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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休闲农业市场竞争的加剧，了解游客的自身惯性与多样搜寻态度等情境变量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

为的影响规律，满足游客多变的需求，公平对待游客，避免游客的流失是休闲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课

题。通过对福建省三个休闲农场游客的问卷调查和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 游客知觉的公平越高，产生正向行为的

可能越高; 游客的自身惯性并未显著干扰旅游的公平与旅游行为，但游客的多样搜寻态度会对其造成影响。因此，

休闲农场的经营者应充分了解自己的主要游客群，提升游客知觉的公平，并及时调整农场的旅游行程与人际互动

方式，进而提高游客的重游率推荐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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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休闲农业市场竞争的加剧，对于休闲农场的经营者而言，吸引回头游客比新游客更加困难［1－3］。无

论旅游服务多么完善，游客需求都将比以前更多，而忠诚度更低，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在满足当前游客期望方

面仍难做到事事公平与避免疏失［4，5］。如何满足游客多变的需求，公平对待游客，避免游客流失以及预测其

行为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相关研究发现，获取新游客的总成本超过维系老游客的六倍［6］，保留原有游

客与了解其行为颇为重要，进一步探讨影响游客行为的相关因素有助于忠诚游客的获取。
一 文献综述

有关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探讨了包括情感、满意［7］、态度、主观规范、知觉控制［8］、公平［9］等

变量，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建构出影响游客行为的模式。然而，游客的需求是多变的，他们的行为与决策

可能受情境变量( contingency variables) 影响，如游客的自身惯性( intrinsic inertia) 、多样性搜寻( variety－see-
king) 等内在变量，替代吸引力( alternative attractiveness) 等外在变量的影响。就休闲农业经营管理而言，在

管理游客关系上常会面临许多与公平有关的问题，其中观光休闲与餐旅业等服务业，因为具有无形性、异质

性、无法储存性、生产消费同时进行等特性，加上受季节性、环境容纳量与人力资源限制等影响，经常产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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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公平与否的困扰［10，12］，如周末假日或营业高峰时段，游客用餐大排长龙、拥挤不堪、等待时间不一、较好

的景点被占据等等，游客付出相同的花费却未得到相同的结果，会产生分配不公平的心理。服务人员对于政

商名流有时会给予礼遇或特殊对待，例如不收门票、未经预约而优先入住或用餐、付款时给予签账或较高的

折扣等优待，此时游客付出相同的花费却未得到相同的交易流程，会出现程序不公平的现象。同时，服务人

员与游客的互动若冷暖不一、频率不一，游客付出相同的花费却未得到相同的人际互动，会产生互动不公平

现象［9］。在过去有关休闲旅游公平的研究中，服务失败补救( service failure recovery) 以及游客与服务提供者

关系的研究成为焦点: 如探讨公平对服务补救的满意、信任、口碑与重游意愿的影响，互动公平对满意与行为

的影响，公平对满意、信任与承诺的影响，透过满意、信任、承诺如何影响忠诚度［2］，对行为的直接影响，通过

游客与服务提供者的中介作用对忠诚度的影响等。这些研究指出了服务人员的公平作为，可提升游客满意、
信任，也可能直接导向游客的正向行为，游客所体验的公平也是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4，11，13］。研究还发

现，虽然旅游从业者感受到游客知觉的公平会直接影响其行为，游客需求的多变性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14］，

即不同的情境可能会干扰游客的行为，但少有研究同时考虑情境变量与公平因素。例如，在游客与业者的往

来关系中，究竟游客的自身惯性与多样性搜寻对旅游公平与行为产生怎样的干扰? 如能厘清此情境变量的

影响情况，提供相关措施建议，不仅可以弥补观光休闲领域游客关系管理理论研究的缺口，也对休闲旅游的

经营决策有所帮助。此外，如果游客知觉的公平会显著影响其行为，且情境变量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

会产生显著的干扰，那么深入分析哪一种成分被干扰的效果较高，对理论研究的拓展性以及行业处理公平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游客与休闲旅游从业者的往来关系中，其自身惯性和多样性

搜寻等情境变量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的干扰情况。
二 研究设计

公平是游客在所得结果、交易过程与人际互动所认知产出与投入的比，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与互动

