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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动机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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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阐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梳理红色旅游动机与旅游目的地形象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并构建模型。以

延安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红色旅游地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对总体形象

有显著正向影响，认知形象对情感形象也有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动机对红色旅游地的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

总体形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要充分考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优化旅游地的认知形象和

情感形象两个方面对延安红色旅游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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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红色旅游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国内旅
游市场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发展迅速，取得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同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他们
针对红色旅游的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发展模式等
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红色旅游
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却较少。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旅
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本质上是旅游者
对目的地的看法、观点和感受，是影响旅游者目的
地选择的重要因素。而旅游动机是旅游者进行旅
游活动的内部动力，也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
要因素。红色旅游的特殊性使得其旅游动机有别
于一般的旅游动机，带有革命、爱国等特殊情怀。

这种特殊的红色旅游动机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是
否有影响？如何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内部是
否存在相互影响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
入研究。

本文以延安市为研究对象，探究红色旅游动机
与旅游目的地形象之间的影响机制，这不仅有助于
解决延安市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对其
他红色旅游城市形象提升也有借鉴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红色旅游动机
旅游动机就是维持和推动旅游者进行旅游活

动的内部原因和实质动力。现有研究认为，旅游动
机有三个特点：其一，是推动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
动力，直接影响人们的旅游行为决策；其二，不是单
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因此不同旅游者的旅游动
机可能不同；其三，具有动态性，会因旅游者个人或
社会原因而改变。

红色旅游动机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动机，目前国
内外对它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内容方面。研
究认为，红色旅游动机包括内部诱因和外部动
机［１］，一般表现为缅怀革命先烈、丰富革命历史知
识、提高思想境界、休闲观光、科考游学和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等［２　３］，旅游者选择红色旅游是多种动机
混合作用的结果［４］。此外，在红色旅游动机对消费
行为的影响方面，研究认为红色旅游动机会显著正
向影响游客的行为意向［５］、满意度和忠诚度［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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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红色旅游动机是指直接推动个人为
满足自身的某些需要而决定到红色旅游地游览的
内部动力或外部动因，其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又
具有一般大众旅游动机的普遍性。红色旅游动机
的内容不是唯一的，不同旅游者的红色旅游动机不
同，同一旅游者对不同红色旅游地的旅游动机也存
在差异。目前，我国在红色旅游动机方面的研究还
存在不足，红色旅游动机对旅游者行为决策、旅游
目的地形象影响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旅游目的地形象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最早由Ｈｕｎｔ于１９７１年
提出。他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于自己非常
住地所拥有的感知形象，是外界作用于人脑所形成
的意识流［７］。Ｃｒｏｍｐｔｏｎ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完善，认
为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个体对旅游目的地所持有的一
系列信念、看法和印象的总和［８］。这一观点得到了
我国学者的普遍认可。需要注意的是，旅游目的地
形象具有主观性和比较性两个特征，即不同个体持
有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会有所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
时间持有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也可能有所不同［９］。

在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成方面，Ｂａｌｏｇｌｕ等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旅游目的地形象总结为认知
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其中，认知形象指旅游
者对旅游目的地特性的认知和信念，情感形象指旅
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情绪，总体形象指旅
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综合评价［１０］。这一分类
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主观性决定了其易受各种
因素的影响。Ｓｔａｂｌｅｒ认为，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
的因素有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１１］；Ｂａｌｏｇｌｕ等将影
响因素归纳为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１０］；陈奕滨等
则认为，社会差异、距离远近、心理特征等对旅游目
的地形象有影响［１２］。目前，国内学者更倾向于探
究某一因素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具体影响。例如，
研究网络评论、网络游记、微信朋友圈旅游分享、抖
音短视频等二手旅游信息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
响，研究旅游者体验和心理感知等对旅游目的地形
象的影响等。

虽然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因素很多，但总体
上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旅游者行为特征因素、心
理特征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因素和外部刺激因
素。而旅游动机作为心理特征因素的一个方面，直
接影响旅游者目的地的选择和决策，是影响旅游目

