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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澳门年度盛事———澳门光影节为情境，使用五维度的体验经济模

型探讨了体验经济与生动记忆和电子口碑意愿之间的关。为了更深入解节庆

活动的官方Ａｐｐ在节庆体验中的作用，本研究还探讨了节庆官方Ａｐｐ的参与程度

的调节机制。通过对２０１９年光影节的５８８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在五种类型

的体验之中，澳门光影节的美学体验对?客的生动记忆，以及电子口碑行
#

影响最

大，其次是社交体验。较高的官方Ａｐｐ参与程度对逃离体验和对电子口碑行为之

间的关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在生动记忆和电子口碑行
#

之间的关中，较高的

官方Ａｐｐ参与度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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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著旅?者对於互动参与式体验需求

的不断增长，节庆和特殊事件（
C4&+&)3#6 #$%

"=4/)#6 Z34$+- C"Z

）在旅?休盻和目的地选

择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节庆

策划中融入的新元素，可激发观
.

兴趣

（
T)348#- 4+ #6,- LMIW

），更有利於塑造目的地

形象（
S4$A _ V#$A- LMLM

）。许多目的地都

挖掘具有当地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其作
"

吸

引国
0

外?客的重要资源（
dA()

ê
;


E(

ú
- 4+

#6,- LMLI

），如巴西嘉年华会、日本北海道的

雪祭、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英国爱丁堡的

艺术节等。因此，探讨节庆参与者的体验、

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於节庆管理本身，以

及旅?目的地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旅?体验”的营造是目前旅?
*

业发

展关注的重点（
T)+/()4- 4+ #6,- LMII

）。从本

质上来看，体验是对多种感官的刺激而
*

生

的个体
0

部心理活动，其在某种程度上属於

享乐主义消费（
>98&0<- 4+ #6,- LMMP

）。在旅

?研究领域，体验是一个较为集中的主题，

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
X); _ "0- LMLL

）。

然而，
T)+/()4

等（
LMII

）通过对旅?相关领

域
0

以体验
"

主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

现人们对於体验的研究更多侧重在不同类

型的旅?场景中的体验之
0

涵，对於体验与

行
"

之间的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
8

。

而
X);

和
"0

（
LMLL

）借助计量分析的方法

对过去
LM

年的体验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後发

现，体验的研究场景集中於文化遗
*

、住宿、

餐饮等情境，节庆领域中的体验研究数量相

对不多。有学者指出，节庆属於典型的体验

经济场景（
>49&- 4+ #6,- LMIP

），因此，在节庆

背景下探讨参与者的体验，以及探讨体验对

参与者行为的影响机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

地解节庆参与者的行为。此外，从旅?体

验相关研究的视角来看，早期的研究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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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验经济的四个维度出发，随後的学者也

关注不同情境下的体验维度之构成。近年

来，学者则更侧重於体验给人带来的後续影

响方面，例如
X);

和
T)+/()4

（
LMIN

）关注体

验的“难忘”属性，提出难忘的体验概念。

再如
?6)

等（
LMIP

）关注体验的“创意”属

性，提出创意旅?体验（
/84#+)34


+098)&+ 4G=4



8)4$/4

）等。综合上述研究不难发现，在节庆

活动领域中，对於不同维度体验与节庆参与

者行为之间关的研究尚未深入。尤其是

节庆活动的种类繁多，其
0

在机制也可能存

在较大的差?。
"

此，本研究以澳门光影节

这种艺术主题类节庆
"

场景，以体验经济

WZ

架构
"

基础，探讨不同维度节庆体验与

参与者记忆和电子口碑之间的关，进而明

确在资讯化时代下，可增
8

节庆参与者电子

口碑传播意愿的关键体验维度。这样的研

究方向和设计也符合近年来体验领域研究

的趋势（
T)/(#8%&- 4+ #6,- LMLM

）。

与此同时，随著资讯技术的不断发展，

科技与旅?和节庆的融合也日益普遍，
X#$



%#;=966<

等（
LMIK

）就指出，消费者与服务

相关的人员与科技的互动也是体验的重要

来源，尤其是
['V

融入节庆後能
-"

节庆参

与者提供更
"

新奇的体验，以及提供更多的

附加价值（
@#$ 2)$B64- 4+ #6,- LMIK

）。随著

智慧手机的日渐普及，基於智慧手机的移动

?==

也成
"

人们接触最
"

频繁的技术工具。

资料显示，节庆活动的参与者人均拥有的智

慧设备数量
" I,WO

台（
.44+)$A=6#<- LMLI

），

因此，移动
?==

对於节庆参与者而言，有十

分巨大的市场需求。节庆业界管理者也开

发了大量的节庆活动
?==

以应对此种趋

势。然而，较少有学者探讨节庆活动中移动

?==

对参与者体验的影响（
*)- 4+ #6,- LMLM

），

"

此，本研究也会将节庆活动参与者的官方

?==

参与度（
4$A#A4;4$+

）作
"

衡量的指标，

探讨不同
?==

参与度的人士在节庆活动体

验及其後续行为影响方面的机制差?，从而

从更深层次上解释节庆
?==

对於节庆参与

者的影响，为学术和节庆管理实践提供启

发。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节庆体验

体验经济的概念自
E)$4

和
>)6;084

（
IJJK

）提出以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认

同。在旅?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体验相关

研究的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
LMIJo LMLI

年

发表的体验相关研究?了近二十年相关研

究成果数量的
NP,Q^

（
X); _ "0- LMLL

），由

此可见，体验相关领域中仍有较大值得研究

的空间。

E)$4

和
>)6;084

（
IJJK

）将体验定义为

事件对个体的独特吸引与联，?使用了
)

