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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旨在验证
;S

题项的
:N:


O3:

量表的适用性，?研究总体态度对

:N:


O3:

维度和居民对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之间关的中介作用。通过在博

彩旅?目的地收集的数据，研究证实了
;S

项量表是一个具有信度和效度的七维结

构。研究结果还显示，感知经济效益、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和确保?客满意度等维

度对总体态度有正向影响，感知社会成本显示出负向影响。同时，总体态度亦是上

述维度与居民支持度之间的有效中介变量。然而，环境可持续性、长期规划和最大

化社区参与未能影响总体态度，总体态度也无法对这些因素和居民支持度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的
.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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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澳门“赌权”开放和“自由行”政策

（
DK:

）的实施使澳门的经济发展进入
B

金

时期。
;<S=

年，澳门的生
*

总值达到
R7<G=2X

亿澳门元，人均
Y;G7;GR

澳门元（
==7X<;

美

元），使澳门成
"

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
J:b!7 ;<SV

）。虽然旅?业可
"

社区创造

可观的经济效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
!)*' a :'%,9,.,7 ;<<G

；
:"7 &$ ,#27 ;<SV

），旅

?业也因扰乱当地社区和社会规范、破坏社

会结构及
A

夺社区个性而臭名昭著（
_"/9



** a :*7 ;<SY

；
:"7 &$ ,#27 ;<SV

）。因此，如

何使旅?得以可持续发展引起学者及业界

的长久关注（
E%,1>&## a F,/&7 SXXT

；̀
,##7

;<SX

）。旅?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於上世

纪
V<

年代提出?盛行，是指旅?的发展需

要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取得平衡，在
"

居

民创造经济利益、维护当地文化和保护环境

的同时，满足?客的需求，?确保目的地的

长期生存发展的能力（
:"7 &$ ,#27 ;<SV

；
I,/

a F'7 ;<ST

；
k"7 &$ ,#27 ;<SS

）。在
+

多利益相

关者之中，当地居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了评估居民对可持续旅?发展的态度，基於

新环境范式（
_&> b/@'%*/1&/$,# M,%,0'417

_bM

）和社会交
E

理论（
:*-',# bB-),/4&

O)&*%.7 :bO

），
!)*'

和
:'%,9,.,

（
;<<G

）开发

了由
RR

个题项测量、
=

个维度组成的可持

续旅?态度量表（
:"($,'/,C#& O*"%'(1 3$$'



$"0& :-,#&7 :N:


O3:

）。

:N:


O3:

自诞生以来一直被认
"

是评

估居民对可持续旅?发展态度的有效工具，

该量表被认
"

是可以比较全面地涵盖可持

续旅?发展的不同方面，即“对生态负责、

与社会相容、文化上适宜、政治上公平、技术

上支援，以及最终对东道主社区经济上有所

助益”（
!)*' a :'%,9,.,7 ;<<G

）。
:N:


O3:

已被学者在不同类型、不同文化背景的目的

地进行了验证，以评估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
("7 &$ ,#27 ;<;<

；
Z'C&'%*7 &$ ,#27 ;<SV

；
:'%



,9,.,


O"%97 &$ ,#27 ;<<VQ k"7 &$ ,#27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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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7 &$ ,#27 ;<SG

）。管验证
*

生了不同

数目的题项，各因子结构仍与
!)*'

和
:'%



,9,.,

（
;<<G

）开发的原始结构相同，即
=

个

维度保持不变。不仅如此，虽然
:N:


O3:

量表被广泛验证，
H

忽视了亚洲的旅?目的

地（̀
("7 &$ ,#27 ;<;<

）。此外，
Z'C&'%*

等人

（
;<SV

）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S

个题

项的版本不仅可信、有效且非常简约。他们

还呼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交叉验证
;S

题项

版本的
:N:


O3:

量表。因此，本研究的第

一个目的是对
;S

题项版本的
:N:


O3:

量

表进行交叉验证。

此外，管
:N:


O3:

和居民对可持续

旅?的支持之间的直接关有所检验，
Z'



C&'%*

等人（
;<SV

）建议仍需要在模型中整合

一些中介变量，对
:N:


O3:

与居民支持度

之间的关进行进一步考察。在所有可能

的中介变量中，总体态度很重要，因
"

围绕

总体态度和支持度之间的关存在很多模

糊性，亟需明确（
M%,.,47 &$ ,#27 ;<ST

）。另

外，居民态度的中介作用在以往的研究有著

不同程度的盵明。例如，有研究表明整体态

度在感知的经济
S

社会文化和环境对
;<S;

年
K

运会支持之间起著中介作用（
M%,.,47 &$

,#27 ;<ST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居民态度?

