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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在普达措国家公园收集的游客调查数据，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影响游客
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意愿的因子，对个人基本特征、过去的旅行经历、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

知、游览感知等４个属性２４个指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游客受教育程度、对自
然风光的感知评价、对民族文化的感知评价、对环境卫生的感知评价、对游览线路安排的感

知评价、对门票及大巴价格的感知评价和对游览性价比的感知评价对游客重游意愿有显著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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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于２００５年开始规划建设。
次年８月，普达措国家公园开始对外开放试营业。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普达措国家
公园共接待游客１１２７２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２１５亿元 （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普达措国家公园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

年份
游客人次

（万人）

旅游收入

（亿元）
年份

游客人次

（万人）

旅游收入

（亿元）

２００７ ５６６ １０５ ２０１３ １２５５ ３１４
２００８ ４８２ ０８７ ２０１４ １０８７ ２４６
２００９ ６５８ １１７ ２０１５ １３４３ ３１４
２０１０ ６９０ １２５ ２０１６ １３７３ ３２７
２０１１ ９５０ １７５ ２０１７ １１４５ ２４
２０１２ １０９０ ２０２

　　数据来源：根据迪庆州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整理。



国家公园的基本特性是公益性、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１］，遵循着 “保护第

一”原则，但也承担着自然保护思想培育、科学研究、环境教育、自然游憩等多

种功能［２］，如能因地制宜的适当开展旅游活动，将能在取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

时，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使国家公园的人地关系更加和谐。

随着云南省在基于国家公园建设的新型保护地模式探索的深入推进，普达措

国家公园近年的游客量和收入得到了快速增加，为国家公园带来了持续的社会和

经济利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游客重游意愿及影响因子进行研

究，将有助于了解游客游览国家公园的需求、预测游客再次游览国家公园的行

为，还能促进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科学研究、环境教育等生态效益的科学评

价，对国家公园更合理、有效地开展旅游活动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研究综述

重游意愿能反映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游览环境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国外学者

在关注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时，发现对旅游地的感知吸引力［３］，旅游满意

度、旅游地国际形象、游客之前的旅游经历［４］，希望认知和体验旅游地的其他属

性［５］，过去的游憩体验、感知价值以及满意度［６］等要素对游客重游意愿产生着重

要影响。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的差异性探

讨两个方面，张岚、杨旺等学者通过选取城郊休闲农业、节事活动，以及某一案

例地等研究对象，发现游客偏好、休闲农业的接待条件、休闲农业产品固有质

量［７］和旅游环境存在的替代点［８］，基础和专项的设施和服务的满意度［９］，导游、

游客停留时间和旅游交通方式［１０］等因素对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肖潇等学者通

过分析出游距离、整体环境、住宿选择、受访者年龄和背景、交通方式、旅游信

息获取渠道等因子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以及重游和首游游客的影响，结果显示

同一系列的因素对不同对象影响存在显著差异［１１］；而刘亚萍等学者则在研究体

验型乡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时提出个人属性特征、出游体验决策、出游体验行为

特征、出游体验偏好特征、体验后满意度、体验需求预期等６个因素，通过分析
发现，不同因素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影响存在差异［１２］。

游客重游意愿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反复

验证了游客的游憩体验是影响游客重游意愿的重要因子，游客个人特征、旅游活

动特征也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被证明对游客重游意愿产生影响。本文希望验证游

客个人特征、过去的旅行经历、游客的游览感知是否会对游客重游普达措国家公

园的意愿产生影响。此外，国家公园作为一种国际上通行的保护形式，对游客而

言是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国家公园在国内发展的时间很短，游客对国家

公园的了解较少，本文尝试探讨游客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是否会对游客重游国

家公园的意愿产生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２０１５年下半年，在普达措国家公园内针对游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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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束的游客发放问卷，共发放６００份，回收５１６份，回收率８６％，其中有效问
卷４８３份，有效率９３６％。