的地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旅游动机如何影
响旅游目的地形象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三）研究假设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三个维度———认知形象、情
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之间关系密切。其中，认知形象
是情感形象形成的源头，情感形象是认知形象反馈
的结果，而总体形象是由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综合
后形成的。同时，研究还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
用关系。Ｂａｌｏｇｌｕ等发现，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对
情感形象有显著正向影响，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对
总体形象也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０］。王金伟等通过实
证研究发现，黑色旅游地认知形象显著正向影响情
感形象，情感形象显著正向影响整体形象，情感形
象在认知形象对整体形象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
效应［１３］。

为了厘清红色旅游地的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
总体形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合上述研究，本
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红色旅游地认知形象显著正向影响红色
旅游地情感形象；

Ｈ２：红色旅游地认知形象显著正向影响红色
旅游地总体形象；

Ｈ３：红色旅游地情感形象显著正向影响红色
旅游地总体形象。

作为影响旅游目的地认知的因素之一，旅游动
机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认知。
王纯阳等认为，旅游动机会直接正向影响旅游目的
地的认知形象［１４］；郭安禧等认为，旅游动机层次越
高，对认知形象的影响越大，但旅游动机对情感形
象和总体形象无显著正向影响，却可以通过认知形
象的中介作用对它们产生间接影响［１５］。

红色旅游是一种富含精神财富的特殊旅游形
式。红色旅游动机和旅游目的地形象之间是否相互
影响？红色旅游动机是否会作用于目的地形象的三
个维度？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４：红色旅游动机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地
认知形象；

Ｈ５：红色旅游动机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地
情感形象；

Ｈ６：红色旅游动机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地
总体形象。
（四）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红色旅游动机与红色旅游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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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象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图１）。该模型由４
个结构变量（红色旅游动机、红色旅游地认知形象、
红色旅游地情感形象和红色旅游地总体形象）和６
个研究假设（Ｈ１—Ｈ６）组成。

图１　红色旅游动机与红色旅游地形象关系模型

二、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延安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革命圣地，其红色旅游资源数量占陕西省
红色资源总量的７２％，拥有我国保存最完整、面积
最大的革命遗址群，也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

近年来，延安市旅游业发展迅速，２０１８年接待
游客６　３４３．９８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４１０．７亿元。

但是，延安旅游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
题。第一，旅游资源开发不足、红色旅游形态单一，

娱乐性和创新性不足；第二，红色旅游宣传不足，且
宣传方式单一，没有突出景点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红色旅游形象不够突出；第三，红色旅游产业要素
不全，全市旅游产业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
素配套设施建设不足，接待游客能力较弱。
（二）研究方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调研采用电子问卷调
查方式，利用问卷星设计问卷，并将其随机发放到
各大旅游论坛和微博。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３９５
份，去除不完整和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３５６份，
有效率为９０．１２％。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为旅游者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对被调查者的
社会背景和文化程度等进行描述，包括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来源城市和到延安旅游的
次数等；第二部分由测量旅游动机和目的地形象量
表构成，包括红色旅游动机量表（１０项）和旅游目

的地形象量表（１１项）。红色旅游动机量表参考
“推－拉”理论［１６］及Ｂｉｒａｎ等［１７］的相关研究，题项
设计为“实地游览红色根据地”“瞻仰革命伟人故
居”“缅怀逝者”等１０项。旅游目的地形象量表则
根据Ｂｅｅｒｌｉ等［１８］的观点，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
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设计：为了凸显延安的红色旅
游特征，认知形象方面以对红色旅游景区的认知为
重点设计题项，题项设计为“逝者遗物保存地”“革
命历史见证地”等５项；情感形象方面根据红色旅
游特有的“怀念”“纪念”和“爱国”等情感特征将题
项设计为“怀念遇难同胞”“纪念革命历史”“激发爱
国热情”３项；总体形象方面，题项设计为“您对延
安红色旅游形象感到满意”“您愿意向别人推荐延
安红色旅游”和“您愿意将来重游延安”３项。