无法对地方形象上与旅?发展的支持度直

接的关起到中介作用（
O*"%/*'( a Jj&%'-7

;<SX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以总

体态度
"

中介变量，研究
:N:


O3:

和居民

对可持续旅?发展的支持度之间的关。

２　研究综述和模型假设

２．１　可持续旅?发展态度量表（ＳＵＳＴＡＳ）

基於新环境范式（
_bM

）和社会交
E

理

论（
:bO

），
!)*'

和
:'%,9,.,

（
;<<G

）开发了测

量居民对可持续旅?发展态度的量表，即

:N:


O3:

。
!)*'

和
:'%,9,.,

（
;<<G

）在美国

德克萨斯州收集居民数据，经过严格的开发

和验证过程，创建了一个由
RR

个项目组成

的量表，包括
=

个维度，即：环境可持续性，

感知经济效益，感知社会成本，长期规划，以

社区
"

中心的经济，确保?客满意度，以及

最大化社区参与。此後，
:N:


O3:

在不同

背景下进行了交叉验证（̀
("7 &$ ,#27 ;<;<

；

Z'C&'%*7 &$ ,#27 ;<SV

；
:'%,9,.,


O"%97 &$ ,#27

;<<V

；
k"7 &$ ,#27 ;<SS

；
o),/47 &$ ,#27 ;<SG

）。

例如，
:'%,9,.,


O"%9

等人（
;<<V

）使用土耳其

和塞浦路斯的居民验证了该量表。虽然
=

个维度保持不变，题项总数从
RR

个
:

少至

TT

，他们亦声称，较短的版本拥有更高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
:'%,9,.,


O"%9

和
8"%(*.

（
;<ST

）在南卡罗来纳州进一步证实了
:N:



O3:

量表的较短版本（
:'%,9,.,


O"%97 &$ ,#27

;<<V

）的信度和效度。最近，
Z'C&'%*

等人

（
;<SV

）从佛得角群岛居民收集数据，对

:N:


O3:

的不同版本进行了比较验证，其

中包含
RR

个题项（
!)*' a :'%,9,.,7 ;<<G

）、

TT

个题项（
:'%,9,.,


O"%97 &$ ,#27 ;<<V

）、
;=

个题项（
k"7 &$ ,#27 ;<SS

）和
;S

个题项

（
o),/47 &$ ,#27 ;<SG

）等不同版本。他们指

出，所有版本的量表都会
*

生相同的七维结

构，?且都有足
@

的可靠和有效的测量特

性。然而，
;S

个题项的版本被认
"

是最简

约，且具有更好拟合指数，由此提出
:N:



O3:

的较短版本“有利於更有效地收集数

据，从而
"

其在大范围的旅?实践中的广泛

应用提供了条件”（
o),/47 &$ ,#27 ;<SG

）。他

们还补充
>

明，未来的研究应该在不同的环

７８



境和文化中交叉验证
;S

个题项的版本，以

验证该工具的普遍性。因此，本研究的目的

之一是在一博彩旅?目的地对此较短的版

本进行验证。

２．２　模型假设

居民对旅?发展影响的感知在很大程

度上会影响其对旅?发展的态度；同时，居

民对旅?发展的态度亦会在一定程度上
D

定其对旅?发展的支持度，影响当地旅?发

展之推动与?客的旅?品质。因此，了解居

民对旅?发展影响的认知与态度，是
D

定当

地旅?发展能否成功的重要课题（
357

SXX;

）。社会交
E

理论（
:bO

）已被广泛用作

解释居民态度和旅?发展支持度之间关

的理论框架（
F' a I,/7 ;<ST

；
_"/9** a :*7

;<SY

；
Z'C&'%*7 &$ ,#27 ;<SV

）。该理论指出，居

民以预期收益（旅?发展给目的地带来的

益处）和成本（旅?发展对旅?目的地造成

的负面影响）之间的交
E

来评估旅?发展

（
357 SXX;

），如果预期收益大於成本，个人

更有可能参与交
E

（即对旅?发展表现出

积极态度?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如果当

地居民认
"

旅?开发的成本大於收益，他们

则会有可能反对或不支持旅?发展（
8"%



(*.7 &$ ,#27 ;<<;

；
F' a I,/7 ;<ST

；
6-8&)&&7

&$ ,#27 ;<<;

）。由於
:N:


O3:

包括
=

个维度

的感知，下文将对各个维度和总体态度之间

的关一一进行论述?提出相关假设。

由於旅?业发展可能扰乱自然环境，也

造成当地空气或水污染，更严重的是影响或

危害环境生态，而可持续性与环境是息息相

关的，因此，人们对环境有著不同程度的关

注与认知。环境关注被描述
"

