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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基於过去三十年来博彩旅?的重要文献，以澳门为例，从消费者出

?动机、博彩旅?
'

品修复性，以及社会建构的合法信息框架视角展开论述。在已

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探讨博彩旅?发展的可行性、实效性和必要性，?就突发性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讨论後疫情时代博彩旅?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消费者

出?动机的转变、
*

乐场恢复性
'

品的创新，以及对博彩合法性的解构和建构方面

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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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是世界第一的博彩中心，
567Q

年

博彩业年收入超三千亿元 （
1"2") M-"-$,-$2,

"/% S+/,@, M+*#$2+,: 567Q

）。然而，
5656

年

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澳门的旅?博彩

业遭受重创，到访?客
K+

，行业发展停滞。

本文主要?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从消费者到

访
>

乐场动机、
>

乐场的修复功能性及
>

乐

场发展的合法性三个视角梳理相关文献。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从体验的视角，回顾消

费者到访
>

乐场的多方位动因；其次在注意

力恢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

乐场对人类健

康的恢复睶力及其对重?意愿影响的综合

信息框架；最後在信息框架理论的指导下，

扩展原有对博彩运营认知的传统观点，总结

出一个全面的博彩发展社会文化接受信息

框架。在回顾澳门博彩旅?的核心影响因

素的同时展望後疫情时代博彩旅?的发展

方向。

１　博彩旅?动机

中国?客代表著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旅

?市场，澳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博彩中心。有

鉴於此，世界博彩业巨头，如美高梅、永利度

假村、澳博和银河
>

乐集团都在澳门运营著

规模庞大的
>

乐场项目，?持续谋篇布局制

定扩张计划（̀
"/: 5675

）。这些
>

乐场巨擘

不断对传统的
>

乐场项目进行改革，摆
@

对

传统博彩项目的
B

对依赖，逐渐向主题式综

合度假村转型，最终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旅?

者到访（
O*+/-$2+: +- "4': 567\L )̀/B: 567<

）。

管市场营销和旅?研究人员开始讨

论中国大陆?客盠入澳门的人口统计特徵

（
3)C,)/: 7==<L M)/B N `$--: 566X

），但仍然

缺乏对大陆?客在澳门光顾
>

乐场的动机

的实证理解。现有研究认为中国人对博彩

是狂热的（
()/B N G^)*$): 566<L O"D$/+"@:

566<

），但有学者发现仅有不足一成的中国

?客到访澳门的主要目的是博彩（
1"2")

M-"-$,-$2, "/% S+/,@, M+*#$2+,: 566=

）。中国

?客蜂拥至澳门
>

乐场，不只是出於对博彩

的渴望，也是为了满足一系列的旅?需求。

因此，
>

乐场作为服务的提供商，如何能够

满足非博彩?客的需求，吸引大量?客到访

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後疫情时

代，旅?者的博彩旅?动机是否发生改变是

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有文献已经对博彩的社会心理进行

了广泛的讨论，认为博彩和
>

乐场体验需求

是重要的旅?动机（
O"*I: +- "4': 5665L U$--$2



E"$/@H"-: +- "4': 566Q

）。其中，
K++

等（
566X

）

提出，社会化和学习、挑战、逃避和获胜是博

彩者的主要目的。
O4"-^

（
5667

）指出，博彩

者参与博彩的动机是赢钱、兴奋、冒险、自

主、独立、逃避日常生活、探索、社交、展现能

力、控制和权力等等。
S)--+

（
7==\

）概括了

博彩动机的类型：经济、象徵和享乐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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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型动机关注的是经济回报，象徵型动机包

括感知到的控制感和逃避无聊，享乐型动机

主要是
>

乐消遣。随著博彩人越来越多地

寻求新奇、刺激、社交聚会和自我实现，
>

乐

性博彩人愈发寻求与普通休盻者相似的享

乐性和象徵性体验需求的满足，博彩正逐渐

融合为一种体验式消费过程，?成为一种主

流的休盻活动。

虽然社会心理学和旅?文献的研究普

遍承认，博彩旅?是由一系列推力因素推动

的，但对拉力因素如何吸引?客进行博彩旅

?尚不明晰。现有文献的共识是，建筑环境

和各种享乐休盻
*

品（包括购物、
>

乐和餐

饮）吸引了?客前往博彩目的地（曾忠
#:

566<

）；宜人的和精心打造的服务环境创造

了一种氛围体验，可以提高客
2

满意度和忠

诚度（
f)E/,)/: +- "4': 566TL "̀I+F$+4% N

R4)%


B+--: 7==T

）。推力因素是
*

生旅?需

求的社会心理驱动因素，如获得新奇体验、

逃避日常生活和责任、与朋友和家人交往

（
S*)AD-)/: 7=\=

）。拉力因素是吸引?客

进行旅?体验的目的地吸引力，如优美的建

筑、购物中心、
>

乐中心和顶级的服务

（
R"4)B4@ N V>,"4: 7==XL S*)AD-)/: 7=\=

）。

当这些体验式旅?需求得到满足时，?客可

能会
*

生满足感，继而增加他们的重?倾向

（
&"@ N K$A: 566<L U),, N .,)


JE)4": 7==7

）。

为了研究
>

乐场旅?动机，̀
)/B

和

U),+/C"@A

（
5675

）提出了一个泛博彩旅?

