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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体验是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旅游体验是旅游情境中的主体幸福

感。旅游体验存在孤独体验、成就体验和高峰体验三因子的榄核型结构。孤独体验是游客对旅游在外离开

熟悉的环境产生的安全感和孤独感的综合体验，处于模型的基础位置。高峰体验是游客在进入自我实现和

超越自我的状态时感受或体验到的最完美心理境界，处于模型的高层次。处于中间部分的成就体验是游客

在行程中所获得的宁静、愉悦、满足之感，以及在旅程之后对行程的怀念向往等的各种一般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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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要已从

过去的温饱过渡到现时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
其中，旅游由于其能满足人们休闲娱乐、求学认

知、劳逸放松、社会交往等需要，日渐成为人们在

假日首选的休闲活动。而决定旅游活动的成功

与否和潜在旅游活动的成行，往往取决于旅游者

现在和过往的旅游体验。换个角度说，旅游者付

出金钱与时间就是为了追求能满足其自身的旅

游体验。旅游体验是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1］。

二、旅游体验研究综述

瓦西留克的著作《体验心理学》中谈到体

验本是作为人的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状态［2］。葛

鲁嘉认为体验是人的心理具有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性质，所谓的体验是人的有意识心理状态把

握心理对象的一种活动，这不仅仅是关于对象

的认知，不仅仅是关于对象的理解，也包含关于

对象的感受，也包含关于对象的意向［3］116 － 121。
邢占军认为体验是一种重要的个体心理活动过

程，这是一种基于主体的直觉或自觉不自觉的

反省而产生的心理活动，感觉、知觉、记忆、思

维、想象、情绪、情感都可以同外部事物一起进

入体验过程，并“输出”为一定的心理状态，从

结果上看体验表现出较多的情感的特征，但从

过程看体验则更多地依据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认

知判断［4］57 － 60。因此，体验包括有认知和情感

两个成分。
旅游体验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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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学术界。伯斯汀将旅游体验定义为一种

流行的消费行为［5］。麦肯奈尔则认为，旅游体

验是人们对现代生活困窘的一种积极回应，旅

游者为了克服这些困窘而追求的是一种对“本

真”体验［6］589 － 603。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界，谢彦

君认为旅游体验是旅游个体通过与外部世界取

得暂时性的联系从而改变其心理水平并调整其

心理结构的过程［7］。吴红超认为旅游体验是旅

游产品生产方提供的以体验作为核心吸引力的

用于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的旅游产品［8］110 － 111。
对旅游体验的类型和层次划分是现有的