一个人对环

境的整体态度，以及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各种

问题（
o'11&%7 &$ ,#27SXXR

）。可持续性在旅

?目的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环境问题

不同的认知有著不同的态度，从而影响其购

买选择或意愿，例如是否预订
0

色酒店

（
E,9&%7 &$ ,#27;<SR

）。
3jn&/

（
;<<S

）指出，态

度
"

一种性格，是用来表达对某一事物、人

物、制度或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
"

了区分

生态旅?者的可持续性标准，需要了解?客

对环境的态度和信念（
o*4%,+*( a 3##-%*+$7

;<<=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S

：环境可持续性的认知与总体态度

之间存在正向关。

旅?可以
"

目的地吸引?客从而
"

居

民带来经济利益，包括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

机会。研究表明居民会透过旅?带来的经

济利益对旅?发展形成积极的态度（
p'17

&$ ,#27 ;<ST

）。其他研究在调查居民感知经

济利益和其对旅?发展的态势时，也发现这

两者之间的关是正面的 （
F@7 &$ ,#27

;<SX

）。它暗示了感知经济利益与居民态度

之间的关对旅?发展至关紧要，而居民作

"

旅?发展的重要利益群体，他们的态度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
>

如果要改善居

民的态度，就需要提高居民对旅?感知经济

效益，才能得到居民对旅?发展的支持。因

此提出以下假设：

`;

：感知经济效益与总体态度之间存

在正向关。

旅?业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例如居民的价值观和社会组织等。在旅?

发展的过程中，居民能
@

了解到旅?现象
*

生的积极经济影响，以及负面社会文化和环

境影响（
O(&7 ;<SG

）。研究表明，当居民著眼

８８



於旅?对当地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时，包括

由於?客过多影响其生活质素等，居民对旅

?发展的态度会趋向消极（
_**%7 &$ ,#27

;<SX

）。
"

此，可以认
"

旅?业对社会带来

的负面影响与居民态度之间存在关，反过

来考虑感知社会成本与态度之间的关也

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T

：感知社会成本与总体态度之间存

在负向关。

当一个地区发展成旅?目的地，居民可

能会经历由旅?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的利益与成本。由此，
"

了更长远的发展，

需要对当地的旅?发展进行长期规划，因
"

长期的旅?规划不仅有助於监测目的地的

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而且有助於改善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可持续发

展应当作
"

旅?规划的指导原则；而居民是

规划和社区发展的基础，在设计思维和实施

中，将居民态度一?纳入发展规划考量中，

有助於推动可持续性在旅?目的地的落实，

以实践可持续发展策略（
K*4$7 &$ ,#27 ;<;<

）。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R

：长期规划与总体态度之间存在正

向关。

"

了与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保持一致，需

要了解旅?目的地各利益相关者，?满足其

需求，同时需要关注旅?业对社区的可持续

性发展的影响（
:),%5#&.7 ;<<X

）。事实上，

从旅?中获益的社区居民，往往对旅?发展

有更多的积极看法和较少的负面看法

（
_**%7 &$ ,#27 ;<SX

）。当地社区居民支持?

参与的旅?发展，可成功地可持续性发展，

?有效促进经济收益。实际得到的经济利

益是影响居民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

以下假设：

`G

：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与总体态度

之间存在正向关。

在旅?目的地中，居民和?客分享共同

的资源，他们之间的关密不可分。而旅行

态度和旅行意图之间的关被发现是积极

的（
M),"7 &$ ,#27 ;<SY

）。然而，以往的研究

在了解居民与?客的关上，通常是突的

（
M,(A"'/&##' a O%"/+'*7 ;<;<

）。若不能与当

地居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是会带来负面

影响与态度。同时?客不能在目的地获得

满意度，旅?发展便会面临难以可持续性的

严重问题。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Y

：确保?客满意度与总体态度之间

存在正向关。

旅?目的地在推动旅?发展时，若缺乏

社区参与，将无法得到可持续性发展。在社

区层面，考虑可持续规划可以通过社区各级

的参与性
D

策来改善社区成果（
K*4$7 &$ ,#27

;<;<

）。透过居民的主动参与，由各层面居

民规划自己的生活文化及环境，具有价值导

向及系统整合旅?规划。也透过居民感知，

有助於
2

化其正面参与态度，进而促进发

展。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

：最大化社区参与与总体态度之间

存在正向关。

"

