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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

本研究基於生态自我、自我拓展以及认知评价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了生态

主题乐园的感知和谐与?客重?意愿之间的关。通过系统地梳理国
,

外相关文

献，构建了?客在环境信念的影响下，感知生态主题乐园的和谐氛围、自我反思、重

?意愿以及情绪（积极
Y

消极）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借助
TEM

份瞃上调研资料进

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客对生态主题乐园的感知和谐对其重?意愿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当?客在乐园中体验到和谐的环境与氛围时，他们更可能
-

生再

次?玩的意愿。此外，积极情绪对重?意愿
-

生积极影响，而消极情绪则起到削弱

作用。在此过程中，自我反思扮演著仲介角色，?客在体验过程中的反思有助於他

们更深入地理解自身感受和需求，进而影响他们的重?
(

策。同时，环境信念作
&

调节变数，在?客感知和谐与重?意愿之间发挥著重要的调节作用。那些持有
1

烈环境信念的?客，在感知到乐园的和谐氛围後，更可能
-

生积极的情绪和自我反

思，从而增
1

他们的重?意愿。

关键词：感知和谐；生态主题乐园；重?意愿；自我反思；情绪；环境信念；认知评价

理论

中图分类号：
]NI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Ｈａｒｍｏｎｙ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ｍｅＰａｒｋｓ牶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９７



ＬｉＸｉ１　 ＺｈａｎｇＹｕｑｉ２　 ＤｕＹｕｎｑｉａｎ３

牗１．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牞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ｃａｏ牞Ｍａｃａｏ牷

２．Ｚｈｕｈａｉ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牞Ｚｈｕｈａｉ牷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牞Ｚｈｕｈａｉ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牞Ｚｈｕｈａｉ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 +0*%*(&0"%


)+%, -.+*24; )+%,


+</"')&*' -.+*24; "'5 0*('&-&3+ +3"%1"-&*' -.+*24; -.+

)-154 &'3+)-&("-+) -.+ 2+%"-&*').&/ $+-6++' -*12&)-)


6&%%&'('+)) -* 2+-12' "'5 -.+ /+20+&3+5 ."2#*'4

*, +0*%*(&0"% -.+#+ /"2^)7 @,-+2 0*'510-&'( " )4)-+#"-&0 2+3&+6 *, 2+%+3"'- %&-+2"-12+; " #*5+% &)

5+3+%*/+57 d- &'3+)-&("-+) -.+ &'-+2"0-&*') $+-6++' -*12&)-)


/+20+&3+5 ."2#*'4 &' +0*%*(&0"% -.+#+

/"2^); )+%,


2+,%+0-&*'; 2+3&)&- &'-+'-&*'; "'5 +#*-&*') W /*)&-&3+Y'+("-&3+X ; "%% *, 6.&0. "2+ ",,+0-+5

$4 +'3&2*'#+'-"% $+%&+,)7 @' +#/&2&0"% "'"%4)&) *, TEM *'%&'+ )123+4 2+)/*')+) ,*1'5 -."- -*12&)-)



/+20+&3+5 ."2#*'4 &' +0*%*(&0"% -.+#+ /"2^) .") " )&('&,&0"'- /*)&-&3+ &#/"0- *' -.+&2 6&%%&'('+)) -*

2+-12'7 L.+' 3&)&-*2) +'0*1'-+2 " /+"0+,1% +'3&2*'#+'- "'5 "-#*)/.+2+ &' -.+ /"2^; -.+4 "2+ #*2+

%&^+%4 -* 2+-12'7 ]12-.+2#*2+; /*)&-&3+ +#*-&*') &'02+")+ 2+3&)&- &'-+'-&*'; 6.&%+ '+("-&3+ +#*-&*')

5+02+")+ &-7 J+%,


2+,%+0-&*' /%"4) "' &#/*2-"'- 2*%+ &' -.&) /2*0+)); ") -*12&)-)