乐、教育、逃离，以及审美四个维度对体验进

行测量，而这一测量模式也被後续许多学者

用於开展相关研究。其後，其他学者也从不

同视角相继提出了其他体验的测量模式。

如
2#66&

等（
LMII

）从消费者体验的认识论

观点，将酒店和旅?业中消费者体验分解
"

四个部分，分
,"

普通体验、非凡体验、认知

体验和情感体验。随著人们对不同场景下

体验研究的日益深入，酒店、餐饮等情境下

的体验
0

涵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与此

同时，管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多，节庆事

件场景下的体验也开始为学者所关注。例

１０１



如
>49&

等（
LMIP

）就从认知论的观点，把节

庆参与者的体验分
"

情感参与、认知参与、

身体参与和体验新事物四个维度，?以此提

出了节庆体验的量表（
Z34$+ ZG=48)4$/4

"/#64- ZZ"

）。
T)/(#8%&

等（
LMLM

）指出，目前

学者们对於体验的测量仍然基於不同的场

景，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测量工具。实际

上，旅?者体验需要依赖於两个方面，即吸

引物场景要素和消费者主体要素（
E#/B48 _

U#66#$+<$4- LMIP

），而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也

指出，体验经济和其他经济之间的区
,

在

於，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费者参与体验

消费之後的
0

部心理活动和个体对此进行

解释的过程。为此，在对节庆活动体验进行

研究时，应充分考虑节庆活动的享乐性、大

众化、主题性等特点，选择较为合适的测量

方式。

通过对以往节庆相关领域学者的论述

进行回顾，享受、逃避现实（放）、学习教

育（文化探索）、社交互动（家庭团聚）是节

庆领域学者们提及较多的体验之
0

涵（
S4

T0D#& _ '#;#8480- LMMKH S0%%- 4+ #6,- LMMPH

X);- 4+ #6,- LMIP1

，而节庆本身就是休盻、社

交和文化体验的独特机会（
>4+F- IJJO

）。为

此，本研究在对节庆体验进行分析时，沿用

了
X);

等（
LMIP

）对体验的
0

涵理解，即在

体验经济
NZ

的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交

际体验。

１．２　体验与生动记忆

记忆是体验的结果（
X#&+4$(06F- 4+ #6,-

LMIK

），甚至有学者认
"

，记忆是旅?景观本

身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8&/(#66- LMIL

）。

E)$4

等（
IJJJ

）就指出，让顾客满意度的体

验就是要让顾客强化他所参与活动的记忆。

因此，记忆在体验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和价值。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记忆是一

个杂的概念，被描述为有意识地回忆过去

的事件、行为和经历的能力（
"/(#/+48- 4+ #6,-

IJJQ

）。然而，如果将记忆当作一个单独的

变数来整体开展研究的话，就过於笼统了

（
.4)&48 _ U8


%48- LMML

）。
"

此，学者们往

往从不同角度来细分?对记忆开展研究，例

如，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个人记忆和集体

记忆、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等（
X); _ b#$A-

LMIP

）。

作为持久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

记忆被不少旅?领域的学者关注，因为旅?

业希望能
-

在?客心中留下馀生难忘的记

忆（
V9$A _ T)+/()4- LMII

）。
"/(9;#$

（
IJJJ

）

认为，那些重要而又短暂的时刻或事件，可

以通过参与者的生动记忆来形成持久的效

果。
T95)$

和
X0F)$

（
IJKN

）用“闪光灯记

忆”一词来描述观察到的生动记忆，因为它

暗示了?客在某些方面获得的惊奇感，因

此，他们认为，生动记忆是在感官系统中更

容易被记住的非凡而独特的时刻，而不是平

常的时刻或事件。
.#$+()09

等（
LMIN

）认

为，不同的环境下，记忆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应该被拿出来探讨。作
"

与日常生活不同

的场景，节庆事件就是要
"

参与者创造一个

庆祝的理由，一个享乐和逃离的机会（
>4+F-

LMMK

）。因此，在节庆活动背景下探讨生动

记忆是非常适合的。

对於体验与生动记忆的关，以往有不

少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探讨。如
X);

和
b#$A

（
LMIP

）就将旅?者所面对的外部刺激分为

声音、气味和海报，分
,

测试其对生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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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相关试验结果表明，上述外部刺激

对於生动记忆存在显著性的影响。而
.#$



+()09

等（
LMIN

）也在节庆场景下，将体验经

济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了其对生动记忆的影

响，结果也支持节庆场景对生动记忆的显著

性影响。生动性与消费者过去经历中记忆

的感官成分相关（
T95)$- 4+ #6,- LMMQ

），而相

比普通场景，非同一般的和独特的场景或事

件，更容易为人的感官系统所记忆（
X);-

LMIM

）。为此，本研究推断管使用体验经

济的
WZ

模型，其各维度作为节庆活动中的

独特体验之感受，都会强化节庆参与者的生

动记忆。特提出如下假设：

cI

：审美体验会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

庆参与者的生动记忆；

cL

：逃离体验会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

庆参与者的生动记忆；

cQ

：
)

乐体验会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

庆参与者的生动记忆；

cN

：教育体验会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

庆参与者的生动记忆；

cW]

社会互动体验会显著性地正向影响

节庆参与者的生动记忆。

１．３　节庆参与者的电子口碑

随著资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电

子口碑
!Z64/+80$)/ 208% 0: .09+(

，
42`.1

行
"

成
"

影响其他睶在消费者
6

策的重要

0

容。所谓电子口碑，是指在非商业化的资

讯发?者和接受者之间
*

生的有关品牌、
*

品或服务的非正式人际沟通（
c#88)&0$



2#6B48- LMMI

）。口 碑
! 208% 0: .09+(

，

2`.1

通常被认
"

