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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

近年来社会公
'

对文明旅?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基於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

论，本研究以北京市
&

案例地开展面向?客的文明行
&

及其影响作用因素的调研，

探索基於价值信念、个人规范、社会规范、预期情感、行
&

意向的文明旅?行
&

影响

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价值信念通过因果关正向作用於个人规范，之後

通过预期情感的中间因果作用，最终作用於?客的文明行
&D

预期情感在个人规范

与行
&

意向之间具有促进作用，个人规范?不能直接作用於行
&

意向
D

社会规范在

个体规范与预期情感之间存在调节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相应的管理
2

示，包括

行政措施、目的地、舆论媒体、?客、国际化等视角的管理引导措施。本研究理论上

有助於矨清?客文明行
&

的形成路径，实践上有助於进一步提升?客文明素质与

国民整体素质，促进旅?市场的文明秩序与高品质发展。

关键词：?客文明行
&

；影响因素；作用机理；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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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伴随中国旅?市场规模的持续

壮大，部分?客不文明行
#

的报导以及社会

公
(

对?客不文明行
#

的口诛笔伐屡见不

鲜（翟峰，
MFKN

）。在批判与反思?客不文

明行
#

的同时，社会公
(

对文明旅?的珍视

与呼
J

应然而生。立足?客出行的视角，文

明有序的环境氛围有助於切实增进?客的

旅?体验，提升旅?品质；立足
'

业发展的

视角，文明规范的市场秩序有助於更好地促

进旅?
'

业提质增效，推动
'

业升级；立足

社会进步的视角，宣传文明旅?与文明出行

旨在树立文明新风，进而提升整体国民素

质；立足政府管理的视角，规范与引导文明

旅?旨在更好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旅行生活需

要。鉴於此，文明旅?的研究热度持续升
K

?在近年来呈现出系列研究成果（郭鲁芳，

MFKQ

；梁松柏，
MFKS

；伍延基，
MFFI

）。从文明

旅?的相关选题视角来看，由“不文明旅

?”视角切入的“反向研究”成果居多，包

括：不文明旅?行
#

的
'

生原因、影响因素、

管理路径（樊友猛，
MFKQ

；
/

细嘉，
MFKQ

）；不

文明旅?者的类型划分、不文明行
#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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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拓倩，
MFKQ

）、不文明行
#

的惩戒方

式、监管手段、控制措施等（昌晶亮，
MFKT

；童

建军，
MFKQ

）。从研究方法的视角来看，质性

研究多於量化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

容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等（王华，
MFKQ

；

邓爱民，
MFKS

；邱宏亮，
MFKQ

；邱宏亮，
MFKE

；

陆敏，
MFKI

）。

综上，当前文明旅?相关主题的研究成

果中分析“反向”不文明旅?的成果居多，

对形成文明旅?的“正向”机制探索相对较

少。本研究引入亲环境行
#

领域的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和预期情感与社会规范两

个概念指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促进文

明旅?的“正向”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开展

研究，从理论上探索?客文明行
#

的发生机

理，以期
#

引导?客文明行
#

、助力文明旅

?的社会治理提供理论借鉴与技术支援。

１　文献综述与概念模型

１１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K


K


K

　文明旅?

个体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道德伦理

感知直接
,

定了一个人的行
#

举止，一旦违

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就会被视
#

“不文

明”（胡
D

，
MFKQ

）。文明旅?行
#

是旅?者

精神世界观的伦理反应，它具体表现
#

对旅

?地环境、资源和社区不构成威胁，?不损

害其他旅?者和当地居民利益，符合社会道

德规范的行
#

（
/

兰萍，
MFKI

）。当旅?者

改变原有的身份後，在?地景区?览时，这

种陌生的环境会让?客的顾忌和约束
=

少，

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放肆和破坏行
#

的

羞愧感与不道德感
;

