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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居民作为旅?目的地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其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客

对目的地的态度和行为。因此，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重视居民在目的地品牌建设

中的作用。居民通过其地方公民行
'

而直接影响目的地品牌的发展，如果可以根

据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的类
%

，无疑有助於目的地管理组织对

他们进行针对性的管理。本研究以杭州和珠海为例，针对居民开展调研，分
%

收集

到
NI<

和
F<=

个有效样本，?运用睶在剖面分析方法对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进行

分析。其中，杭州样本用以探索，珠海样本用以验证。研究发现：根据居民在地方

公民行为量表的反应差?，可以将他们区分为“淡漠者”、“中庸者”和“拥护者”三

类，其中“中庸者”所?比重最大，为
H=d

左右；“拥护者”和“冷漠者”所?比例均

为四分之一左右。本研究结论对目的地管理组织将居民打造成目的地品牌的建设

力量，有极好的启示。最後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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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旅?目的地品牌的特殊性决定了居民

是目的地品牌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现有的

目的地品牌管理理论和实践往往将目的地

当地居民视为目的地品牌建设的外生力量，

忽视目的地当地居民在塑造目的地形象、打

造目的地品牌中的作用。甚至在极端情况

下，导致各种由於目的地居民引发的负面事

件（
\.,06 V g-> <=DM

），阻碍了旅?目的地

的发展（
'

洁和
K

赞科
> <==F

）。例如，武汉

的士司机载客“绕道、不打表”、“青岛大虾”

商家漫天要价宰客、哈尔滨“天价鱼”商家

欺诈强卖等短视行为，损害了整个旅?目的

地的信誉和形象，影响了旅?目的地品牌的

可持续发展。相反，杭州市由於鼓励居民参

与旅?志愿服务，为城市赢得了美誉度，展

示了城市美好的一面。在泛旅?背景下，?

客到达旅?目的地，已经不仅仅满足於参观

旅?景点，更多地希望能够体验当地的风土

人情和居民生活（孙九霞
> <=D<

），市场转型

要求旅?目的地必须重视居民在目的地品

牌塑造过程中的作用。

因不同居民对旅?目的地品牌的态度

和行为存在差?，围绕居民进行类型研究成

为居民参与目的地品牌建设领域的研究
#

容之一。
K,)(1> %$ ,*8

（
DMLL

）?用调查法就

目的地居民对旅?发展的态度进行聚类分

析，将居民分为五种类
)

：憎恨者（
.,$%21

）、

热爱者（
*")%21

）、谨慎者（
',-$("-1 2"/,0



$('1

）、中立者（
(0a 4%$#%%0%21

）和有原因的热

爱者（
*")%

’
%/ &"2 , 2%,1"0

）。随後许多学

者开始关注居民对旅?发展感知与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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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研究，研究主要对旅?地居民进行聚类

分析，将居民划分为不同的类
)

，主要分为

热情支持者、理性支持者、矛盾支持者、淡漠

支持者、中立者等类型（
]%,)%2 V ;,#$"0>

<==DC

宣国富等
> <==<

）。然而，以往研究只

是针对居民的态度或感知进行分类，尚
+

有

学者围绕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视角对居民

进行分类。

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
3*,'% '($(U%01.(3

4%.,)("2

）概念源於组织研究领域中的组织

公民行为（
"26,0(U,$("0,* '($(U%01.(3 4%.,)



("2> eJ?

），即员工在组织中所表现出的超

出其正式职责范围之外，但对组织有益的行

为，?且员工?不会因此而获得
C

励（
e2



6,0> DMLL

）。张辉和牛振邦（
<=DH

）强调组

织应当重视员工的公民行为，把他们塑造为

品牌拥护者。目的地居民的角色与组织中

的员工具有相似性，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可

以被定义为居民自愿表现出的有利於目的

地品牌化发展的积极行为（
\.,06 V g->

<=DM

）。把当地居民塑造成目的地品牌的拥

护者，有利於目的地实现旅?可持续发展。

通过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对居民进行分类，

识
)

每一类的特点及其比重，才能针对性地

对不同类
)

的居民提出相应措施，更好地把

居民塑造为目的地的拥护者。

在对居民进行分类的研究中，有两个显

著的特点：一是大多数研究?用聚类分析对

居民进行分类。聚类分析是以变量为中心

（
),2(,4*% '%0$%2%7

）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和缺陷，其分类结果?不稳定。二是

对居民进行分类的依据是较为笼统的居民

认知和态度。鉴於这些不足，本研究?用睶

在剖面分析，根据居民地方公民行为的差?