公平。公平会正向影响行为，如再购买、正向口碑等，行为越高代表他从事某行为的可能性越高［13，15］。本研

究所探讨的情境变量包括游客的自身惯性与多样性搜寻。前者为游客自身具有的惰性、不活泼性与被动性;

后者为游客自身具有的效用变异，也就是对某事物感到厌倦或者满意于重复购买相同品牌，为增加刺激与重

制偏好水准，转换到另一家的方式［16］。以游客与休闲农场的往来关系为例，游客受自身惯性影响，可能会停

留于既有的决策行为模式，虽然感受到休闲农场的公平对待，但仍未能产生正向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

究以休闲农场游客的公平为起始变量，分析其自身购买惯性和多样性搜寻对游客行为的影响。研究假设包

括: 假设 1: 在游客与休闲农场的往来关系中，游客知觉的公平越高，产生正向行为的可能性越高; 假设 2: 在

游客与休闲农场的往来关系中，游客的自身惯性不同，其所知觉的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可能不同; 假设

3: 在游客与休闲农场的往来关系中，游客的多样性搜寻态度不同，其所知觉的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可能

不同。
在变量的定义方面，将“旅游公平”定义为休闲农场游客对分配结果、交易程序与人际互动的产出与投

入的知觉，“旅游行为”定义为休闲农场游客对未来再到访、推荐他人前来与产生正向口碑可能性的知觉，

“游客的自身惯性”定义为休闲农场游客对于改变既有休闲活动的态度，游客的“多样搜寻”定义为休闲农场

游客对于尝试体验不同休闲活动的态度。在测量工具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取相关数据与资料，问卷设计

被证实具有良好信度与效度的测量项为基准。其中在旅游公平方面，参考白凯［12］、Young Namkung［13］等的

研究，每种公平均 3 题，共有 9 题问项; 在旅游行为方面，参考 Adam Lindgreen［6］等的研究，共有 3 题问项; 在

情境变量方面，参考 Bozzo［16］与 Young Namkung［13］的研究，游客自身惯性有 2 题，多样搜寻有 3 题。所有问

项皆采用 Likert 七点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给予 1 分至 7 分，分数越高代表游客对休闲农场

各相关问题的看法有较高的同意程度［13－16］。考虑研究目的、预算与研究课题的适用性，选择了沙县马岩生

态休闲山庄、永泰千江月休闲农场和白沙湾生态农庄 3 家休闲农场进行调查。这 3 家休闲农场是福建省经

营时间较早的综合性休闲农场，提供农场体验、餐饮体验与住宿体验活动，区位、规模和收入均具代表性。在

样本数方面，参考一般建议为问卷题数之 5－10 倍; 当后续分析采用最大概似法时，分析的样本数以高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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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超过 400 份为原则①。取得 212 份有效样本，有效样本率约 96%，符合统计学的原理。
三 结果分析

( 一) 问卷统计的基本情况

在性别方面，男性受访者占 44. 3%，女性受访者占 55. 7%; 在年龄方面，20 岁以下占 12. 3%，20 至 29 岁

占 26. 4%，30 至 39 岁占 20. 3%，40 至 49 岁占 28. 3%，50 岁以上占 12. 7%; 在教育背景方面，高中以下占

12. 3%，大专占 29. 7%，本科以上占 38. 0%; 在旅游次数方面，首次到访者占 52. 0%，有 34. 3%为重游，部分受

访者未填答; 在农场花费金额方面，49. 1%的受访者花费 199 元以下，15. 6%的游客花费 200－300 元，花费金

额超过 300 元者约占 27. 8%，未填答占 7. 5%。
( 二)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表 1．调查信度与效度分析

