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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

後疫情时期
<

如何吸引?客访澳
<

提高?客的重访意图
<

促进旅?业复苏成

为澳门旅?目的地管理组织的当务之急。本研究以澳门
$

例
<

旨在探究疫情後在

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下
<

访澳?客的主观幸福感和对居民的情感团结是如何影响

他们的重访意图。研究通过定量的方法
<

使用
5d559P

和
5%-*.dR5M8 :

对
MJ:

份来

自访澳?客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客的主观幸福感和情感团结均对重

访意图产生积极影响
<

地方依恋在?客的主观幸福感和重访意图之间起到了显著

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在疫情後关键点重新审视了?客的重访意图以及其预测因素

U U

主观幸福感和情感团结
<

希望研究结果能为澳门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的参 考
<

促进澳门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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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冠肺炎疫情给澳门旅?业带来巨大

的冲击，但随著国家防控政策的逐渐放宽，

旅?业开始全面恢复，澳门旅?经济亟待回

暖。如何吸引?客访澳，提高?客的重访意

图，促进旅?业复苏成为疫情後澳门旅?目

的地管理组织的当务之急。随著旅?市场

的发展，目的地
#

业成
'

经济发展的重要部

分（
N&%< ). -18< 9:@;

）。?客的重访意图、忠

诚度、口碑传播等与旅?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密切相关，其中重访意图是旅?研究中最热

门的话题之一（
R-&< ). -18< 9:99I R&< ). -18<

9:@Z

）。学术界对影响?客重访意图的预测

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包括服务质量、目的

地形象、地方依恋、满意度、旅?体验等（
61



1-%)/< ). -18< 9:@A

；
T/)$ L \4$E< 9:@:

；
D-$

L D?4$< 9:@A

；
N&% L R))< 9:@Z

；
R#4*)&*#<

9:@P

；
5"-*>&< 9:@OI 5#$2< ). -18< 9:@;I 54< ).

-18< 9:@Z

）。

关於如何提升?客重访意图这一问题，

管学术界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幸福”

这一重要因素未获广泛重视。有证据表明，

旅?是幸福的源泉，?客更倾向於访问可以

提升幸福指数的目的地 （
[-'-< ). -18<

9:@O

），
d)$2

等（
9:9M

）将幸福感（
D->>&



$)++

）视为由积极情绪、参与度和意义组成

的三维变量，探究了中医药文化旅?背景

下，?客的幸福感对重访意图的影响。但由

於学术界对“幸福”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

因此在不同定义下的“幸福”对於重访意图

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仍需进一步研究。主

观幸福感（
540j)".&() B)11U 0)&$2

）指的是一

个人对生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也就是

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
F4++)*& L 5-'-



(-

，
9:@M

）。虽然有多项研究表明，?客的主

观幸福感会影响行为意图（
N&%< ). -18<

9:@A

；
N&%< ). -18< 9:9:

），但在疫情过後，?

客主观幸福感对其重访意图的影响机制尚

未清晰，亟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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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研究表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

平可以正向影响其对?客的情感团结，进而

预测居民对旅?业的支持行
'

（
34$-$4*< ).

-18< 9:9@

）。情感团结被看作是预测人们对

旅?相关态度的重要指标，用来解释目的地

居民与?客和谐关的建立过程（
K##+



$-%

，
9::O

）。管情感团结更多用於预测

居民对旅?发展的态度（
D-+-$&< ). -18< 9:@JI

V##< ). -18< 9:9@

），但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团

结理论同样适用於解释?客行为，?客对居

民的情感团结相关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

视（
V## L K##+$-%< 9:9:

）。最近有学者探

究了一些特殊?客群体（例如志愿者?客，

RSFHg

?客）对居民的情感团结与其重访

意图的关（
6$< ). -18< 9:99

；
R-&< ). -18<

9:99

），但仍缺乏以当下後疫情时期为背景

的研究成果，且尚未有研究将情感团结与主

观幸福感同时作为预测因素来探究对?客

重访意图的影响。

在旅?研究中，常用地方依恋理论

（
d1-") -..-"/%)$. ./)#*?

）来反应人地之间

的情感联（
d*-?-2 L 7?-$< 9:@9I 5.?1&'&+<

9:@Z

）。有研究表明，地方依恋在旅?营销

中起著重要作用。当?客对目的地的满意

度较高时，他们会对目的地
#

生依恋，且更

有可能在未来再次访问（
S)#*2) L S)#*2)<

9:@9

）。
H-+"&

等（
9:99

）探究了?客的情感

团结、地方依恋与目的地忠诚度之间的关

，结果表明，情感团结对?客的地方依恋

以及目的地忠诚度有著积极的影响。同样，

R))

等（
9:99

）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情感团结

可以作为影响地方依恋的预测因素。与地

方依恋相关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主观幸

福感，在现有的旅?研究中，通常将地方依

恋作为预测因素探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3-*&""/&#1#< ). -18< 9:9@I K4< 9:@OI m/-$2<

). -18< 9:99

），但根据
3-$'-1

（
9:@J

）的研究

表明，主观幸福应该是地方依恋强有力的预

测因素。管旅?文献中不缺乏与地方依

恋相关的研究，但同时探究?客的主观幸福

感与情感团结对地方依恋的影响的研究?