了获得旅?业的支持?实现可持续

性发展，通过更多的感知价值来提高居民的

满意度至关重要（
F@7 &$ ,#27 ;<SX

）。旅?
*

品可以通过人们的态度和行
"

来描述

（
E"$n1,// a \*C7 ;<S=

）。让旅?目的地有

可持续性发展，居民对旅?发展的感知与态

度，也是
D

定性的条件。因此提出以下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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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总体态度与可持续旅?发展支持

度之间存在正向关。

对社区的感知影响和居民对其增长的

态度是旅?目的地需要考虑的重点（
M'n,17

SX=V

）。态度被认
"

是意图的有效预测器

（
3jn&/7 ;<<S

），态度的概念可以增加对不同

领域（包括可持续旅?）人们行
"

的理解，

?且可以在制定和监测干预政策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
M,((,+,%*7 ;<;<

）。相关研究曾试

图通过居民对旅?态度之前的因素，以理解

"

什
?

居民支持或反对旅?发展（
E*#&.7 &$

,#27 ;<SR

）。在旅?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影

响条件（利益或受到的影响）改变，居民的

态度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其对可持续旅

?发展的支持度。
&#'9

和
Z,(**#'1,/&()

（
;<;S

）最近的研究指出，居民的总体态度

（成本效益态度）的确可以在居民对旅?业

的态度和支持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提

出以下假设：

`X

：总体态度在
:N:


O3: =

个因素与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之间的关中起中

介作用。

基於上述讨论，提出了相关的概念框架

（图
S

）。

图
S

　研究框架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问卷设计及?样

本研究?用问卷研究，针对主要研究变

量?用合适的量表加以测量。研究首先用

英文设计了一份结构化问卷，随後翻译成中

文（繁体中文）。然後将中文版本回译成英

文，以确保词义的一致性。在收集数据时，

只分发了中文问卷。问卷由四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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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用
:N:


O3:

量表的
;S

个题项

版本，包括
=

个维度，每个维度用
T

个题项

测量（
!)*' a :'%,9,.,7 ;<<G

；
Z'C&'%*7 &$ ,#27

;<SV

；
o),/47 &$ ,#27 ;<SG

）；第二部份用两个

题项测量总体态度（
M%,.,47 &$ ,#27 ;<ST

；

k**/7 &$ ,#7 ;<<S

）；第三部份用
Y

个题项测

量对可持续旅?发展的支持度（
F&&7 ;<ST

；

Z'C&'%*7 &$ ,#27 ;<SV

）。所有题项都以李克特

=

点量表进行评分（从
S i

非常不同意到
= i

非常同意）。第四部份收集居民的人口特

徵信息。

本研究以
SV

岁或以上的澳门居民作
"

样本，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由於随机取样

非常困难，故改?便利取样。
"

力求样本之

?质性，调查员在澳门不同社区的中心区域

和公园对居民进行拦截调查。数据在
;<SV

年的
T

个月
$

收集，所有受访者在同意参与

时都得到了匿名和数据保密的保证。共有

;V=

名受访者同意参与问卷调查，?
*

生了

;YX

份完整有效问卷。

３．２　数据分析

数据运用
:1,%$MF:T2;

（
Z'/4#&7 &$ ,#27

;<SG

）进行分析。首先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
!*/+'%1,$*%. H,-$*% 3/,#.('(


!H3

）对
;S

项
:N:


O3:

量表进行验证。其次，?用

3/0&%(*/

和
8&%C'/4

（
SXVV

）提出的两阶段

程式法，即?用
!H3

来检验整体测量模式，

之後?用
MF:


:b6

（
M,%$',# F&,($ :A",%& R

:$%"-$"%,# bA",$'*/ 6*0&#'/4

）来验证所有的

结构路径（̀
S

̀
X

）。
MF:


:b6

方法与基於

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不同，
MF:


:b6

对

变量正态性分布的限制较少，且能
@

有效处

理较小样本（
!)'/7 SXXV

；̀
,'%7 &$ ,#27 ;<SY

）。

４．研究结果

４．１　ＳＵＳＴＡＳ的验证结果

用
!H3

对由
=

个维度组成的
;S

个题

项的量表进行了验证。第一轮
!H3

分析表

明，最大化社区参与维度中有一个题项

（“澳门居民应该有机会参与旅?
D

策”）负

荷低於
<2R<

，因此将该项从量表中
T

除，?