动机模型，主要包括五个维度：
>

乐猎奇、休

盻活动、逃避压力、
>

乐场观光和社交。其

中推力主要包括
>

乐猎奇、社交和逃离，而

拉力则包括休盻活动和
>

乐场观光。
>

乐

猎奇即大陆消费者前往澳门
>

乐场是为了

增进对博彩之都的解，体验幻想的生活方

式，享受博彩的乐趣，沉浸在豪华
>

乐场，参

与当地夜生活；社交即澳门的
>

乐场能让他

们发展更亲密的家庭关，与家人共度时

光；逃离即逃避家庭责任和日常琐事；休盻

活动即
>

乐场提供的奢华
>

乐、购物和住

宿；
>

乐场观光即大陆?客去
>

乐场是为了

欣赏最新的建筑，体验独特的优质服务环

境。
1"

和
K"$

（
567X

）整合了近年的旅?动

机研究，提出九因素模型，包括：学习、感知、

>

乐、声望、社交、消遣、赢钱、成本控制及福

利。研究结果发现，福利、学习、
>

乐，成本

控制和社交是消遣型?客的主要出?动机。

继往文献多强调博彩动机的推动因素，

)̀/B

和
U),+/C"@A

（
5675

）以不同的视角

看待
>

乐场博彩，?探索博彩旅?的睶在动

机。研究结果揭示了
>

乐场供应和?客的

社会心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这种关使

?客倾向於前往一个目的地。
)̀/B

和

U),+/C"@A

（
5675

）还扩展了博彩研究，提供

了关於
>

乐场博彩的不同视角，即类似於主

题公园的综合
>

乐场的出现在?客中催生

了一种新的旅?现象：博彩旅?。许多?客

将博彩旅?和
>

乐场体验视为他们旅?体

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忠
#: 566<

）。

诚然，澳门是中国
>

乐场博彩合法化的

唯一司法管辖区（
&H"/: 566T

），但近年来澳

门博彩业的成功也受到周边国家和地区逐

渐兴盛的博彩目的地牵绊（
1"2") 0)#+*/



A+/- Y)@*$,A GFF$2+: 567\

）。澳门旅?业未

来十五年发展蓝图规划中强调中高端市场

的重要性，现有客源中
X6Z

以上消费者是

中老年，人均单次消费
7:P66

澳门元左右，

如何进一步开发高端客
2

，?提升人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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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1"2") 0)#+*/A+/-

Y)@*$,A GFF$2+: 567\

）。现疫情当头，?客

自危，传统的博彩旅?动机研究是否需要调

整，即对现有模型维度进行调整修正，以期

符合现实发展趋势是日後研究的重要课题。

２　博彩旅?的恢复性

越来越多的中国?客出国旅?，推动了

周边旅?目的地大肆兴建
>

乐场项目，例

如：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越南和澳大利

亚等。博彩旅?为何可以吸引大量?客到

访是本节重点探讨的问题。有学者称，国人

对博彩的亲和力是其文化环境的一部分

（
K)): +- "4': 566QL GE-,@I" N SE"/: 567T

）。

在国人看来，博彩是一种可接受的社会活

动，甚至是与家人、朋友或同事一起进行的

日常
>

乐形式（
K)): +- "4': 566Q

）。

!+ R4))A

等（
566=

）调查了消费环境对

消费者健康的有益影响，主要包括身体、心

理、社会和精神四个维度（
(*@AI$/: 566PL

U),+/C"@A: 566=

）。虽然不是每个商业场

所都能显著改善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但“某

些地方有一种吸引力，让（人们）
*

生一种

难以言
)

的幸福感，令（他们）一次又一次

地想要回到那”（
f"2I,)/: 7==T

）。那麽
>

乐场是这样的地方吗？人们有
-

有可能从

>

乐场中获得健康益处？研究者已经注意

到，
>

乐场和其他博彩场所可能会促进健

康。例如，
&"D4"/

（
7==<

）利用注意力恢复

理论的原则推测，
>

乐场可能会让顾客从与

精神疲劳相关的负面症状中解
@

出来，从而

促进幸福感增加。最近也有研究发现博彩

对中国老年人的积极影响，博彩使年长的消

费者能够摆
@

日常生活?为老年人提供了

资源支持，如增加社交时间，暂时摆
@

生活

问题和压力，?加入新的社交网络（
GE-,@I"

N SE"/: 567TL 3)D+ N 3"#$*: 5665

）。或许，

>

乐场睶在的健康福利代表著一种驱动力，

它不仅拉近了中国?客与澳门
>

乐场的距

离，也促进了国人与世界各地其他
>

乐场的

亲近感。因此，澳门的博彩
>

乐场可能不再

只是一个难以被社会接受的服务场所，而是

一个可被视为“健康的地方”，可以为顾客

消费生活提供积极的影响。

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一个人将注意力

集中在具有挑战性或令人不快但却很重要

的环境刺激上的能力，是一种随著使用而变

得疲惫的生物机制（
&"D4"/: 7==<

）。随著时

间的推移，人会变得精神疲惫。人们可以通

过在具有恢复性的环境中度过一段时间来

恢复其注意力（
&"D4"/: 7==<

）。根据注意力

恢复理论，恢复性的环境必须具备三个品质

特徵：逃离、迷人和兼容性（
U),+/C"@A:

566=

）。逃离意味著无论是物理环境还是心

理环境都与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惯常环境感

受截然不同；迷人指的是一个场景能轻易地

吸引注意力的能力；兼容性指的是一个环境

能够让人们顺利地、自在地进行他们的活

动。环境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自然的“
A

色”环境，如海滩、公园和花园，符合恢复性

环境的所有要求（̀
E$-+: +- "4': 567P

）。

随後学者将目光转向
A

色场所以外的

地方，发现商业和非营利服务机构对顾客的

恢复睶力（
U),+/C"@A N MA"44H))%: 5677L

U),+/C"@A: +- "4': 567T

）。由此可知，任何

环境，无论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都可能具

有恢复力，以帮助人们缓解与精神疲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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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状。
&"D4"/