不常见。

'

弥补以上研究空白，本研究藉著地方

依恋理论，探究了?客的主观幸福感与情感

团结作为预测变量对地方依恋和重访意图

的影响，构建了一个新的模型，以地方依恋

为中介，展示了?客主观幸福感和情感团结

对其重访意图的影响，不仅扩展了现有重访

意图的影响因素研究，也补充了现有的幸福

感研究、情感团结理论和地方依恋理论的应

用，?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预测能力的模

型。

１　文献综述

@


@

　?客主观幸福感（
540j)".&() B)11U 0)&$2

）

主观幸福感（
540j)". B)11 U 0)&$2

）起源

於积极心理学，̂
&)$)*

（
@OZP

）将
5KF

定义

为人们对自身整体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

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积

极影响和负面影响组成（̂
&)$)*< 9:::

）；还

有学者将主观幸福感进行了习惯性和特定

环境下的区分（
R&+"/).GE) L !&'< 9::JI 54$<

). -18< 9:@J

）。旅?研究通常?用特定环境

下的主观幸福感，即?客在经历了不同的风

景文化，体验了新事物後在当下产生的幸福

感（
H-$2 L K-$2< 9:9@

）。在现有的文献基

础上，本研究将访澳?客的幸福感定义为个

６９



人对幸福感知的评价以及访澳过後的最终

情绪状态的判断。

旅?活动可以改善?客的主观幸福感，

?客在假期後更有可能有愉快的感觉和感

到快乐（
5&*2?< ). -18< 9:@@I h?+-1< ). -18<

9:9:

）。过去的研究发现，个人的主观幸福

感会影响他们未来的行为，与生活满意度较

低者相比，那些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客更愿

意持续参与休盻活动（
3-$$)11 L N1)&0)*<

@OO;

）。随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有

证据表明，消费者对其所享服务的满意度评

价可以影响他们随後的行
'

意图（
\&1)><

9:@PI f-B&j$< 9:@@

）。随著疫情防控形势转

向新的阶段，中国逐渐放宽出境旅?限制，

澳门旅?业也将迎来全面复苏，在这一关键

节点，尚未有研究对访澳?客的主观幸福感

与其後续行为的产生进行重新审视。因此，

在疫情後旅?经济逐渐恢复的大环境下，本

研究试图讨论访澳?客自身对旅?中的幸

福感认知与他们对於澳门人地关的理解，

以及後续旅?行为的关，以便更好地推进

?客主观幸福感影响力相关研究。

１２　情感团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情感团结被定义为是一种情感纽带，表

明个体可能会和与他们互动的人群建立一

种友好亲密的情感联（
K##+$-%< ). -18<

9::O

）。在旅?背景下的情感团结理论认

为，当?客和居民之间的互动伴随著共同的

信念和共同的行为时，他们可以建立和谐的

关，其特徵是感知到的情感亲密度和接触

程度（
K##+$-%< ). -18< 9::O

）。

情感团结有助於解释个人在旅?环境

中的反应。过往研究的证据表明，?客与居

民之间的情感团结关是相互的，居民可以

对?客表达欢迎的态度（
K##+$-% L f#*



%-$

，
9:@:

），同样的，?客也可以对居民保

持友好的感情（
K##+$-% L 61)+/&$1#?)

，

9:@M

）。
H-$2

和
m/-$2

（
9:9M

）通过对民宿

产业中主客关的研究，比较了居民与?客

之间的双向情感团结的关，进一步验证了

主客情感团结的相互作用。有研究指出，对

?客情感团结程度较高的居民可能对旅?

业影响和旅?业发展持更积极的观点（
V##<

). -18< 9:9@

）。有趣的是，另一个角度的研究

也证明了?客对旅?影响的认知和对旅?

业的支持取决於他们对居民的情感团结，这

意味著社会感受可以影响认知评估（
V##< ).

-18< 9:@O

）。因此，?客对居民的情感团结也

可以很好的解释?客重?意图或推荐目的

地的意图（
7&0)&*#< ). -18< 9:@Z

；
K##+$-%< ).

-18< 9:9@

）。

１３　地方依恋（Ｐｌａｃ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地方依恋（
d1-") -..-"/%)$.

）源於依恋

理论，是指地方或特定环境与人之间的联

（
S-$j&< ). -18< 9:9@I 7-%E&++##$ L 3-(#$'#<

9:@A

）。在旅?管理领域，研究人员广泛接

受?使用地方依恋的二维量表（包括地方

依赖和地方认同）（
N?1)< ). -18< 9::P

）。从

?客的角度来看，地方依赖（
d1-") ')>)$'



)$.