2+,%+0-&*') 512&'( -.+&2

+</+2&+'0+ .+%/ -.+# ("&' " $+--+2 1'5+2)-"'5&'( *, -.+&2 +#*-&*') "'5 '++5); &',%1+'0&'( -.+&2

5+0&)&*' -* 2+-12'7 ]12-.+2#*2+; +'3&2*'#+'-"% $+%&+,) /%"4 " #*5+2"-&'( 2*%+ &' -.+ 2+%"-&*').&/

$+-6++' -*12&)-)


/+20+&3+5 ."2#*'4 "'5 -.+&2 6&%%&'('+)) -* 2+-12'7 9.*)+ 6&-. )-2*'( +'3&2*'



#+'-"% $+%&+,) "2+ #*2+ %&^+%4 -* ,++% /*)&-&3+ +#*-&*') "'5 2+,%+0- *' -.+#)+%3+) ",-+2 +</+2&+'0&'(

-.+ /"2^


) ."2#*'4; &'02+")&'( -.+&2 %&^+%&.**5 *, 2+-12'&'(7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
/+20+&3+5 ."2#*'4D +0*%*(&0"% -.+#+ /"2^D 6&%%&'('+)) -* 2+3&)&-D )+%,


2+,%+0-&*'D

+#*-&*'D +'3&2*'#+'-"% $+%&+,D 0*('&-&3+ +3"%1"-&*' -.+*24

引　言

随著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於通

过旅?来陶冶情操。在这种背景下，生态主

题乐园逐渐崭露头角，它们通过人
#

地创造

或再现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模拟有利或不

利的环境，以研究生物环境与?客之间的相

互作用。
KIUI

年，
]7L7K

特教授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创建了世界上首个生态主题乐园，

这标?著人工生态环境乐园的诞生。

现代生态主题乐园（
b0*%*(&0"% 9.+#+

c"2^

）运用特定设施，再现自然环境条件，通

过技术设施营造出一种“超真实”的自然环

境，与乐园的生态主题相得益彰。这类乐园

是围绕特定主题建立的人造?乐园，其中的

动植物和?乐设施都紧密围绕其“生态”核

心进行构建。例如，珠海长隆海洋王国、香

港海洋公园等都是生态主题乐园的典型代

表。它们运用技术手段，将自然与人造环境

相融合，
#

?客提供仿佛置身於大自然中的

独特体验和感受。

#

了营造更加逼真的环境，这些乐园常

常?用现代科技手段，如
:

拟实境、增
9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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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多媒体等，将?客带入一个高度模拟的

世界，使他们能
-

深刻感受到自然与人造环

境相融合所带来的美丽、神秘和魅力。生态

主题乐园不仅
#

?客提供了
1

乐和休盻的

场所，同时也
#

生态研究和环境保护提供了

宝贵的实践平台。而人类生态学家提出的

两个问题———“生态人造环境的模拟如何

与自然相适应？”以及“人与人造环境之间

如何发生相互作用？”对本研究
'

生了深远

的影响和
$

发。

从本质上来看，生态主题乐园的消费者

行为也可以被理解
#

生态旅?的范畴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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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仅是人们追求高质量旅?

体验的重要途径，更是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具体实践。然而，以往对於生态旅?的研

究主要侧重旅?体验和服务品质，从价值的

交
5

视角来探讨?客的重?行为，如从服务

质量方面开展相关研究（曾武灵等，
MFKK

）。

实际上，随著全球疫情的逐渐缓解，人类逐

渐步入後疫情时代，此次全球疫情的发展迫

使人们更加关注生存环境，同时也激发人们

对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的深入反思。这种

反思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上，更

在人们的生活和行
#

方式上对消费者
'

生

深远影响
W:.&'; +- "%7; MFMFX

。与此同时，旅

?者在特定环境中，也会思考其与环境之间

的关，这会成
#

旅?者体验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值得关注与探讨。
#

此，本研究致力

於探讨在後疫情时代背景下，旅?者对人与

环境之间的和谐度感知，以及自我反思如何

影响消费者对生态主题乐园的价值判断，从

而能
-

从服务管理以外的视角来理解生态

主题乐园的消费者行为。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借助
`+0&

和
A4"'