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计分，其
中“１”表示“完全不符合”，“５”表示“完全符合”，中
间选项依次递进。
（三）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和 ＡＭＯＳ　２４．０对调查
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包括：其一，对红色旅
游动机和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以便确定二者的潜在构成维度；其二，通过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验
证理论模型中关于红色旅游动机与旅游目的地形
象之间的影响关系。

三、结果分析

（一）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从样本的调查结果来看：性别方面，女性占

５９．７１％，明显高于男性；年龄方面，２１～３０岁的年轻
人最多，占５８．８％；学历方面，本科和大专占绝大多
数，为７２．８％；政治面貌方面，共青团员占５０．３８％，中
共党员占２４．９４％；职业方面，学生最多，占５０．８９％，
其次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占２３．９２％。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当不能确定观察数据的成分和维度，即不能确
定有多少因子及有哪些因子时，往往采用探索性因
子分析方法。根据因子分析的要求，首先对红色旅
游动机量表和旅游目的地形象量表进行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红色旅游动机
量表的 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８６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值为１　４９８．３３９（ｄｆ＝４５），伴随概率值（Ｓｉｇ．）为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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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形象量表的 ＫＭＯ 检验值为０．８６０，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值为１　６３７．４４６（ｄｆ＝５５），伴随
概率值（Ｓｉｇ．）为０。这说明红色旅游动机和旅游
目的地形象内部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均适合
做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一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
大方差旋转法，并以特征值大于１的原则提取公因
子。从表１可以看出，“红色旅游动机”和“旅游目
的地形象”两个变量提取的因子累计贡献率（即解
释方差的百分比之和）分别为６０．８７４％和６８．８１３％，
说明这两个公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一半以上的信
息含量，基本可以代表原来全部变量的变动情况；
其次，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并参考各公因子所包含项
目的含义，将红色旅游动机的公因子分别命名为
“求知和见证历史动机”“自我发展和休闲动机”，将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认知形象”
“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

表１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因子／项目
因子
载荷

特征
值

解释方
差的百
分比／％

克朗
巴哈
系数

红色
旅游
动机

求知和见证历史动机 ４．４９４　４４．９４１　０．８９２
了解延安红色文化 ０．８４０
感受红色革命精神 ０．８４０
实地游览红色根据地 ０．８３７
瞻仰革命伟人故居 ０．７９１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０．７５４
对革命历史的好奇 ０．７１６
缅怀逝者 ０．６０７
自我发展和休闲动机 １．５９３　１５．９３３　０．７６５
探亲访友 ０．７５９
科学考察与研学 ０．７１８
休闲度假 ０．６８３

旅游
目的
地形
象　

认知形象 ５．０９３　４６．３０１　０．８１０
罹难同胞纪念地 ０．８２３
逝者遗物保存地 ０．７１７
革命烈士牺牲地 ０．６８５
革命历史见证地 ０．６４５
革命战场遗址 ０．６４３
情感形象 １．４１９　１２．９００　０．８０７
纪念革命历史 ０．７８６
激发爱国热情 ０．７５６
怀念遇难同胞 ０．７３５
总体形象 １．０５７　９．６１２　０．８２９
满意度 ０．８０３
推荐度 ０．７８８
重游意愿 ０．７８０

（三）结构模型分析
利用ＡＭＯＳ　２４．０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

便更有效地判别假设关系是否成立。结果显示：卡
方自由度（ＣＭＩＮ／ＤＦ）为２．９０４，增量拟合指数
（ＩＦＩ）为０．９０７，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为０．９０６，绝对
拟合指数（ＲＭＲ）为０．６８０，简约规范拟合指数
（ＰＮＦＩ）为０．７３３，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为