）是指一个地点的物理特徵或特定属性

如何满足?客的需求，更多的是对旅?环境

的功能性依恋或依赖（
_4E+)1< ). -18< 9:@:

）；

而地方认同（
d1-") &')$.&.?

）可以被理解
'

个人对地方的社会认同，或者地方对个人的

意义，这有助於
#

生依恋感（
H+-&< 9:@9

）。

地方依恋可以有效解释?客行
'

，因此

７９



在旅?研究中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D#+-



$?< ). -18< 9:@;I 5#$2< ). -18< 9:@;

）。过去的

旅?研究广泛关注了地方依恋对?客行为

意图的预测作用、在?客态度与行为意图之

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作为结果变量对?客对

地方依恋水平的衡量作用（
7-%< ). -18<

9:@JI 7-%E&++##$< ). -18< 9:@9I H+-&< 9:@9

）。

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客的地方依恋往往

是他们如何看待目的地、对目的地感到满

意、打算重?或对目的地保持忠诚的前兆

（
R))< ). -18< 9:@9I d-.B-*'/-$< ). -18< 9:9:I

d*-?-2 L 7?-$

，
9:@9

）。本研究将地方依恋

作
'

重访意图的预测变量，同时作
'

中介变

量，探究主观幸福感和情感团结与重访意图

之间的关。

１４　重访意图（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过去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在目的地的经

历会影响他们返回的可能性（
T/)$ L 7-/



%-$< 9:@Z

；
m/-$2< ). -18< 9:@Z

）。而?客愿

意在未来返回旅?目的地的表现程度被定

义为重访意图（
g4< 9:@;

）。对於许多旅?

目的地来
>

，重访?客是目的地市场的重要

组成，因
'

重访?客往往停留时间更长，
1

基於过去的旅?经历更容易满意（
m/-$2< ).

-18< 9:@P

）。

影响?客重返旅?目的地的前因被广

泛关注，包括目的地形象、地方依恋、?客体

验和满意度（
611-%)/< ). -18< 9:@AI T/)$ L

\4$E< 9:@:I N&% L R))< 9:@ZI 54< 9:@Z

）。

重访意图作为行为意向的一种具体表现形

式，是计划行为理论中强调行为的有力预测

因子，也是旅?文献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R&<

). -18< 9:@Z

）。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重访

意图的前因研究。除人地关（地方依恋）

作为研究者公认证实的前因外，本研究引入

?客个体认知（主观幸福感）和主客关

（情感团结）作为?客重访意图的前因，以

更好的预测?客深层行为逻辑模式。

@


A

　主观幸福感、情感团结和地方依恋的

关

依恋理论表明，个人的依恋水平受先前

经历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令人难忘和满意的

经历（
[-'-< ). -18< 9:@O

）。地方依恋与人

口、地理、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D&'-12# L

D)*$-$')G< 9::@

）。有研究认为，通过个人

的生活环境能够了解其幸福水平和生活质

量（
3#+)*

，
9::O

），但是
hGG)11

和
3#+)*

（
9::J

）强调，人们对生活的感知体验比客

观物理环境更为重要，这种心理感知和评价

即为主观幸福感。
3-$'-1

（
9:@J

）的研究则

强调，与人口特徵和地理环境相比，幸福感

作为心理因素是地方依恋的更强预测因素。

当?客主观体验幸福感时，他们与旅行

相关的功能需求和情感需求会得到更好的

满足。如果?客在目的地感到幸福和满足，

就会产生获得感，进而更有可能将目的地定

义为“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即?客可能

产生对於目的地的认同感
Wd)$2< ). -18<

9:9MY

。类似的研究表明，在极限运动挑战

中，实现更好的自我的积极感觉（即自我增

强）会积极影响地方依恋
W7-22&#..# L

5"-*>&< 9:9@Y

。主观幸福感则会巩固积极的

记忆，这也有助於?客和目的地之间建立情

感纽带（
R#4*)&*#

，
9:@P

）。因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D@

：?客的主观幸福感对地方依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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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

在旅?研究中，地方依恋和情感团结的

关被广泛关注。多数研究将地方依恋视

'

情感团结的前提（
d-.B-*'/-$< ). -18< 9:9:I

K##+$-%< ). -18< 9:@Z

），但也有研究认
'

，情

感团结是影响地方依恋的前因变量（
R))< ).