横面 测量问题 平均数 标准差 偏态 峰度 因素负荷 信度

分配

公平

与我付出的钱相比，我得到的结果很合理 5．27 1．36 －0．665 －0．039 0．812

与我花费的时间相比，我得到的结果很合理 5．33 1．32 －0．820 －0．426 0．879

与我花费的时间相比，我得到的结果很合理 5．22 1．32 －0．593 －0．034 0．757

0．923

程序

公平

与我付出的钱相比，点( 取) 餐的过程很合理 5．32 1．40 －1．485 2．425 0．795

与我付出的钱相比，参观与使用业者各项设施的过程很合理 5．43 1．13 －0．443 －0．461 0．720

与我付出的钱相比，结账付费的过程很合理 5．58 1．19 －0．667 －0．428 0．755

0．896

互动

公平

与我付出的钱相比，服务人员与我的互动很合理 5．62 1．22 －0．910 0．324 0．776

与我付出的钱相比，结账( 柜台) 人员与我的互动很合理 5．55 1．39 －0．812 －0．254 0．808

与我付出的钱相比，管理人员与我的互动很合理 5．54 1．25 －0．823 0．038 0．779

0．828

自身

惯性

找一家适当的农场参访体验很麻烦 4．97 1．33 －0．395 －0．197 0．829

就我的时间与努力而言，找一家合适的农场参访体验很困扰 4．90 1．60 －0．407 －0．399 0．829
0．539

多样

搜寻

我偏好尝试新的事物胜于做相同的事 5．85 1．12 －0．297 －1．146 0．822

比起一成不变，我更喜欢改变 5．47 1．43 －0．451 －0．964 0．925

比起在熟悉的场所休闲，我更喜爱到多样性旅游点休闲 5．40 1．46 －0．575 －0．414 0．901

0．858

旅游

行为

如果我的亲朋好友想去旅游，我会推荐他们来这家农场 5．32 1．50 －1．328 1．598 0．913

在我和亲朋好友聊天时，我会告诉他们这家农场的优点 5．18 1．52 －1．050 0．988 0．947

未来一年，我再来这家农场的可能性很高 5．15 1．58 －0．895 0．678 0．924

0．919

在测量工具鉴别度方面，独立样本 t 检定的结果显示，所有测量问项皆呈现显著，测量工具对不同被调

查对象具有良好的鉴别度。受访游客在“我偏好尝试新的事物胜于做相同的事”选项的平均同意度最高，标

准差最低，显示游客有尝鲜的倾向; 而“就我的时间与努力而言，找一家合适的休闲农场有很大的困扰”的平

均同意度最低，标准差最高，显示花时间找合适的休闲农场不会造成困扰( 见表 1) 。此外，所有测量问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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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态系数绝对值小于 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 10，整体而言，测量选项的分布未违反常态分配假设。
在问卷效度方面，因为本研究所拟的内容项均来自相关理论文献，且经专家以及休闲农场资深从业人员

修正，因而具有内容效度。此外，透过主成分分析法，利用最大变异法进行转轴，萃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素，选项的因素负荷量( KMO 值) 除自身惯性外皆大于 0. 7，Bartlett 的球形检定达到显著水平。因此，本研究

所搜集样本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在旅游公平构面中，共同性均大于 0. 5，共萃取出一个因子，特征值为

5. 586，累计变异解释量为 62. 07%，选项的因素负荷量皆达 0. 7 以上; 在自身惯性方面，共同性均大于 0. 5，

共萃取出一个因子，特征值为 1. 375，累计变异解释量为 68. 75%，选项的因素负荷量皆达 0. 7 以上; 在多样

搜寻方面，共同性均大于 0. 5，共萃取出一个因子，特征值为 2. 344，累计变异解释量为 78. 145%，选项的因素

负荷量皆达 0. 7 以上，在旅游行为方面，共同性均大于 0. 5，共萃取出一个因子，特征值为 2. 583，累计变异解

释量为 86. 09%，问项的因素负荷量皆达 0. 7 以上②。整体而言，问卷具有统计效度。
在问卷信度方面，旅游公平构面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 923，自身惯性构面的 Cronbach’s Alpha 值

为 0. 539，多样搜寻构面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 858，游客行为构面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 919，除

自身惯性因题目数少而信度属于中等外，其余信度值皆大于 0. 7，属高信度水平。整体而言，问卷具有良好

的信度。
( 三) 假设的验证分析

表 2．假设检定的结果

因变量: B1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共线性诊断

容忍度
方差膨
胀因子

控制性

性别 0．009 0．127 0．057 1．368 0．082 2．000 0．961 1．041

年龄 －0．045 －0．647 －0．059 －1．415 －0．029 －0．703 0．670 1．493

教育程度 －0．096 －1．378 －0．028 －0．682 －0．056 －1．372 0．734 1．362

Main effect

H1: 旅游公平 0．805 19．461* 0．705 14．765 0．662 1．510

交互性

H2: 旅游公平×自身惯性 －0．058 －1．420 0．988 1．012

H3: 旅游公平×自身惯性 0．184 3．720* 0．776 1．289

△Ｒ2 0．010 0．640 0．024

△F 378．728 7．658

注释: 表中的值已经标准化，每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1．01－1．54) 均小于 10，当 t 值大于 1．96 时回归系数呈显著状态。
受到篇幅限制，表中仅给出了模型 3 的共线性诊断结果。