（二）样本描述性分析

１游客的个人特征
被调查的游客中，男性２１６名，女性２６７名，其中８８６％为汉族，在年龄的分

布上，７０％的被调查游客处在２１—３５岁，月稳定收入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１—８０００元之
间，此外，被调查游客的受教育程度较好，只有１０２％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
２游客本次旅行的基本特征
被调查的游客中超过８０％是专程来普达措国家公园游玩，只有不到４０％是

跟团旅行，游客主要是与亲人、与朋友一起来游览普达措国家公园，游览的目的

主要是观光 （见表２）。
３游客的重游意愿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游客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意愿比较强烈，在有效的４８３

份问卷中，愿意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游客有３５１人，占被调查者的７２７％，不愿
意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游客有１３２人，占被调查者的２７３％ （见表２）。

表２　被调查游客特征及重游意愿
变量 选项分布 频数 比重／％ 变量 选项分布 频数 比重／％

性别
男 ２１６ ４４７

女 ２６７ ５５３

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２７ ５６

２１－３５岁 ３３９ ７０２

３６－５０岁 ９９ ２０５

５１岁以上 １８ ３７

民族
汉族 ４２８ ８８６

其他民族 ５５ １１４

受教育

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５２ １０８

中专／大专 １４１ ２９２

本科 ２３８ ４９３

硕士及以上 ５２ １０８

月稳定

收入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６４ １３３

２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２０１ ４１６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 １２８ ２６５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３５ ７２

１０００１元以上 ５５ １１４

常住地
云南省 ８４ １７４

其他省份 ３９９ ８２６

是否专程

来普达措

国家公园

是 ３９５ ８１８

否 ８８ １８２

是否跟

团旅行

是 １８０ ３７３

否 ３０３ ６２７

本次跟谁

一起来

普达措

独自一人 ３４ ７０

与亲人一起 １９５ ４０４

与恋人一起 ９３ １９３

与朋友一起 １６９ ３５０

本次来

普达措的

主要目的

观光 ３０９ ６４０

休闲 １８１ ３７５

感受民族文化 １４５ ３００

工作 ６ １２

是否愿意

重游普达措

国家公园

愿意 ３５１ ７２７

不愿意 １３２ ２７３

　　注：“本次跟谁一起来普达措”“本次来普达措的主要目的”两个选项存在多选。

四、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以及本研究的目的，选取普达措国家公园游客的重游意

愿为解释变量，用Ｙ表示，其中Ｙ＝０表示游客没有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意愿，
Ｙ＝１表示游客有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意愿。此外，本研究将影响游客重游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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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措国家公园的影响因素分为以下４个属性，共选取２４个指标变量 （见表３）。
（一）个人基本特征

主要包括游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月稳定收入等３个指标变量。预计年
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游客重游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因为年龄较大的游

客可能会有更强的保护环境意识，更能接受国家公园这种开发模式；受教育程度

越高、收入越高的游客越能认同国家公园的开发理念。

（二）过去的旅行经历

主要包括游客过去一年外出旅行的次数、之前是否来过普达措国家公园、是

否去过云南省其他的国家公园、是否去过国外的国家公园等４个指标变量。预计
过去一年外出旅行次数对游客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意愿有反向的影响，因为游

客出行次数多说明游客见识多，一般也就更愿意选择不同的目的地；之前是否来

过普达措国家公园、是否去过云南省其他国家公园和是否去过国外的国家公园对

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方向不明。

（三）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

国家公园虽然在国际上发展比较成熟，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发展的时间较

短，普通游客对国家公园的认知有限。为了了解游客对国家公园认知情况对其重

游意愿的影响，选取游客对国家公园５大功能的认知为指标变量。难以预计这５
个变量对游客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意愿的影响方向，因为一方面游客了解国家公