-18< 9:99I H-+"&< ). -18< 9:99

）。

地方依恋代表了人们与特定地方之间

的情感纽带（
D&'-12# L D)*$-$')G 9::@

）。

旅?活动为发展这种人地联提供了新的

平台，?客到旅?目的地?与非生活地产生

情感纽带，这是情感团结模式的拓展

（
K##+$-% L 61)+/&$1#?)< 9:@M

）。
R))

等

（
9:99

）认
'

，?客与居民在互动中
#

生的

情感联，会影响其对旅?目的地地方依恋

的
#

生，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即情感

团结可以作为影响地方依恋的先决条件。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D9

：?客对居民的情感团结对地方依

恋有积极影响。

@


J

　地方依恋、主观幸福感、情感团结与重

访意图的关

过去的研究表明，地方依恋对於?客的

?後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_4E+)1

等（
9:@:

）

认为，地方依恋是目的地忠诚度和令人满意

的度假体验的预测变量；
5#$2

等（
9:@;

）测

试了高尔夫旅?背景下，地方依恋在目的地

形象和?客重?意图之间关的中介作用。

?客的重访意图与其在目的地时的
(

心和

情感体验有关（
d#*&-< 9::P

），而对地方的依

恋程度会增加重访的可能性（
K##+$-%< ).

-18< 9:@J

）。
61+/)%)&1&

（
9:@P

）在考察地方依

恋与重?意图之间的关时提出了类似的

观点，即?客在参观遗产目的地时的强烈的

精神感受会增强他们重?的意图。

在许多旅?环境中，地方依恋是重访意

向的重要预测因素（
R#4*)&*#

，
9:@P

；
5"-*>&<

). -18< 9:@O

）。依恋理论认
'

，个体的依恋心

理会影响他们的依恋行
'

，对目的地依恋的

?客更容易
#

生心理归属感，?渴望建立长

期联（
D-$E+< ). -18< 9:9:

）。
U

句话
>

，人

们对喜欢的地方产生了依恋，渴望经常去放

（
N#*>)1-< ). -18< 9:@:

）。当?客经历了强

烈的心理重访承诺，会更有可能重访目的地

（
R))< ). -18< 9:@9I R#4*)&*#< 9:@P

；
H+-&<

9:@9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DM

：?客对目的地的地方依恋对重访

意图有积极影响。

高水平的幸福感意味著?客能够同时

获得体验价值和效用，而这种感知到的价值

是刺激?客重新访问的重要前提（
d*)0)$+



)$< ). -18< 9:@P

）。
3-$$)11

和
N1)&0)*

（
@OO;

）

提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会影响其自身未来

的行为的观点；
N&%

等（
9:@Z

）在对徒步旅

?研究的过程中验证了该观点，?指出旅?

者的主观幸福感会对自己未来的?憩行为

意向产生积极的影响。关於?客心理健康

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倾向於参加能使他们

感到快乐幸福的活动，?客在感受到充满幸

福的旅?体验後会倾向於再次回到目的地

重获这种快乐（
R&$< 9:@P

）。因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DP

：?客的主观幸福感对重访意图有

积极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作
'

一项非经济因

素，情感团结在解释目的地忠诚度上的贡献

十分突出（
7&0)&*#< ). -18< 9:@Z

）。情感团结

理论被广泛用於预测居民和?客对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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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的态度和行为（
!*41< ). -18< 9:9:I H-+"&<

). -18< 9:99

）。在研究居民对?客的社会情

绪如何影响他们对社区旅?发展的态度基

础上，
K##+$-%

和
61)+/&$1#?)

（
9:@M

）进一

步推动理论?指出，对?客的情感团结和目

的地忠诚度之间关的研究有可能解释重

?的意图。

从?客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关注到?

客的情感团结会影响他们的感知安全、满意

度、忠诚度以及地方依恋（
7&0)&*#< ). -18<

9:@ZI 5.?1&'&+< ). -18< 9:9:I H-+"&< ). -18< 9:99I

K##+$-%< ). -18< 9:@A

）。良好的关能够带

来更好的印象和体验，因此积极的主客关

能够促进更好的行为结果，?客对居民的情

感关会影响到?客对於目的地的态度，进

而影响?客重访的意图（
K##+$-%< ). -18<

9:9@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DA

：?客对居民的情感团结对重访意

图有积极影响。

基於上述假设，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模型

如图
@

所示。

图
@

　结构模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问卷设计

问卷包含一个过滤问题、四个研究主要

结构（主观幸福感、情感团结、地方依恋、重

访意图）以及受访者人口特徵五部分，共
MA

个问项。

过滤问题“您是否
'

访澳?客”用来确

保受访者的?客身份。第一部分主观幸福

感量表参考
H-$2

和
K-$2

（
9:9@

）以及
T/&

等（
9:@;

）使用的
O

项量表，包含“认知幸福

感”和“情绪幸福感”两部分；第二部分情感

团结量表?用
K##+$-%

和
f#*%-$ W9:@:Y

提出的
@:

项量表，包含“感受到欢迎”“情

感亲近”以及“共情理解”三部分；第三部分

地方依恋参考
K##+$-%

等（
9:@Z

）使用的

@9

项量表，包含“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

两部分；第四部分重访意图的
M

项量表来自

d-.B-*'/-$

等
W9:9:Y

和
7&0)&*#

等
W9:@ZY

的

研究；第五部分人口特徵包括性
0

、年龄、婚

姻状态、学历以及访澳频次
A

个题项。问卷

?用李克特七分量表形式，
@ o

完全不同意，

; o

完全同意。

２２　抽样目的地

自国家“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澳

门建设成为世界旅?休盻中心以来，澳门旅

?业经历了近十年的多元化快速发展。作

为极具代表性的出境旅?热门目的地，澳门

对?客有著较强吸引力（新华网
< 9:9MY

，然

而澳门狭小的地理面积无法容纳过多的?