主要研究领域，表 1 和表 2 是对相关文献的梳

理，也是本研究所提出的心理模型的主要文献

来源。

表 1 旅游体验类型比较

提出者 年份 划分依据 旅游体验类型内容

科恩［9］179 － 201 1972 体验方式 休闲、排遣、获取经验、试验、存在

邹统钎等［10］9 － 14 2003 体验目的 娱乐、教育、逃避、审美、移情

窦清［11］ 2003 体验内容
情感体验、文化体验、生存体验、民族风情体验、学习体验、生活

体验、自然体验、梦想实现体验、娱乐体验

李晓琴［12］609 － 611 2006 体验内容 情感体验、知识体验、实践体验、转变体验

宋咏梅等［13］115 － 119 2006 体验目的 消遣娱乐、逃逸放松、知识教育、审美猎奇、置身移情

表 2 旅游体验层次比较

提出者 年份 划分依据 旅游体验层次内容

普拉廷斯［14］1 － 24 1998 体验内容 享受自然—摆脱紧张—学习—价值共享—创造

威廉斯［15］ 2004 体验内容 直接体验—体验性学习—个人发展

黄鹂［16］104 － 108 2004 体验深度 表层体验—中度体验—深层体验

李经龙［17］ 2005 体验深度 山脚体验—高峰体验—高原体验

龙江智［18］23 － 34 2009 现代意识谱理论 感官体验—认知体验—情感体验—回归体验—灵性体验

从上述归纳中看到，学者们对旅游体验类

型的划分更多是从目的和内容着手，较少从心

理学角度出发来对旅游体验进行划分。现有的

划分中有的偏向情感的深化、有的则偏向认知

的深化来阐述，没有很好地把认知和情感这个

复杂的统一体整合起来。
旅游体验的质量研究也是重要的研究分

支。特朗普等提出了 HOLSAT 这个研究工具，

通过期望 /性能分析来提高旅游者的度假满意

度［19］202 － 223，该模型将服务质量拆分为可靠性、
回应性、保证性、共鸣性和有形性 5 个属性分别

测量［20］32 － 36。现有的许多研究用满意度或愉悦

度来测量旅游体验的质量，甚至直接把旅游体

验质量等同于满意度，但实质上两者并不等价。
满意度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客户的需求被满足

后的愉悦感，是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事前期望

与实际使用产品或服务后所得到实际感受的相

对关系。旅游体验是人们在旅游过程中，通过

对外部事物一系列的认知和实践，继而对主体

旅游经历及该次旅游得到的认知和情感的总

和。从二者的概念上看，虽然均为心理状态，但

旅游体验更加强调认知和情感成分。满意度着

重的是结果，而旅游体验则是过程和结果的相

加，且两者的概念外延也并不相同，所以构建旅

游体验的模型并据此设计相应的量表从而获得

游客真实的旅游体验，在理论和应用上便显得

尤为必要了。

三、研究前提

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基于主观幸福感研

究旅游体验，但采取这样的研究范式需基于旅

游体验是一种在旅游中产生的主观幸福感这一

假设前提。
( 一) 旅游体验
对于旅游体验的本质内容，谢彦君认为旅

游体验是旅游者在旅程中通过观赏、领悟等方

式所体验到的放 松、新 奇 和 实 在 等 的 心 理 体

验［7］，根据这一定义可知旅游体验本质是一种

心理体验，而且对定义的分析，也了解到这种心

理体验包括认知 ( 观赏、领悟等方式) 和情感

( 放松、新奇和实在等感觉) 两部分。“基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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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旅游体验从体验本身着眼，包含了体验的

认知和情感成分。”［9］

旅游体验表现出一定的特性。首先，旅游

体验有主观性。旅游体验的过程是一个符号解

读的过程［20］，而如何解读这个过程，除了跟旅

游地的客观景物、当地条件、旅游服务等有关

外，还取决于旅游者自身的参与程度、期望与需

求、以往的经验、旅游者个人的体验能力、兴趣

偏好等［21］21 － 26。其次，旅游体验有综合性。旅

游活动覆盖了旅游者从离家到结束活动返家的

整个过程，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在整个旅游过程

中体验的总和［7］，而不是旅程中的某个片段。
最后，旅游体验有相对稳定性。李经龙等人对

旅游体验的内涵曾说过，这是一种旅游者身心

状态与旅游产品之间的互动过程，旅游者的身

心都融入到旅游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且这

种体验是经久回味的［22］87 － 91。旅游者形成的总

体旅游体验，在一定时间内会影响游客对该次

旅游的印象和下次出行的选择，处于相对稳定

的水平。
现有对旅游体验的测量，基本上是用满意

度或愉悦度来测量旅游体验的质量，甚至直接

把旅游体验质量等同于满意度，但实质上两者

并不等价。满意度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客户的

需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是客户对产品或服务

的事前期望与实际使用产品或服务后所得到实

际感受的相对关系。旅游体验是人们在旅游过

程中，通过对外部事物一系列的认知和实践，继

而对主体旅游经历及该次旅游得到的认知和情

感的总和。从二者的概念上看，虽然均为心理

状态，但旅游体验更加强调认知和情感成分。
满意度着重的是结果，而旅游体验则是过程和

结果的相加，且两者的概念外延也并不相同。
所以对旅游体验的测量直接用旅游满意度来代

替，这一做法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科学。
( 二) 主观幸福感
目前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迪安纳将主观幸

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

价［23］389 － 396。邢占军认为主观幸福感是对人们

的态度、期望、感受、欲望、价值等方面的考察，

着重于人们幸福体验的研究。关于主观幸福感

的结构，迪安纳等人认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 1) 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 2 )