（
7==<

）探讨了
>

乐场恢复

力的可能性，而
($/4">

等（
566X

）在拉斯维

加斯
>

乐场也证明了
>

乐场确实存在恢复

力。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博彩环境可能含

有恢复性刺激，通过
+

轻压力和疲劳来促进

健康。从本质上讲，博彩环境可能为顾客提

供一些宣泄场景。

U),+/C"@A

和
)̀/B

（
567<

）根据注意

力恢复理论，提出了一个原创性的信息框

架，将
>

乐场的恢复性的三个特徵作为二阶

构念，因为远离、迷人和兼容性这三者看似

不同但又高度相关（
3"/: 566\L U),+/C"@A

+- "4': 567T

），可以用一个睶在的更高层次的

构念来解释（
SE+/: +- "4': 566<

），即
>

乐场

的感知恢复性。该研究通过展现
>

乐场促

进人类健康的能力，将注意力恢复理论扩展

到变革服务研究范式中。
U),+/C"@A

和

)̀/B

（
567<

）?用
3"*-$B

等（
7==\

）修订後

的恢复性量表调查澳门主题
>

乐场附近的

?客，发现在具有恢复性特徵（即离开、迷

人和兼容性）的
>

乐场度过一段时间，?客

的整体幸福感会有所提高。具体而言，有意

博彩的?客和非博彩者之间的幸福感存在

显著差?。这一结果意味著前往澳门的?

客无论在澳门逗留期间是否计划博彩，都会

体验到
>

乐场的恢复力影响。然而，在逗留

期间不博彩的中国?客的幸福感得分高於

博彩人，这可以用博彩带来的压力来解释。

在博彩?客中，?客的恢复质量和重访意向

之间的关不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意味著

博彩人?不一定忠於某一家
>

乐场，尤其是

澳门及其周边目的地在大力发展博彩旅?，

大量的新型
>

乐场综合体不断盠现。

既往研究多认为博彩是一种不能被社

会接受的服务（
(*> N O)4)/,I>: 566T

）。因

此，现有研究中关於
>

乐场
>

乐和博彩合法

性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多关注博彩对个人或

社会的负面作用（
1$^+*,I$: 567P

），缺乏对

消费者为何被
>

乐场吸引的理论探索。但

是，当前博彩业代表著最大的消费
>

乐领

域，已超过电影、主题公园和音乐等其他服

务行业（
1$^+*,I$: 567P

）。本研究为“负面

缠身”的博彩旅?提供一个相反的论证视

角，加深了
>

乐场恢复力理论的理解，也为

澳门作为国际休盻旅?中心的国际竞
=

力

拓宽了度量维度（陈章喜和李霞
: 567X

）。

在後疫情时代，
>

乐场如何修复在疫情中受

创的?客动机或许会成为未来多年博彩旅

?的研究方向。受疫情击，
0


,,4$/B

（
5657

）和
3"44

等（
5656

）提出应以此次疫情

为契机反思传统数量驱动型旅?增长模式

的缺点，?以可持续旅?发展为主方向，开

发新的旅?
*

品，摆
@

低价竞
=

导向的发展

模式，开创多维度的竞
=

体系已成必然。

３　博彩的合法性信息框架

博彩，作为一种休盻活动和一种旅?
*

品有著广泛的受众群体，现有研究对其发展

的必要性进行了评估和讨论（
SEE"C*" N

0@*,)>: 566\

）。博彩业的发展对目的地的

经济影响呈显著正向影响，既可增加
8

收、

就业和?客到访量，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其被

刻画出犯罪、毒品和社会治安相关的负面形

象（
SE@: 5676L U),+/C"@A N MD+"*,: 566X

）。

现有研究关於博彩影响力的模型主要集中

在居民对
>

乐场博彩的态度考量（
SEE"C*"

N 0@*,)>: 566\L K++ N R"2I: 566X

），而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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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更深的理论解释，如支持博彩这一社会

现象的合法性论证（
O)H+44 N !$1"BB$):

7==7L M@2EA"/: 7==<

）。合法性是可取性和

规范性，或者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意味著可

理解性和可接受性（
!++DE)@,+: 7==X

）。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博彩经常被

认为是有害的（
i+/B N ()**+,-: 566=

），居民

总对博彩持有负面的态度，?且对博彩发展

的参与度和支持率很低。然而，也有学者发

现中国人对博彩有很强的亲缘性（
O"D$/+"@:

566<L )̀/B N U),+/C"@A: 5675

）。为解释

这一矛盾，
U),+/C"@A

和
)̀/B

（
567<

）通过

建立博彩可被社会和文化所接受的合法性

信息框架，以推进对博彩合法性的研究。

传统上，合法性是在组织领域
$

?用的

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但信息框架是将宏观

逻辑制度化到特定领域层面的自下而上的

手段 （
1$/2" N G/B: 567<

）。
0*">

等

（
567<

）提出信息框架模式可以用於解释宏

观意义如何存在於微观层面，?转变为更高

层次的合法性意义系统。本节主要带著以

下问题进行文献回顾：在一个被贴上负面标

的活动，什麽因素会影响社区居民支持博

彩？如何发展博彩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社

会接受度？研究从博彩人的角度展开，通过

强调信息框架在社会博彩发展合法化中的

关键作用，理解博彩存在的价值，以期调和

阻碍博彩发展的负面社会情绪。

从制度和理论的角度来看，合法性是指

组织通过对社会的评价和接受来寻求保持

组织目标的制度属性（
O)H+44 N !$1"BB$):

7==7

）。
M@2EA"/

（
7==<

）将合法性定义为

“一个组织的行为在某种社会构建的规范、

价值观、信仰和定义体系
$

是可取的、恰当

的或合适的一般性认知或假定”。根据

M2)--

（
5667

）的观点，合法性有三种类型：监

管性（即法律认可）、规范性（即道德治理）

和认知性（即可理解的、可辨认的和得到文

化支持的认知）。具体地
)

，认知合法性通

过参与者与组织的互动（即认知图式）达成

对符号、词语和标?的共同理解和识
,

；规

范合法性描述的是一个组织按照普遍接受

和合意的社会价值观及规范来追求目标的

过程；监管合法性指的是政府和行业强加的

指导组织实践和政策的规则和法律。

合法性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信息框架

基础上的（
(+**"$)4): 567PL 3@ADE*+>, N K"