根据前文的假设进行回归检验，多元回归的结果整理如表 2 所示。首先，在模型 1 中，以旅游行为为因

变量，性别、年龄与教育程度为自变量，检定结果显示 3 个自变量并无显著影响行为。其次，在模型 2 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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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为为因变量，性别、年龄与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旅游公平为自变量，检定结果显示旅游公平会显著影

响行为( t = 19．461; β= 0．805) ，假设一获得支持，公平可预测行为 65%的变异。最后，在模型 3 中，以旅游行

为为因变量，性别、年龄与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旅游公平为自变量，并加入自身惯性与多样搜寻作为干扰变

量，检定结果显示性别与公平皆会显著影响行为，自身惯性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的干扰效果有影响但

不显著( t = －1．42; β= －0．058) ，假设二未获得支持。然而，多样搜寻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的干扰效果

有正向影响且达到显著水平( t = 3．72; β= 0．184) ，假设三获得支持。其中，旅游公平对游客行为的影响系数

为 0．705( t = 14．765) ，模式三的解释力为 0．675，Ｒ2 改变量为 0．024。
为厘清情境变量干扰哪一部份的公平，分别检测情境变数对分配公平—行为关系、程序公平—行为关系

以及互动公平—行为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自身惯性对分配公平—行为的干扰不显著，多样搜寻会显著干

扰分配公平—行为的关系，分配公平对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 6ll( t = 11. 711) ，多样搜寻的干扰系数为 0. 246
( t = 4. 596) ，解释力由 0. 507 增加至 0. 531: 自身惯性对程序公平—行为关系无显著干扰效果，多样搜寻会显

著干扰程序公平—行为的关系，程序公平对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 640( t = 11. 107) ，多样搜寻之干扰系数为

0. 128( t = 2. 079) ，解释力为 0. 531。另外，自身惯性对互动公平—行为关系无显著干扰效果，多样搜寻会显

著干扰互动公平—行为的关系，互动公平对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 638( t = 12. 714) ，多样搜寻之干扰系数为

0. 313( t = 5. 99) ，解释力由 0. 479 增加至 0. 556( 见表 3) 。自身惯性对于分配公平—行为关系、程序公平—
行为关系、互动公平—行为关系这三个层面并不产生显著的干扰性，即三种公平与行为之间的影响系数在存

在自身惯性这个情境变量的条件下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多样性搜寻对分配公平—行为关系、程序公平—
行为关系、互动公平—行为关系这三个层面产生显著的干扰性，即三种公平与行为之间的影响系数在存在多

样性搜寻这个情境变量的条件下将发生显著的变化，相应的解释能力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表 3．情境变量与旅游公平的影响测度

情 境

公 平 分配公平—行为关系 程序公平—行为关系 互动公平—行为关系

干扰系数 影响系数 解释能力 干扰系数 影响系数 解释能力 干扰系数 影响系数 解释能力

自身惯性 0．076( 1．60) 0．582* ( 8．2) 0．556 0．067( 1．08) 0．617* ( 9．8) 0．507 0．105( 1．57) 0．289* ( 4．63) 0．479

多样性搜寻 0．246* ( 4．60) 0．6ll* ( 11．7) 0．597 0．128* ( 2．08) 0．640* ( 11．1) 0．531 0．638* ( 12．7) 0．313* ( 5．99) 0．556

注释: * 表示回归系数呈显著状态( α= 0．05) ; 括号内的数据系指相应统计量的 t 值。

四 结论与展望

在游客与休闲农场的往来关系中，情境变量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的影响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游客知觉的公平越高，产生正向行为的可能越高，这与过去的研究相符合，在比较金钱、时间、精神

等付出后，如果游客感受到交易结果很合理( 值回票价、值得一玩等) ，订房、取餐、参与体验、付钱等交易程

序很合理，以及与休闲农场工作人员互动过程很合理，均有助于产生正向的行为，其未来重游的可能性、推荐

他人前来与产生正向口碑的意愿将提高。
其次，游客的自身惯性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的干扰并不显著，即游客不会因为找一家休闲农场很