客，导致在疫情前澳门旅?承载力一度饱

和，严重影响了?客的旅?体验以及主客间

情感关。管在疫情时期旅?人口数量

有大幅下降，但随著防疫政策的取消以及疫

情的结束，在後疫情时代旅?业回
<

是必然

结果，因此持续关注访澳?客的幸福感与情

感团结将有利於促进澳门旅?业的发展。

此外，考虑到多数访澳?客在澳门逗留时间

较短，过夜?客数量少，不利於澳门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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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进行一项研究来关

注如何提高访澳?客的地方依恋，进而促进

访澳?客的重访意图。本研究通过解访

澳?客的幸福感、与居民的情感团结以及地

方依恋和重访意图之间关，有助於进一步

推动澳门旅?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对澳

门旅?规划可能产生的有益影响。

２３　问卷发放

本研究使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对访澳

?客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根据过往

数据统计，
O

金周期间是?客出行高峰期，

澳门作为优选目的地承载了大量?客，为本

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样本基数（澳门统计暨

普查局，
9:99

）。而依据
V

途鹰、
I

程、大众

点评对澳门当地热门景点的评分和热度统

计排名，研究者选出大三巴和威尼斯人作为

取样的地标景点。研究者在
9:99

年
A

月
@

日—
A

日（即
(

地五一
O

金盷期间）进行了

为期
A

天的现场发放。
Z

位训练有素的研

究助理分
0

在地标景点附近进行纸质问卷

派发，在不干扰受访者选择判断的前提下，

派发人员可随时对受访者关於题项的疑问

进行解答，以便其理解题目
(

涵。本研究?

用了系统抽样方法，其优点是简单，?且创

建的样本
-

有偏袒（
D-&*< ). -18

，
9:@A

）。研

究助理使用随机生成器应用程式来获得一

个数字（ｎ）作
'

随机起点。ｎ名?客经过

後，他们会选择每
Z

名经过的?客填写问卷

以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同时，本研究问卷

除了过滤问题外，还通过询问来确认受访者

身份（即“你是来澳门旅?的吗？”），?保证

受访者非本地居民
W

即“你是否非澳门本地

人？”
Y

。
A

天共收到问卷
P@M

份，除去
(

容

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後，共回收有效问卷
MJ:

份，回收率为
Z;89X

。

２４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5d559P

对数据进行描述

性统计分析，使用
5%-*. dR5M8:

对数据进行

信效度分析以及对结构模型进行测量。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

所示，本研究
MJ:

名?客中，女

性?比
J:8JX

，男性?比
MO


PX

；年龄在
P:

岁以下的?客?比最多，是总人数的

;:


ZX

；受 访 ? 客 中，已 婚 人 士 ? 比

A;


AX

，未婚人士?比
P:


MX

；
AZ


@X

的受

访?客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从到访澳门频

次来看，
JA


ZX

的受访?客首次到访澳门，

表
@

　受访者基本资料

个人资料 数量 占比（
X

）

性
0

男
@PM MO8PX

女
9@; J:8JX

年龄

@ZU 9O @9J MA8:X

M:U MO @9O MA8ZX

P:U PO AA @A8MX

A:U AO M; @:8MX

J:

岁以上
@M M8JX

婚姻

未婚
@PA P:8MX

已婚
9:; A;8AX

离婚或分居
J @8;X

丧偶
9 :8JX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MJ @:X

高中
Q

中专
Q

技校
@@A M@8OX

大学
Q

大专
@AM P98AX

研究生
AJ @A8JX

到访澳门频次
首次到访

9M; JA8ZX

多次到访
@9M MP8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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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89X

的受访?客
'

多次访澳。

３２　信效度以及模型拟合度分析

从表
9

可以看出，认知幸福感（αo

:


ZJM

，
T7 o :


ZO@

）、情感幸福感（α o

:


OP@

，
T7 o :


OAA

）、感受到欢迎（α o

:


ZJA

，
T7o:


O:Z

）、情感亲近（αo:


Z99

，

T7o :


O@Z

）、共情理解（αo :


ZP@

，
T7 o

:


ZOM

）、地 方 认 同 （α o :


O:J

，
T7 o

:


O@J

）、地方依赖（αo:


ZA@

，
T7o:


ZOM

）

和重访意图（αo :


;PA

，
T7 o :


;AJ

）的

T*#$0-"/

’
+ -1>/- WαY和组合信度（T7）值

均大於
:


;:

，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

度（
D-&*< ). -1


< 9:@:

）。收敛效度可以用构

念的
6[!