“去道德化效应”更加明

显（林德荣，
MFKQ

）。对文明旅?领域的研

究多是从不文明旅?行
#

带来的危害入手，

主要是从不文明旅?行
#

对国家形象与软

实力、景区设施、社会影响等方面危害进行

阐述（高明，
MFMF

；
I

茂英，
MFKQ

）。

前期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

一，致力於实现文明旅?的概念辨析、学理

基础及作用路径的研究（谌莲莲，
MFKQ

；李

硊，
MFKQ

；邱剑英，
MFFK

；王寿鹏，
MFKK

；夏赞

才，
MFKQ

）。第二，致力於对不文明旅?行
#

归因探索，从先归类再归因的思路入手，主

要是从私德、道德弱化、?客素质低、中西方

文化差?、非惯常环境习惯使然、破窗效应、

示范效应、法规不健全与监管效率不高等原

因进行分析（蔡雪丽，
MFFS

）。第三，从研究

方法来看，多集中於质性研究，从社会距离

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危险源理论、相对
A

夺

理论等理论视角出发，运用
+

容分析法、扎

根理论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少部分学者?

取结构方程模型对不文明旅?行
#

进行量

化研究（方世敏，
MFKQ

；廖维俊，
MFKI

；罗景

峰，
MFKE

；苏娜，
MFKS

）。

K


K


M

　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

文明旅?行
#

与环境保护行
#

均属於

亲环境行
#

范畴，二者的不同在於文明旅?

更加侧重对伦理道德的关注，更加接近哲学

层面的探讨。

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
a[g

）源於规范

$

动理论、价值理论和新环境范式理论，其

主要应用於环境研究领域，历史较久。规范

$

动框架最初是用来研究社会背景下的利

他意图和行
#

的，规范
$

动模型包括解释亲

４５



社会意图和行
#

形成的三个主要概念，即对

後果的意识、责任的归属和个人规范（
J-+2'

，
MFFF

）。
a[g

理论是规范
$

动模型的一个

扩展版本，更好地解释了亲环境的意图和行

#

，可以用它来检查亲环境行
#

，包括环境

主义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即价值观和生态

世界观）（高杨，
MFMF

）。该理论包括这些新

整合和最初在规范
$

动模型中建立的变量

（即後果意识、责任归属和个人规范），作
#

对价值对象的不利後果、归属责任以及在解

释个人对环境负责的
,

策过程或行
#

时?

取亲环境行动的义务感（
J-+(

，
MFFN

）。文

明旅?作
#

一种亲社会行
#

及其所含的道

德准则、个人约束等特性，与价值
?

信念
?

规

范理论的价值信念、个人规范的
C

络不谋而

合。借助
a[g

理论的框架，能
-

较好地解

释和预测?客、从业者、当地居民等多元主

体在旅?过程中的行
#

和态度，进而推动文

明旅?的发展。在本研究执行的过程中发

现，实际测量资料显示价值取向与信念所得

相似度极高，故?用价值信念对二者进行统

一，价值取向是此理论因果链上的第一个变

量，即个人或其他社会实体生活的指导原

则。本研究价值信念中的价值变量利用其

利己价值及利他价值来体现。

环境行
#

以个体自身
+

在的价值观
#

基础，当自身价值观和环境问题间
'

生突

时就会改变自己对环境的行
#

（
g*25%1'5

，

MFFT

）。
O*//+2; g&+%)*'

及
g"-"%&"

等人的

研究发现，那些对社会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

的重视超过对自身得失重视的人，有更大可

能会积极完成环保行
#

（
O*//+2

，
KIIK

）。

但是价值往往不能直接影响到个体行
#

实

施，需要通过其他变量，例如规范等实现。

信念包括新环境范式（
gbc

）、结果意识与责

任归属几方面，本研究?用的价值信念融合

的另一变量即是信念变量，其中信念变量利

用其结果意识及责任归属两方面来体现

（张晓盓，
MFKQ

）。结果意识是指在不进行

亲社会行
#

时对有价值对象的不利後果的

意识水准。责任归属是指对不支持社会行

#

的负面後果的责任。个人自身的价值取

向会直接影响到个人对外部环境行
#

的想

法，即有著更好一些信念的人往往能
-

意识

到自身错误行
#

带来的後果，且明白自身对

外部环境行
#

的责任担当（
]*2'"2"

