍＢＴ．（２０１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０（１）：２１７

－２２６．

［５２］ＴｒｕｏｎｇＴＬＨ，ＬｅｎｇｌｅｔＦ，ＭｏｔｈｅＣ．（２０１８）．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２１４－２３１．

［５３］ＵｍＳ，ＣｈｏｎＫ，ＲｏＹ．（２００６）．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３３（４）：１１４１－１１５８．

［５４］ＶａｎＲａａｉｊＷ Ｆ．（１９８６）．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３（１）：１－９．

［５５］ＶａｒＴ，ＢｅｃｋＲＡＤ，ＬｏｆｔｕｓＰ．（１９７７）．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ｃ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ｕｒ

ｉｓｔｉｃａｒｅａｓｉ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５（３）：２３－２９．

［５６］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Ｓ．（２００３）．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ｔ

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ＡＮＺＭＡＣ

２００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Ｍｏｎａｓ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７］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Ｓ．（２０１０）．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

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ｓｔ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６（２）：１７９－１８５．

［５８］ ＶｅｎｇｅｓａｙｉＳ，ＭａｖｏｎｄｏＦ，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Ｙ．

（２００９）．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ａｓｐｒｅｄ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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