认知成分，称之为生活满意度。现在心理学界

的学者都较为认同主观幸福感结构的这种划

分［24］542 － 575。据此，针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内

容，就有关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测量和关于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情感量表测量的是主观幸

福感中的情感部分，生活满意度量表测量的是

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部分。然而主观幸福感并

不仅仅是两者的简单叠加或是两者的参照结

果，只有真正有效地把认知和情感有机地结合

起来，才能更好地了解被试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针对这一问题，邢占军在整合生活质量意义、心
理健康意义和心理发展意义上对主观幸福感测

量的研究，提出了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研究，并构

建以公平感、安定感、充裕感等维度组成的城市

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指标体系［25］。
( 三) 旅游体验是旅游情境中的主观幸福感
据前所述，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

论: 第一，旅游体验与主观幸福感的本质均为心

理体验; 第二，两者内容结构类似，均是人们通

过对外部事物一系列的认识和实践，继而产生

认知和情感的总和，所不同的是，旅游体验是基

于主体对整个旅游行程结束后作出的综合评

价，而主观幸福感适用的范围更广，涉及被试在

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境产生的总体性主观感

受; 第三，两者的基本特点相同，都包括主观性、
稳定性和整体性，其中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

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稳定性主要测量长

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整体性包

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26］187 － 194。所

以，从两者的本质概念、内容结构与基本特性三

个方面综合考虑，旅游体验便是旅游情境中的

主观幸福感。
基于上述的逻辑，针对旅游体验在实际研

究中的不足，旅游体验的研究可借鉴主观幸福

感的研究范式进行。主观幸福感由情感和认知

两方面构成，体验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能有机

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因此本文将从体验论的主

观幸福感范式着手，构建旅游体验心理模型。

四、研究方法

( 一)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参考以下三个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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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所获信息。
途径一: 小组访谈。在问卷编制前，组织具

有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的 12 人进行

焦点小组访谈。访谈以集体访谈为形式，访谈

的主要目的为探讨什么是旅游体验，旅游体验

由哪些方面组成以及结合具体的旅游经历分享

访谈对象在以往旅程的感受。
途径二: 结构化开放式问卷( 预调查) 。开

放式问卷问题包括: ( 1 ) 请简要描述一次旅游

经历，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 ( 2) 结合实际

旅游经历，您认为旅游体验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内容? 开放式问卷主要通过网络发放，受访对

象包括各大学硕士研究生、国外留学生以及社

会工作人士，共发放问卷 2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 份，由课题组对问卷结果进行整理。
途径三: 文献查阅。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

除了对旅游体验量表进行总结以外，还参考了

邢占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25］、丛
中的安全感量表［27］21 － 25、迪安纳的生活满意度

量表［24］、UCLA 的孤独感量表［28］20 － 40、可卡巴的

舒适 状 况 量 表［26］ 和 格 恩 斯 的 简 式 情 感 量

表［29］657 － 670等国内外量表。
在讨论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形成旅游体验

调查问卷，由被试基本信息和问卷主体题目两

部分构成，共 30 个条目。问卷采用李克特六点

量表评 价 进 行 评 分，由“1—完 全 不 符 合”到

“6—完全符合”。
( 二) 研究对象
以国内某大型知名旅游集团广东省内以及

跨省线路的多个旅游团作为本次调查对象，随

机选取多个旅游团，由导游在旅游行程即将结

束时向该团游客派发问卷，填写完成后回收。
正式问卷共发放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为

435 份，有效回收率为 72. 5%。按照随机抽样

方法从中选择 180 个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另外 255 个样本用作后续的验证性因子分

析。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资料构成见下表。

表 3 有效被试情况汇总表

探索性因子分析( N =180) 验证性因子分析( N =255)

属性 类别 数量 比例 属性 类别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80 44． 4 性别 男 118 46． 3
女 100 55． 6 女 137 53． 7

年龄 20 岁以下 27 15 年龄 20 岁以下 10 3． 9
20 － 30 79 43． 9 20 － 30 173 67． 8
30 － 40 43 23． 9 30 － 40 51 20