进行了第二轮的
!H3

，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

果（见表
S

、表
;

）。所有
=

个维度的综合信

度系数和
!%*/C,-) 3#5),

值都高於
<2=<

，每

个构面的平均方差提取值（
3Kb

）也大於

<


G<

（表
S

），表明该量表有很好的信度及收

敛效度 （
E,4*nn' a k'7 SXVV

；
H*%/&## a

F,%-9&%7 SXVS

）。区分效度是在?质单质相

关比率（̀
O6O

）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比率优

於常用的
H*%/&##


F,%9&%

交叉负荷值（̀
&/



(&#&%7 &$ ,#27 ;<SG

）。结果（表
;

）显示，除了感

知经济利益和社区参与最大化之间的相关度

" <2VGG

，略高於
<2VG

之外，所有构面的
`O



6O

VG

值都低於
<2VG

这一保守的临界值（̀
,'%7

&$ ,#27 ;<SY

）。因此，
:N:


O3:

量表的信度和

效度表明其在博彩旅?目的地的适用性。

４．２　整体测量模式

继续使用
!H3

对整体测量模型进行验

证。模型包括
:N:


O3:

的
=

个维度、整体

态度和对可持续旅?发展的支持度。该测

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的评估标准与评估

:N:


O3:

量表相同。表
T

和表
R

总结了测

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系数，
>

明整体测量模

型也是既可靠又有效的。因此，接下来可以

对结构模型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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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N:


O3:

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维度及题项
因子

负荷量

组合信度

（
!Z

）
α

平均方差提

取值（
3Kb

）

环境可持续性
<2X<< <2X<< <2=G<

　我认
""

了将来，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保护环境
<2V;V

　我认
"

旅?业必须保护澳门的环境
<2VXG

　我认
""

了後代，旅?业必须改善环境
<2V=R

感知经济效益
<2V<T <2V<G <2G=V

　我认
"

旅?业对澳门的经济贡献是重大的
<2VTR

　我认
"

旅?业使我们的经济多元化
<2=SR

　我认
"

旅?业惠及澳门其他行业
<2=;=

感知社会成本
<2VXV <2VXX <2=RY

　我认
"

由於旅?业的原因，我的生活质素下降了
<2VXV

　我认
"

?客扰乱了我的生活质素
<2V;V

　当地旅?业的氛围，让我感到不舒服
<2VYR

长期规划
<2X<V <2X<= <2=Y=

　我认
"

在规划旅?业发展时，我们需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2VTG

　我认
"

成功的旅?管理需要先进的规划策略
<2XSR

　我认
"

当我们计划旅?业时，我们不能目光短浅
<2V==

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
<2VSR <2VSG <2GXG

　我认
"

澳门居民应从旅?收益中获得一个公平的份额
<2YVG

　我认
"

澳门居民应有更多机会投资旅?业发展
<2=VG

　我认
"

旅?业必须
"

澳门社区的改善作出贡献
<2VTG

确保?客满意度
<2==G <2==G <2GTX

　我认
"

旅?业必须确保?客的优质旅?体验
<2VY<

　我认
"

旅?企业有责任满足?客的需求
<2YSX

　我认
"

社区吸引力是吸引?客的核心生态要素
<2=<T

最大化社区参与
<2=<Y <2=<Y <2GRY

　我认
"

澳门居民的全面参与是澳门旅?业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
<2=GG

　我认
"

澳门居民应被赋予参与旅?业
D

策的机会
<2=;;

　　盰：
!Zi-*15*('$& %&#',C'#'$.

组合信度；αi!%*/C,-)


( ,#5),

牷
3Kbi,@&%,4& @,%',/-& &B$%,-$&0

平均方差提取值。

所有因子负荷量在
<2<S

水平上显著

表
;

　
:N:


O3:

区分效度：?质单质比率

S ; T R G Y =

S

环境可持续性

;

感知经济效益
<2YRS

T

感知社会成本
<2SYG <2SSS

R

长期规划
<2=YY <2YG= <2;<T

G

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
<2YXS <2Y=T <2;YX <2=;X

Y

确保?客满意度
<2G=X <2=VG <2<GG <2YVG <2V;;

=

最大化社区参与
<2=YV <2VGG <2SY; <2=XT <2V=T <2=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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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

　总测量模式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维度及题项
因子

负荷量

组合信度

（
!Z

）
α

平均方差提

取值（
3Kb

）

环境可持续性
<2X<< <2X<< <2=RX

　我认
""

了将来，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保护环境
<2VSV

　我认
"

旅?业必须保护澳门的环境
<2VVS

　我认
""

了後代，旅?业必须改善环境
<2VX=

感知经济效益
<2V<R <2V<G <2G=V

　我认
"

旅?业对澳门的经济贡献是重大的
<2V<S

　我认
"

旅?业使我们的经济多元化
<2=;V

　我认
"