-)@*: 567P

）。信息框架指的是“一种核心的

组织原则，把一系列不同的符号凝聚在一

起，赋予它们连贯和意义”（
0"A,)/: 7==<

）。

0)FFA"/

（
7=\T

）认为，信息框架是一种图式

解释，人们藉以理解和阐释事件的意义。信

息框架是在积极互动和社会建构的基础上

构建意义和现实的过程（
R+/F)*% N M/)H:

5666

），也可以改变公众对焦点事件或对象

的认知，尤其是通过媒体对消费者的认知和

行为有著深远的影响（
S)g N S)g: 5667L

3@ADE*+>, N K"-)@*: 567P

）。例如，前景理

论（
Y#+*,I> N &"E/+A"/: 7=QX

）指出人们更

倾向於选择一个具有积极
$

涵的具体选择，

而不是一个以负面
$

涵为信息框架的替代

选择，管这两种结果具有相同的效用。事

实上，信息框架帮助博彩业在美国获得了正

面的知名度和合法性，开启了美国博彩发展

的新纪元（
(+**"$)4): 567P

）。

事实上，除了
$

华达州，在
56

世纪
\6

年代以前，
>

乐场博彩在美国一直是被禁止

的。几十年来，与博彩相关的根深蒂固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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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宣传抑制了行业的增长。然而近年，这个

行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

行业。这归因於博彩运营商不遗馀力地将

>

乐场形象重新定位为休盻
>

乐的港湾

（
SE*$,-$"/,+/ N R*$/I+*E)FF


f"2)C,: 7==<L

)̀/B N U),+/C"@A: 5675

）。信息框架化在

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著关键角色，因为它揭

示了与这一活动相关的好处（
&)*/: +- "4':

566P

）。
3@ADE*+>,

和
K"-)@*

（
567P

）分析後

发现，虽然博彩与犯罪和监管有关，但反过

来，博彩与
>

乐也有关。他们的研究进一步

表明，随著时间的推移，博彩将更多地与商

业、
>

乐和经济联在一起，而与其负面的

看法
+

少联。

)̀/B

等（
567=

）调查了
P\

名中国居

民，得出博彩数据分析信息框架的五个维

度：个人、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个人主

题指的是个人心理测量属性，进一步分为以

下两类：生活质量和同理心。生活质量将被

调查者对博彩的需要描述为
>

乐、休盻活动

和放。博彩有助於提高生活质量，恢复能

量，变得有趣、嬉戏、享受，?成为摆
@

日常

生活的机会（
&)*/: +- "4': 566P

）。同理心指

的是对穷人的看法，即博彩支出可以帮助
+

少贫困。事实上，博彩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

8

收，为
+

轻贫困提供了机会，也是更好地

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U),+/C"@A N MD+"*,:

566X

）。博彩作为一种
*

业，其
*

生的支出

被视为一种慈善和“捐赠给穷人”的形式。

文化主题意味著，在中国文化中，博彩

往往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活动，因为博彩符合

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传统，

可分为以下三类：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仪

式。关於第一类，很多受访者认为博彩是一

种休盻需求。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这项活动

是一种爱好、习惯，?具有
>

乐性。博彩，作

为一种习惯，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居民在

日常生活中打麻将和打赌，这是相当普遍

的。所有这些活动都与博彩有关。事实上，

博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博

彩还传达了中国“文化价值观”、“集体主

义”和“家庭团聚”的
$

涵，因为博彩让人们

聚在一起。在特
,

场合，如婚宴和农新

年，参与博彩活动往往是必要的，也是一种

社交和转运的手段（
SE@: 5676

）。因此，这

类活动通常被称为“讨彩头”或“?戏”，而

不是博彩。

社会主题指的是社区层面的价值观和

信仰。许多受访者都一致认为，博彩对於提

高社会福利水平有积极的意义，它促进了经

济和人民福利体系的发展。此外，现代
>

乐

场已经转变为休盻和
>

乐综合体，为?客提

供一系列旅?体验，包括美食、展览、购物和

观光（̀
)/B N U),+/C"@A: 5675

）。澳门的

>

乐场多为新型休盻博彩企业，不再只是传

统的硬博彩业。
>

乐场实际上集合了各式

各样的
>

乐项目，拥有世界一流的食物和休

盻设施，为消费者提供新体验。

经济主题指的是博彩业的货币利益和

非货币利益。博彩者被认为对博彩业与目

的地的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例如可增加消

费者支出、成为旅?景点和增加
8

收

（
SEE"C*" N 0@*,)>: 566\L U),+/C"@A N

MD+"*,: 566X

）。博彩业还创造了就业机会、

有助於建立慈善基金和
+

少贫困。但是中

国大陆博彩业发展特
,

之处在於?客尚
-

有旅?博彩的合法机会，即在国
$

无合法的

>

乐场。因此，在经济环境稳定，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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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情况下，大批中国?客为满足他们
-

能得到满足的博彩需求，会有前往博彩目的

地旅?的动机（̀
)/B N U),+/C"@A: 5675

）。

政治信息框架强调居民对博彩合法化

利弊的理解，即监管问题。首先，政治信息

框架担忧地下博彩业盛行，继而
*

生扰乱社

会秩序和引发犯罪的问题（̀
)/B: +- "4':