是影响消费者
6

策的因

素之一（
l00$ _ e<&#6- LMMW

）。与传统的口

碑相比，电子口碑具有更快的传递性，因此，

对消费者的影响也更
"

明显。节庆活动作

为一种大众化的享乐型活动，其电子口碑对

睶在参与者的关注度和参与意愿都会
*

生

显著性的影响（
"#8#A)(- LMLI

），因此，近年

来不少学者如
2)66)#;&

等（
LMIW

），
"#8#A)(

等（
LMLI

），都对节庆活动的网路电子口碑

开展研究。

?客对其体验的记忆是口碑传播的重

要来源（
S46A#%)660 _ Z&/#6#&- LMMN

）。
*#)

等（
LMLM

）的研究证实了记忆在电子口碑的

*

生中起重要作用。该研究提到，如果?客

对目的地的美食有丰富的记忆，他们可能愿

意在旅行期间或者旅行後在社交媒体上写

下体验的电子口碑。此外，在节庆的背景

下，
"4;8#%

和
T)348#

（
LMIK

）的研究指出，记

忆可以影响节庆在社交媒体上的电子口碑。

"

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cP

：节庆活动的生动记忆会显著性地

影响电子口碑。

E)$4

等（
IJJJ

）
8

调体验经济是阶段性

的难忘的个人体验。难忘的旅?体验被定

义为在事件发生後，基於个体对体验的评

估，有选择性地从旅?体验中构建出一种有

积极记忆的旅?体验（
X);- 4+ #6,- LMIL

）。

以往的多个研究证明，难忘的旅?体验显著

影响个体传播积极口碑的行
"

意愿（
?%0$



A0- 4+ #6,- LMIWH X); _ T)+/()4- LMIN

）。此

外，一项关於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表明，消费

体验是人类动机的来源（
24&+5800B- IJKO

），

它
6

定了口碑的传播。电子口碑和口碑在

概念上相近。在一项基於餐厅的研究中，研

究人员认
"

顾客的电子口碑可能是由他们

在餐厅的体验所引发的（
b40$A _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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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II

）。此外，
")R94)8#

等（
LMIJ

）的研究考

察了顾客体验对电子口碑意向的影响，研究

结果显示，顾客体验对电子口碑存在积极的

影响。

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cO

：审美体验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庆

参与者的电子口碑；

cK

：逃离体验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庆

参与者的电子口碑；

cJ

：
)

乐体验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庆

参与者的电子口碑；

cIM

：教育体验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节庆

参与者的电子口碑。

社会互动性是社交媒体时代的重要特

徵，因而社会互动性也成为许多服务提供者

所希望构建的一种氛围，而这种互动特徵为

顾客参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48(04:-

4+ #6,- LMIM

）。顾客参与是顾客与品牌、公

司，以及其他顾客互动的所有方式的总括

（
>9;;489& _ E)(6&+8


;- LMII

）。越来越多

的企业鼓励顾客参与这种互动，目的是为了

诱导顾客的电子口碑行为（
@48(04:- 4+ #6,-

LMIMH @)34B- 4+ #6,- LMIL

）。例如，
X#$D4

等

（
LMLM

）的研究证实了顾客参与对电子口碑

的显著影响。
@#$ S008$

等（
LMIM

）也提到，

消费者和其他消费者通过分享知识来参与

资讯交流，最终导致了有利的电子口碑行

为。因此，本研究有理由认
"

，节庆参与者

的社会互动体验对其电子口碑行
"

存在显

著的影响。

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cII

：社会互动体验显著性地正向影响

节庆参与者的电子口碑。

１．４　移动Ａｐｐ参与度的调节作用

参与度（
Z$A#A4;4$+

）在多个研究领域

获得学者的广泛关注，如社会心理学、组织

行为学、市场行销、服务管理和资讯系统等。

一般来
(

，参与度是一个综合化的概念，其

包含了体验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元素

（
U80%)4- 4+ #6,- LMII

），因此，被认为是一个

多维的构面。在不同的情境下，用
3

参与的

定义存在一定差?。例如在互动广告领域

的文献中，消费者参与被理解为有助於
*

生

品牌价值的数位媒体机制的总称（
.0664$ _

2)6&0$- LMIM

）。从消费者行
"

的角度来看，

@#$ S008$

等（
LMIM

）将顾客参与视
"

“顾客

的行为表现，这种行为超越了购买，由动机

驱动
*

生”。而移动
?==

的参与度则是指

?==

的使用者从
?==

中获得的激励体验的

品质，与用
3

的功能、体验和社会期望相匹

配（
U80%)4- 4+ #6,- LMIIH c)AA)$&- LMMPH X);

_ U#4B- LMIK

）。因此，让
?==

使用者对於

?==

的功能属性感到满意，或者
( ?==

的

体验品质至关重要（
U80%)4- 4+ #6,- LMII

）。

简而言之，
?==

使用者的参与度既是满足用

3

功能和体验期望的过程 （̀ ’
U8)4$$ _

V0;&- LMMK

），也可以被理解
"

一种行
"

（
@#$ S008$- 4+ #6,- LMIM

）。
U466;#$

等

（
LMII

）提到，消费者可能会对那些更有吸

引力的移动应用程式的品牌做出积极的反

应。

随著智慧手机的日益普及，移动
?==

在许多行业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在此背景

下，一些学者提到，移动
?==

的参与度不仅

影响用
3

的
?==

体验，还会进一步影响他

们对
?==

所属品牌的忠诚度（
U46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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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MIIH U80%)4- 4+ #6,- LMIIH *44- 4+ #6,-

