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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研究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还很罕见袁这不利

于从影响因素的角度为市内体育休闲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遥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袁实证研

究了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尧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尧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尧旅游目的地

的属性条件 4 个影响因素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影响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
渊1冤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曰渊2冤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件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曰
渊3冤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是影响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重要因素曰渊4冤相

关的信息传播渠道是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遥 本文最后就研

究结果做了进一步讨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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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ity sports & leisure tour are

rare. Thi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vision of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sports & leisure

tou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tial factors. This study, taking the city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four influential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will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ity

sports & leisure tour. These factors ar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SEC) of urban residents, project quality

(PQ) of sports & leisure tour, relat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IDC) and property conditions (PC)

of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SEC and PC have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up-

on the will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ity sports & leisure tour; PQ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will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 leisure tour; IDC is an important antecedent variable concern-

ing the will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ity sports & leisure tour.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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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休闲旅游是指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离开常住

地袁通过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体育活动达到放松尧体验尧娱
乐尧康体等目的的行为和过程 [1]遥按照不同的参与方式袁它
可以大致地分为两种类型院 参与型体育休闲旅游和观赏

型体育休闲旅游渊Hall, 1992冤 [2]遥 前者是为参与体育活动

而进行的旅游袁如滑雪旅游等曰后者是为观赏体育活动而

进行的旅游袁如赛事体育旅游等 [3]遥 根据体育休闲旅游的

定义袁相应地袁城市体育休闲旅游可以界定为人们为了达

到娱乐尧康体等目的袁在城市内通过参与或观赏体育活动

而进行的旅游遥

近几年来袁城市体育休闲旅游受到我国越来越多城市

的青睐遥原因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院第一袁体育休闲旅游有

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遥 由于受日常工作尧生活压

力等方面影响袁城市居民容易受到都市病尧现代病等心理尧
生理疾病的侵扰[4]遥 体育休闲旅游可以从生理和精神上满

足城市居民对自然和健康的需求袁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协

调发展袁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5]曰第二袁城市体育休闲旅游有

助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遥体育休闲旅游与很多产业存在密

切关联袁例如体育产业尧休闲产业尧旅游产业等遥 城市体育

休闲旅游通过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袁 可以扩大城市经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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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尧增加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等 [4]遥 它

为城市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助推器 [6]遥 第三袁城市体育休

闲旅游有助于在旅游者心目中形成真实的城市形象遥城市

体育休闲旅游是旅游者认知目的地城市的凭借之一遥通过

参与城市体育休闲旅游袁旅游者能够增进对目的地城市的

认知和情感袁 进而形成对目的地城市更加真实的认知形

象尧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遥由此可见袁发展城市体育休闲旅

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城市体育休闲旅游受到当地政府重视的同时袁也吸引

了一些学术界人士的研究和关注遥 从研究的内容看袁关注

点主要集中在城市体育休闲旅游开发可行性尧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尧旅游产品开发与管理等方面遥 与国外的研

究相比袁国内的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院一是研究的深

度不够袁 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泛泛的描述性分析层面上袁
缺少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度探讨曰 二是研究的广度不够袁大
部分研究针对不同城市围绕城市体育休闲旅游的可行性尧
问题及对策等传统的尧有限的主题展开袁缺少对其他的主

题如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进

行研究遥从研究的方法看袁国内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袁与
国外的研究相比缺少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遥本文以上海市

为例袁实证研究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影

响因素袁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对策方案袁以期为促进城市

体育休闲旅游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遥

实证研究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影

响因素袁首先需要了解有哪些因素对他们的参与意愿产生

影响遥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尧咨询旅游研究领域的学

者以及访谈部分上海市内体育休闲旅游者袁获得了影响城

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可能因素遥 归纳起

来袁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尧体育休

闲旅游项目质量尧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以及旅游目的地的

属性条件等遥

外出旅游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体离开常住地对他人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消费的过程袁因此袁个体如果要外出

旅游袁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袁例如拥有足够的可

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等遥 Fleischer & Pizam[7]尧李天元 [8]尧
G觟ssling & Hall[9]等学者都认为袁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是