30 岁以上 31 17． 2 30 岁以上 21 8． 2
教育 高中及以下 73 40． 6 教育 高中及以下 81 31． 8

大专 64 35． 6 大专 102 40
本科及以上 43 23． 9 本科及以上 72 28． 2

月收入 2000 元以下 51 28． 3 月收入 2000 元以下 37 14． 5
2000 － 4000 78 43． 3 2000 － 4000 98 38． 4
4000 － 6000 37 20． 6 4000 － 6000 87 34． 1
6000 元以上 14 7． 8 6000 元以上 33 12． 9

职业 企业管理人员 24 13． 3 职业 企业管理人员 29 11． 4
企业普通员工 62 34． 4 企业普通员工 71 27． 8

党政机关处级及以上 1 0． 6 党政机关处级及以上干部 3 1． 2
党政机关一般工作人员 5 2． 8 党政机关一般工作人员 8 3． 1

个体经营者 18 10 个体经营者 30 11． 8
专业人员 12 6． 7 专业人员 53 20． 8

学生 37 20． 6 学生 41 16． 1
离退休人员 8 4． 4 离退休人员 2 0． 8
自由职业者 8 4． 4 自由职业者 15 5． 9
下岗、失业 3 1． 7 下岗、失业 1 0． 4

其他 2 1． 1 其他 2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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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统计分析方法及因子分析的信效度
分析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数

据，分析结果用以构建旅游体验模型。对调查

数据的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

分 析 等 统 计 方 法 进 行。统 计 分 析 软 件 为

SPSS18. 0 和 LISＲEL8. 7。
1． 旅游体验问卷的信度分析

以正式问卷中探索性因子分析的 180 名被

试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以 Cronbach α 系数检验

旅游体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旅游体验总量表

及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见下表。

表 4 旅游体验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N =180)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总量表
0． 851 0． 707 0． 673 0． 795

根据心理测量学的要求，α 在 0. 65 － 0. 70
之间是最小可接受值; α 值介于 0. 70 － 0. 80 之

间相当好; α 系数介于 0. 80 － 0. 90 之间非常

好。从表 4 我们可知，各因素的 α 系数均高于

可接受值，旅游体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更是接近 0. 8，说明总量表具有相当好的内部

一致性。
2． 旅游体验问卷的效度分析

旅游体验问卷效度分析运用正式问卷中用

于验证性因子分析调查的 255 名被试数据作为

效度分析样本，采用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进行

考量。
结构效度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

从旅游体验结构的探索和验证可以看出，旅游

体验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旅游体验三个维

度变异 解 释 量 为 62. 555%，因 子 共 同 度 均 在

0. 5 以上，模型符合测量学的基本要求。问卷

中包含三个维度，因素所代表的项目意义明确，

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本研究的条目基于文献查阅，并采取小组

访谈以及开放式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而编制，收

集完之后由课题组对条目进行审核，保证了问

卷的内容效度。

五、研究结果

( 一) 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所有

题目的 Sig． ＜ 0. 01，否定零假设，在 0. 01 水平

上存在显著差异。T 检验结果表明，各测项的

低分组均值和高分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所有

项目都能通过 T 检验，予以接受及保留。
对获取的 180 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 析。统 计 数 据 表 明，调 查 数 据 样 本 的

KMO 值为 0. 823，Bartlett's 球 形 检 验 2 值 为

627. 858，显著水平小于 0. 001，达到非常显著，

表明调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

分析方法抽取因子，用正交方差极大法进行旋

转，以特征根大于 1 为截取因素删减题目以确

定条目和因素。数据结果表明，旅游体验模型

呈现出三因素结构，方差解释率为 62. 555%。

表 5 旅游体验的因子分析矩阵( N =180)