，
MFKQ

）。

个人规范指特定条件下个体实施某种

行
#

的自我期望，
J0.6"2->

最早将个体规范

作
#

理论核心提出。他主张
+

部价值观和

规范是助人行
#

的动力。二者的
$

动形成

了人们的道德义务，而道德义务感就是个体

规范。行
#

意图可以被描述
#

“人们愿意

多
2

努力，他们计划付出多少努力来完成行

#

的表现”。价值信念规范理论间的因果

关已经被多次证实。在价值
?

信念
?

规范

理论的应用实践方面，腸欢等学者基於

a[g

与
9c[

视角，对旅?者的遗
'

责任行

#

机制进行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形成了旅

?者遗
'

责任行
#

的机制及基本模型（腸

欢，
MFMK

）。周丹萍等学者结合态度、心理以

及能效标识特性的变量，构建消费者对?纳

能效标示的整合心理模型，证实
a[g

理论

在能效标识研究背景下的因果作用（周丹

萍，
MFKE

）。
i"^1-

等基於价值
?

信念
?

规范

理论对背包客的价值观与其对塑胶袋收费

法令态度之间的关进行分析研究（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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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MK

）。基於以上文献，提出如下假设：

OKC

价值信念对个人规范有正向影响；

OMC

个人规范对文明行
#

意向有正向影

响。

K


K


T

　预期情感与社会规范

当一个人考虑实现目标或
0

有实现目

标的可能後果时，就会
'

生预期情绪，而这

种对後果的评估会
'

生预期的情绪反应

（刘霞，
MFKS

）。预期情绪在价值方面可以

进一步分
#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後果

的评价可分
#

正面或负面，相应地会出现积

极的预期情绪和消极的预期情绪（张晓盓，

MFKE

）。人们对於出?总是怀有积极的情

感，王纯阳等人认
#

，出?是一种情感的表

达（王纯阳，
MFKF

）。遵守或违背个体规范

都会使个体
'

生自我情绪的反馈，自我情绪

又会同时
9

化个体的利他行
#

（
i"^1-

，

MFMK

）。
/

纯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後的?

客行
#

研究中发现积极与消极的预期情感

均可对出?欲望
'

生影响（
/

纯辉，
MFKN

）。

刘丽梅研究发现在慢旅?情境下伴随著
'

品受欢迎程度的提高
;

?客在无法完成慢旅

?目标时
'

生的消极情感也会进一步增
9

。

因此，
#

了避免失望等消极情感及其负面影

响的出现
;

?客在
,

策前期会量规避阻碍

其开展慢旅?的因素，这一做法表明其旅?

欲望因
#

预期情感得到了
9

化（刘丽梅，

MFKS

）。由此可见，遵守或违背个体规范都

会对个体预期情感施加作用，而无论积极的

预期情绪或是消极的预期情绪，均会对?客

的行
#

意向施加正向影响。基於以上文献，

提出如下假设：

OT

：个人规范对预期情感有正向影响；

OU

：预期情感对文明行
#

意向有正向

影响。

社会规范是主体与其他个体进行交往

的行
#

准则，具体由身边对自己重要的人实

际?取的行
#

与他们认
#

应该?取的行
#

两部分组成（李杨，
MFKU

）。社会规范
$

动

理论认
#

，在特定情境下，个体被
$

动的某

一个社会规范，及其
$

动的个人责任感的程

度会显著影响个体态度与观念（
_&"--&/**#

，

MFKQ

）。个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会感知到

社会规范与预期情感的存在，一些人会从其

他人的做法中感受到约束。另一些会从他

人的认可、赞成的态度中感知到社会规范与

预期情感（
c"2^

，
MFKU

）。在出?过程中，?