对其进行分类。与聚类分析不同，睶在剖面

分析（
*,$%0$ 32"&(*% ,0,*+1(1

）是以个体为中

心（
3%21"0 '%0$%2%7

）的方法。因此，本研究

使用睶在剖面分析来更准确地考察居民的

分类。地方公民行为较之笼统的居民认知

和态度更为全面，能够更加清晰刻画居民与

目的地品牌的关。

有关居民地方公民行为的研究目前尚

处於起步阶段，为数不多的研究仅关注了其

前因变量，很少有学者从地方公民行为视角

对居民进行分类。针对居民进行的分类研

究多?用简单的定性方法，研究结论不稳

定，而且无法得到每一类居民所?比重等精

确结果。睶在剖面分析是以个体为中心的

方法，具有基於模型、结果更合理、灵活、使

用简便等优点，而且可以运用多种指标评价

分类结果，能够提供更为精确的分类结果

（王孟成
> <==G

）。本文?用睶在剖面分析

的方法，根据居民在地方公民行为量表上的

反应模式，对居民进行分类，能够更为合理、

清晰地展现居民地方公民行为的情况以及

类
)

。研究结论有助於目的地管理组织

解各类型居民的比重及特点，从而针对性地

进行管理，更好地发挥居民在目的地品牌建

设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将?用两个样本进行研究。首

先，以杭州为调研地，收集样本进行探索性

研究。其次，以珠海作为调研地，重新收集

样本，进行验证性研究。以两个目的地进行

验证，有助於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

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
3*,'% '($(U%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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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是借鉴组织研究领域的组织公民

行为提出的。
?,$%/,0 V e26,0

（
DMLF

）、

9/($.

等（
DMLF

）提出了组织公民行为这一

概念。
e26,0

（
DMLL

）指出组织公民行为是

员工的一种自发性个人行为，非直接和明确

纳入组织
C

励体系，但总体上能够促进组织

有效运作的行为。
e26,0

（
DMMN

）认为，组织

公民行为是员工在组织中表现出的一种更

广泛的社会和心理行为，旨在支持任务履

行。这种行为超出了岗位职责的范畴，体现

了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组织

公民行为包括积极参与组织
#

部事务、帮助

同事解决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以及支持组织

价值观等方面的行为。通过展示这些行为，

员工能够促进组织的效能和协作氛围，进而

提高整体绩效和工作满意度。

大部分学者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是一个

多维度构念，但在具体维度构成上
+

有达成

一致，常见的有二维结构、三维结构、五维结

构、六维结构、七维结构、九维结构等。
Z"7



1,@"&&> %$ ,*8

（
<===

）总结的七维度构念较具

有代表性，包括助人行为（
.%*3(06 4%.,)



("2

）、运动员精神（
13"2$1/,01.(3

）、组织忠诚

（
"26,0(U,$("0,* *"+,*$+

）、组织遵从（
"26,0(



U,$("0,* '"/3*(,0'%

）、个人主动性（
(07()(7-,*

(0($(,$()%

）、公民道德（
'()(' )(2$-%

）和自我发

展（
1%*& a 7%)%*"3/%0$

）。
e26,0

（
DMLL

）提出

了五维度划分法，指出组织公民行为包括利

他行为（
,*$2-(1/

）、尽职行为（
'"01'(%0$("-1



0%11

）、运动家精神（
13"2$1/,01.(3

）、文明有

礼（
'"-2$%1+

）和公民道德（
'()(' )(2$-%

）。其

中利他行为是指员工乐於帮助同事解决或

防止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尽职行为是指

员工在工作表现超越组织的基本工作标准

的同时，还细心注意细节，防止和减少可能

发生的错误。运动员精神是指员工容忍工

作上无可避免的条件和不便之处，被要求额

外的工作任务亦不抱怨。文明有礼是指对

同事彬彬有礼，避免发生突。公民道德是

指员工积极参与组织的各种活动，承认自己

是组织成员的一分子。

以往对於组织公民行为的大量研究都

集中於关注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及员工带

来的积极影响（
Y,$U V Y,.0> DMNLC ?,$%/,0

V e26,0> DMLF

）。
Y,$U V Y,.0

（
DMNL

）注意

到员工的超角色行为（
1-32,a 2"*% 4%.,)("2

）

在组织中发挥著润滑剂作用，能够促进组织

运作的有效性。
5"2.,2$> %$ ,*8

（
<==M

）研究

了员工的品牌建设行为，将其定义为员工自

发性的行为，这些行为是由员工个人自行决

定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後来被应用於

旅?目的地领域，地方公民行为是指目的地

居民所有为目的地品牌做出贡献的行为

（
J.%0 V K#+%2> <=D=

）。
\%0@%2 V Q

ü
$$%2

（
<=DG

）认为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包括地方

依恋和地方品牌态度两个维度，通过离开意

愿（
(0$%0$("0 $" *%,)%

）和正面的地方口碑

（
3"1($()% 3*,'% #"27a "&a /"-$.