麻烦或很困扰，而影响其对旅游公平与行为关系的看法。不过，休闲农场仍应致力于提升旅游公平，让游客

感到被公平对待，才会产生正向的推荐、重游意图。相关研究显示，在工业用品的购买情境中，游客自我惯性

会引导他们重复相同购买模式与相似习惯，购买相似产品［17］。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其相左。本文研究

结果显示自我惯性对工业用品的购买决策的影响与对旅游产品的影响可能不同，本文推测可能为旅游产品

的规格与工业用品不同所致，真实原因仍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探讨。
再者，在游客的多样性搜寻态度方面，分析结果显示，其会显著正向干扰旅游的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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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客多样性搜寻态度越明显( 同意程度越高) 时，游客也感受到休闲农场很公平的对待，但公平对行为的

影响力却因此降低，即休闲农场虽然公平对待游客，但游客可能因为喜欢尝试新鲜事、喜欢改变休闲体验方

式、或喜欢不同旅游点的体验，而致使公平对推荐重游意愿的影响力降低［18］。研究结果与相关文献研究结

果相符，当游客对购买同一类产品觉得厌倦，转换品牌为增加刺激与重制偏好水平的一个方法，游客的多样

性搜寻态度对三种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的干扰作用中，对互动公平与游客行为关系的干扰最大。在休闲农

场三种公平对待中具有较高的多样搜寻特质的游客，对互动公平的干扰影响最大，即使农场的服务人员与其

互动公平合理，游客的推荐重游意愿仍难以提高。
总之，当不考虑情境变量时，休闲农场公平对待游客可使其产生正向推荐与重游意愿，所以休闲农场应

致力于提升游客知觉的公平。在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与互动公平三种公平中，分配公平的得分平均较低，应

优先被改善。休闲农场应衡量自己的资源能力，让游客有值回票价的感受，从了解自身的需求着手，设计可

满足主要游客群体需求的体验活动颇为重要。但若考虑情境变量条件，因游客的多样搜寻态度会干扰其知

觉公平与行为关系，所以休闲农场应从游客的多样搜寻特质着手。建议休闲农场与休闲农业协会、旅行社、
旅游业者与研究机构合作，调整体验活动以及增加曝光渠道，在既有公平作为下满足游客的多样搜寻特质。
此外，游客的多样搜寻态度对互动公平与行为的干扰影响较大，建议休闲农场在接待旅游团时应探询该团的

主要旅游动机和目的，及时调整行程与人际互动方式，以获取其重游与推荐的意愿。
当然本研究仅就游客自身惯性与多样搜寻等情境变量探讨其对旅游公平与游客行为的影响，未来的研

究可加入其它情境变量探讨。此外，自身惯性的信度中等且干扰影响并不显著，本研究怀疑与问卷的叙述方

式以及取样有关，未来的研究可改善用字用词、增加题目和样本数，进而提升信度与效度。此外，本研究的样

本仅来自福建省三明市郊、福州八县区域( 市郊) 的三家休闲农场，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受到限制，未来的研究

可进一步增加休闲农场数，并比较不同类型休闲农场之差异。

注释:

①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 SPSS 操作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数据来自于主成分分析法的 SPSS 运算结果，限于篇幅，其表格形式未在文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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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tuational variables affect the
Leisure Farm’s Travel Fair and Tourist Behavior

QIU Sheng-ronga，LIANG Kang-jingb，YAN Cai-fac
( a．Jinshan College，b．College of Crop Science，c．Leisure Agriculture Institut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2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d competition in leisure agriculture，to know the rule of the situational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travel fair and tourists behavior，to meet the various needs of tourists and treat
them fairly，to avoid the loss of tourists become the main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y doing a survey and statistic analysis on three leisure farms in Fujian，the thesis finds that: first，the
more tourists feel fairly treated，the more positive their behavior would be; second，it is the diverse
search rather than tourists’habits that influence the travel fair or travel behavior． Thus，the owner of the
leisure farm should first be well aware of his customers，raise their cognition of travel fair as well as adjust
the itinerary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so as to raise tourists’re-visiting wills．

Key words: situational variables; travel fair; tourists behavior; leisure farms

［责任编辑: 钟秋波］

0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