客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即大部分?客如

果认
#

应该?取文明行
#

且实际?取文明

行
#

，则会通过社会规范感知与预期情感感

知对其馀小部分?客的行
#'

生积极正向

影响（̀
+ !2**-

，
MFFS

）。张郁等学者通过对

几个大城市的比较得出
;

社会规范所包括的

社区氛围、法律法规等描述性和指令性规范

会通过刺激居民的从
(

行
#

和制度约束对

城市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个体规范
'

生正

向的影响作用（张郁，
MFMK

）。陈思
D

等学

者通过两组随机对照实验检验了社会规范

与行
#

错觉间的关，认
#

规范错觉是指个

体的规范感知与实际存在於群体中的社会

规范之间存在差?（陈思
D

，
MFMK

）。基於

以上文献，提出如下假设：

ONC

社会规范对个人规范有正向影响；

OQC

社会规范对预期情感有正向影响。

石志恒等人以预期情感作
#

个体规范

与行
#

间的仲介变量对农
;

的
E

色生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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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研究（高扬，
MFMF

），证实预期情感的

确在两个变量间存在仲介作用。个体在旅

?过程中，积极的预期情感会助力文明旅?

行
#

的实施，而消极的预期情感会使?客在

心中暗自思忖，带来
=

少文明旅?行
#

实施

的可能。本研究重视预期情感对?客文明

行
#

意向的影响作用路径，认
#

预期情感变

数的加入会在个人规范与行
#

意向间起到

仲介作用。本研究认
#

文明旅?过程中?

客的行
#

也与从
(

行
#

、规范错觉密切相

关，社会规范也会对文明旅?的作用路径施

加外部影响。因已假设预期情感充当个人

规范与行
#

意向间的仲介变数，这眧我们尝

试假设社会规范会在个人规范与预期情感

间存在调节效应，检验预期情感变数加入後

该因果链条上的路径变化。基於以上文献，

提出如下假设：

OE

：预期情感在个人规范与文明行
#

意向间存在仲介作用；

OS

：社会规范在个人规范与预期情感

间存在调节作用。

１２　概念模型

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
a[g

）的研究框

架主要包括价值取向、信念与个人规范三个

自变量，依次以因果链的形式直接或间接作

用於行
#

意向上。本研究基於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构造模型，引入预期情感与社会规

范两个变量作
#

因果链上的个人规范与文

明旅?行
#

关的影响因素，建立如图
K

所

示的文明旅?行
#

影响路径概念模型。

图
K

　?客文明行
"

形成机制的概念模型

２　量表设计与样本来源

２１　量表设计

根据已有的成熟量表，结合研究问题的

实际情癋，本研究设计的问卷主要包括三部

分，第一部分测量被调查?客的人口统计特

徵；第二部分测量被调查?客自身的价值信

念、个人规范、社会规范、预期情感；第三部

分测量被调查?客的文明旅?行
#

意向。

本问卷?用李克特
N

级量表（
K

表示非常不

同意，
N

表示非常同意）。

借鉴已有成果对价值信念规范行
#

理

论的量表测量，依次用
a[K? a[Q

测量价值

信念，用
g8K? g8E

测量个人规范，用
[OK

? [ON

测量行
#

意向（石志恒，
MFMF

；
O"'

，

MFKU

）；借鉴已有成果对预期情感的量表研

究，用
b8K? b8T

测量预期情感；借鉴已有

成果对社会规范的量表研究，用
JgK ? JgT

测量社会规范（石志恒，
MFMF

）。最终设计

出如表
K

所示的问卷测量表，以期检测假设

变量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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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问卷量表设计

睶变量 代码 测量指标

价值信念
a[K

若国家有
3

励我会自觉履行文明行
#

a[M

文明旅?非常重要

a[T

文明旅?是我的价值观

a[U

我解不文明旅?带来的後果

a[N

我对自身不文明旅?负有责任

a[Q

我对保护好景区环境、文明出?负有责任

个人规范
g8K

在出?时，我应该遵守景区秩序规则

g8M

在出?时，我应该处理好自身垃圾

g8T

在出?时，我应该与景区保护设施保持距离

g8U

在出?时，我应该不在公共场合吸眕

g8N

在出?时，我应该注意卫生，上完
L

所及时?水

g8Q

不管
.