567=

）。受访者表示中国人喜欢博彩可能是

受到文化的影响。对於那些真正想博彩的

人，政府无法阻止他们的博彩行为。相关禁

令只会将该行业推向地下，这使得管理变得

更加困难。受访者一致认为，过度开发和全

国
>

乐场博彩的盛行可能会
*

生严重的负

面影响。因此，
>

乐场博彩，应该限制在相

对贫穷、偏远和以旅?为导向的地区。

大多数研究都提及了信息框架与合法

性之间的隐含关（
(+**"$)4): 567P

）。合法

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和历史上的制度

性结果，它
*

生於不同的信息框架方法。

)̀/B

等（
567=

）通过定性研究进一步解释

了信息框架和合法性是如何联在一起的。

个人信息框架代表认知合法性，有助於将博

彩确立为一种基本且重要的休盻需求，这种

需要表现为居民对社会问题的同理心和改

善生活质量的期许；文化和社会信息框架构

建起了博彩规范合法性，即博彩是一种根深

蒂固的社会建构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传

统、规范和获得更好社会福利的手段，能够

增强家庭和社区的凝聚力；经济和政治信息

框架体现了博彩的监管合法性，居民从中获

得物质激励，?且通过政府管控来调和与博

彩相关的担忧，继而有助於促进?规范博彩

发展的合法性。

信息框架如图
7

所示。

图
7

　信息框架：博彩发展的合法性

)̀/B

等（
567=

）通过使用与三大合法

性密切相关的个人、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

五种信息框架机制，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的

博彩开发合法性信息框架，突破了传统的博

彩发展悖论。一方面，在制度理论的基础上

（
!*"D+*: +- "4': 5677

），合法性帮助研究人员

和从业者理解博彩发展的睶在理论基础，博

彩不仅是个人的价值观点的呈现，更是一种

被社会构建的、认可的和支持的存在。博彩

深深植根於中国文化，远远超出了西方对博

彩的享乐主义和
>

乐价值的理解（
S)--+:

7==\

）。博彩还具有象徵性的价值，如友谊、

家庭团聚、生活方式和传统。另一方面，

)̀/B

等（
567=

）的信息框架为发展博彩行

业乃至开发其他旅?
*

品的合法性提供了

理论基础。该框架为博彩业的发展提供了

一种新的沟通渠道，调和了社会对博彩的质

疑，?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可接受的角度详细

讨论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

制度逻辑视角不仅能够为博彩开发提供坚

实的基础，也能够帮助其他旅?
*

品更好地

概念化（
()/B +- "4': 567Q

）。

本节对博彩合法性的讨论不但从根本

上论证了博彩存在的普世价值和象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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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疫情後发展博彩业架构了一个全方位

发展沟通的思路，即博彩合法性的框架。相

较於拉斯维加斯的转型成功，澳门的旅?业

发展仍然过度依赖博彩业，其中逾七成的旅

?收入来自博彩行业（
1"2") 0)#+*/A+/-

Y)@*$,A GFF$2+: 567\

）。澳门赌城的形象深

入人心，若要实现澳门博彩业主导的多元化

发展的旅?规划，不仅要实现旅?行业的多

元化，也要实现博彩行业的多元化，而这种

多元化?不只是
*

品的多元化，也应该是沟

通手段的多元化。
G@

等（
5657

）、
G@

和

)̀/B

（
5656

）及
)̀/B

等（
5656

）探讨餐厅企

业、航空公司以及酒店如何在
SG].!


7=

大

流行期间利用公共关活动进行危机公关，

通过传达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框架来

强化企业的良好形象。然而，
K+@/B

和
M/+44

（
567\

）批评博彩企业通过象徵性而非实质

性地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转移了人们对道德

合法性问题的注意力，以便在社会、文化和

社会政治背景下继续追求“一切照旧”，以

此作为获得可观经济回报的手段；而
K@)

等

（
567=

）从认知失调、负面形象、管理困境、

资源局限、制度混乱及不可持续发展动力六

方面探讨了博彩企业执行企业社会责任沟

通的阻碍。如今，如何针对突发性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的特徵提炼出与博彩发展相关的

沟通框架亦将成为博彩业未来理论探讨和

实践发展的重点。

４　总　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综合论述了过去三十

年来博彩旅?的重要文献，以澳门为例，从

消费者出?动机视角、博彩旅?
*

品修复性

视角以及社会建构的合法信息框架视角展

开论述。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探

讨博彩旅?发展的可行性、实效性和必要

性，?在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

下，进一步讨论後疫情时代可能的研究方

向，尤其是在消费者出?动机的转变、
>

乐

场修复性
*

品的创新以及对合法性信息框

架的解构和建构，以期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同

时，成
"

推动博彩旅?研究进步的抓手，为

博彩旅?研究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参 考 文 献

a7 b

　
R+/F)*%: U' !': N M/)H: !' J' 856669 ' (*"A



$/B D*)2+,,+, "/% ,)2$"4 A)#+A+/-,; J/ )#+*



#$+H "/% ",,+,,A+/-' J//@"4 U+#$+H )F M)2$



)4)B>: 5X879 : X77


XP='

a5b

　
SEE"C*": !': N 0@*,)>: !' 8 566\9 ' O+*2+$#+%

$A


D"2-, )F B"AC4$/B; ./-+B*"-$)/ )F -H) -E+)



*$+,' VcK] 0"A$/B U+,+"*2E N U+#$+H f)@*



/"4: 77879 : 5\


T6'

aPb

　
SE*$,-$"/,+/: W' 1': N R*$/I+*E)FF


f"2)C,: f'

8 7==<9 ' 0"A$/B "/% +/-+*-"$/A+/-; J/ $AD+*



F+2- @/$)/d' S)*/+44 3)-+4 "/% U+,-"@*"/- J%



A$/$,-*"-$)/ k@"*-+*4>: PX859 :\=


=T'

aTb

　
SE@: &' 8 56769 ' V'M' 2",$/),


C+- )/ 1"2"@

D">, )FF' VMJ Y)%">'

a<b

　
S)--+: f' 8 7==\9 ' SE"/2+,: -*"/2+,: "/% 4)-, )F

,4)-,; 0"AC4$/B A)-$#+, "/% 2)/,@AD-$)/ +g



D+*$+/2+,' f)@*/"4 )F K+$,@*+ U+,+"*2E: 5=8 T9 :