园会有利于游客产生游览的意愿，另一方面若国家公园的开发与游客的认知区别

较大，则会导致游客降低重游的意愿。

（四）游览感知

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及环境、管理及服务、价格等４个方面的１２
个指标变量。预计游客对以上４个方面的１２个变量的游览感知满意程度对游客
重游意愿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表３　变量的选取及其影响预期
变量设定 变量取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个人

基本

特征

年龄 （ｘ１）
２０岁以下＝１，２１－３５＝２，３６
－５０＝３，５１岁以上＝４

２２２ ０６０１ ＋

受教育程度 （ｘ２）
高中及以下＝１，中专／大专＝
２，本科＝３，硕士及以上＝４

２６０ ０８２０ ＋

月稳定收入 （ｘ３）
２０００元以下＝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１－８０００＝３，８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１元以上＝５

２６２ １１５４ ＋

过去的

旅行

经历

过去一年旅行次数 （ｘ４）
没有旅行过＝０，１次＝１，２次
＝２，３次及以上＝３

２０６ ０９０８ －

是否来过普达措 （ｘ５） 否＝０，是＝１ ０１０ ０３０５ ＋／－

是否去过云南省其他国家公

园 （ｘ６）
否＝０，是＝１ ０３３ ０４６９ ＋／－

是否去过国外的国家公园

（ｘ７）
否＝０，是＝１ ０１８ ０３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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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设定 变量取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对国家

公园功

能的

认知

科学研究 （ｘ８） ４４３ ０７７６ ＋／－

科普教育 （ｘ９） ４４５ ０７２８ ＋／－

游憩展示 （ｘ１０）
不重要＝１，不太重要＝２，一
般＝３，比较重要＝４，重要＝５

４１９ ０８５７ ＋／－

社区发展 （ｘ１１） ４０２ １０３０ ＋／－

资源保护 （ｘ１２） ４７８ ０４９５ ＋／－

对普达

措国家

公园的

感知

评价

资源

禀赋

自然风光 （ｘ１３） ４８２ ０４５１ ＋

民族文化 （ｘ１４） ４３５ ０８５９ ＋

基础设

施及

环境

游览栈道 （ｘ１５） ４５５ ０６９３ ＋

标牌设施 （ｘ１６） ４４２ ０７７３ ＋

休息设施 （ｘ１７） ４３６ ０７９８ ＋

餐饮设施 （ｘ１８） 不满意＝１，不太满意＝２，一
般＝３，比较满意＝４，满意＝５

３９１ １０２３ ＋

环境卫生 （ｘ１９） ４４５ ０７６７ ＋

管理及

服务

管理水平 （ｘ２０） ４３２ ０８４１ ＋

游览线路安排 （ｘ２１） ４３３ ０８２９ ＋

人员服务 （ｘ２２） ４２９ ０８６２ ＋

价格
门票及大巴价格 （ｘ２３） ３４８ １１２７ ＋

游览性价比 （ｘ２４） ３８６ １０５３ ＋

五、模型选择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 “是否愿意重游”虽然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是 “是否愿意

重游”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两种可能，即 “愿意”或 “不愿意”，这是一个典型

的 ［０，１］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的分析属于离散选择问题，采用概论模型
比较理想，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是研究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问题的有效模型［１３］，因

此本研究采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主要被用于因变量为 “是”与 “否”的概率解释，其自变量可

以是二分类或者是多分类变量。在本研究中的因变量 “重游意愿”可用 “是”

与 “否”回答，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常规表达式为：

Ｌｏｇｉｔ（ｐ）＝ａ＋∑βｉＸｉ＋μ
其中，ｐ代表游客愿意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概率，表示第个影响因素，表

示第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回归方程常数项，为随机误差。

（二）模型计算结果

本研究运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游客调查的数据进行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处理，在回归时，采用 “ｗａｌｄ概率统计检验向后逐步筛选变量”方
法，先将所有的变量全部引入模型计算，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直至第１７步，
模型内剩余的变量全部显著，最终留下８个变量，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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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计算结果和最终计算结果，结果见表４。