旅?业惠及澳门其他行业
<2=GS

感知社会成本
<2VXV <2VXX <2=RY

　我认
"

由於旅?业的原因，我的生活质素下降了
<2VXV

我认
"

?客扰乱了我的生活质素
<2V;V

　当地旅?业的氛围，让我感到不舒服
<2VYR

长期规划
<2X<V <2X<= <2=YV

　我认
"

在规划旅?业发展时，我们需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2VSR

　我认
"

成功的旅?管理需要先进的规划策略
<2XSY

　我认
"

当我们计划旅?业时，我们不能目光短浅
<2VXY

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
<2VST <2VSG <2GXR

　我认
"

澳门居民应从旅?收益中获得一个公平的份额
<2Y=<

　我认
"

澳门居民应有更多机会投资旅?业发展
<2V<V

　我认
"

旅?业必须
"

澳门社区的改善作出贡献
<2V;G

确保?客满意度
<2==G <2==G <2GTV

　我认
"

旅?业必须确保?客的优质旅?体验
<2VRT

　我认
"

旅?企业有责任满足?客的需求
<2YRS

　我认
"

社区吸引力是吸引?客的核心生态要素
<2=<S

最大化社区参与
<2=<V <2=<Y <2GRX

　我认
"

澳门居民的全面参与是澳门旅?业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
<2=VR

　我认
"

澳门居民应被赋予参与旅?业
D

策的机会
<2YXY

总体态度
<2=<V <2=<= <2GRX

　我认
"

旅?发展对澳门造成的影响总的来
>

是正面的
<2==Y

　我认
"

旅?业给澳门带来的收益大於成本
<2=<R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2X;; <2X;; <2YYT

　我支持在澳门旅?业的可持续发展
<2VX=

　我曾
[

现正参与与可持续旅?发展相关的计划
<2=G<

　我曾
[

现正参与当地居民和?客的文化交流
<2VTS

　我配合旅?规划和发展计划
<2=YY

　我遵守环境标准规范以
:

少旅?的负面影响
<2=XX

　我参与
[

支持促进环境教育和保护的工作
<2VTG

　　　盰：
!Zi-*15*('$& %&#',C'#'$.

组合信度；αi!%*/C,-)


( ,#5),

牷
3Kbi,@&%,4& @,%',/-& &B$%,-$&0

平均方差提取值。

所有因子负荷量在
<


<S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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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

　总测量模式区分效度：?质单质比率

S ; T R G Y = V X

S

环境可持续性

;

感知经济效益
<2YRS

T

感知社会成本
<2SYG <2SSS

R

长期规划
<2=YY <2YG= <2;<T

G

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
<2YXS <2Y=T <2;YX <2=;X

Y

确保?客满意度
<2G=X <2=VG <2<GG <2YVG <2V;;

=

最大化社区参与
<2=YV <2VGG <2SY; <2=XT <2V=T <2=XX

V

总体态度
<2RVT <2VSV <2;<G <2RY; <2Y;< <2=XT <2GR<

X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2YTG <2VTS <2SV= <2Y<< <2YRR <2=YT <2=S= <2VRR

４．３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所有研究假设运用
MF:


:b6

来检验。

结果（表５）显示，感知经济效益（Ｈ２：β＝

０４１２，ｐ＜０００１）、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

（Ｈ５：β＝０１９２，ｐ＜００１０）、确保?客满意

度（Ｈ６：β＝０３２３，ｐ＜０００１）都对总体态

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感知社会成本

（Ｈ３：β＝－０１７１，ｐ＜０００１）对总体态度

有负向影响。因此，Ｈ２、Ｈ３、Ｈ５、Ｈ６都得到

支持。此外，总体态度（Ｈ８：β＝０６８５，ｐ＜
０００１）可以显著预测对可持续旅?发展的
支持度，证实了对 Ｈ８的支持。然而，环境
可持续性和长期规划被认

"

与总体态度无

显著相关性。管最大化社区参与（Ｈ７：β
＝－０１８７，ｐ＜００１０）对总体态度有显著影
响，但其方向与预期不同。因此，Ｈ１和 Ｈ４
.