PQ6


T6X'

aXb

　
S)g: !': N S)g: J' !' 8 56679 ' S)AA@/$2"



-$/B -E+ 2)/,+j@+/2+, )F +"*4> %+-+2-$)/; YE+

*)4+ )F +#$%+/2+ "/% F*"A$/B' f)@*/"4 )F 1"*



I+-$/B: X<8P9 : =7


76P'

a\b

　
!+ R4))A: f': &)AD$+*: 1': N 0+@*-,: M': +- "4'

8 566=9 ' !) H+ *+2)#+* F*)A #"2"-$)/d 1+-"



７８



"/"4>,$, )F #"2"-$)/ +FF+2-, )/ E+"4-E "/% H+44



C+$/B' f)@*/"4 )F G22@D"-$)/"4 3+"4-E: <78 79 :

7P


5<'

aQb

　
!++DE)@,+: !' K' 8 7==X9 ' !)+, $,)A)*DE$,A

4+B$-$A"-+d J2"%+A> )F 1"/"B+A+/- f)@*/"4:

P=8T9 : 765T


76P='

a =b

　
!*"D+*: f': )̀),/"A: &' 1': N c)*A"/: '̀ S'

856779 ' Y)@*$,A @,+ E$,-)*>; WgD4)*$/B " /+H

F*"A+H)*I F)* @/%+*,-"/%$/B *+,$%+/-,


"--$



-@%+, -)H"*% -)@*$,A' f)@*/"4 )F Y*"#+4 U+



,+"*2E: <6879 : XT


\\'

a76b (+**"$)4): &' 8 567P9 ' ., ,-"-+ B"AC4$/B D)4$2>

tA)*"4$-> D)4$2>td (*"A$/B %+C"-+, )#+* ,-"-+

4)--+*$+,' O)4$2> M-@%$+, f)@*/"4: T7 8 5 9 : 57\



5T5'

a 77b ($/4">: &': &"/+-I"*: ]': N K)/%+*#$44+: f': +-

"4' 8 566X 9 ' YE+ DE>,$2"4 "/% D,>2E)4)B$2"4

A+",@*+A+/- )F B"AC4$/B +/#$*)/A+/-,' W/#$



*)/A+/- "/% R+E"#$)*: PQ8T9 : <\6


<Q7'

a75b ()/B: ]' 3' .': )̀/B: .' J': N 3)/B: f' (' K'

8 567Q9 ' !+#+4)D$/B $/,-$-@-$)/"4 4)B$2, $/ -E+

-)@*$,A $/%@,-*> -E*)@BE 2))D+-$-$)/' Y)@*$,A

1"/"B+A+/-: XX: 5TT


5X5'

a7P b 0"A,)/: '̀ 8 7==< 9 ' Y"4I$/B D)4$-$2,' S"A



C*$%B+: V&; S"AC*$%B+ V/$#+*,$-> O*+,,'

a7Tb 0)FFA"/: W' 8 7=\T9 ' (*"A+"/"4>,$,; J/ +,,">

)/ -E+ )*B"/$^"-$)/ )F +gD+*$+/2+' S"AC*$%B+:

1J; 3"*#"*% V/$#+*,$-> O*+,,'

a7<b 0


,,4$/B: M': M2)--: !': N 3"44: S' 1' 8 56579 '

O"/%+A$2,: -)@*$,A "/% B4)C"4 2E"/B+; J *"D$%

",,+,,A+/- )F SG].!


7=' f)@*/"4 )F M@,-"$/



"C4+ Y)@*$,A: 5=879 : 7


56'

a7Xb 0*">: R': O@*%>: f' 1': N J/,"*$: M' 8 567<9 '

(*)A $/-+*"2-$)/, -) $/,-$-@-$)/,; 1$2*)D*)2+,,



+, )F F*"A$/B "/% A+2E"/$,A, F)* -E+ ,-*@2-@



*$/B )F $/,-$-@-$)/"4 F$+4%,' J2"%+A> )F 1"/



"B+A+/- U+#$+H: T6879 : 77<


7TP'

a7\b 3"44: S' 1': M2)--: !': N 0


,,4$/B: M' 8 56569 '

O"/%+A$2,: -*"/,F)*A"-$)/, "/% -)@*$,A; R+

2"*+F@4 HE"- >)@ H$,E F)*' Y)@*$,A 0+)B*"



DE$+,:558P9 : <\\


<=Q'

a7Qb 3"*-$B: Y': &)*D+4": &': N W#"/,: 0' '̀: +- "4'

8 7==\9 ' J A+",@*+ )F *+,-)*"-$#+ j@"4$-> $/ +/



#$*)/A+/-,' M2"/%$/"#$"/ 3)@,$/B "/% O4"/



/$/B U+,+"*2E: 7T8T9 : 7\<


7=T'

a 7= b 3@ADE*+>,: J': N K"-)@*: &' J' 8 567P 9 '

(*"A$/B -E+ B"A+; J,,+,,$/B -E+ $AD"2- )F

2@4-@*"4 *+D*+,+/-"-$)/, )/ 2)/,@A+* D+*2+D



-$)/, )F 4+B$-$A"2>' f)@*/"4 )F S)/,@A+* U+



,+"*2E: T68T9 : \\P


\=<'

a 56b f"2I,)/: f' R' 8 7==T9 ' J,+/,+ )F D4"2+: " ,+/,+

)F -$A+' c+H 3"#+/: SY; p"4+ V/$#+*,$->

O*+,,'

a57b &"D4"/: M' 8 7==<9 ' YE+ *+,-)*"-$#+ C+/+F$-, )F

/"-@*+; Y)H"*% "/ $/-+B*"-$#+ F*"A+H)*I' f)@*



/"4 )F W/#$*)/A+/-"4 O,>2E)4)B>: 7<8 P9 : 7X=



7Q5'

a55b &)*/: !': 0$CC$/,: U': N J^A$+*: f' 8 566P9 '