）两个测量维

度研究居民的地方积极公民行为。
W.0>

%$ ,*8

（
<=DI

）研究品牌导向、品牌承诺、品牌

公民行为和品牌自豪感之间的关，得出品

牌承诺影响居民品牌公民行为，品牌公民行

为会增强品牌自豪感。
\.,06 V g-

（
<=DM

）

将地方公民行为区分为积极口碑、助人行

为、支持行为、保护行为和容忍行为，?证实

目的地居民心理所有权对居民地方公民行

为的影响。虽然以往学者围绕居民的地方

公民行为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尚
+

有学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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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居民进行分类。

１２　睶在剖面分析

睶在变量模型（
*,$%0$ ),2(,4*% /"7%*

）根

据睶在变量和外显变量的连续型和离散型

可以分为四大类：睶在类
)

分析（
*,$%0$ '*,11

,0,*+1(1> ;JW

）、睶在剖面分析（
*,$%0$ 32"&(*%

,0,*+1(1> ;ZW

）、睶在特质分析（
*,$%0$ $2,($ ,



0,*+1(1> ;BW

）和因素分析（
&,'$"2 ,0,*+1(1>

OW

）。本部分会回顾睶在类
)

分析和睶在

剖面分析的相关研究。

D


<


D

　睶在类
%

分析

睶在类
)

分析通过
#

在离散型的睶在

变量来分析离散型的外显变量之间的瞃性

关，以实现外显变量的局部独立性（邱皓

政
> <==L

）。张洁婷等（
<=D=

）认为睶在类
)

分析可以利用少数相互排斥的离散型睶在

变量来解释外显变量各种反应的概率分?，

而每种离散型变量对外显变量的反应都具

有特定的倾向。通过睶在变量模型可以推

测存在的睶在特徵，这些特徵是不可直接观

察和测量的。

睶在类
)

分析可以根据个体在外显题

目所做出的反应行为来对睶在特徵变量进

行分类，得出各分类人数的?比，从而深入

解到各分类背後隐含的睶在信息（李雪

燕和辛涛
> <==I

）。目前，睶在类
)

分析广

泛应用於多个领域，包括心理学、教育、社会

学和行为学研究等领域（
Y(/> %$ ,*8> <=DIC

O($U3,$2('@> %$ ,*8> <=DI

）。例如，李雪燕和辛

涛（
<==I

）使用睶在类
)

分析研究儿童焦虑

问题，对小学生焦虑特质进行分类。在居民

健康行为方面，曹尚等（
<=D<

）用多样本睶

在类
)

分析研究对不同地域的居民健康行

为的外显变量反应进行分类，得出不同地域

的居民健康行为存在?质性的结论。
["$%



*,%21> %$ ,*8

（
<==I

）结合睶在类
)

分析和传统

聚类分析方法，对工作场所的欺腸受害者分

类，研究得出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表现出更

高的结构和预测效度，比传统的聚类分析方

法的分类更为细化和有效。

D


<


<

　睶在剖面分析

睶在剖面分析是睶在类
)

分析的拓展。

当外显指标是连续变数时，睶在类
)

分析即

变
,

睶在剖面分析。睶在剖面分析是以

“个体中心法”（
3%21"0a '%0$%2%7

）的分析方

法，关注群体中存在不同的亚群体，通过个

体和亚群体背後隐含的信息，更全面解个

体的特徵（许惠芳
> <=DF

）。

在广泛的心理学研究中，外显变量多数

为连续变量，睶在变量则为离散变量。睶在

剖面分析方法是客观地去观察主体，对主体

的分类更为准确和有效，因此适用於外显变

量为连续变量的研究（苏斌原等
> <=DH

）。

K

进红等（
<=DG

）认为睶在剖面分析适用於

多焦点、多维度组织承诺研究，可以准确分

类样本中不同特徵的主体，?且将样本划分

为不同的剖面，进一步解变量之间的关

。
?*"'@

（
DMND

）认为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

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於样本可能存在

来自於不同的群体和剖面，把样本作为同质

性和等价性的假设不能准确预测个体的特

徵。

睶在剖面分析方法常用的模型拟合指

标包括
WTJ

准则（
W@,(@% T0&"2/,$("0 J2($%



2("0

）、
?TJ

准则（
?,+%1(,0 T0&"2/,$("0 J2($%



2("0

）和
;5Q

（
;" a 5%07%** a Q-4(0

），其中

WTJ

和
?TJ

的理论和实际频次越小，模型拟

６５



合度越高（许惠芳
> <=DF

）。

D8<8F

　睶在剖面分析的优势

睶在剖面分析和聚类分析这两种统计

方法的出发点类似，都是对样本进行类
)

划

分，但睶在剖面分析相对於聚类分析而言，

其自身更加具有优势。

首先，两种分析方法建立在不同的假设

上。聚类分析是以变量为中心的，建立在个

体同质性假设上的分析方法，主要从变量的

平均值得出结论，忽视个体的?质性问题。

而睶在类
)

分析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

法，它关注个体之间的?质性，更准确刻画

出不同亚群体之间的差?，为研究提出重要

的信息。

其次，睶在类
)

分析的条件要求较聚类

分析低。聚类分析方法要求外显变量之间

必须独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依赖於条件独

立性的假设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聚类分析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睶在剖面分析对於