LMMK

）。也有不少的研究证实了消费者的参

与度对线上消费体验（
.0664$ _ 2)6&0$-

LMIM

）、移动社交网路的感知价值（
29-

LMIP

）和广告接受度 （
X)6A48 _ T0;48-

LMMO

）等变数都会
*

生积极的影响。
"

此，

本研究认
"

，当节庆活动与移动
?==

结合

之後，节庆参与者的移动
?==

之参与程度

的不同，也会对他们的节庆活动参与和体验

过程
*

生影响。本研究特提出如下假设：

cIL

：官方
?==

参与程度的不同会导致

本研究模型中的各路径系数
*

生显著性的

差?。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地点

本研究选择了澳门年度盛事“澳门光

影节”作
"

研究开展的情境。光影元素在

澳门旅?发展中的应用可以追溯到
LMII

年，当时的澳门文化节中就曾经开展过“光

影大三巴”，以及其後的“声光筑梦”等表

演，这些表演都是以光影投射技术在大三巴

牌坊前壁等世界文化遗
*

景点上展示各种

光影图案，受到?客的欢迎。
LMIW

年起举

办的“澳门光影节”则是一项为了增加澳门

旅?吸引力而举办的活动，规模比此前的光

影表演要大，同时活动形式亦较多样化。随

著第一届光影节的成功举办，澳门特区政府

旅?局
6

定将澳门光影节订立为定期活动，

每年举办一次。目前，澳门光影节已经成为

澳门一项於
IL

月举办的标?性年度盛事，

光影节期间，灯光艺术、文化创意、互动?戏

等元素与世界文化遗
*

景点和历史街区相

结合，营造出独特而迷人的氛围，主办方还

会组织一些附带的活动，例如小型音乐会，

即场表演等，让参与者沉浸於梦幻光影魅力

氛围中，享受假期。

２．２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都是来源於

已有的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量表。其中，体验

经济来源於
.#$+()09

等（
LMIN

）、
X);

等

（
LMIP

）、
X#&+4$(06F

等（
LMIK

）使用的量表进

行测量。生动记忆的测量工具主要参考了

X#&+4$(06F

等（
LMIK

）的研究中的量表进行

测量。电子口碑的测量主要借用了
V&#0

和

c&)4(

（
LMIL

）以及
T)348#

等（
LMIW

）的量表

进行测量。官方
?==

的参与程度主要借用

了
X);

和
U#4B

（
LMIK

）使用的量表进行测

量。调查问卷方面则最终?用了李克特

（
*)B48+

）七点式量表进行设计。

２．３　抽样方法

本研究首先於
LMIJ

年
IL

月
I

日至
Q

日开展了问卷的预调研工作，现场发放?回

收有效问卷
IMM

份。预调研的地点集中在

大三巴牌坊、南湾湖和龙寰葡砋。因为上述

三处地点是人流比较集中，且较具有代表

性，分属於不同的三条线路。其中大三巴牌

坊是中区及望德堂区的“情怀之光”主题瞃

路中的重要节点；南湾湖属於南西湾区的

“缤纷之光”瞃路；龙环葡韵则属於嘉模堂

区的“融和之光”瞃路。调研对象为光影节

现场参与者，?且至少去过两个光影节活动

地点的?客。在具体抽样方法上使用了方

便抽样的模式。在根据预调研结果调整後，

得到正式版本的调查问卷，?在
LMIJ

年
IL

月
IM

日至
LMIJ

年
IL

月
QM

日进行了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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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的发放及回收。问卷发放地点和方法

与预调研一致。正式版本的问卷共发放

PQI

份，收回的有效问卷共
WKK

份。接受调

查者的基本资料如表
I

所示。

表
I

　接受问卷调查者的基本资料

个人资料 数量 百分比

性
,

男
LPO NW^

女
QLI WW^

年龄

IK g LW

岁
JQ IP^

LP g QM

岁
IOJ QM^

QI g NM

岁
LMO QW^

NI g WM

岁
OK IQ^

WI g PM

岁
LK W^

PM

岁以上



Q I^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JP IP^

高中
IOM LJ^

大学
LOW NO^

硕士及以上



NO K^

同行人员

独自参与
IQ L^

家人
QJL PO^

同学
QW P^

朋友
JO IP^

同事
P I^

情
Z NL O^

其他



Q I^

　　对於回收後的资料，本研究?用
";#8+



E*" Q,M

统计软件作
"

分析资料的主要工

具，进行结构方程分析。

３　资料分析结果

３．１　共同方法偏差

为了防止问卷由同一调查对象填写，根

据
c#8;#$

（
IJOP

）的建议，本研究通过使用

单因子检验法检验调查问卷的共同方法偏

差。单因子检验法通过对全部问项进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若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的解

释方差率超过
WM^

，表明存在较高的共同

方法偏差（
E0%&#B0:: _ `8A#$- IJKP

），而本

研究提取的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NI


KQW^

，

(

明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
0

。

３．２　测量模型分析

偏最小平方法（
E#8+)#6 *4#&+ "R9#84&

，

E*"

）对资料的分析分
"

两个过程，首先是

对衡量模式进行效度和信度的分析，然後对

结构模式进行路径系数的检定和模型预测

能力的估计。这样的过程目的是为了检验

变数是否具有信度和效度。为了能
-

确定

衡量指标对研究变数的解释性有多少，随即

对各研究变数之间的关进行检验，发现各

个研究变数之间存在的关均符合研究的

要求，因此，资料可用作检验本研究中的各

种假设。

为保证研究的整体信度和效度，使用

";#8+E*" Q,M

软体，?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从各变数的拟合指标判定

模型构建是否满足本研究的要求。

本研究利用
E*"

验证信度与效度，需

要得出每个构面的组成信度和平均萃取变

?量。研究中的睶变数的组成信度（
/0;