有得到支持。此外，该结构模型可以解释

总体态度中４９８％的变?，以及可持续旅
?发展支持度中４６９％的变?。

表５　研究假设结果

研究假设 β ｐ 结论

Ｈ１ 环境可持续性  总体态度 ０．０９４ ０．１５３ 不支持

Ｈ２ 感知经济效益  总体态度 ０．４１２ ０．０００ 支持

Ｈ３ 感知社会成本  总体态度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１ 支持

Ｈ４ 长期规划  总体态度 －０．０７８ ０．２１７ 不支持

Ｈ５ 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  总体态度 ０．１９２ ０．０１０ 支持

Ｈ６ 确保?客满意度  总体态度 ０．３２３ ０．０００ 支持

Ｈ７ 最大化社区参与  总体态度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４ 不支持

Ｈ８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０．６８５ ０．０００ 支持

　　本研究亦使用
:1,%$MF:

测试了总体态

度在
:N:U O3: =

个因素与可持续旅?发展

支持度之间的关的中介作用。
"

了评估

睶在的中介效应，我们?用了间接效应，使

用偏差校正的引导置信区间（
XG^ !D

）评估

间接作用是否显著。对间接效应的检验表

明，总体态度可以在感知经济效益、感知社

会成本、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确保?客满

意度和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之间的关

起到中介作用；然而，总体态度未能在环境

可持续性、长期规划和最大化社区参与和支

持度之间的关中起到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对
`X

的部分支持（表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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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Y

　中介作用（̀
X

）

间接效应 β　　
偏差校正的引导

置信区间（
XG^

）
结论

环境可持续性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2<YR fU <2<;S7 <2SGTg

感知经济效益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2;V;

e e e

f<2SVG7 <2TV;g

感知社会成本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U <2SS=

e e

fU <2SVR7 U <2<TXg

长期规划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U <2<GT fU <2SRV7 <2<;Rg

以社区
"

中心的经济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2ST;

e

f<2<TX7 <2;RSg

确保?客满意度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2;;S

e e e

f<2S;R7 <2T;Gg

最大化社区参与  总体态度  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
U <2S;V

e e

fU <2;SR7 U <2<R;g

部分

支持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旨在验证
:N:


O3:

量表在博彩

旅?目的地的适用性，?测试其对居民态度

的预测能力，以及居民总体态度在
:N:



O3:

和可持续旅?发展支持度之间的中介

作用。结果发现，该量表在不同的背景下

（博彩旅?目的地）表现出足
@

的信度、收

敛效度、区分效度和预测有效性。

５．１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两个方面。首先，

:N:


O3:

是一个值得持续探索的量表。与

之前在西方国家（
!)*' a :'%,9,.,7 ;<<G

；

o),/47 &$ ,#27 ;<SG

）或岛国（
Z'C&'%*7 &$ ,#27

;<SV

）进行的研究不同，此次研究对
:N:



O3:

在一个亚洲的博彩旅?目的地的适用

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
;S

题项版

本在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旅?目的地背景

下的效用，支持了
o),/4

等人（
;<SG

）和
Z'



C&'%*

等人（
;<SV

）的结果。该版本有充足的

信度和效度，且具有最
"

简约的特性，确实

有利於其“在大范围的旅?实践中的广泛

应用”（
o),/47 &$ ,#27 ;<SG7 52 =GT

）。

其次，本研究建立了一个概念模型，将

整体态度作
" :N:


O3:

和支持可持续旅?

发展之间的中介因子，?发现整体态度在感

知社会成本、感知经济效益、以社区
"

中心

的经济和确保?客满意度与可持续旅?发

展支持度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关。这

些结果意味著居民认
"

旅?业创造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
"

他们的社区吸引了更多的投

资，?
"

当地人和企业带来了经济利益，从

而获得居民的支持（
M%,.,47 &$ ,#27 ;<ST

；

k**/7 &$ ,#27 ;<<S

）。他们（
M%,.,47 &$ ,#27

;<ST

；
k**/7 &$ ,#27 ;<<S

）也发现负面的社会

影响和总体影响认知的反向关，表明无论

旅?发展会给目的地带来什
?

好处，居民都

认
"

旅?是一种经济发展，会必然
*

生相应

的社会问题。此外，研究表明?客满意度对

居民的态度及支持度有积极影响，由此可见

居民亦意识到?客满意度对旅?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因此，旅?目的地可以邀请居

民
"

旅客共建难忘的旅?体验，以实现可持

续旅?的发展（
J&/1,/7 ;<<T

；
I,/ a F'7

;<ST

）。

然而，本研究发现环境可持续性和长期

规划未能显示出对整体态度的显著影响，因

此对可持续旅?发展的支持亦是如此。

管有研究发现，居民感知到的环境影响和总

５９



体态度及支持度之间存在关，即当地居民

认
"