个体成为现实旅游者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遥如果不具备这

两个条件袁个体就无法实现外出旅游的愿望遥 鉴于可支配

收入和闲暇时间的重要性袁在后文的相关社会经济条件的

分析中袁将主要考察这两者的影响作用遥
一般认为袁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与其出游力存在显著的

正向关系[10]遥 随着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袁个体参与各类

旅游活动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7]遥 党宁以中国 8 个样本城市

为例研究了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他们参与体育休闲

旅游的频率的关系袁结果发现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袁城市

居民对体育休闲旅游的参与率也普遍增高袁尤其是对滑雪

旅游等参与型体育休闲旅游 [11]遥

闲暇时间是决定个体出游力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遥
闲暇时间越长袁个体外出旅游就越有时间保障袁离开常住

地的距离也可能越远遥Nogawa 等认为袁闲暇时间的增多增

加了大多数日本民众外出旅游的可能性 [12]遥中国民众的闲

暇时间近年以来虽然也有增加袁但根据顾兴全等对杭州城

市居民的调查袁43.4%的城市居民无暇到城郊参与体育休

闲旅游袁表明闲暇时间仍然是制约城市居民参与体育休闲

旅游的重要因素[5]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提出如下假设遥
H1院 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

体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遥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是体育休闲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吸

引物 [13]遥 它的质量越高袁表明它越具有满足旅游者需要的

能力袁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越强遥推拉力理论认为袁个体外

出旅游是推动因素渊如放松心情冤和拉动因素渊如观光资

源冤共同作用的结果 [14]遥依据该理论袁如果体育休闲旅游项

目具有令人满意的质量袁它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拉动因素拉

动个体离开常住地前往体育休闲旅游目的地遥它的拉力越

大袁个体前往体育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可能性也越大遥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可以从安全性尧观赏性尧娱乐

性尧参与性等方面来衡量遥 安全性要求体育休闲旅游项目

能够保障旅游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遥它是体育休闲旅游项

目的基本要求袁也是个体决策是否参与该项目的重要的影

响因素遥 如果项目存在安全隐患袁将会严重影响个体参与

该项目的意愿遥观赏性要求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能够给旅游

者带来视觉上的美感遥 王春生等认为袁体育休闲旅游项目

有较强的观赏性是吸引旅游者和激发旅游者参与的动力[15]遥
项目的观赏性越强袁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就越大遥 娱乐性要

求体育休闲旅游项目具有愉悦身心的功能遥 王坤等认为袁
加强项目的娱乐性建设袁 提高旅游者的心理涉入程度袁有
助于增强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依恋感 [16]遥参与性则要求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能够让旅游者参与其中袁 感受项目氛

围遥 参与性是体现体育休闲旅游项目魅力的关键因素之

一袁它对于浓厚旅游目的地的娱乐氛围尧增强旅游产品的

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渊Martin& Mason, 1987冤[17]遥 根据上述

分析袁提出如下假设院
H2院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

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遥

体育休闲旅游目的地若想激发目标市场的出游意愿袁
首先必须通过一定的信息传播渠道让目标市场对它有所

了解遥 信息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互联网尧电视尧报纸尧广播尧
人际间的口耳相传等遥 周道平认为通过电视尧影片等的宣

传作用袁可以增进目标市场对体育活动的认知袁增强旅游

目的地对目标市场的吸引力 [18]遥吴承忠总结国外奥运城市

发展体育休闲旅游的经验认为袁报刊尧广播尧电视等信息传

播渠道在增进世界对奥运城市的了解尧增加目标市场对体

育休闲旅游的向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遥根据上述分

析袁提出如下假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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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院 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

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遥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是体育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目标

市场的主要力源遥 除此之外袁如果目的地还拥有其他的优

质属性条件袁例如丰富的旅游资源尧完善的旅游设施尧便利

的交通条件等袁将可能增强该目的地对目标市场的综合吸

引力遥一般而言袁旅游目的地的综合吸引力越强袁目标市场

访问该地的可能性就越大[20]遥
根据推拉力理论袁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都属于个体离