值来衡量，如表
9

所示，认知幸福

感（
6[! o :


J;P

）、情感幸福感（
6[! o

:


Z@@

）、感受到欢迎（
6[!o:


;@9

）、情感亲

近（
6[! o :


ZPO

）、共 情 理 解 （
6[! o

:


J;J

）、地方认同（
6[!o:


A9P

）、地方依赖

（
6[!o:


J9O

）和重访意图（
6[! o:


JJA

）

的
6[!

值均超过了
:


A

的最低阈值，所有

指标的因数负荷均在
:


;

以上，
>

明测量模

型的收敛效度合格（
F-2#GG& L _&< 9:@9I

D)$+)1)*< ). -1


< 9::O

）。鉴
0

效度通过比较

每个变数的
6[!

平方根是否大於其与其他

变数的相关数来评估（
\#*$)11 L R-*"E)*<

@OZ@

）。如表
M

所示，认知幸福感（槡6[! o

:


Z9@

）、情感幸福感（槡6[! o:


O::

）、感受

到欢迎（槡6[! o:


ZPP

）、情感亲近（槡6[!

o:


O9@

）、共情理解（槡6[! o:


Z99

）、地方

认同（槡6[! o:


Z:P

）、地方依赖（槡6[! o

:


;OM

）和重访意图（√6[!o:


Z@A

）的
6[!

平方根均大於其他变数的相关数，
>

明测

量模型表现出可接受的鉴
0

效度。综合以

上分析，测量模型的信效度均为合格。

表
9

　测量模型检验

变数 题项 均值
\-".#*

1#-'&$2

T*#$0-"/

’
+

α
T7 6[!

主观幸福感

认知幸福感（
T#2$&.&() B)11U 0)&$2

）
:8ZMJ :8ZO@ :8J;P

到访澳门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旅程
A8PM :8Z;:

到访澳门符合我的期望
A8MZ :8ZZM

到访澳门让我受益颇多
A89@ :8Z9A

此次到访澳门，我的生活条件非常好
A8:A :8;:@

情感幸福感（
6,,)".&() B)11U 0)&$2

）
:8OP@ :8OAA :8Z@@

快乐享受的
A8@@ :8O:@

积极的
A8:; :8O9Z

兴奋的
P8O; :8O9:

兴致勃勃的
A8@; :8O@:

舒畅的
P8OJ :8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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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测量模型检验

变数 题项 均值
\-".#*

1#-'&$2

T*#$0-"/

’
+

α
T7 6[!

情感团结

感受到欢迎（
\))1&$2 B)1"#%)

）
:8ZJA :8O:Z :8;@9

我很荣幸受到澳门居民的欢迎
A8AO :8Z9J

我感受到居民感谢与我们相处所得到的益处
A8OO :8Z9Z

我感受到居民感谢我们为澳门经济做出的贡献
A8OA :8ZAZ

我感觉澳门居民对我很公平
A8ZO :8ZJ@

情感亲近（
!%#.&#$-1 "1#+)$)++

）
:8Z99 :8O@Z :8ZPO

我对在澳门遇到的一些居民感到亲近
A8PA :8O99

我与一些澳门居民成
'

朋友
P8OA :8O9@

共情理解（
5?%>-./).&" 4$')*+.-$'&$2

）
:8ZP@ :8ZOM :8J;J

我与澳门居民有很多共同点
P8;Z :8ZPA

我解澳门居民
P8J@ :8Z@P

我认同澳门居民
A8:O :8Z99

我对澳门居民有感情
P8AJ :8Z:J

地方依恋

地方认同（
d1-") &')$.&.?

）
:8O:J :8O@J :8A9P

我认
'

澳门是我的一部分
P8@; :8;::

我非常认同澳门
P89P :8ZJ9

澳门对我来
>

很特
0 P8@A :8ZP9

我很喜欢澳门
P8;M :8ZZ9

在澳门可以让找到自我
P8Z9 :8Z:A

澳门对我意义重大
A8A9 :8ZJJ

-

有其他地方可以和澳门相比
A8AP :8;:M

地方依赖（
d1-") -..-"/%)$.

）
:8ZA@ :8ZOM :8J9O

对我来
>

，在澳门做的事情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做的事情

都重要
A8AZ :8ZA;

我在澳门做的事情不会被其他任何地方所取代
A8;O :8Z9:

我在澳门做的事情不会喜欢在其他的类似的地点做
A8:J :8;@:

澳门是我喜欢的最好的地方
A8MZ :8ZPJ

通过到访澳门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感到更加满意
P8MJ :8Z:M

重访意图

:8;PA :8;AJ :8JJA

未来我愿意再次到访澳门
A89; :8ZPO

未来我计画再次到访澳门
A89: :8ZA;

未来我将和更多的朋友一起到访澳门
A8P@ :8;MP

表
M

　鉴
&

效度与变数之间的关

变数
认知

幸福感

情感

幸福感

感受

到欢迎

情感

亲近

共情

理解

地方

认同

地方

依赖

重访

意图

认知幸福感
@8:::