题目 内容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共同度
Q12 旅途中，当我与其他地区民族或国家的人交往时，我一般不敢说出自己的看法。 ． 813 ． 704
Q9 来到陌生的国度与地方，我感到很孤独。 ． 813 ． 710
Q26 当我在旅途中遇到困难时，很难找到一个人倾诉。 ． 768 ． 648
Q2 我感到自己无力应对和处理旅途中突如其来的危险或事件。 ． 736 ． 553
Q19 我觉得在旅游中，其他人都不能理解我。 ． 730 ． 596
Q27 我认为只有精神上的享受才能有富足感。 ． 804 ． 687
Q25 我觉得在旅途中更容易达到忘我的境界。 ． 761 ． 602
Q28 即使身处异地他乡，我的责任和使命感依然很强烈。 ． 712 ． 597
Q15 当品尝到美食或欣赏到美丽的风景时，我心中会产生一种满足感。 ． 797 ． 641
Q16 尽管时间过了很久，每当想起旅行的时光，我都很怀念。 ． 760 ． 608

Q8
当我身处秀丽的自然风光或充满历史积淀的人文环境中，我内心常常拥有一种超

然的宁静感。
． 654 ． 536

方差解释率( % ) 28． 848 18． 128 15． 579
累积方差解释率( % ) 28． 848 46． 976 62．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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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对所提出

的构想模型进行验证。用 255 个样本的观测值

与构想模型进行拟合，得到旅游体验结构模型

的标准化解。
由上表可知，2 /df = 2. 49 符合 2 /df ＜ 3，

模型拟合比较好。ＲMSEA =0. 077 符合 0. 05 ＜
ＲMSEA ＜0. 08，是一个不错的拟合。CFI 和 GFI
值均 大 于 0. 90，表 示 模 型 存 在 良 好 的 适 配。
NNFI 接近 0. 90，模型拟合较好，但需进一步提

高。PNFI 值 = 0. 64 ＞ 0. 5，证明此模型能够通

过。从上述模型和参数来看，模型与观测数据

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不错的拟合水平，模型

得到有效验证。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得到的旅游体验三因子

模型，各因子命名如下。 图 1 旅游体验心理结构构想模型

表 6 旅游体验构想模型与观测数据的拟合指数( N =255)

2 df 2 /df ＲMSEA CFI GFI NNFI PNFI
102． 16 41 2． 49 0． 077 0． 91 0． 93 0． 87 0． 64

F1: 孤独体验。主要内容包括游客在陌生

的地方，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和事件，感到自己

无力应对与处理。难以找到同伴倾诉，其他人

也不理解自己，且出于安全的考虑，游客一般也

不敢跟当地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孤独感是

人们旅游在外离开熟悉环境的第一感受。
F2: 高峰体验。主要内容包括游客在旅途

中由于景色和行程安排等各方面因素触发并达

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而形成精神富足感，高峰体

验是相对于一般体验而言的高层次体验。
F3: 成就体验。主要内容包括游客在行程

中所获得的宁静、愉悦、满足之感，以及在旅程

之后对行程的怀念向往等的各种一般感受与

体验。

六、研究结果

本研究引入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与研究范

式，得出旅游体验结构呈现出孤独体验、高峰体

验和成就体验的三维立体结构，游客在进行旅

游体验综合评判时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

衡量。

( 一) 孤独体验
孤独体验意指游客体验到的孤独感与不安

感水平，孤独感会极大地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

质量。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个体对于安

全的需要与对爱和归属的需要位于模型的基础

层级，一般来说，只有满足了低层次需要之后，

个体才会追求高一层次的需要，这在游客的旅

游体验模型中同样适用，故其成为旅游体验的

基本维度。游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脱

离了自己安全的人际区域，此时对安全和归属

需要尤为强烈。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们

都有找寻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倾向，这是一种

帮助我们生存和繁衍的遗传特性，在人生地不

熟的情况下，个体更希望能跟旅程中遇到的人

建立互助友好关系，以排遣孤独，保证安全。因

此，影响游客孤独感的因素除了自身的差异以

外，在旅程中便体现为与导游、同伴、团友、目的

地居民以及旅程中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孤独

体验是整体旅游体验的反向因素，如果孤独感

受特别强烈则负面影响旅游体验，如孤独感受

被有效中和且获得了亲密感则会正面积极的影

响旅游体验。因此，对旅游从业人员而言，如何

·901·



黄 向: 旅游体验心理结构研究 2014 年 1 月

降低游客旅游过程中的孤独体验是提升整体旅

游体验的重要手段，方式可以包括建立游客间

亲密关系，建立顾客和服务者间亲密关系，建立

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亲密关系等。
( 二) 成就体验
成就体验是形容游客在旅程的各方面所体