=0$4$+ 846)#5)6)+<

，
'T

）和克隆巴赫系数

（
'80$5#/(

’
& α）代表著0

部题目的一致性。

如果睶变数的
'T

值和
'80$5#/(

’
& α系数

越高，代表著变数中的题目关度越高。当

'80$5#/(

’
& α系数大於 M,O

的时候，被认为

具有良好的
0

部一致性；
'T

值大於
M,O

的

时候，也被认
"

是可以使用的；平均萃取变

?量（
#348#A4 3#8)#$/4 4G+8#/+4%

，
?@Z

）大於

M,W

的时候，也能
-

证明该变数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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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睶变数的
'80$5#/(

’
& α系数介

於
M,KOI g M,JLQ

之间，
'T

值介於
" M,JIL g

M


JWI

之间，
?@Z

值介於
M,OLI g M,KPO

之

间。本研究的四个睶变数都具有良好的
0

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因此，均符合研究的

要求，具体如表
L

所示。

表
L

　测量模型检验

变数 项目
"C* '80$5#/(

’
& α 'T ?@Z

教育体验

M,KJQ M,JQQ M,KLQ

教育体验
I M,JMQ

教育体验
L M,JIJ

教育体验
Q M,J

)

乐体验

M,JLQ M,JNW M,KIL

)

乐体验
I M,KKJ

)

乐体验
L M,JLQ

)

乐体验
Q M,JMO

)

乐体验



N M,KKW

逃离体验

M,KOI M,JIL M,OLI

逃离体验
I M,KPO

逃离体验
L M,KWQ

逃离体验
Q M,KLW

逃离体验



N M,KWI

社交体验

M,J M,JQ M,OPJ

社交体验
I M,KPP

社交体验
L M,KOK

社交体验
Q M,KK

社交体验



N M,KKQ

审美体验

M,JLI M,JNI M,OP

审美体验
I M,KP

审美体验
L M,KKK

审美体验
Q M,KOQ

审美体验
N M,KJO

审美体验



W M,KN

生动记忆

M,JLQ M,JWI M,KPO

生动记忆
I M,JLL

生动记忆
L M,JNI

生动记忆



Q M,JQ

电子口碑

M,JL M,JN M,OWK

电子口碑
I M,J

电子口碑
L M,KQN

电子口碑
Q M,KPO

电子口碑
N M,JMI

电子口碑



W M,K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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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测量模型在研究区
,

效度的估计

上，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检验：一是检视交

叉合矩阵。本研究各变数中的个
,

问项

负荷量均高於其在其他变数中的负荷量，符

合研究要求（见表
Q

）。二是利用
C08$466

所

做的指标（
/8)+48)0$

）。如果所测量的模型具

有区
,

效度，
(

明睶变数之间的关程度需

小於对应睶变数
0

的关程度，所以需要利

用变数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来加以检验。当

变数的
?@Z

值大於该变数与其它变数间的

相关系数的平方时，则
(

明区
,

效度存在。

因
" ?@Z

值是同一个睶变数
0

所有多元相

关平方（
&R9#84% ;96+)=64 /08846#+)0$&

，
".'

）

的平均值，而
".'

是每一个睶变数下衡量

题项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8%)F4% :#/



+08 60#%)$A

，
"C*

）的平方值，所以在进行对

比时，需进行平方运算（见表
N

）。本研究资

料也表明共线性的统计量（
3#8)#$/4 )$:6#+)0$

:#/+08

，
@[C

）也均低於
M,W

，符合研究的要求。

表３　交叉荷表

项目 社交体验
)

乐体验 审美体验 教育体验 电子口碑 生动记忆 逃离体验

社交体验１ ０．８６６ ０．６４２ ０．５５０ ０．５７３ ０．５８８ ０．５８４ ０．６０３

社交体验２ ０．８７８ ０．６４３ ０．５８３ ０．５８６ ０．５８４ ０．５９７ ０．６１６

社交体验３ ０．８８０ ０．６２０ ０．５９３ ０．６１３ ０．５８１ ０．６０５ ０．６２２

社交体验４ ０．８８３ ０．６４６ ０．５７８ ０．５７７ ０．５９４ ０．６０１ ０．５８１

)

乐体验１ ０．６３３ ０．８８９


０．６４７ ０．６８９ ０．５７２ ０．５９１ ０．６２２

)

乐体验２ ０．６５８ ０．９２３ ０．６１７ ０．６９２ ０．６００ ０．６２０ ０．６３２

)

乐体验３ ０．６６１ ０．９０７ ０．６４５ ０．６６２ ０．５９７ ０．６２９ ０．６２５

)