情感幸福感
:8JPA @8:::

感受到欢迎
:8AJ@ :8AJA @8:::

情感亲近
:8PAP :8A;Z :8AOJ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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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

　鉴
&

效度与变数之间的关

变数
认知

幸福感

情感

幸福感

感受

到欢迎

情感

亲近

共情

理解

地方

认同

地方

依赖

重访

意图

共情理解
:8A@P :8J@@ :8A:O :8JZA @8:::

地方认同
:8A9P :8AMM :8A:M :8MO@ :8MA@ @8:::

地方依赖
:8AMP :8PZZ :8MA; :8M;A :8PAA :8JMA @8:::

重访意图
:8A9M :8A99 :8AM9 :8PAJ :8A9M :89;O :89;Z @8:::

槡6[! :8Z9@ :8O:: :8ZPP :8O9@ :8Z99 :8Z:P :8;OM :8Z@A

　　研究者测量了路径模型的拟合指数。

在
dR5

路径模型中，
(

生潜变数的解释能

力通常由
7

9估计评估（
D)$+)1)*).-1

，
9::O

）。

根据
T/&$

（
@OOZ

）提出的
7

9在
:8MM

左右时

表示模型具有中等解释力度，从表
P

中可以

看出，本研究中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重访

意图的
7

9分
0' :8MZP

、
:8MAP

和
:8P9P

，表明

路径模型的解释能力为中等，具有令人满意

的解释效果。外生潜在变数的预测效度通

常由
g

9评估（
S)&++)*< @O;PI 5.#$)<@O;P

）。

这一措施是为了测试所提出的模型中每个

(

生潜在变数可以被预测的程度（
D-&*< ).

-18< 9:@A

）。
g

9大於零表明模型具有预测相

关性。从表
P

可以看出，地方认同、地方依

赖和重访意图的
g

9分
0' :89@@

、
:89P@

和

:89JJ

，均显著大於零，
>

明模型具有较高的

预测相关性。

表
P

　模型拟合度指标

变量
7

9

g

9

地方认同
:8MZP :89@@

地方依赖
:8MAP :89P@

重访意图
:8P9P :89JJ

３３　结构模型分析

研究者从原始样本中?样
A


:::

次後，

使用
F##.+.*->>&$2

方法得到结构模型的检

验结果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A

所示，假设

@

、假设
9

、假设
M

、假设
P

和假设
A

均成立。

表
A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假设 解释变数与结果变数 路径数
>

值 假设结果

D@

主观幸福感→地方依恋 :8A@J u u u

成立

D9

情感团结→地方依恋 :8@;: u u u

成立

DM

地方依恋→重访意图 :8@P9 u u u

成立

DP

主观幸福感→重访意图 :8MJ@ u u u

成立

DA

情感团结→重访意图 :8P@O :8:P:u

成立

主观幸福感→地方依恋→重访意图 :8:;M :8:@Zu

成立

情感团结→地方依恋→重访意图 :8:9P :8:ZO

不成立

　　　　　
u u u +&2 k:8::@< u u +&2 k:8::A< u +&2 k:8:A

　　假设检验结果证实，?客的主观幸福感

和他们对居民的情感团结对地方依恋有著

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假设
@

和假设
9

得

到验证。同样本研究发现，?客的主观幸福

感、对居民的情感团结以及他们对旅?目的

地的地方依恋对重访意图均有著显著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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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由此，假设
M

、假设
P

以及假设
A

得

到验证。此外，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

还发现，?客对旅?目的地的地方依恋在主

观幸福感与重访意图之间有著显著的中介

作用，而在对居民的情感团结与重访意图之

间却
-

有中介作用。

４　结　论

４１　研究讨论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

认
'

，?客的主观

幸福感对地方依恋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果

显示支持该假设。根据表
9

显示，访澳?客

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
A8@A

，表明?客在

访澳旅途中拥有较好的体验，产生了较高水

平的幸福感，高水平幸福感的获得进一步提

高了?客对澳门的地方依恋。管大多数

关於主观幸福感和地方依恋的研究中都将

地方依恋视作影响幸福感产生的原因

（
5"-$$)11 L S&,,#*'< 9:@;I 5)E.-$&< ). -18<

9:99

），但本研究指出，主观幸福感也可以影

响地方依恋的产生，这与
[-'-

等人（
9:@O

）

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多数情感团结与地方依恋的研究中，

地方依恋通常是影响情感团结的原因（
d-.