独立性条件而言?非必要，而且变量可以是

不同的单位，不需要考虑方差齐性，可以直

接对量表的各个变量进行分析（
X%2/-0$ V

5,6(71"0> <==<C

许惠芳
> <=DF

）。

最後，睶在类
)

分析不需要依靠聚类分

析的假设，允许模型与各种合适的统计进行

比较，相对於聚类分析具备更多的优势。睶

在类
)

分析不需要事先设定类
)

数量，通过

模型适配检验方法来选择维度数量，?确定

最优类
)

数，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事前将样本

进行生硬的分类从而忽略未知的组
)

。

总之，传统的聚类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

中受到距离数问题的影响，导致部分
#

容

+

有涉及统计，其方法具有缺陷。相对於聚

类分析方法，睶在剖面分析在类
)

数的划分

和分类特徵方面都更为科学、客观，符合现

实。

D


<


G

　睶在剖面分析的应用

睶在剖面分析因其明显的优势而被运

用在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在医学领域，

Tf4,*> %$ ,*8

（
<==H

）运用睶在剖面分析方法，

根据阿皍海默症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将他

们分为五个类
)

；在心理学领域，
S**(1> %$ ,*8

（
<=DN

）运用睶在剖面分析方法，根据荷兰

青年男性的自适应校正模型情况，将他们分

为四个类
)

；在教育学领域，
Y*-1/,00> %$ ,*8

（
<==L

）运用睶在剖面分析的方法，根据德

国数学教师的自我调节情况，将他们分为四

种自我调节类
)

，?通过类
)

预测教师的教

学绩效和教学质量；在组织行为领域，
J""3



%2> %$ ,*8

（
<=DI

）运用睶在剖面分析方法，根

据员工对於对职业、组织、主管和工作的承

诺的不同表现，分
)

分析了标准?佣方式的

员工和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的类

)

，其中，将标准?佣方式的员工分为了
F

类，将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分为了

G

类。他们还根据员工承诺类
)

，对员工的

工作表现进行了预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待测变量为居民的地方公民

行为。虽然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得到部分

学者的关注，但是其测量尚未达成一致。本

研究借鉴
\.,06

和
g-

（
<=DM

）的研究，将地

方公民行为划分为五个维度，具体包括口碑

行为、助人行为、支持行为、保护行为和容忍

行为。五维度量表涵盖了?客导向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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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导向的行为，相对於
\%0@%2 V Q

ü
$$%2

（
<=DG

）等其他学者的研究，更为全面，因此

本研究?用五维度量表。口碑行为是指居

民向亲朋好友或?客积极推荐旅?目的地

的行为；助人行为是指居民乐於帮助?客解

决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支持行为是指居民支

持目的地的旅?发展的行为，例如通过提升

自身的知识和技能来促进目的地的发展；保

护行为是指居民维持旅?目的地公共场所

的秩序，保护目的地旅?资源等，以及保护

目的地形象等的行为；容忍行为是指居民愿

意容忍旅?发展对居住地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

构念的测量题项参考自以往研究。口

碑行为的测量参考了
J.""> %$ ,*8

（
<=DD

）、

\%0@%2 V Q

ü
$$%2

（
<=DG

）的研究，共
H

个题

项。助人行为参考了
J.""> %$ ,*

（
<=DD

）、

?-2/,00> %$ ,*8

（
<==M

）的研究，共
H

个题项。

支持行为参考了
?-2/,00> %$ ,*8

（
<==M

）、
;%%

V J.,06

（
<=D<

）的研究，共
F

个题项。保护

行为及容忍行为参考了卢小丽（
<==I

）的研

究，保护行为共
I

个题项，容忍行为共
G

个

题项。部分原始量表为英文量表，通过反译

法得到中文量表，确保量表的翻译质量。本

研究还结合小组讨论和试填的方式进一步

提升问卷的质量。问卷?用
;(@%2$ H

点量

表测量，“
D

”表示“非常不同意”，“
H

”表示

“非常同意”。变量测量及来源见表
D

。

表
D

　变量测量

构念 代码 题项 来源

口碑行为 ]5D

我会向他人推荐杭州
b

珠海

]5<

我会在我的朋友面前赞扬杭州
b

珠海

]5F

我会宣传杭州
b

珠海美好的一面

]5G

我会为杭州
b

珠海传播积极的口碑

]5H

我会鼓励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杭州
b

珠海旅?