乐体验４ ０．６７１ ０．８８５ ０．６３５ ０．６６２ ０．５７９ ０．５８１ ０．６４９

审美体验１ ０．５７３ ０．６２０ ０．８６０


０．６４４ ０．６３４ ０．５７６ ０．５５６

审美体验２ ０．５８３ ０．６２４ ０．８８８ ０．６５５ ０．６６４ ０．６１１ ０．５６１

审美体验３ ０．５３１ ０．６０４ ０．８７３ ０．５８１ ０．６０８ ０．６０６ ０．５３８

审美体验４ ０．５７０ ０．６０２ ０．８９７ ０．６０３ ０．６５３ ０．６４０ ０．５２１

审美体验５ ０．６０５ ０．６２４ ０．８４０ ０．６１５ ０．６４２ ０．６８２ ０．５８２

教育体验１ ０．５９５ ０．６９３ ０．６４４ ０．９０３


０．６４４ ０．５９４ ０．５６６

教育体验２ ０．６３７ ０．６８９ ０．６５６ ０．９１９ ０．６１４ ０．６１１ ０．６０８

教育体验３ ０．５９２ ０．６５９ ０．６３４ ０．９００ ０．５８７ ０．５７０ ０．６２１

电子口碑１ ０．６２４ ０．６１２ ０．７００ ０．６５６ ０．９００


０．６６４ ０．５６３

电子口碑２ ０．５３８ ０．５５５ ０．６３２ ０．５６６ ０．８３４ ０．５９４ ０．５３６

电子口碑３ ０．５７１ ０．５３４ ０．５８５ ０．５５２ ０．８６７ ０．６２３ ０．５１８

电子口碑４ ０．５９７ ０．５８８ ０．６６０ ０．６０４ ０．９０１ ０．６３９ ０．５２１

电子口碑５ ０．５８０ ０．５４３ ０．６１６ ０．５６７ ０．８４９ ０．６１２ ０．４８８

生动记忆１ ０．６１６ ０．６２９ ０．６８１ ０．６２３ ０．６５９ ０．９２２


０．５８３

生动记忆２ ０．６２６ ０．６０５ ０．６５３ ０．５８２ ０．６７２ ０．９４１ ０．５８９

生动记忆３ ０．６５９ ０．６４３ ０．６６８ ０．６１６ ０．６８０ ０．９３０ ０．６０３

逃离体验１ ０．５９１ ０．６３７ ０．５５８ ０．６０４ ０．５５３ ０．５４７ ０．


８２５

逃离体验２ ０．５７０ ０．５９３ ０．５３５ ０．５３４ ０．４８５ ０．４９７ ０．８５１

逃离体验３ ０．５４５ ０．５２８ ０．４９８ ０．５１２ ０．４９３ ０．５２７ ０．８６７

逃离体验４ ０．６３４ ０．６１６ ０．５５５ ０．５８１ ０．５１５ ０．５８０ ０．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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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区分效度与变数之间的关

变数 社交体验
)

乐体验 审美体验 教育体验 电子口碑 生动记忆 逃离体验

社交体验 ０．８７７

)

乐体验 ０．７２８ ０．９０１

审美体验 ０．６５８ ０．７０５ ０．８７２

教育体验 ０．６７０ ０．７５０ ０．７１１ ０．９０７

电子口碑 ０．６６９ ０．６５２ ０．７３５ ０．６７８ ０．８７１

生动记忆 ０．６８１ ０．６７２ ０．７１６ ０．６５２ ０．７２０ ０．９３１

逃离体验 ０．６９１ ０．７０１ ０．６３３ ０．６５９ ０．６０４ ０．６３５ ０．８４９

　　　注：对角瞃数值
#

平均萃取变?量（
?@Z

）的平方根，下三角
#

对应变数的相关系数

　　但
c4$&4648

（
LMIL

）指出
E*"

会高估因

素负荷量，低估变数之间的相关关，
?@Z

会被高估，所以建议区
,

效度分析应加入?

质—单质比率（
c4+480+8#)+


;0$0+8#)+ T#+)0

，

cV.V

）的估计方法，原理主要
"

变数
0

部

题项之间的平均相关，应大於不同变数题项

之间的平均相关，将後者除以前者，若小於

M,KW

，则
(

明变数之间也具有区
,

效度。根

据此方法，可以看出计算数值均小於
M,KW

，

同样可
(

明，变数之间具有区
,

效度（见表

W

）。

表
W

　
cV.V

区
*

效度分析

变数 社交体验
)

乐体验 审美体验 教育体验 电子口碑 生动记忆 逃离体验

社交体验

)

乐体验
M,OJJ

审美体验
M,OLI M,OPW

教育体验
M,ONO M,KLP M,OKN

电子口碑
M,OQW M,OMP M,OJO M,ONP

生动记忆
M,ONO M,OLK M,OOW M,OIK M,OKI

逃离体验
M,OOK M,OK M,OMW M,ONP M,POL M,OMP

３．３　结构模型分析

运用
E*"

演算法检验解释变数对结果

变数预测的配适度，使用反复抽样法（
U00+



&+8#= 84&#;=6)$A ;4+(0%

）抽取
W-MMM

样本进

行参数计算与评价模型系数的显著性，由於

反复抽样法是一种无母数统计推论法，所以

小样本也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解释变数体

验对结果变数记忆解释效应指标
TL "

M,PIN

，大於最低门槛值
M,IM

；体验对行为意

向的解释效应指标
TL " M,PWI

。为进一步

确定模型的稳定性及配适度，进行交叉验

证，得出
YL

值介於
M,NKL g M,WLW

之间，大於

M

，显示模型具有交叉效度。此外，整体模型

的拟合优度（
A00%$4&& 0: :)+

，
>`C

）
" M,WON

，

高於
24+F46&

等（
LMMJ

）提出的良好适配度

M,QP

的标准，代表模型具有高度的适配度。

根据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的结果可知

（见表
P

），在体验对生动记忆的影响中，审

美体验（
+ f N,PQ

，
= mM,MW

）、逃避体验（
+ f

L,WIL

，
=mM,MW

）、社交体验（
+ fQ,LIL

，
=mM,M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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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生动记忆，假设
cI

、
cL

、
cW

均得

到支持。此外，生动记忆对电子口碑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假设
cP

获得支持（
+ fQ,WQP

，
=

mM,MW

）。在体验对电子口碑的影响中，审美

体验（
+ f W,MNJ

，
= mM,MW

）、教育体验（
+ f L,

PLK

，
=mM,MW

）、社交体验（
+ fL,MOK

，
=mM,MW

）

显著影响生动记忆（
+ fN,PQ

，
=mM,MW

），假设

cO

、
cIM

、
cII

均得到支持。

表
P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假设
解释变数（

E84%)/+08

3#8)#564

）

结果变数

（
'8)+48)0$

3#8)#564

）

6

定系数

（
T

L）

路径系数

（
E#+(

/04::)/)4$+

）

+

值

（
+


3#694

）
显著性 结果

cI

审美体验 → 生动记忆
M,PIN M,QWM N,PQM M,MMM

成立

cL

逃离体验 → 生动记忆
M,PIN M,ILQ L,WIL M,MIL

成立

cQ )