表４　模型计算结果

变量
　　　最初计算结果　　　 　　　最终计算结果　　　
Ｂ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Ｂ Ｗａｌｄ Ｓｉｇ

年龄 （ｘ１） ０３０１ １６３５ ０２０１
受教育程度 （ｘ２） －０４５３ ７４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４１９ ７３１７ ０００７
月稳定收入 （ｘ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１ ０８２２ — — —

过去一年旅行次数 （ｘ４） －０１０２ ０４３６ ０５０９ — — —

是否来过普达措 （ｘ５） ０３８１ ０８８９ ０３４６ — — —

是否去过云南省其他国家公园 （ｘ６） －０１５１ １０４３ ０３０７ — — —

是否去过国外的国家公园 （ｘ７） －０１３２ ０５４０ ０４６２ — — —

科学研究 （ｘ８） －０３１１ ２２９５ ０１３０ — — —

科普教育 （ｘ９） ０１６０ ０４８２ ０４８７ — — —

游憩展示 （ｘ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９５６ — — —

社区发展 （ｘ１１） ００９９ ０３８２ ０５３６ — — —

资源保护 （ｘ１２） ０２００ ０５６８ ０４５１ — — —

自然风光 （ｘ１３） －０５４２ ３４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６５６ ６０８２ ００１４
民族文化 （ｘ１４） －０３４０ ４９１５ ００２７ ０３０４ ４５８７ ００３２
游览栈道 （ｘ１５） －０３５５ ２０４１ ０１５３ — — —

标牌设施 （ｘ１６） ０１８７ ０４８０ ０４８８ — — —

休息设施 （ｘ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９２０ — — —

餐饮设施 （ｘ１８） －０１６５ １０８４ ０２９８ — — —

环境卫生 （ｘ１９） ０４０１ ３６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３７５ ４４１４ ００３６
管理水平 （ｘ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８ ０８４５ — — —

游览线路安排 （ｘ２１） －０３７９ ２５７８ ０１０８ ０４７９ ７６５９ ０００６
人员服务 （ｘ２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４ ０８７６ — — —

门票及大巴价格 （ｘ２３） －０５２５ １０１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５３８ １２３０２ ００００
游览性价比 （ｘ２４） －０３１９ ３３６６ ００６７ ０３２６ ４１３６ ００４２

常数 －６０４６ １２９６６ ００００ －６５７１ ２１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２ＬＬ ４３１５０４ ４４１６５１

Ｃｏｘ＆Ｓｈｅｌｌ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２４４ ０２２８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３５３ ０３３０

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
卡方 ６６１１ ３３１２
Ｓｉｇ ０５７９ ０９１３

两个模型的所有参数估计值都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７８９％，说明该模型的预测结果较好；从模型计算的结果中
可以看出，最终结果得到的回归方程比较显著，而且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

问题；模型的 “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的结果显示：ｐ＝０９１３＞００５，因此
接受０假设，该模型拟合结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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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对自然风光的感知评价、对民族文化的感知

评价、对环境卫生的感知评价、对游览线路安排的感知评价、对门票及大巴价格

的感知评价和对游览性价比的感知评价是影响游客重游意愿的最重要因素。

（三）模型结果分析

１个人基本特征
在游客的个人基本特征中，“年龄” “月稳定收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明游客的 “年龄”和 “月稳定收入”对游客重游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意愿没有显

著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对游客的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且Ｂ＜０，说明学历越
高的游客越不愿意重游，原因是学历较低的人通常收入较低，旅行的机会相对较