会到的愉悦、舒适、兴奋和宁静等感受并继而对

整个旅程形成满足感的总体评价。满足感也许

源于游客对美丽风景而带来的舒心，也许是旅

游地独特风味的美食满足了游客的食欲，也许

是良好的安排让游客在路程中获得宾至如归的

款待，又也许是旅途的风土人情留给游客美好

的回忆等。相对于孤独体验来说，该维度获高

分者在旅程中享受更多的满足感。孤独体验对

于游客的旅游体验来说处于较为基本但必需的

位置，而高峰体验更多与旅游体验中的高层次

体验有关，相对来说成就体验则在模型分布中

居于前两个维度之间，对旅游体验起到主要支

撑作用。
孤独体验和成就体验构成了本底体验，是

旅游体验的基础结构。本底体验得以满足则奠

定了旅游过程的基本满意水平，当本底体验得

不到满足时，高峰体验也无法获得。
( 三) 高峰体验
高峰体验是一种游客在进入自我实现和超

越自我的状态时感受或体验到的最完美的心理

境界，高峰体验的特征包括“强烈的奇妙和敬畏

的感觉，极度的幸福”等，游客也许会保持这种

体验心态贯穿整个旅程。但更多的情况是，游

客在看到或发现心中的美景或是完成了某些活

动之后，有所触动，产生一种超然忘我的感觉。
这里的高峰体验更多是相对于旅游体验另外两

个维度构成的一般体验而言的。如果说孤独体

验对应的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安全和爱与

归属需要的话，那么高峰体验则是以需要层次

理论中高层次需要为主。这是一种超然的，表

面上也许是平静但内心是震撼超越的感觉，可

以是因为自然人文风光的审美而产生，可以是

因为对生态文化等的求知探寻而获得，也可以

是通过自我实现自我挑战而体验到。高峰体验

的存在，区别于游客在吃住行娱购等方面所体

会到的一般感受，并更好地补充与拓展了对游

客高层次体验获得与否的探索。

( 四) 旅游体验总模型
旅游体验包括孤独体验、成就体验和高峰

体验，根据上文分析，结合维度内容与层次需

要，旅游体验的三维度结构形成了一个三层次

的立体模型，而建立在体验论基础上的旅游体

验，各维度的两端代表着积极和消极的认知与

情绪总和，多方综合形成一个榄核型旅游体验

模型。

图 2 旅游体验的三因子层次模型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以主观幸福感理论

为基础编制旅游体验问卷，随机抽取国内某大

型旅行社的旅游团进行调研，通过文献研究、探
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分析得到如

下结论:

( 1) 旅游体验是针对旅游情境的主观幸福

感。
( 2) 旅游体验存在孤独体验、成就体验和

高峰体验三因子结构，旅游体验的综合体水平

便是三个维度综合的结果。孤独体验是游客对

旅游在外离开熟悉的环境产生的安全感和孤独

感的综合体验，处于模型的基础层次。高峰体

验是游客在进入自我实现和超越自我的状态时

感受或体验到的最完美的心理境界，处于模型

的高层次。成就体验是游客在行程中所获得的

宁静、愉悦、满足之感，以及在旅程之后对行程

的怀念向往等的各种一般感受，相对前两个维

度，该维度位于模型的中间部分。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到，从游客体验设计的

角度，旅游行业从业人员要降低游客的孤独体

验、提升高峰体验和成就体验。降低孤独体验

的方法主要来源于增加游客的安全感，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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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中的介绍、相处、互动与游戏等营造一个舒