(*"A$/B D@C4$2 D)4$2> -)H"*%, " D@C4$2 E+"4-E

D"*"%$BA F)* B"AC4$/B' f)@*/"4 )F 0"AC4$/B

M-@%$+,: 7=859 : 5P<


5<X'

a 5Pb &H"/: (' ]' S' 8 566T9 ' 0"AC4$/B "--$-@%+, "/%

B"AC4$/B C+E"#$)* )F *+,$%+/-, )F 1"2"); YE+

A)/-+ 2"*4) )F -E+ )*$+/-' f)@*/"4 )F Y*"#+4 U+



,+"*2E: T58P9 : 5\7


5\Q'

a5Tb K++: S' &': N R"2I: &' f' 8 566X9 ' Wg"A$/$/B

,-*@2-@*"4 *+4"-$)/,E$D, "A)/B D+*2+$#+% $A



D"2-: C+/+F$-: "/% ,@DD)*- F)* 2",$/) %+#+4)D



A+/- C",+% )/ T >+"* 4)/B$-@%$/"4 %"-"'

Y)@*$,A 1"/"B+A+/-: 5\8P9 : TXX


TQ6'

a5<b K++: S' &': K++: p' &': N R+*/E"*%: R' f': +- "4'

8 566X9 ' M+BA+/-$/B 2",$/) B"AC4+*, C> A)-$



#"-$)/; J 24@,-+* "/"4>,$, )F &)*+"/ B"AC4+*,'

Y)@*$,A 1"/"B+A+/-: 5\8<9 : Q<X


QXX'

a 5Xb K+@/B: Y' S' 3': N M/+44: U' M' 8 567\9 ' J--*"2



-$)/ )* %$,-*"2-$)/d S)*D)*"-+ ,)2$"4 *+,D)/,$



C$4$-> $/ 1"2")


, B"AC4$/B $/%@,-*>' f)@*/"4 )F

R@,$/+,, W-E$2,: 7T<8P9 : XP\


X<Q'

８８



a5\b K)): f' 1' p': U">4@: c': N G+$: Y' O' M'

8 566Q9 ' 0"AC4$/B "A)/B -E+ SE$/+,+; J 2)A



D*+E+/,$#+ *+#$+H' S4$/$2"4 O,>2E)4)B> U+



#$+H: 5Q8\9 : 77<5


77XX'

a5Qb K@): f' 1': 3@"/B: 0' k': N K"A: S' ('

8 567=9 'R"**$+*, -) -E+ $AD4+A+/-"-$)/ )F 2)*



D)*"-+ ,)2$"4 *+,D)/,$C$4$-> $/ B"A$/B $/%@,-*>'

f)@*/"4 )F k@"4$-> J,,@*"/2+ $/ 3),D$-"4$-> N

Y)@*$,A: 568<9 : <5Q


<<7'

a 5=b 1": W': N K"$: .' &' '̀ 8 567X9 ' 0"AC4$/B A)



-$#"-$)/ "A)/B -)@*$,-, $/ 1"2"@


, 2",$/) *+



,)*-,' J,$" O"2$F$2 f)@*/"4 )F Y)@*$,A U+



,+"*2E: 578779 : 755\


75T6'

aP6b 1"2") 0)#+*/A+/- Y)@*$,A GFF$2+' 8 567\9 '

R4@+D*$/- F)* 1"2") -)@*$,A %+#+4)DA+/- $/

-E+ /+g- 7< >+"*,' 1"2")'

aP7b 1"2") M-"-$,-$2, "/% S+/,@, M+*#$2+,' 8 566=9 '

566Q J//@"4 Y)@*$,A M-"-$,-$2,'U+-*$+#+% c)



#+AC+* P6: 5656: F*)A E--D;eeHHH' %,+2' B)#'

A)'

aP5b 1"2") M-"-$,-$2, "/% S+/,@, M+*#$2+,' 8 567Q9 '

Y)@$,A: 1.SW "/% 0"A$/B; 0"A$/B M+2-)*'

U+-*$+#+% c)#+AC+* P6: 5656: F*)A E--D,;ee

HHH'%,+2'B)#'A)e^E


1GeM-"-$,-$2d$% mT6X'

aPPb 1$/2": S': N G/B: S' W' 8 567<9 ' 3)-+4 S"4$



F)*/$"; R$)D)H+*$/B -)@*$,A: F*)A /+H +2)/)



A> M$/B"D)*+ -) D),-


A") SE$/"' ./ 0' Y'

f

ó
E"//+,,)/: U+/: S': N U' #"/ %+* !@$A

8 W%'9 ' Y)@*$,A +/2)@/-+*, "/% 2)/-*)#+*,$+,;

G/-)4)B$2"4 D)4$-$2, )F -)@*$,A %+#+4)DA+/-'

("*/E"A: V&; J,EB"-+'

aPTb GE-,@I": &': N SE"/: S' S' 8 567T9 ' M+/$)*

B"AC4$/B $/ 3)/B &)/B; YE*)@BE -E+ 4+/,+,

)F SE$/+,+ ,+/$)* B"AC4+*,


"/ +gD4)*"-)*>

,-@%>' J,$"/ f)@*/"4 )F 0"AC4$/B .,,@+, "/%

O@C4$2 3+"4-E: T8T9 : 7


75'

aP<b G@: f': N )̀/B: .' J' 8 56569 ' M-*"-+B$2 2*$,$,

*+,D)/,+ -E*)@BE 2E"/B$/B A+,,"B+ F*"A+,; J

2",+ )F "$*4$/+ 2)*D)*"-$)/,' S@**+/- .,,@+, $/

Y)@*$,A: 7


7<'

aPXb G@: f': )̀/B: .' J': N 3@"/B: 0' .' 8 56579 '