（
KISN

）的认知评价理论，从环境价

值角度深入剖析生态主题乐园中?客的行

#

模式，
#

乐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

探究感知和谐在?客体验中的表现，揭示个

人反思和情绪在感知和谐与重?意愿之间

的仲介作用。此外，关注?客的情绪变化及

环境信念的调节作用，以全面理解?客体

验。最终，提出实质性建议，助力生态主题

乐园优化?客体验，实现可持续发展。

#

了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本研究细考

察了?客在?览生态主题乐园後的感知和

谐度、积极与消极情绪、自我反思、环境信念

以及重?意愿等多个方面，旨在通过综合分

析?客的环境信念、情绪反应和自我反思等

多个维度，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客对生态主

题乐园的感知与反应。本研究及其成果不

仅有助於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客的需求和

期望，更能
#

生态主题乐园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和
$

示。

１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１１　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整体模型建构是基於以下三

个理论：一是生态自我理论。“生态自我

（
b0*%*(&0"% )+%,

）”是深层生态学提出的一

个重要概念
;

是其“自我实现”理论得以确立

的基础。“生态自我”的概念与东方的物我

观有著紧密的联。
5

句话来
8

，生态自我

是自我图式中关於个体在与自然环境的互

动中形成的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情感、行
#

以及对这种认知、情感与行
#

的意识体验。

１８



生态自我
9

调人在与自然界关联时
'

生的

一种共性体验，例如人与树是物理上分离

的，但是从生态自我来看，自我意识可以涵

盖到自然界
WJ-21#)+; MFFEX

。因此生态自我

理论就可以理解
#

，当人处於自然环境或者

模仿自然的环境时，会意识到自己与环境之

间的关，进而开展自我评估和定义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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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我拓展理论（
J+%, ? +<



/"')&*'

）。自我拓展理论是由
@2*'

和
@2*'

提出，其主要
9

调人们通过关来扩展自己

的自我概念，这种扩展不仅限於物质资源或

技能，还包括情感、认知和社会身份等方面。

过去已经有学者将自我拓展理论用於人与

环境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拓展可以将
+

在

的道德因素与自然界的现象联起来，?由

此激发消费者的亲环境行
# W J0.1%->;

MFFKX

。本研究情境中，当旅?者到生态主

题乐园休盻观光时，?客与生态主题乐园中

的模拟环境
'

生关联，从而将生态环境相关

认知纳入到生态自我之中。此时，旅?者就

会基於自身经历对人与自然的关开展反

思和评估，这眧的反思和评估可能是针对自

己的过往经历，也有可能是反思人与生态环

境的相互影响关。第三是认知评价理论。

认知评价理论（
:*('&-&3+ @//2"&)"% 9.+*24

，

简称
:@9

）由
`+0&

和
A4"'

於
KISN

年提出，

它阐释了人对於客观事件、事物的观点和评

判。
V">"21)

（
KIIK

）指出，直接和无意识的

评估可能仲介各种刺激与情绪反应之间的

关。此外，
:@9

理论
9

调情绪对行
#

反

应的影响，形成“刺激———评价———情绪”

的连续过程。
:@9

认
#

，刺激通过评价间

接影响情绪，因此刺激、评价和情绪三者之

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近年来，认知评价理论

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逐渐成
#

解释旅?中?