开常住地前往目的地的拉动因素遥目的地的旅游资源越丰

富尧旅游设施越完善袁它们对目标市场产生的拉力也越大遥
Alexandris & Carroll 通过在希腊城市地区的调查发现袁完
善目的地的旅游设施可以提高目标市场对城市体育休闲

旅游的参与水平 [21]遥交通条件是个体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

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遥根据黄燕玲等对南京 668 个城市居

民的调查袁42.37%的城市居民在购买旅游产品时首先考

虑交通因素表明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助于提高目标市场对

旅游产品的购买意愿 [1]遥 通过上述分析袁提出如下假设遥
H4院 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件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

育休闲旅游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遥
依据上述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袁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城

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 渊SEC冤尧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

渊PQ冤尧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渊IDC冤尧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

件渊PC冤4 个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袁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

闲旅游意愿渊PI冤为因变量的模型渊见图 1冤遥

图 1 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问卷共包括两个部分院第一部分由测量野参与市内体

育休闲旅游意愿冶等 5 个潜变量的 19 个题项组成曰第二部

分由统计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的题项组成袁包括性

别尧年龄尧职业尧月收入尧文化程度等遥 测量潜变量的具体

的量表如下遥

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的目的主要包括体

验尧娱乐尧放松身心尧增强体质等方面袁因此袁该潜变量可

以从上述 4 个目的层面进行测量遥具体的量表包括 4 个题

项院野Q1院 我愿意在市内参与体育休闲旅游以获得体育活

动体验冶尧野Q2院我愿意在市内参与体育休闲旅游以达到娱

乐目的冶尧野Q3院我愿意在市内参与体育休闲旅游以放松身

心冶尧野Q4院我愿意在市内参与体育休闲旅游以增强体质冶遥

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是个体参与体育休闲旅

游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袁因此袁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可

以从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两个层面测量遥 具体的量表包

括野Q5院参与体育休闲旅游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冶尧野Q6院参
与体育休闲旅游要有足够的时间保障冶尧野Q7院总的来说袁钱
和闲暇时间是参与体育休闲旅游的基础冶3 个题项遥

可以从安全性尧观赏性尧娱乐性尧参与性等方面衡量袁
相应地袁该潜变量的测量可以从上述 4 个方面进行遥 具体

的量表包括野Q8院我希望体育休闲旅游项目是安全的袁能
够让我放心体验冶尧野Q9院我希望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能够给

我视觉上的美感冶尧野Q10院 我希望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能够

满足我的娱乐需要冶尧野Q11院 我希望体育休闲旅游项目具

有参与性袁能够让我亲身体验冶4 个题项遥

参考了马龙龙 [22]的信息传播渠道量表袁并根据信息传

播渠道的类型和本文的研究内容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遥
具体的量表包括野Q12院我在互联网上见到过有关市内体

育休闲旅游的宣传冶尧野Q13院 我在电视里看到过有关市内

体育休闲旅游的宣传冶尧野Q14院 我在广播里听到过有关市

内体育休闲旅游的宣传冶尧野Q15院 我在报刊上看到过有关

市内体育休闲旅游的宣传冶尧野Q16院 我听周围的人谈论过

有关市内体育休闲旅游的内容冶等 5 个题项遥 渊5冤旅游目

的地的属性条件院通常包括丰富的旅游资源尧完善的旅游

设施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袁因此可以从上述 3 个方面对该潜

变量进行测量遥 具体的量表包括野Q17院比较而言袁我更愿

意到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目的地参与体育休闲旅游冶尧
野Q18院比较而言袁我更愿意到有完善的旅游设施的目的地

参与体育休闲旅游冶尧野Q19院比较而言袁我更愿意到有便利

的交通条件的目的地参与体育休闲旅游冶3 个题项遥上述 5

个潜变量均采用 Likert 5 分量表进行测量遥 1~5 分别表示

野非常不同意冶尧野不同意冶尧野不确定冶尧野同意冶 和 野非常同

意冶遥 得分越高表示被调查者越同意该题项遥

本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19~20 日袁 地点

为上海市闵行体育公园尧八万人体育场尧东方体育中心和

源深体育中心遥 4 个地点分别位于闵行区尧徐汇区和浦东

区遥 它们不仅是上海市内的大型体育活动中心袁也是市内

知名的体育休闲旅游目的地遥每一地点的调查时间均为半

天遥调查对象为在上述地点参与体育活动或观看体育比赛揖注 1铱

的上海市民遥 采用拦截式访问的方式进行抽样调查袁最终

共发放问卷 320 份袁回收 307 份袁剔除漏选较多尧无心填答

明显的问卷袁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295 份袁回收率为 95.9%袁
有效率为 92.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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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有效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袁被调查者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表现为院男性占 55.3%袁女性占 44.7%袁男女比例