J.""> Z,2@ V Z%$



2('@

（
<=DD

）；
\%0@%2

V Q

ü
$$%2

（
<=DG

）

助人行为 !?D

无论甚麽时间遇到?客，我都愿意帮助他们

!?<

无论甚麽时间遇到?客，我都会尽力帮助他们，比如指路等

!?F

无论甚麽时间遇到?客，我都会对他们很友好

!?G

我会将?客视为自己的朋友，解决?客的问题就像解决自己的问题

!?H

我愿意向?客介绍杭州
b

珠海的旅?景点

J.""> Z,2@ V Z%$



2('@

（
<=DD

）；
?-2



/,00> \%3*(0 V Q(



*%+

（
<==M

）

支持行为 9?D

我会向相关机构提供改进建议

9?<

我会为改进杭州
b

珠海旅?建言献策

9?F

我愿意为提升杭州
b

珠海的旅?形象而做一些志愿工作

?-2/,00> \%3*(0 V

Q(*%+

（
<==M

）；
;%%

V J.,06

（
<=D<

）

保护行为 Z?D

我会自觉维护旅?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洁

Z?<

我会主动维护旅?公共场所的秩序

Z?F

我会阻止旅?不文明行为

Z?G

我会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

Z?H

我会自觉维护良好的旅?环境

Z?I

我会主动保护身边的旅?资源

卢小丽（
<==I

）

容忍行为 B?D

我很少抱怨因发展旅?业而给我带来的生活上的不方便

B?<

我能够容忍因发展旅?业而带来的负面问题

B?F

我能够容忍因发展旅?业而带来的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如物价上涨

B?G

我能够容忍因发展旅?业带来的环境上的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

卢小丽（
<==I

）

　　　　注：
]?l

口碑行为，
!?l

助人行为，
9?l

支持行为，
Z?l

保护行为，
B?l

容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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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数据收集及样本

本研究选取杭州和珠海两座旅?城市

进行调研，调研对象为两座旅?城市的当地

居民。原因如下：首先，杭州和珠海是中国

著名的旅?目的地，都拥有独特的景观、文

化和旅?资源。杭州和珠海旅?业发展相

对成熟，调研地具有代表性。其次，杭州和

珠海位於不同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的地域

特色、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比较

这两个目的地的居民地方公民行为及居民

类型，可以更全面地解不同地区和文化背

景下居民参与目的地品牌建设的特点。第

三，选择杭州和珠海这两个目的地，可以实

现研究结论的相互印证。调研均?用纸质

问卷收集数据。其中杭州和珠海分
)

收集

到有效样本
NI<

份和
F<=

份。

杭州样本中，男性?比
H<


Gd

，女性?

比
GN


Id

。在年龄段方面，
<D c F=

年龄段

的样本数量最多，?比
ID


Nd

。大部分受

访者拥有大学学历，?比
IH


Nd

。
<H


Hd

的受访者在杭州出生。在居住时间方面，在

杭州居住
D c H

年的人数最多，?比

GG


Nd

。珠海样本中，男性?
H<


N

，女性?

GN


Fd

。年龄集中於
<D c F=

岁，?比

H=


<d

。拥 有 大 学 学 历 的 受 访 者 ?

IN


Fd

。珠海出生者?比
<N


Fd

。在珠海

居住
D c H

年?比
FL


Gd

。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首先运用
53*-1 L8L

软件对口碑

行为、助人行为、支持行为、保护行为和容忍

行为这五个变量组成的测量模型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数据估计方法为
5;5

方法，

即便数据违背多元正态分布，
5;5

方法也

可以提供稳健的估计结果（王孟成
> <=DG

）。

在杭州样本中，模型总体拟合结果如下：χ<

lNGN


=DG

，
7& l<<=

，
JOT lMFL

，
B;T l=


M<M

，

9Q5Ql=


=H<

，
Q59SW l=


=HI

。在珠海样

本中，模型总体拟合结果如下：χ< l

G=L


DD<

，
7& l <<=

，
JOT l MH<

，
B;T l =


MGH

，

9Q5Ql=


=H<

，
Q59SW l=


=H<

。两个样本

的模型总体拟合均达到优秀标准（邱皓政

和林碧芳
> <==M

）。

模型
#

在拟合情况如表
<

所示。无论

在杭州样本还是珠海样本中，所有题项的标

准化因子载荷均高於
=


I

。除杭州样本中

支持行为的组合信度和平均提取方差分
)

为
=


ILF

和
=


G<F

外，其馀各构念的组合信

度均大於
=


N

，平均提取方差均大於
=


H

。

这表明构念具有较理想的收敛效度。

本研究?用?质
a

单质（
.%$%2"$2,($ a

/"0"$2,($

，
!B5B

）比率也即特质间相关

（
4%$#%%0a $2,($

）与特质
#

（
#($.(0a $2,($

）相关

的比率来检验区
)

效度（
!%01%*%2> %$ ,*8>

<=DH

）。该方法认为，如果两构念间的
!B



5B

数小於
=8LH

，则表明二者具备区
)

效

度。由表
F

可知，无论是在杭州样本还是珠

海样本中，
!B5B

数均小於
=8LH

，表明构

念间具有理想的区
)

效度。

３．２　杭州居民睶在剖面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杭州样本进行睶在剖面

分析。本研究运用
53*-1L8L

软件对杭州居

民的地方公民行为进行睶在剖面分析。先

从
D

类开始估计，逐步增加类
)

数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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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模型
"