乐体验 → 生动记忆
M,PIN M,IMW I,WJK M,IIM

不成立

cN

教育体验 → 生动记忆
M,PIN M,MJI I,NOM M,INL

不成立

cW

社交体验 → 生动记忆
M,PIN M,LLJ Q,LIL M,MMI

成立

cP

生动记忆 → 电子口碑
M,PWI M,LON Q,WQP M,MMM

成立

cO

审美体验 → 电子口碑
M,PWI M,QMO W,MNJ M,MMM

成立

cK

逃离体验 → 电子口碑
M,PWI M,MIK M,NNN M,PWO

不成立

cJ )

乐体验 → 电子口碑
M,PWI M,MMM M,MMO M,JJW

不成立

cIM

教育体验 → 电子口碑
M,PWI M,IPL L,PLK M,MMJ

成立

cII

社交体验 → 电子口碑
M,PWI M,IPM L,MOK M,MQK

成立

　　为了探讨节庆活动的官方
?==

参与程

度对於上述模型中各路径的影响，本研究基

於官方
?==

参与程度的资料进行了聚类分

析，将被调查对象按照参与程度的不同分为

官方
?==

参与程度高，以及官方
?==

参与

程度低两类。其中参与程度高的群组中有

QJQ

人，参与程度低的群组中有
IJW

人。基

於上述分类的结果，本研究借助
";#8+E*"

中的多群组分析 （
.96+)A809= ?$#6<&)&

，

.>?

）模组进行路径差?分析。

表
O

显示了多群组比较的结果。根据

表中资料可以看出两组群体中路径系数估

计值的差?。结果表明，在逃离体验与电子

口碑行为，以及生动记忆与电子口碑行为之

间的关中，官方
?==

参与程度的高低不

同时，上述关也存在显著差?。

首先，在逃离体验和电子口碑行
"

之间

的关，两组群体之间存在差?（
t %):: t f

o M,LMW

；
=

值
fM,MIL

）。可以看出，拥有较低

官方
?==

参与度的节庆活动受访者，在这

段关中存在著更
8

的路径关。此外，在

生动记忆和电子口碑行
"

的关中，两种群

体之间存在的差?更
"

显著 （
t %):: t

f o M,QLW

；
=

值
fM,MQN

）。与前者相反，在生

动记忆和电子口碑行
"

的关中，拥有较高

官方
?==

参与度的节庆活动受访者表现得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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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

　多群组比较分析结果

关 对比
t %):: t =

值 结果

审美体验 → 电子口碑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o M,LIM M,MOO

不支持

审美体验 → 生动记忆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M,IMK M,NPM

不支持

教育体验 → 电子口碑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o M,IMK M,QPJ

不支持

教育体验 → 生动记忆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M,MKP M,WMJ

不支持

)

乐体验 → 电子口碑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M,IPN M,LIW

不支持

)

乐体验 → 生动记忆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o M,ILN M,QWN

不支持

逃离体验 → 电子口碑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o M,LMW M,MIL

支持

逃离体验 → 生动记忆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M,MWP M,WKI

不支持

生动记忆 → 电子口碑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M,QLW M,MQN

支持

社交体验 → 电子口碑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o M,MIO M,KKW

不支持

社交体验 → 生动记忆 高参与度、低参与度
o M,IPQ M,LWI

不支持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在五种类型的体验之

中，澳门光影节的美学体验对?客的生动记

忆及电子口碑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社交体

验。这一方面是因为澳门光影节是一个文

化密集型的视觉艺术表演，举办方使用大型

灯光效果装饰旅?景点，成为吸引?客的重

要旅?元素。同时，本研究美学体验对生动

记忆的影响最大，与先前的其他学者研究结

果较为一致，即美学体验影响记忆（
X#&+4$



(06F- 4+ #6,- LMIKH `(- 4+ #6,- LMMO

）。值得注

意的是，本研究中，教育体验对节庆活动参

与者的电子口碑行为有直接积极的影响，但

对他们的生动记忆
GI

有显著的影响。研

究人员认为，此结果可能是因为生动记忆暗

示了?客对某方面的惊奇感（
T95)$ _ X0



F)$- IJKN

）。虽然澳门光影节利用光影来展

示澳门的世界文化遗
*

，但多数本地居民和

?客在参与澳门光影节之前，可能已对澳门

文化及相关的景点有一定解。管光影

节通过光影技术装饰或创新来展示和宣传

这些文化景观，但由於这种改变?非在根本

上进行创新，尤其是在
0

涵上?未出现较丰

富的新的资讯，因此，?不一定会给参与者

带来足
-

强烈的惊奇感。因此，澳门光影节

的教育体验无法给居民和?客留下特殊的

记忆。

逃离体验的情癋与教育体验相反，即逃

离体验对?客的记忆有直接积极的影响，对

?客的电子口碑行
"

无直接影响。对於此

结论，研究者认为，要获得逃离体验，首先可

能需要参与者在节庆中可以实现高度沉浸，

即参与者沉浸在一个不同的时间或空间

（
Y9#%8)


C46)++) _ C)084- LMIL

）。其次，正如

此前提及，生动记忆的
*

生需要更容易被记

住的独特的时刻，而不是平常的事件（
T95)$

_ X0F)$- IJKN

）。很明显，澳门光影节通过

光影元素的装饰，让人们熟悉的场景展现出

不一样的美感与景观，尤其是当参与者沉浸

於该环境中时，会获得一定的惊奇感。因

１１１



此，逃离体验会使参与者
*

生难忘的记忆，

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
Y9#%8)