相差不大曰从年龄结构看袁18~44 岁的人群占 91.2%袁以中

青年人为主曰在受教育程度上袁以大专或本科学历为主袁所
占比例达 67.8%曰从职业分布看袁以企事业管理人员尧专业

技术人员尧学生为主袁三者占有效样本的 64.4%曰从月收入

分布看袁以 4 000 元以上的人群为主袁所占比例为 65.1%遥

本文采用 Cronbach爷a 系数检验量表的信度袁 采用题

项的总相关系数 CITC 净化量表中多余的题项遥 吴明隆认

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袁 层面量表的 Cronbach爷a 系数

最好大于 0.6[23]遥 卢纹岱指出袁如果题项的 CITC 小于 0.3袁
则该题项可以被删除 [24]遥本文据此检验量表的信度和净化

量表中多余的题项遥 利用 SPSS17.0 中的信度分析模块袁分
别对野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冶等 5 个潜变量进行信

度分析袁结果见表 1遥
表 1 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由表 1 可知袁5 个潜变量的 Cronbach爷a 系数从 0.614

到 0.901袁大于建议的 0.6 最低极限值袁表明量表具有良好

的 内 部 一 致 信 度 遥 从 CITC 值 看 袁 所 有 题 项 均 在

0.357~0.820 之间袁大于建议的 0.3 最低极限值袁这同样表

明量表的信度良好遥

效度分析即检验题项测量潜变量的有效程度袁一般包

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类遥内容效度是指量表具有良好

的理论架构基础和测量潜变量的适合性[25]遥本文的问卷是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编制形成的袁 并且就题项的措辞尧表
述方式进行了反复修改袁满足内容效度的要求遥 结构效度

是指题项衡量所测潜变量的能力[26]遥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

分析对结构效度进行检验袁 利用 SPSS17.0 的因子分析模

块对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袁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袁因子旋转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袁以特征根大于

1 为因子提取原则袁 结果显示 KMO=0.858>0.7袁Bartlett爷s

球形检验值 Sig.=0.000袁表明样本数据满足因子分析的前

提条件遥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2遥
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由表 2 可知袁5 个因子共解释方差 67.047%袁解释力良