B-*'/-$< ). -18< 9:9:I K##+$-%< ). -18<

9:@Z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9

与先前多数研

究不同，指出?客对居民的情感团结会对地

方依恋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支持该

假设。这与
R))

等（
9:99

）的研究结果一

致，该研究以韩国乡村旅??客为对象，证

实了情感团结是地方依恋的重要预测因素。

研究提出的假设
M

认
'

，地方依恋对重

访意图
#

生积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支持该

假设，这与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

明地方依

恋是预测?客行
'

和意图的重要变量（
V&$

). -18< 9:9:

）。如果?客对旅?目的地有
,

烈的认同和依赖感，那
2

他们在未来重新访

问的可能性更高（
N->1-$&'#4< ). -18< 9:@9

）。

有著同样发现的还有
T/#

（
9:9@

），他指出体

育?客的地方依恋对他们的重访意图有著

显著的影响。

研究提出的假设
P

和假设
A

表明，?客

的主观幸福感和?客对居民的情感团结是

重访意图的预测因素，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

P

和假设
A

。从访澳?客的主观幸福感平均

得分（
3oA8@A

）来看，?客在澳门的旅程有

著较好的幸福体验，因此产生了较高水平的

主观幸福感，致使他们产生未来再次访问澳

门的意图。研究结果与
N&%

等（
9:@Z

）的研

究发现一致，他们在探究徒步旅??客幸福

感与重访意图的关中也证实了主观幸福

感对重访意图有著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样的

N-*-2


G

等（
9:9M

）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

点。从访澳?客对澳门居民的情感团结平

均得分（
3oA89O

）来看，?客体现了对居民

高水平的情感团结态度。研究结果表明，?

客对居民的情感团结对其重新访问澳门的

意图有著积极的显著作用，这与以往?客对

居民的情感团结的研究一致（
R-&< ). -18<

9:99I d-.B-*'/-$< ). -18< 9:9:I 7&0)&*#< ). -18<

9:@ZI m/-$2 L H-$2< 9:9@

）。

另外，本研究还探究了地方依恋作为中

介变量的作用，区分了?客主观幸福感和情

感团结对其重访意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根据数据显示，地方依恋在主观幸福感和重

访意图之间有著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在情感

团结和重访意图之间?未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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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研究意义

首先，本研究在後疫情时代的背景下，

重新审视了?客主观幸福感和情感团结的

概念。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在一般旅?环境，

而新冠疫情对旅?行业的猛烈击应被视

为特殊旅?环境而得到关注。因此，本文基

於後疫情背景下?客的重访意图能为未来

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本研究从多

角度探讨了主观幸福感和情感团结与地方

依恋的关，证实了主观幸福感和情感团结

可以作为地方依恋强有力的预测因素，扩充

了地方依恋理论的预测因素。同时，本研究

还对重访意图的预测因素进行了补充，研究

模型表明，主观幸福感、情感团结和地方依

恋是预测?客重访意图的重要变量。基於

前文表述，主观幸福感作为人们自我认知评

价，情感团结代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

而地方依恋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人地之间

的情感关。本研究通过三种理论的结合，

将个体、个体与他人（人与人）关、个体与

目的地（人与地）关联起来，建立起一

个合理框架用来预测後疫情背景下对於?

客重访意图；另外，综合考量地方依恋在?

客个人因素（主观幸福感和主客情感团结）

对重访意图的影响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提供

了不同预测因素与重访意图之间的多路径

关理解，扩展了地方依恋在促进重访意图

中的理论意义，弥补了以往单一视角的不

足。最後，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著较强预测

能力的综合模型，为主观幸福感、情感团结、

地方依恋与重访意图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

理论贡献。

此外，本研究结果还能够为澳门目的地

管理组织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对澳门旅?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在疫情防控措

施放宽後，面对大量?客，澳门特区政府旅

?局等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旅?产业结构，

增加主客互动相关旅?产品，发展互动与深

度体验式旅?项目，例如将文化创意与旅?

景点相融合，
'

?客创造更多参与环境；合

理利用澳门多样化的节庆文化形式，充分展

现中西方不同地域文化特点，使节庆活动更

加具有开放性、参与性，增强?客的参与度，

加强主客互动，进而增强访澳?客对居民的

情感团结。另外，在增加多元化旅?
#

品的

同时，要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辅以开发

推广智慧旅?
6dd

等方式，缓解?客在澳

出行拥堵问题，提高?客访澳期间的幸福体

验，增强?客的主观幸福感，促进?客对澳

门地方依恋的产生，进一步将一日??客发

展成
'

深度??客，提高?客的重新访澳的

意图。

４３　研究局限

由於本研究派发问卷时间为
9:99

年
A

月的劳动节假日期间，受当时出入境防疫政

策的管束，导致样本数量较少，且样本客源

地较
'

单一，均
'

中国
(

地；此外，由於?客

数量较少，当时澳门的旅?环境相对舒适，

且酒店、机票等旅?相关产品折扣力度较

大，这对访澳?客幸福感会产生一定影响。

随著
9:99

年底国家放宽疫情防控政策，澳

门也全面开放旅?，在
9:9M

年春节期间，?

客数量暴增，当下澳门的旅?环境与问卷收

集时大有不同，这可能导致现在?客的旅?

幸福体验与之前不同。因此，未来的研究应

该持续重视访澳?客的旅?幸福体验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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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团结，探究各变量在不同时期是否会
#

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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