人做甚
2

，因
#

自己的原则，我选择文明出?

g8E

如果我选择文明出?，自我
+

心感觉良好

预期情感
b8K

如果出?时插队自身会感到
+

疚

b8M

自身的不文明行
#

影响到其他?客出?时会
+

疚

b8T

见到其他?客的不文明行
#

自身会感到焦虑

社会规范
JgK

政府希望我能
-

实现文明出?

JgM

我的许多亲戚与朋友希望我能
-

实现文明出?

JgT

我的许多亲戚与朋友不存在不文明旅?行
#

行
#

意向
[OK

我愿意在未来旅行时实现文明出?

[OM

我计划未来在旅?时杜
M

不文明行
#

[OT

将来旅行时，我会尽力做好文明出?，
=

少不文明行
#

[OU

我将努力解目的地的规则，尽力维护当地的卫生及秩序

[ON

如果一个著名景点保护设施设置不当，我会停止模仿他人不文明行
#

，不会破坏被保护设施

２２　样本来源

基於景区人流密度、样本分?随机性、

案例地代表性，以及案例地可达性，研究小

组於
MFMT

年
U

月
KN

日至
N

月
TF

日在北京

市典型性人文景区（颐和园、天坛、龙潭公

园）进行现场随机拦访式问卷抽样调查，?

於後期通过网路补充发放部分瞃上调研问

卷。共收集到调研问卷
MSM

份，剔除不完整

及无效问卷後，共得到有效问卷
MQM

份，问

卷回收率
# IM


IG

。样本资料显示：男性

?比
US


IG

，女性?比
NK


KG

；职业?比前

两位分
.#

企业工作人员与学生；月收入群

体主要
# TFFF H SFFF

元及
TFFF

元以下，分

.

?比
MI7FG

与
TE


UG

。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用的是
)/))MN7F

和
"#*)MM7F

软件，针对模型中的价值信念、个人规范、预

期情感、社会规范、行
#

意向等几个睶变量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见表
M

）。评估模型

前，?用
:2*'$"0.

’
)α数对量表的初始信

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价值信念、个人

规范、预期情感、社会规范、行
#

意向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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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F


E

以上，
8

明各睶在变量具有较好的

初始信度，量表可靠性高。经测算所有睶变

量及条目项度的负荷量大於
F


N

，且达到三

星显著。

用组合信度作
#

测量模型的信度指标。

由表
M

可知，各睶在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在

F


E

以上，
8

明测量模型的组合信度良好，

+

在品质佳，题项所测得的睶在变量有很高

的一致性。

模型的聚敛效度主要通过因素负荷量

和平均方差抽取值来评估。由表
M

可以看

出，所有观察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值均在合

理范围，表明相对的测量误差较小，测量模

型有较好的聚敛效度。在因素负荷量方面，

以因素负荷量大於
F


N

及修正指标
8d

进

行筛选，
N

除不合理题项後，最终形成表
M

中的题项。由此认
#

?用的各个构面具有

很好的组合信度和收敛效度，问卷的测量题

项和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具有可靠性和合

理性。

表
M

　验证性因子分析

睶变量 代码
显著性估计

因素

负荷量

=')-57 J7b7 -? 3"%1+ c )-57

:2*'$"0.