C46)++) _

C)084- LMIL

）也较为一致。此外，节庆的审

美体验或教育体验，是通过灯光装置或具体

的
0

容来传达，与审美体验或者教育体验相

比，逃离体验是无形的，需要有更大的沉浸

感和参与度，这种体验需要?客到达现场才

能体会，无法通过电子口碑准确传达，因此，

无法显著地影响电子口碑行为也是较为合

理的结果。

最後，该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官方

?==

参与程度对逃离体验和对电子口碑行

为之间的关有负向的调节作用。这可能

是因为与审美等体验不同的是，逃离体验是

高度沉浸式的。频繁操作节庆官方
?==

反

而会使参与者无法完全投入节庆氛围中，而

是将部分注意力集中在
?==

的使用中，最

终无益於
8

化逃离体验本身。此外，使用官

方
?==

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如操作困难、

网络延迟等而影响使用者的体验感（
c#;)6



+0$- 4+ #6,- LMIP

）。因此，?客的节庆官方

?==

参与度越高，参与者反而就越无法投入

到沉浸体验之中，从而影响参与者的电子口

碑行为意向。
*)

等（
LMIL

）将
?==

给与节庆

活动参与者的感受称之为控制感，他们指

出，虽然
?==

可以提供给节庆活动参与者

较好的控制感，但这种感觉会带来负面的体

验，因为休盻体验应该是非结构化的，如果

有计划，那与日常生活
I

有特
,

不同，可能

会导致负面的体验。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

了上述研究结论
*

生的原因。因此，
?==

使

用者的精力需要避免过度用於
?==

，以免影

响节庆体验中的畅爽（
:607

）感受（
*9G:08%

_ S)/B)$&0$- LMIW

）
,

在生动记忆和电子口碑行
"

之间的关

中，较高的官方
?==

参与度起正向的调

节作用。也就是
(

，当节庆参与者的官方

?==

参与程度较高时，生动记忆对电子口碑

行为意向的影响就越大。这也可能是因
"

官方
?==

的参与对满足使用者的体验品质

至关重要（
U80%)4- 4+ #6,- LMII

），澳门光影节

的应用程式设计成熟，且能
-

帮助?客提高

体验。因此，拥有较高官方
?==

参与程度

的用
3

将获得更积极的体验和生动记忆。

此外，消费者行
"

文献也提到，消费者的参

与度会影响其在社交网站
0

的电子口碑行

"

（
'(9 _ X);- LMIIH V(#B98- LMIK

）。上述

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在以往研究中出

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节庆活动所配

套的
?==

，到底是会增
8

节庆体验，还是会

削弱 节 庆 体 验 （
*9G:08% _ S)/B)$&0$-

LMIW

），未来的节庆活动管理者可能要对此

问题进行斟酌及平衡。

４．２　管理启示

对於节庆管理者而言，本研究也有一定

的实践启示。如审美体验和社交体验是本

研究中仅有的，?能
-

同时影响生动记忆和

电子口碑的体验类型，其中，审美体验所在

的路径也是系数值最高的，由此可见，对於

澳门光影节的参与者而言，审美体验是核心

诉求。其次，为节庆活动参与者提供更多的

社交体验，也有利於在加强生动记忆的同

时，促进其电子口碑的行为意向。尤其是社

交体验对生动记忆的影响路径系数，也在该

研究模型中处於较高的水平。

为此，未来节庆活动管理者在招标和设

计过程中，应该加大对项目美学部分的
6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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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同时，注重从人体审美体验的形成机

制方面，进行活动和形式策划。如
T#;



#/(#$%8#$

和
c)8&+4)$

（
IJJJ

）在探讨审美体

验的
*

生机制时就提出，考虑到人类注意力

资源分配的限制，如果艺术能
-

在单一维度

上激活观众的视觉神经，则可以
*

生最强大

的吸引力。为此，澳门光影节在设计时也应

该每年聚焦於某一个领域
0

的审美刺激，避

免将光影节过度拓展，以达到更有效地形成

审美体验的目标。此外，故事（主题）、象徵

意义、感知关联等要素是人们
*

生审美体验

时的核心要素（
.#8B03)/

＇
- LMIL

），在未来节

庆活动策划时，光影节的主办方也可以相应

强化这项要素。

此外，由於增强节庆中的社交体验，也

有利於提升节庆活动参与者的印象和电子

口碑，因此，主办方未来需要继续关注节庆

中的各类活动形式，让节庆参与者之间可以

形成一定的互动交流和分享机制，增强人际

之间的互动性。而本研究也证实了官方

?==

的参与程度会显著性地正向调节生动

记忆和电子口碑之间的关。为此，节庆管

理者也需要不断优化官方
?==

的策划和设

计，让
?==

不仅在节庆举办期间方便人们

参与节庆活动，更能
-

成为节庆结束之後，

人们愿意保留和使用的工具，进而不断强化

参与者的电子口碑宣传意愿。

４．３　研究局限

管本研究得到上述具有启发性的研

究结论，但同时也存在以下研究的局限：首

先，本研究仅针对澳门光影节进行了研究，

考虑到节庆主题和形式的多样性，本研究所

得之主要结论是否适合其他节庆活动的场

景，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其次，本研究在抽

样过程中，?取的是便利抽样的方式，在抽

样方式及抽样地点方面都存在不断改进和

优化的空间。再者，本研究仅?取了量化的

方式开展研究，从进一步深化研究
0

容的角

度来看，未来可以配合质性研究的方法，对

本研究中得到的理论模型机制进行深入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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