０．０７３。各项指标拟合比较理想，说明结构方程模型
与数据拟合较好。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以
验证模型初始假设是否成立。从表２可以看出，模
型中的标准化系数β均显著，组合信度ＣＲ 较高。
其中，延安红色旅游的认知形象不仅对情感形象有
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１０７，ＣＲ＝４．１６０），也对延安
红色旅游的总体形象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１０８，

ＣＲ＝３．２７２），而延安红色旅游的情感形象也对总
体形象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１０５，ＣＲ＝３．３７９）。
因此，假设 Ｈ１、Ｈ２、Ｈ３ 验证成立。

其次，旅游者的红色旅游动机对延安红色旅游
的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均有显著正向影
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β分别为０．０６４、０．０６０和

０．０７６，假设 Ｈ４、Ｈ５ 和 Ｈ６ 均成立。

表２　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影响路径
标准化
系数β

ＣＲ值
检验
结果

Ｈ１ 认知形象→情感
形象

０．１０７＊＊＊ ４．１６０ 正向影
响显著

Ｈ２ 认知形象→总体
形象

０．１０８＊＊＊ ３．２７２ 正向影
响显著

Ｈ３ 情感形象→总体
形象

０．１０５＊＊＊ ３．３７９ 正向影
响显著

Ｈ４ 红色旅游动机→
认知形象

０．０６４＊＊＊ ５．９６７ 正向影
响显著

Ｈ５ 红色旅游动机→
情感形象

０．０６０＊＊＊ ８．７８８ 正向影
响显著

Ｈ６ 红色旅游动机→
总体形象

０．０７６＊＊ １．９９９ 正向影
响显著

　注：＊＊表示在５％水平显著，＊＊＊表示在１％水平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红色旅游动机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研究
表明，旅游者前往红色旅游地旅游的动机不仅有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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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革命先烈等爱国主义倾向的红色动机，也有休闲
度假、探亲访友、科考研学等大众旅游动机，但红色
动机是红色旅游者最重要的旅游动机。这是红色
旅游与其他大众旅游的本质区别。

２．延安红色旅游形象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相
互作用关系。通过对假设 Ｈ１—Ｈ３ 的验证分析发
现，延安红色旅游的认知形象对情感形象、总体形
象有显著正向影响，情感形象对总体形象也有显著
正向影响。这说明要提升延安红色旅游的总体形
象，不仅要重视延安红色旅游认知形象的建设，还
要积极宣传延安在爱国、缅怀等方面的情感教育功
能，提升其情感形象。

３．红色旅游动机对延安旅游形象建设具有重
要影响。通过对假设Ｈ４—Ｈ６ 的验证分析发现，旅
游者的红色旅游动机对延安旅游的认知形象、情感
形象、总体形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延安市要
积极引导并激发潜在旅游者的红色旅游动机。
（二）建议

１．延安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要充分考虑
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是影响延
安红色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延安在开发建设
红色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并重视激发旅
游者的红色旅游动机。一方面，要加大红色旅游资
源的开发力度，挖掘、丰富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内
涵，以满足旅游者求知和见证历史的需求；另一方
面，要灵活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品
质，增加旅游的体验性，或定期开展与红色历史相
关的影视或文艺活动，增强旅游的娱乐性，以满足
旅游者自我发展或休闲等其他需求。

２．优化旅游地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从而提
升总体形象。研究发现，旅游者对延安总体形象的
认知度较低，且推荐度和重游意愿不强。因此，要
提升延安红色旅游的总体形象，提升旅游者的推荐
度和重游率，需要从提高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上下
功夫。在认知形象方面，一方面要不断进行红色旅
游产品创新，加强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推动延安红
色旅游向精品化、优质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重
视旅游服务环境建设，完善旅游交通设施、信息服
务等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延安旅游服务环境。在情
感形象方面，则可以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向旅游者宣传延安的红色历史文化、红色景
点等，以强化旅游者的纪念、爱国、缅怀等情感，提
高延安红色旅游的情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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