’
)α :A @ab

价值信念
a[K F7SET F7FQE KT7FKQ n n n F7ETM F7SNU 7SNN 7UII

a[M F7EME F7FEK KF7KES n n n F7QFM

a[T K F7SM

a[U F7STU F7FQS KM7MFK n n n F7QIQ

a[N F7SKK F7FEM KK7MFM n n n F7QNK

a[Q F7SEI F7FQI KM7QET n n n F7EKE

个人规范
g8K K F7ESQ F7IMN 7IFS 7NSU

g8M K7FTE F7FE KU7SUK n n n F7SM

g8T F7IMK F7FEU KM7UQM n n n F7EKN

g8U F7SSK F7FQS KM7SIN n n n F7ETN

g8N F7ITN F7FE KT7MEK n n n F7ENM

g8Q K7FKM F7FEM KU7KMQ n n n F7EI

g8E F7IM F7FE KT7KNI n n n F7EUE

预期情感
b8K K F7EEN F7SFI 7ESQ 7NNU

b8M K7FSE F7KFT KF7NES n n n F7SMK

b8T F7EFS F7FES I7KMK n n n F7QMT

社会规范
JgK K F7NEE F7EEN 7ESU 7NNT

JgM K7ETT F7MKN S7FEM n n n F7SNS

JgT K7NKT F7KEI S7UTN n n n F7EQS

行
#

意向
[OK K F7QEI F7SIS 7SEM 7NES

[OM K7FNQ F7FIM KK7UTM n n n F7EEI

[OT K7FT F7FIT KK7FUT n n n F7EUI

[OU K7FTS F7FSE KK7SET n n n F7SKT

[ON F7ISN F7FSQ KK7TIM n n n F7EEQ

　　　　注
C

n n n

/

＜
F7F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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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整体拟合指数结果显示，χM Y5, R

M


SUI

，
A8Jb@RF


FSU

，
!]dRF


SUN

，
@!]d R

F


SKK

，
g]dRF


SNN

，
d]dRF


IFK

，
:]dRF


IFF

，

这
8

明整体拟合度是可以接受的。通过修

正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後，模型拟合指数结

果显示，χM Y5,R K


ETF

，
A8Jb@RF


FNT

，
!]d

R F


SSN

，
@!]d R F


SNS

，
g]d R F


IKM

，
d]d R

F


IQK

，
:]d R F


IQK

。这
8

明通过模型修正

後模型拟合指数得到明显提高，模型拟合度

良好。

表
T

显示各路径的非标准化路径数、

-

值、
/

值、标准化数以及验证假设结果，

可以看出模型中的
Q

条路径假设有
N

条得

到了支持。价值信念对个人规范的路径

数
# F


IFQ

，且在
KG

的水准上显著，表明价

值信念对个人规范有著正向影响；社会规范

对个人规范的路径数
# F


MKI

，且在
KG

的水准上显著，表明社会规范对个人规范存

在正向影响；个人规范对预期情感的路径

数
# F


IFN;

且在
KG

的水准上显著，表明个

人规范对预期情感有正向影响；社会规范对

预期情感的路径数
# F


KSQ

，且在
KG

的

水准上显著，表明社会规范对预期情感存在

正向作用，假设
S

中调节效应可能存在。至

此，假设
OK

、
OT

、
OU

、
ON

、
OQ

证实成立。在

上述路径数中，价值信念对个人规范的路

径数及个人规范对预期情感的路径数

较高，但考虑到?客对文明旅?问卷填写过

程中或存在自我优化的倾向，且结合路径

数
pF


IN

可接受，判断假设属於合理成立。

由表
T

显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与路径数可知，个人规范对行
#

意向的路

径数
# F


KQN

，?不显著，拒
M

假设，因此

假设
OM

不成立。具体原因可能是预期情

感对个人规范与行
#

意向间作用显著，在个

人规范与行
#

意向间或可考虑增加文化差

?、情境因素、自我效能感、心理抵抗等因果

关即个人意向通过预期情感因果链向下

传递方能作用於行
#

意向。猜测预期情感

在个人规范及行
#

意向间有完全仲介作用，

个人规范对预期情感的路径数
# F


IFN

，

且在
KG

的水准上显著，表明个人规范会对

预期情感
'