少，因此当他们在游览完普达措国家公园之后，更容易引起他们在心理上的满足

感，进而促使他们产生重游意愿；学历较高的人通常收入较高、见识较广，他们

更有意愿和能力去往不同的目的地，由此产生不同目的地之间的比较，因此更难

产生重游的意愿。

２过去的旅行经历
过去的旅行经历所包含的 “游客过去一年外出旅行的次数”“之前是否来过

普达措国家公园”“是否去过云南省其他的国家公园”“是否去过国外的国家公

园”这４个指标变量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以上４个指标变量对游客重游
普达措的意愿不能产生显著影响。

３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
国家公园主要包含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游憩展示、社区发展、资源保护等

５大功能，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游客对国家公园的５大功能的认知情况对其重
游意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４游览感知
游客对普达措国家公园 “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环境卫生”“游览线路安

排”“门票及大巴价格” “游览性价比”的满意度越高则游客越有重游的意愿，

且从Ｂ值的结果来看，游客对 “自然风光”的游览感知对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

程度最大，其次是 “门票及大巴价格”，之后依次为 “游览线路安排” “环境卫

生”“游览性价比”和 “民族文化”。说明只要资源禀赋好，游客愿意重游，原

因在于国家公园的多样性旅游资源的吸引是驱使游客重游的重要因素；景区相关

服务的合理定价，游客也愿意重游，原因在于 “跟团大众游”游客仍然较为看重

服务价格；而对于国家公园内硬软件设施和服务及其当地民族文化，只是游客重

游意愿的次要因素，说明游客重游更加看重国家公园游览过程中的原生态体验。

结果也因此显示，游客对 “游览栈道” “标牌设施” “休息设施” “餐饮设施”

“管理水平”“人员服务”等的满意度对其重游意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六、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在个人基本特征这个属性上，只有 “受教育程度”这一个指

标对游客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在游览感知这个属性上，有 “对自然风光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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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对民族文化的感知评价”“对环境卫生的感知评价”“对游览线路安排的

感知评价”“对门票及大巴价格的感知评价”和 “对游览性价比的感知评价”这

６个指标对游客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而过去的旅行经历和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
知这两个属性的所有指标对游客的重游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对游客

重游普达措公园意愿的影响最大的是游客的 “游览感知”这一属性。

因此，在国家公园开发过程中，首先应当注意国家公园内的地质地貌、湖泊

湿地、森林草甸、河谷溪流等自然风光的游客感知对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最

大，说明游客在游览国家公园时最关注的是其中的自然风光，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应继续保持对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视，在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不能为了经济收益

而忽视保护生态环境。第二，游客来普达措国家公园游览需要包含门票和大巴车

票的套票，研究结果显示游客对 “门票和大巴价格”的感知对重游意愿影响的程

度也较大，建议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充分调查游客的接受能力，结合同类型景区

的定价情况给公园制定合理的价格，也可以考虑结合市场的变化、不同的细分市

场等问题给予更灵活的定价方式，增加游客的选择可能，提升游客的满意度，以

提高游客的重游意愿。第三，游客在国家公园内的游览可以选择全程步行，但是

时间较长且对体力要求较高；还可以选择大巴车＋步行的方式游览，这样虽然时
间短但是游玩不充分，建议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充分收集游客意见和建议，分析游

客行为，更合理地安排游客的游览线路。第四，良好的卫生环境对游客的重游意

愿有很重要的影响，国家公园游客量非常大，维持环境卫生的难度也非常大，因

此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加强对游客的管理，加大维持环境

卫生工作的力度，以维持游客对国家公园的良好感知，提高游客的重游意愿。第

五，游客对国家公园的 “民族文化”游览感知也会影响他们的重游意愿，国家公

园管理机构应当重视对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充分展示公园特色鲜明的民族

文化，并适当开发体验型的产品，让游客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民族文化，享受不一

样的旅游体验。

现阶段，我国的国家公园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但对大众来说仍然是一个新

生事物，普通游客并不了解国家公园与其他景区的差别，特别是国家公园的生态

旅游应具有什么特色，这就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加强游客对国家公园生态旅

游特点认知、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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