适温暖的团队，让出门在外的游客感觉到归属

感，同样也因相对较近的人际距离让大家在行

程中拥有较高的安全感。提升高峰体验的方法

是在保持一般体验水平的基础上，使高潮点间

隔出现，如在行车一段时间后安排一处景观非

常动人心弦的地点，在夜晚安排一次拉近团友

距离的团队活动等。提升成就体验的方法主要

是提供与游客期望同水平或超出游客期望的景

观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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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defense quality
and find the fact accurately．
Key words: impeachment evidence; substantive
evidence; cross-examination; extrinsic evidence;

new legalism of evaluating evidence

Scale Expansion，Structural Change a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A Production Frontier Approach

WU Jian-xin，LIU De-xue

School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We decompose the output growth of Chi-
na in both macroeconomic sector and industrial
sub-sector into components attributable to techni-
cal efficiency chang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cale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capital，
scale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labor via
a production frontier approach． We then evaluate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sectoral growth and growth
difference． We also try to discover the determi-
nants of labor and capital growth． The main con-
clusions and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 ( 1 )

Both scale expans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e major driver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owever，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already re-
placeed scale expans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Chinese economy has transited from the scale
expansion driven to a more technology driven econ-
omy． ( 2 )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 inter-sectoral growth differentials
and its persistent decline can be explained by“ap-
propriate technology”． ( 3) Because of the differ-
ence in the factor allocation mechanics，the per-
formance in structure change of labor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apital．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ical pro-

gress; scale expansion; structural change; produc-
tion frontier approach

The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Ｒights'
Transfer Efficiency about Mainland
Ｒural Land: Theory and Evidence

CHEN Zhang-xi

School of Economics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China

Abstract: The circulation of rural land contracted
management right i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of
farmland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lo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policy to the con-
tracted management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step
by step，land circulation efficiency is directly re-
lated to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farmland transfer policy．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 DEA) meth-
od，using the panel data in 2000 － 2009 in China，

to inspec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opera-
tion efficiency of the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
agement right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Ｒesults
showed that，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rural land circula-
tion in china，the whole operation efficiency is im-
proved，bu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regional
oper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farmland contracted management
right; circulation efficiency; data envelopment a-
nalysis

Tourist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study based on subject well-being theory

HUANG Xiang1，2

1． Shenzhen Tourism college，Ji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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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518053，China;

2．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Economics，Chi-
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ourist experience stud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s in tourism research． This pa-
per defined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s the subject
well-being in tourism context． Psychological meth-
ods a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tourist experience
structure． Literature review，focus group and open
questionnaire are used to develop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will be applied to the formal survey． Data
from 435 customers of a famous travel agency in
Guangzhou are collected，based on which explora-
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re employed to develop 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t experience includes solitary experi-
ence，peak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 experi-
ence，which form a Lam-karyotype model． Solitary
experience is the base of the model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experience with the feeling of lone-
ly and unsafe away from familiar circumstance．
Peak experience is on the top of the model which
is a perfect status when a tourist achieves self-ful-
fillment and self-surpass． Achievement experience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model which comprehends
peace，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and even the re-
memberance after travel．
Key words: tourist experience; subject well-be-
ing; structure model

Study on Incentives to Local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the Tourism Attrac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the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

GUO Chun-fan

Management Schoo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Property Trust”is an effective pattern
to develop the tourism attractions of overseas Chi-
nese． It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principal-agent re-
lationship． This paper assumes that the local gov-
ernment has three tasks in the development: oper-
ating，protecting and making rich． By building the
model of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we study in-
centive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We shows that o-
verseas Chinese should reduce the motivation to
the operating achievement，and they should meet
the threshold condition when exciting the achieve-
ment of protecting and making rich． According to
the analyse，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put the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local economy promoting
in the first place，and focus more energy on pro-
tecting and making rich with increase of the
tourism income．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Local Govern-
ment;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Tourism Ｒe-
source Development; Incentive System

Control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Multiple-interactive Ｒelationships
between Ｒeligion，Society Powers of the

Han-dynasties Show in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LIU Ke

Literature School，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in Han-
dynasties，there are a set of Portraits and Inscrip-
tions relating religion，which provides precious
materials for us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ple-interac-
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rly religion，society
powers． The materials not only reflec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eligion control and development，also
explain that religion meets people's spirit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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