生正向影响。预期情感对行
#

意向的路径数
# F


QST

，且在
KG

水准上

显著，猜想得到证实。

表
T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数

路径关
　　　　　　参数显著性估计　　　　　　 　因素负荷量　

=')-57 J7b7 -? 3"%1+ c J-57

假设

个人规范←价值信念 F7EIM F7FQ KT7KIQ n n n F7IFQ

成立

个人规范←社会规范 F7MFN F7FUK U7ISS n n n F7MKI

成立

预期情感←个人规范 F7QS F7FEK I7NIK n n n F7IFN

成立

预期情感←社会规范 F7KTK F7FTN T7EFI n n n F7KSQ

成立

行
#

意向←个人规范 F7MUI F7KEI K7TI F7KQN F7MEE

拒
M

行
#

意向←预期情感 F7SKE F7MNE T7KES F7FFK F7QST

成立

　　　　　注
C

n n n

/

＜
F

．
F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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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

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来看，社会规

范对个人规范及预期情感均存在影响，故假

设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前提成立，利用

)/))7MN

软件及
/2*0+))

中
#*5+%K

在控制性

.

、年龄情癋下对社会规范的调节效应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
U

所示。
表

U

　社会规范调节作用表

预期情感

[ - [ - [ -

年龄
? F7FQQ ? K7FQT ? F7FTN ? K7FKM ? F7FU ? K7KE

性
. ? F7FEU ? K7KIK ? F7FMM ? F7QTS ? F7FME ? F7EIT

个人规范
F7QIN

n n n

KQ7EKI

F7QTS

n n n

KT7NFQ

社会规范
F7MKU

n n n

N7KQE

F7MFT

n n n

U7IKM

交互性
? F7KFT

n n

? M7UMU

] K7KEE KNK7SQS KMU7IEQ

A

方
F7FFI F7EFT F7EFI

△A

M

F7FFI

F7QIU

n n n

F7FFE

n n

　　　　　注
C

n n n

/

＜
F7FFK;

n n

/

＜
F7FN

图
M

　社会规范在个人规范与预期情感间的调节作用

　　
#

验证假设
OS

即社会规范在个人规

范与预期情感间的调节作用，第一步放入控

制变量年龄、性
.

、收入；第二步放入主效应

社会规范与个人规范，检验二者对预期情感

的影响作用，分
.# F


MKU

与
F


QIN

，且在

KG

的水准上显著；第三步将社会规范与个

人规范的交互项放入，检验其对预期情感的

影响作用，结果发现交互性对预期情感的影

响数
# ? F


KFT

，且在
NG

的水准上显著，

表明社会规范在个人规范与预期情感间确

也存在调节作用，且社会规范弱化了个人规

范对预期情感的影响，即?客在出?过程中

会受到亲友的规范影响，弱化原本行
#

的积

极情绪，从而对自身不文明行
#'

生焦虑

感，进而
=

少不文明行
#

的
'

生。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
W

见图
MX

，社会规范

约束较低的?客，个人规范对预期情感具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社会规范约束水准较

高的?客，个人规范虽然也会对其行
#'

生

正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相比社会规范

约束水准较低的?客，预测作用更低，表明

随著社会规范约束水准的提高，个人规范对

预期情感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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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本研究基於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引

入预期情感与社会规范两个变量，利用结构

方程模型对文明旅?形成
+

因机制进行研

究，以期“正向”探索?客文明行
#

的影响

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

（
K

）价值信念、个人规范以因果链的形

式依次作用於下一个变量，?最终通过新引

入预期情感变量，作用於?客文明行
#

意

向。研究过程中以下假设得到验证：价值信

念对个人规范有著正向影响，个人规范对预

期情感有正向影响，预期情感对文明旅?行

#

有正向行
#

影响，社会规范对个人规范有

正向影响，社会规范对预期情感有正向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预期情感在个人规范与

行
#

意向间具有促进作用，个人规范?不能

直接作用於行
#

意向，即由於预期情感的间

接效应过於显著，相较而言个人规范对行
#

意向的影响作用趋於弱化。

（
M

）社会规范在个人规范与预期情感

间存在调节作用。对於社会规范约束标准

较低的?客，个人规范对预期情感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於社会规范约束标准较

高的?客，个人规范虽然也会对其行
#'

生

正向预测作用，但预测作用相对较低。?客

对不文明行
#

的原本情感会受到社会规范

（如，亲友等）约束
'

生焦虑，进而有助於
=

少不文明旅?行
#

，促进文明旅?行
#

。

４２　管理
%

示

（
K

）通过舆论宣传适当调整?客对出

行的预期情感，适度的
+

疚情绪有益文明旅

?意向的形成。积极的舆论宣传会促进?