好遥 从因子载荷看袁除 Q9 和 Q17 外袁其余题项的因子载荷

从 0.511~0.875袁大于建议的 0.5 最低极限值 [27]遥 从共同度

看袁同样除 Q9 和 Q17 外袁其余题项均大于建议的 0.5 最

低极限值遥 据此袁删除 Q9 和 Q17 两个题项遥 另外袁本属于

野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冶因子的 Q10 载荷到了野参与市

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冶因子上袁也将该题项删除遥 删除这 3

个题项后袁剩余题项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尧因子载荷尧共同度

均符合研究的要求袁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遥

同一份问卷由同一位被调查者填答袁可能会出现同源

方差问题遥 本文采取了两种办法尽量避免这一问题院一是

调查时告知调查是匿名的袁 填答的题项没有对错之分袁根
据真实感受填答即可曰 二是问卷上隐匿题项测量的潜变

量袁不让被调查者知晓题项测量的对象袁降低被调查者为

迎合调查目的违心填答的可能性遥 另外袁 采用 Harman 单

因素检测方法对同源方差进行了检验遥因子分析的结果显

示袁未旋转时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方差 21.693%袁没有占到

被解释方差的大多数袁 这表明样本数据的同源方差不严

重袁测量结果可靠尧有效遥

潜变量 
Cronbach’a

值 
题项 

CITC

值 

删除该题项的

Cronbach’a 值 

Q1 0.724 0.802 

Q2 0.587 0.861 

Q3 0.721 0.804 

参与市内体育

休闲旅游意愿 
0.854 

Q4 0.763 0.787 

Q5 0.639 0.673 

Q6 0.615 0.701 
城市居民的社

会经济条件 
0.777 

Q7 0.594 0.718 

Q8 0.357 0.570 

Q9 0.392 0.553 

Q10 0.382 0.553 

体育休闲旅游

项目质量 
0.614 

Q11 0.461 0.499 

Q12 0.801 0.869 

Q13 0.820 0.866 

Q14 0.759 0.879 

Q15 0.785 0.873 

相关的信息传

播渠道 
0.901 

Q16 0.612 0.909 

Q17 0.404 0.682 

Q18 0.558 0.458 
旅游目的地的

属性条件 
0.664 

Q19 0.484 0.564 

 

潜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共同度 

Q1 0.784 0.745 

Q2 0.793 0.805 

Q3 0.772 0.687 

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 

Q4 0.760 0.676 

Q5 0.776 0.707 

Q6 0.764 0.680 

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 

Q7 0.813 0.688 

Q8 0.511 0.570 

Q9 0.392 0.336 

Q10 0.714 0.655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 

Q11 0.726 0.656 

Q12 0.846 0.732 

Q13 0.875 0.791 

Q14 0.865 0.785 

Q15 0.858 0.764 

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 

Q16 0.709 0.546 

Q17 0.386 0.474 

Q18 0.810 0.740 

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件 

Q19 0.813 0.702 

累积方差贡献率（%）=6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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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提出的 4 个假设中袁虽然只有两个假设获得

了实证支持袁但从潜变量的被解释方差看袁野城市居民参与

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冶的被解释方差达到了 43%袁大于

40%最低极限值袁表明该潜变量获得了野体育休闲旅游项

目质量冶尧野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冶 两个前因变量较好的解

释袁最终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遥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袁 实证研究了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

条件尧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尧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尧旅游

目的地的属性条件 4 个影响因素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

休闲旅游意愿的影响袁最终获得了以下 4 方面的研究结论遥
第一袁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对城市居民参与市

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遥该研究结论与现有

的有关长途旅游的研究成果不同遥 一般地袁对于长途旅游而

言袁 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是制约人们外出旅游的重要因素遥
但对市内体育休闲旅游这种短途旅游而言袁它对城市居民出

游的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的要求相对较低遥 另一方面袁由于

体育休闲旅游产品的类型丰富多样袁城市居民可以在其经济

条件和闲暇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对市内体育休闲旅游产品进

行灵活选择遥 因此袁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显著正向

影响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遥该研究结论表明

城市居民对市内体育休闲旅游产品有广阔需求遥当地政府和

旅游企业应该加大体育休闲旅游设施建设和体育休闲旅游

产品开发的力度袁 满足不同经济条件的城市居民的消费需

求袁 鼓励和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和观赏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袁
提高城市居民对市内体育休闲旅游的参与水平遥

第二袁 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件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

育休闲旅游意愿没有显著正向影响 遥 该研究结论与

Alexandris & Carroll [21]尧黄燕玲等 [1]等的研究结论不同遥 他

们认为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件渊如完善的旅游设施尧便利的

交通条件等冤 可以增强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增加目标市场访

问的可能性遥差异性研究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袁体育休闲旅

游者出游的主要目的在于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袁 因而对体

育活动本身特别关注袁 而对目的地的其他属性条件如旅游

设施是否完善等并不关注遥关于交通条件袁由于市内体育休

闲旅游目的地距离本市居民的常住地相对较近袁 且通常有

利用 AMOS17.0对包括 野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

愿冶等 5 个潜变量在内的所有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袁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区别效度遥 区别效度

可根据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是否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

相关系数的平方来判断遥 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袁则认为潜变

量之间具有足够的区别效度遥表 3 列出了 5 个潜变量的平

均提取方差及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遥
表 3 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与相关系数的比较

注院对角线上的数值为平均提取方差袁对角线以下的数值

为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遥
从表 3 可知袁除了野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冶的平均提