YE+ 2)+#)4@-$)/"*> D*)2+,, )F *+,-"@*"/- SMU

$/ -E+ -$A+ )F A+B" %$,*@D-$)/' ./-+*/"-$)/"4

f)@*/"4 )F 3),D$-"4$-> 1"/"B+A+/-: =5: 7


76'

aP\b O"D$/+"@: W' 8 566<9 ' O"-E)4)B$2"4 B"AC4$/B $/

1)/-*+"4s , SE$/+,+ 2)AA@/$->; J/ "/-E*)D)



4)B$2"4 D+*,D+2-$#+' f)@*/"4 )F 0"AC4$/B M-@%



$+,: 57859 : 7<\


7\Q'

aPQb O4"-^: K' 8 56679 ' 0"AC4$/B $/ -E+ 2)/-+g- )F

)-E+* *+2*+"-$)/ "2-$#$->; J j@"/-$-"-$#+ 2)A



D"*$,)/ )F 2",@"4 "/% D"-E)4)B$2"4 ,-@%+/-

B"AC4+*,' f)@*/"4 )F K+$,@*+ U+,+"*2E: PP8 T9 :

PQP


P=<'

a P=b O)H+44: '̀ '̀: N !$1"BB$): O' f' 8 7==79 ' YE+

/+H $/,-$-@-$)/"4$,A $/ )*B"/$^"-$)/"4 "/"4>,$,'

SE$2"B); V/$#+*,$-> )F SE$2"B) O*+,,'

aT6b O*+/-$2+: S': )̀/B: .' J': N K"A: !' 8 567\9 '

V/2)#+*$/B -E+ ,+*#$2+ D*)F$- 2E"$/ $/ -E+ 2",$



/) $/%@,-*>' ./-+*/"-$)/"4 f)@*/"4 )F S)/-+A



D)*"*> 3),D$-"4$-> 1"/"B+A+/-: 5=8779 : 5Q5X



5QTX'

aT7b U),+/C"@A: 1': M': N )̀/B: .' J' 8 567<9 '

`E+/ B"AC4$/B $, E+"4-E>; YE+ *+,-)*"-$#+ D)



-+/-$"4 )F 2",$/),' f)@*/"4 )F M+*#$2+, 1"*I+-



$/B: 5=8Xe\9 : X55


XPP'

aT5b U),+/C"@A: 1' M' 8 566=9 ' U+,-)*"-$#+ ,+*#$2



+,2"D+,; U+,-)*$/B %$*+2-+% "--+/-$)/ $/ -E$*%

D4"2+,' f)@*/"4 )F M+*#$2+ 1"/"B+A+/-: 56859 :

7\P


7=7'

a TPb U),+/C"@A: 1' M': N MD+"*,: !' K' 8 566X9 '

K+B"4$^"-$)/ )F B"AC4$/B $/ 3"H"$$; J/ +AD$*



$2"4 *+


$/j@$*>' f)@*/"4 )F Y*"#+4 "/% Y)@*$,A

1"*I+-$/B: 568P


T9 : 7T<


7<7'

aTTb M2)--: '̀ U' 8 56679 ' ./,-$-@-$)/, "/% )*B"/$^"



-$)/,85 +%'9 ' YE)@,"/% G"I,: SJ; M"B+ D@C4$



2"-$)/,'

aT<b M@2EA"/: 1' S' 87==<9 ' 1"/"B$/B 4+B$-$A"2>;

M-*"-+B$2 "/% $/,-$-@-$)/"4 "DD*)"2E+,' J2"%+



９８



A> )F 1"/"B+A+/- U+#$+H: 568P9 : <\7


X76'

aTXb Y#+*,I>: J': N &"E/+A"/: !' 87=QX9 ' U"-$)/



"4 2E)$2+ "/% -E+ F*"A$/B )F %+2$,$)/,' f)@*/"4

)F R@,$/+,,: <=8T9 : 5<7


5\Q'

aT\b )̀/B: .' J' 8 567<9 ' SE$/+,+ )@-C)@/% -)@*



$,-,


B"A$/B C+E"#$)*,; -E+ +A+*B+/2+ )F 2",$



/) -)@*$,A' SE$/+,+ G@-C)@/% Y)@*$,A: 5: 57<



55Q'

aTQb )̀/B: .' J': K@): f': N ()/B: ]' 3' .' 8 567=9 '

K+B$-$A"2> )F B"A$/B %+#+4)DA+/- -E*)@BE

F*"A$/B; J/ $/,$%+* D+*,D+2-$#+' Y)@*$,A 1"/



"B+A+/-: \T: 566


56X'

aT=b )̀/B: .' J': G@: f': N `$4,)/: J' 8 5656 9 '

W#)4@-$)/ )F E)-+4$+*,


)*B"/$^"-$)/"4 2*$,$,

2)AA@/$2"-$)/ $/ -E+ -$A+ )F A+B" %$,*@D-$)/'

Y)@*$,A 1"/"B+A+/-: QT: 76T5<\'

a <6b )̀/B: .' J': N U),+/C"@A: 1' M' 8 56759 ' R+



>)/% E"*%2)*+ B"AC4$/B; V/%+*,-"/%$/B HE>

A"$/4"/% 2E$/+,+ #$,$- 2",$/), $/ A"2"@' f)@*



/"4 )F 3),D$-"4$-> "/% Y)@*$,A U+,+"*2E: PX

879 : P5


<7'

a<7b i+/B: i': N ()**+,-: !' 8 566=9 ' 3$BE *)44+*,

F*)A 1"$/4"/% SE$/"; J D*)F$4+ C",+% )/ ==

2",+,' VcK] 0"A$/B U+,+"*2E N U+#$+H

f)@*/"4: 7P879 : 5=


TP'

a<5b

　曾忠
#' $

地自由行?客分析
'

澳门理工学

报
: 566<859;7Q


P6'

a<Pb

　陈章喜
:

李　霞
'

休盻旅?中心的国际竞
=

力评价———以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为例
'

国

际商务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 567X 8T9;

\5


Q6'

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