客增加自身规范及周边人带给他的正向影

响，亲友们的约束会帮助?客
'

生约束心

理，包括对惩罚措施的敬畏，从而使?客在

做出文明旅?行
#

之前即感到焦虑与紧张，

进而转向文明旅?行
#

。

（
M

）文明旅?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多

管齐下”的社会治理。对?客文明行
#

的

积极引导
M

非“一家之事”，而是必须“多管

齐下”的多方协力。?客不文明行
#

的
'

生不宜仅归咎?客自身素质，科学合理的景

点规划建设，便捷完善的服务设施对阻止?

客不文明行
#

具有建设作用。景区客流密

度越高，?客间模仿行
#

将更
#

显著，特
.

是景区
+

部?客数量超载时，?客易呈现追

求“自我”的行
#

倾向，或将导致不文明行

#

的形成。面临此类情癋时，如能更加合理

安排出行时间与客流的空间分?，将极大降

低不文明行
#

的发生概率。

（
T

）文明旅?政策的正向激励与负向

约束均必不可少。对?客文明行
#

的
3

励

机制、对?客不文明行
#

的惩罚机制，二者

均对?客文明出行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当前政策对旅?过程中?客的不文明行
#

有比较明确的惩罚制度设定，但相对缺乏对

?客文明行
#

的
3

励制度?局，未来可考虑

建立面向?客文明行
#

的正向激励机制，包

括精神
3

励与物质
3

励等。舆论媒体的正

确引导与积极报导同样缺一不可。与此同

时，
9

化?客对不文明行
#

相关惩处措施的

解，有助於?客进一步
9

化自我约束与自

我规范，对文明秩序保持应有敬畏，从根本

上眂除不文明行
#

的生长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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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理论贡献与研究局限

（
K

）扩展的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模型

成功运用於文明旅?研究领域，较好地解释

了?客文明行
#

形成的
+

因及影响因素，在

原本的价值
?

信念
?

规范理论上引入了预期

情感与社会规范两个变量，
#

文明旅?研究

开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理论工具。

（
M

）现阶段围绕文明旅?的研究成果，

多数关注“反向”的不文明旅?行
#

的
+

因、影响及路径上，对促进文明旅?的影响

因素与作用机理的“正向”研究相对偏少，

且引入外界理论开展量化研究的文明旅?

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研究尝试引入环境

学理论对文明旅?的
+

因进行“正向”探

索，一方面旨在拓展?客文明行
#

研究的理

论范畴，矨清?客文明行
#

的形成发生路

径，另一方面旨在优化既有工作机制，切实

提升?客文明素质与国民整体素质，进而助

力文明旅?的社会治理与旅?
'

业的提质

升级。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①问卷数量及

地域代表性稍欠。瞃下调研多集中於北京

市人文类景区，或将导致相关研究结论的代

表性下降，後续可考虑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与

覆盖面。②问卷代表性尚可进一步提升。

文中所用网上问卷?集手段
#

“
O

雪球式”

样本扩张模式，对老年人及未成年人的调查

样本偏少，未来可进一步优化对专属人群的

针对性抽样与研究。③问卷样本的准确度

也可能存疑。由於本研究主题
#

文明旅?，

当面对此类涉及自身“文明与否”的选择

时，被试样本或将呈现出“自我美化”的倾

向，从而导致精度下降，该方面的缺陷後续

可考虑通过案例分析、实验法等多样化研究

方法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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