在拟合情况

构念
b

题项

代码

杭州 珠海

载荷 组合信度 提取方差 载荷 组合信度 提取方差

口碑行为
=8M<L =8N<D =8MD< =8INN

]5D =8LFD =8L==

]5< =8LMH =8LL=

]5F =8LM< =8LID

]5G =8LNN =8LNI

]5H =8NGD =8IL=

助人行为
=8LMI =8IF< =8MDH =8ILH

!?D =8LDN =8LNH

!?< =8LGI =8LN=

!?F =8NLF =8L<M

!?G =8NMH =8LGF

!?H =8NFD =8ND=

支持行为
=8ILF =8G<F =8LDG =8HMG

9?D =8IGM =8NMH

9?< =8NHH =8LDM

9?F =8H<L =8IMF

保护行为
=8LMN =8HMI =8M=N =8I<<

Z?D =8IHM =8ILF

Z?< =8HNL =8IIN

Z?F =8L=N =8NHL

Z?G =8LIN =8M=F

Z?H =8LNG =8LID

Z?I =8LF=

容忍行为
=8LII =8IDM =8M=< =8IML

B?D =8ILG =8N=H

B?< =8L<N =8LNF

B?F =8L=D =8LHN

B?G =8L<H =8LMF

表
F

　区
%

效度检验

构念 口碑行为 助人行为 支持行为 保护行为 容忍行为

口碑行为
D8=== =8HLD =8H<H =8IDD =8<NG

助人行为
=8HHG D8=== =8HMI =8IID =8<<D

支持行为
=8IHD =8I=N D8=== =8HNM =8FDN

保护行为
=8HHD =8INH =8I<M D8=== =8<DL

容忍行为
=8=NN =8=I= =8=IM =8=NN D8===

　　　　注：右上三角数值表示杭州样本的结果，左下三角的数值表示珠海样本的结果

表
G

的结果，本研究确定将居民分为
F

类时

最佳，原因如下：（
D

）
G

类
)

模型相对於
F

类

)

模型的
;5Q

（
3

）
+

有达到显著，表明
G

类

)

模型与
F

类
)

模型
+

有统计差?，此时根

０６



据简效原则，选取类
)

少的作为最终结果。

（
<

）随著类
)

数目的增加，信息准则
WTJ

、

?TJ

和
W?TJ

逐渐降低，但从
F

类开始，这

些指标下降的程度递减。（
F

）将居民分为
F

类
)

时，每一类
)

的
6

对数量和比重均符合

要求。

表
G

　居民睶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结果（杭州）

5"7%* WTJ ?TJ W?TJ S0$2"3+ ;5Q

（
3

）
?;QB

（
3

）

D

类
GD<IG8DG= GDGNN8FMG GDFFD8F<G

<

类
FNFDD8NDL FNIFI8<FG FNGDF8MHG =8MFD

＜
=8==D

＜
=8==D

F

类
FHNDG8NNN FIDH=8HHI FHLH<8=II =8MFG =8=ID

＜
=8==D

G

类
FH=FD8NDI FHHNL8NHL FH<=G8=HN =8MGM =8DGN

＜
=8==D

　　表
H

和图
D

展示了
F

类居民在口碑行

为、助人行为、支持行为、保护行为和容忍行

为五个维度
<F

个题项上的反应情况。

表
H

　三类居民变量描述性结果（杭州）

变量
第

D

类：冷漠者

（
0lDH<

；
<=d

）

第
<

类：拥护者

（
0lDLG

；
<Gd

）

第
F

类：中庸者

（
0lG<I

；
HId

）

]5D <8MMIGF G8IMGGF F8LN=GN

]5< F8=L=NH G8NLFLM F8MLGNN

]5F F8FFDGF G8LDMFN G8=GFHH

]5G F8DNFL< G8LFDI< F8MNLFD

]5H <8MNLNM G8NDFDL F8MDNIH

!?D F8F<MMD G8HFNNI F8MHDID

!?< F8GN<NI G8NHINL G8=DIMH

!?F F8GNIMH G8INMNH G8=F=GF

!?G F8=N=F< G8H=<HH F8IL<GM

!?H F8D=IMG G8G<GMG F8ILN<I

9?D <8MLNLD F8MNFID F8GDH<<

9?< F8DLDDM G8G<DDG F8N=<LN

9?F F8D==FM G8DDING F8HIIHD

Z?D F8<NH=L G8IH=MD F8LLI=L

Z?< F8=DDFN G8DGHH F8H==HM

Z?F F8G<LLI G8INGMG G8=<DDL

Z?G F8HILFI G8L=<FD G8D=GFF

Z?H F8GDM<G G8NLMFF G8=IHM<

Z?I F8HDND< G8LLLII G8DNHLI

B?D <8LH<ND F8HI<ND F8=LGDN

B?< <8H=HLG F8FGGHM <8LLHIN

B?F <8<MGHD <8IDN<G <8GG=IM

B?G <8FGMD <8MIDDH <8HIL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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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睶在剖面分析结果（杭州）