旅?发展造成了拥挤、噪音、污染和对

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而影响其对整个旅?发

展的感知，导致其对旅?发展的不支持

（
M%,.,47 &$ ,#27 ;<ST

；
k**/7 &$ ,#27 ;<<S

）。更

令人惊讶的是，长期规划被发现与居民感知

的总体态度及支持度有负面的关，这很有

可能是澳门居民对政府的规划和项目失去

信心。澳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频频出现严

重的预算超支和延误，如澳门轻轨系统。澳

门轻轨系统主瞃工程於
;<S;

年
;

月动工，

历时长达
=

年之久才完成鱶仔段；澳门轻轨

成本预计随著时间亦不断增长，项目造价由

;<<X

年估算的
=G

亿一直追加，鱶仔段最终

造价已高达至
S<S W S<;

亿澳门元。不仅是

基础设施专案，公共专案也缺乏透明度，不

向公
+

披露支出、财务报告和细节，如澳门

基金会的资金就因补贴模糊而被立法者质

疑（
3(', 4,1'/4 C%'&+7 ;<SY

）。

５．２　实际意义

本研究也
"

旅?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

提供了实际意义。基於对居民的总体态度

获得新见解，以了解居民对於旅?发展所造

成不同击之感知以及对可持续旅?发展

之态度，作
"

对未来旅?业发展的贡献。本

研究发现感知经济效益和以社区
"

中心的

经济对整体态度和支持度有积极影响，而感

知社会成本有负面影响。即使积极影响高

於负面影响，旅?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仍需

要
2

化具有正面的影响活动和改善负面的

问题，以确保可持续旅?发展，保持旅?目

的地的竞
<

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在不断
"

社区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
"

了长期的

可持续性，他们也需要尽量
:

少感知社会成

本。沟通是提升可持续旅?发展的工具，可

加
2

资讯散播。融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来

提升居民的支持。同时建议加
2

长期旅?

规划的信息，鼓励居民不同层次的参与和规

划谘询，使居民对旅?规划有一定程度的感

知与贡献。更重要的是，若使旅?目的地
$

的
*

品更具可持续性，这取
D

於它能
@

在多

大程度上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他们

在旅?规划发展过程中承担著不同的角色，

发挥著不同的作用。

此外，可持续旅?发展能
@

使居民受

惠，它可以通过收入、就业和
U

收从大
+

旅

?和可持续旅?中受益（̀
,%,#,1C*5*"#*(

a M'n,17 SXXY

）。在长期旅?规划过程中，

感受最深切就是居民，应该使居民了解旅?

业的发展可以
"

社区带来什
?

影响，包括积

极的影响以及负面的影响。同时旅?目的

地从业者可提供可持续性的营运模式，例如

购买当地食材、物资，以及使用本地服务来

帮助本地经济发展。提出提升居民支持旅

?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对策，达到可持续旅

?发展的目的。更应了解?客愿意支付的

价格以便提供各种体验供?客享受，促进目

的地旅?业的可持续发展。
E'%-)

和
6&



1&%.

（
;<;<

）建议鼓励?客在旅?目的地逗

留更多的天数，从而有助於当地
*

品的销

售，使当地经济和社区受益。由於旅?目的

地面临著旅?急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在可

持续目的地管理方面需要改进规划和政策，

保持居民和?客之间的平衡，从而进一步提

高目的地的竞
<

力。本地旅?企业要以同

样的方式迎合居民和旅客的需要，否则，如

果当地居民觉得他们不受欢迎，他们可能会

６９



审查他们对?客的负面情绪。如果旅?目

的地通过长期的规划来确保居民和?客之

间的关，那
?

就可以确保目的地的旅?业

可持续发展。但是，政府需要先赢得居民对

其长期规划的信心。

６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有以下几个局限性。首先，本研

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因此，对本研究结果的

通用性应该谨慎看待。其次，本研究是
8

断

面研究，而居民对可持续旅?发展的态度和

支持会随著时间而改变。因此，应该进行纵

向研究以跟?可能发生的变化。再次，本研

究数据是在
!LKDJ


SX

爆发之前收集的，由

於
!LKDJ


SX

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

居民对旅?发展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F'1

a O*7 ;<;S

；
:'4,#,7 ;<;<

）。因此，可在

!LKDJ


SX

疫情期间和结束之後再次收集数

据，以评估居民态度和支援度可能发生的变

化。最後，本研究只?用了
:N:


O3:

来解

释居民态度和他们对可持续旅?发展的支

持。其他重要因素，如情感团结（
&1*$'*/,#

(*#'0,%'$.

）（
I**(/,17 ;<SS,7 ;<SSC7 ;<S;

）、

生活品质 （
A",#'$. *+ #'+&

）（̀
,*7 &$ ,#27

;<SS

），也应该纳入模型，以更好地理解居民

对旅?业发展的态度和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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