取方差略低于 0.5 外袁其余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从 0.521

到 0.654袁大于建议的 0.5 最低极限值遥 另外袁每个潜变量的

平均提取方差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平方遥
由此可见袁本研究中的 5 个潜变量具有理想的区别效度遥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满足研究的要求后袁可以进行下一

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遥将野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冶
等 5 个潜变量及其观测变量导入前文提出的研究模型袁借
助 AMOS17.0 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遥结果

显示 x2/df=2.518<3袁GFI=0.919>0.9袁AGFI=0.883 接近 0.9袁
NFI尧IFI尧TLI尧CFI 分别为 0.912尧0.951尧0.936尧0.950袁 均大

于 0.9袁RMSEA=0.063<0.08袁 这表明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

理想袁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型遥
表 4 罗列了研究假设尧标准化路径系数尧t 值和假设的

检验结果遥 从表 4 可知袁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旅游

目的地的属性条件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

愿渊酌1=0.096袁t=0.306曰酌4=-0.052,t=0.617冤没有显著正向影

响袁拒绝假设 H1 和 H4遥 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和相关的

信息传播渠道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

渊酌2=0.533袁t=3.652曰酌3=0.246,t=3.969冤 存在显著正向影

响袁因而支持假设 H2 和 H3遥

潜变量 1 2 3 4 5 

1.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 0.607     

2.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 0.440 0.540    

3.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 0.606 0.593 0.456   

4.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 0.351 0.194 0.188 0.654  

5.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件 0.368 0.383 0.597 0.260 0.521 

 

表 4 假设检验的结果

注院***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01遥

研究假设 路径名称 标准化路径系数 t 值 检验结果 

H1：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γ1 0.096 0.306 拒绝 

H2：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γ2 0.533*** 3.652 支持 

H3：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γ3 0.246*** 3.969 支持 

H4：旅游目的地的属性条件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γ4 -0.052 0.617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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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便利的市内交通可以到达袁 因而交通条件不会对参与

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产生显著影响遥根据该研究结论袁当
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在体育休闲旅游设施建设时袁 应该尽量

在交通便利的道路附近选址袁 以便借助城市公共交通增强

城市居民的可进入性曰在保证交通便利性的同时袁应该重点

提高体育活动的质量袁 而不要在目的地的属性条件建设上

投入过多资金袁以确保有限的资金能够野好钢用到刀刃上冶遥
第三袁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是影响城市居民参与市

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的重要因素遥 根据本研究的实证结

果袁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量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

旅游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袁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533袁表
明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根据该研究结论袁当地政

府和旅游企业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

量院首先从安全方面袁项目设计要尽量人性化尧操作简单

化袁有操作说明和安全提示曰复杂项目要安排人员对旅游

者进行培训或指导曰设施设备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袁增强

安全意识袁严防安全事故发生遥其次从参与方面袁项目要具

有参与性袁 且通过参与旅游者能获得一段美好的经历曰要
有一定的刺激性和趣味性袁整个过程能给人带来愉悦感遥

第四袁 相关的信息传播渠道是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

休闲旅游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遥本研究证实袁相关的信息传

播渠道对城市居民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袁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46袁表明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

因变量遥据此袁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应以市内的电视尧报纸尧
广播尧政府网站等为平台袁加大对市内体育休闲旅游产品的

宣传和营销力度曰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尧体育休闲旅游项目质

量尧鼓励跨区域消费等途径为目的地赢得口碑袁然后借助口

碑宣传增强目标市场参与市内体育休闲旅游愿意遥
当然袁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袁主要有两个方面遥

首先袁调查的时间和地点比较集中遥 受研究经费等方面限

制袁本研究的调查时间尧地点都比较集中袁这可能影响研究

结论的外部效度遥 未来研究应延长调查时间跨度袁扩大调

查地点范围袁增加有效样本规模遥其次袁来自观看体育比赛

群体的样本量偏少遥 由于观看体育比赛的样本获取困难袁
本研究中的有效样本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样本为主遥未来研

究应加大观看体育比赛样本的收集力度袁增加此类型样本

占总有效样本的比重遥

揖注 1铱2014 年 7 月 19 日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正举行第十九届国际

泳联跳水世界杯比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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