　　从表
H

和图
D

可知，
F

类居民在口碑行

为、助人行为、支持行为、保护行为和容忍行

为的指标上存在明显的差?。第
D

类居民

有
DH<

人，?比
<=d

，该类居民在
<F

个题项

上的得分介於
<8<MGHD c F8HILFI

之间，表现

偏低，因此将该类居民命名为“冷漠者”。第

<

类居民共
DLG

人，?比
<Gd

，该类居民在

<F

个题项上的得分介於
<8IDN<G c G8LLLII

之间，除容忍行为外，
6

大部分高於
G

分，因

此被命名为“拥护者”。第
F

类居民共
G<I

人，?比
HId

，该类居民在
<F

个题项上的

得分介於
<8GG=IM c G8DNHLI

之间，相较於前

两类，居於中等水平，因此命名为“中庸

者”。总体来看，
F

类居民在口碑行为、助人

行为、支持行为和保护行为上的得分都明显

高於在容忍行为上的得分，表明居民对感受

到旅?目的地因发展旅?业给自己带来的

负面影响。

３．３　珠海居民睶在剖面分析

上文用杭州样本进行了睶在剖面分析，

然而单一城市的结果未必具有稳定性。因

此，本研究进一步用珠海样本对上文的结果

进行验证。由表
I

可知，当将居民分为
F

类

时，
;5Q

的显著性为
=8DL=

，表明
G

类模型

与
F

类模型
+

有统计差?，因此根据简效性

原则，确定
F

类为理想模型。这与杭州样本

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表
I

　居民睶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结果（珠海）

5"7%* WTJ ?TJ W?TJ S0$2"3+ ;5Q

（
3

）
?;QB

（
3

）

D

类
DNM<=8FLM DL=MF8NF< DNMGN8L<L a a a

<

类
DI==L8N<= DI<N<8H=< DI=H=8GNH =8MG<

＜
=8==D

＜
=8==D

F

类
DHGIH8HHD DHLDM8NNF DHH<D8I<D =8MDG =8=H<

＜
=8==D

G

类
DH=HL8GNI DHH=F8DFL DHD<L8LI< =8MFD =8DL=

＜
=8==D

　　表
N

和图
<

展示了将珠海居民分为
F

类时，每一类
)

在
<F

个题项上的得分情况。

第
D

类居民有
MI

人，?比
F=d

，该类居民在

<F

个题项上的得分介於
<8F=FIN c F8NNMMN

之间，得分较低，因此将该类居民命名为

“冷漠者”。第
<

类居民共
N=

人，?比

<<d

，该类居民在
<F

个题项上的得分介於

<8FINLN c G8MFHDN

之间，除容忍行为外，其

馀题项得分均高於
G

分，因此被命名为“拥

护者”。第
F

类居民共
DHG

人，?比
GLd

，

该类居民在
<F

个题项上的得分介於

<


GG=IM c G8DNHLI

之间，相较於前两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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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等水平，因此命名为“中庸者”。与杭

州样本类似，
F

类居民在口碑行为、助人行

为、支持行为和保护行为上的得分都明显高

於在容忍行为上的得分。

表
N

　三类居民变量描述性结果（珠海）

第
D

类：冷漠者

0lMI

；
F=d

第
<

类：拥护者

0lN=

；
<<d

第
F

类：中庸者

0lDHG

；
GLd

]5D F8FF=MD G8IND=L F8MLH<G

]5< F8H<N=G G8N<=DM G8=FGD<

]5F F8IFD<D G8NGNHF G8DGHGL

]5G F8HIN=D G8NN<ML G8DDHHL

]5H F8GG=DD G8IN=DH F8LDIMN

!?D F8FH<<N G8LGGHF G8=FHIM

!?< F8HGGMG G8MFHDN G8DGIGH

!?F F8HGNG< G8MF=FG G8D<NFI

!?G F8DGIN< G8L<DMI F8LI<=H

!?H F8<NM<N G8L<==N F8LGFNL

9?D <8MGNMD G8GHGIN F8GL<GD

9?< F8<<HMH G8NFF<I F8LF<NI

9?F F8=LHGH G8GLLNN F8GLFIM

Z?D F8GNG G8NDLIN G8<DFI

Z?< F8DDI<M G8I<NGM F8NNGHG

Z?F F8HLFM G8NM<IN G8DINMM

Z?G F8IM<I< G8LGLLI G8F<<<H

Z?H F8IDHMM G8LD<<L G8<MI<G

Z?I F8NNMMN G8LNDII G8FLN<L

B?D F8=MF=L <8L=FGF F8=IGIG

B?< <8NI=MM <8INNM< <8NLF=H

B?F <8F=FIN <8FINLN <8<NM<I

B?G <8H<LLH <8HLLFM <8HIHGH

图
<

　睶在剖面分析结果（珠海）

　　综上，本研究运用杭州和珠海两个样本
对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进行了睶在剖面分

析，两个样本得到的结论具有高度一致性。

具体来
/

，两个样本都将居民分为了三种类

型。每一类型的比重非常接近，冷漠者在杭

州和珠海样本中分
)

?比
<=d

和
F=d

，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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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者分
)

?比
<Gd

和
<<d

，中庸者分
)

?

比
HId

和
GLd

，进一步表明分类结果的稳

定性。两座旅?城市的居民在容忍行为上

的得分都较低，表明居民对目的地旅?发展

导致的负面问题有明显的感知，而且容忍程

度较低。

４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及理论贡献

本研究以杭州和珠海两座旅?目的地

为例，运用睶在剖面分析，根据地方公民行

为对居民的类型进行了探索和验证分析，得

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发现。

首先，居民群体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属

“冷漠者”。这类居民对目的地的口碑行

为、助人行为、支持行为、保护行为及容忍行

为的表现均偏低，表明他们对目的地旅?业

发展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但总体来
/

，这类居民?比不高，即便他们

不积极参与目的地旅?发展，也不会对目的

地造成严重的影响。

其次，居民群体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属

“拥护者”。这类居民积极支持目的地旅?

的发展，他们主动向他人推荐旅?目的地，

愿意承担保护旅?环境和旅?资源的责任，

愿意帮助解答?客遇到的问题。这类居民

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是目的地品牌发展的

志同道合者，是需要旅?目的地充分利用的

群体。同时，本研究发现，即便属拥护者的

居民，他们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的容忍程度也

较低。

第三，居民群体中有一半左右被归类为

“中庸者”。这类居民的口碑行为、助人行

为、支持行为、保护行为均处於中间水平。

由於这类居民
+

有做出对旅?业发展或?

客有利或不利的行为，所以他们往往由於被

认为对目的地旅?发展
+

有构成影响而被

忽视，但这类居民有可能由“中庸者”转变

为“冷漠者”，因此目的地管理者应该更多

地关注这类居民的行为态度，推动居民共同

参与旅?业发展。

本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首

先，本研究结论为目的地管理组织在目的地

品牌化过程中对居民进行针对性引导和管

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居民在地方公民行为

上的差?决定了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对居

民?用不同的引导和管理策略，然而以往研

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洞察。本研究

所得到的居民类型及比重可以弥补上述不

足。其次，从居民视角来
/

，目的地品牌化

的目标是将居民塑造为品牌拥护者，这一理

论和实践被称为
#

部品牌化（
5"2.,2$> %$ ,*8>

<==M

）。本研究通过对居民进行类型研究，

为目的地
#

部品牌化的概念界定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角。

４２　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为目的地管理者提供以

下的管理启示：

首先，居民是目的地品牌发展的重要参

与力量，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充分认识到每

一类居民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管理策

略，努力将冷漠者和中庸者塑造为拥护者。

不同类型的居民对於目的地和?客的影响

有所不同，“冷漠者”所?比重虽然不高，但

他们往往对旅?和?客产生厌恶的情绪。

目的地管理者应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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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旅?的不满之处，尊重?听取居民的意

见，从而减少他们的消极行为。“中庸者”

所?比重最多，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加大对

这类居民的宣传和引导，促使他们积极参与

到目的地品牌发展中来。“拥护者”积极支

持当地旅?的发展，这类居民对目的地品牌

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的地管理组织

应加强同这类居民的联，对他们进行必要

的指导，以巩固他们作为“拥护者”的身份。

其次，本研究发现，“冷漠者”、“中庸

者”和“拥护者”在容忍行为方面的表现非

常低，这提醒目的地管理组织尤其要注意对

居民容忍行为的关注和引导。目的地要发

展旅?业，必然要吸引?客，但是随著?客

的增多，目的地也会遭受到社会、经济、环境

等方面的压力，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

活水平。目的地管理组织应当深入三类居

民群体中，解他们因旅?业发展所遇到的

困难，?及时给予解决。同时，目的地管理

组织也应当强化对居民的引导和教育，让他

们认识到旅?业长远发展与当前困难之间

的关，增强对目的地发展的了解，从而提

升对负面问题的容忍程度。

４３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本研究仅选取了杭州和珠海两座旅?城市，

这两座城市都是我国著名的旅?城市，经济

基础较好，居民素质相对较高。我国地大物

博，存在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导致各个地

区居民的地方公民行为可能存在差?。这

有可能导致本研究的结论无法应用到其他

旅?目的地情境，未来研究可以选取更多城

市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其次，本研究

重於探索居民类
)

及其比重，
+

有进一步探

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居民的类
)

属性。未来

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在模型中纳入

居民的人口统计变量及其他心理变量（如

目的地心理所有权），进一步预测居民属哪

个类
)

。最後，本研究也
+

有考虑不同类
)

的居民在不同的结果变量上是否存在差?，

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的问题。未来

研究可以纳入其他结果变量，比如居民的主

观幸福感，以进一步扩展本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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