客行
#

的理论基础。在本研究中，认知评价

理论结合生态自我和自我拓展理论，将更
#

全面地揭示在人与自然关的逻辑视角下，

旅?者如何通过外部刺激感知转化
#+

在

反思与评价，?形成特定的情感反应，进而

影响旅?者的总体态度和行
#

。

因此，本研究以上述三个理论
#

基础，

旨在探讨生态主题乐园?客通过环境信念

的调节，对感知和谐、情绪、自我反思以及重

?意愿之间的关展开研究。本研究使用

了与以往同类研究不同的理论基础，可以对

生态主题乐园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借鉴意

义的不同视角。

１２　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

在消费者行
#

研究中，除了探讨服务品

质的作用机制外，氛围和环境对於消费者的

影响也是重要的研究视角，例如旅?和?轮

等领域
+

对服务景观的研究就属於此类范

畴
W`*'( \ J&1; MFKTD V41; +- "%7; MFKED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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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业领域中

也开始关注环境中的和谐对消费者行
#

的

影响，例如
!"2"1)

就对零售情境下的环境

和谐对消费者的影响开展了探讨。在本研

究中，感知和谐扮演著“刺激”部分，而自我

反思则作为 “评价”部分存在。基於认知评

价理论模型，
@%>++2

和
[+'#+2"$+- WMFMT

）认

#

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紧密相连，互
#

影

响，共同塑造个体的心理和行
#

。此外，我

们也注意到其他研究领域中也有关於感知

和谐与自我反思的探讨，如
A*$+2-)

等

WMFMKX

指出，後疫情时代，环境变化促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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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
#

关注环境与人的感知与反思。而感

知和谐，作
#

?客通过感官接触旅?客体及

环境条件後
'

生的心理反应过程，全面体现

了其对旅?地
'

品和服务的综合感知。
J.&

等
WMFKIX9

调，生态旅?中，人与动物共处

的和谐状态将促使?客对生态环境进行深

度反思。
Z"$"'&*-*1

（
MFMF

）则认
#

，感知和

谐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下的心理现象，有

利於引发
+

省思考，?促进个体对环境变化

的适应性调整。有关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

的关，
@$512"&#*3'"

（
MFMT

）一针见血地指

出，感知和谐发展了自我反思，自我反思又

可以被视
#

感知和谐发展的一般基础，因

此，两者之间是一个互动和自我激励的过

程。

因此，基於以上推断提出以下假设：

OK

：感知和谐会显著性地正向影响自

我反思。

１．３　自我反思与积极／消极情绪

a"'

和
:


-

é
WMFMMX9

调，情绪表达会影

响人们情绪反应和各个领域的行
#

。情绪

通常被划分
#

积极与消极两大类
.

。积极

情绪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
'

生显

著的正面效应。
V+'(&+>"

等（
MFKI

）认
#

愉

*

的积极情绪体验会导致旅?者幸福指数

提高，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愉
*

的情感体

验、身心的舒适放、精神的饱满充实、思维

的敏捷灵活，以及积极向上的行
#

表现。而

消极情绪是在特定行
#

过程中，由外部或
+

部因素引发的一种负面情绪，从而导致个体

陷入一种焦虑悲伤的状态，无法继续完成工

作或无法正常思考的精神状态（赵新元，

MFMK

）。
a"%*2

等（
MFMM

）认
#

在自我反思过

程中，个体可能会触及到一些不愉快的记忆

或情感，从而引发消极情绪，导致个体的行

为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这种情绪状态可

能阻碍个体的正常思维和行
#

，对个体的心

理健康和日常生活
'

生不良影响。与此同

时，反思也可能帮助人们建立更
#

正确的自

然观和价值观与发展观，进而
'

生较
#

积极

的情绪反应
WJ-+&' \ !2"'-; MFKUX

。由此可

见，不同的旅?者可能因
#

其过往经历不

同、物我关之认知不同而
'

生完全不同的

情绪反应。
#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OM

：自我反思对积极情绪有显著性地

正向影响；

OT

：自我反思对消极情绪有显著性地

正向影响。

１４　情绪与重?意愿

情绪对於旅?者消费行
#

的研究已经

在很多研究中被确认，对於旅?者的重到

访而言，
J*'(

等（
MFMK

）开展的研究就证明，

积极情绪明显增加了再次光顾的意愿。而

情绪对於重到访行
#

的影响可能是基於

地方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例如，
f+$$*12&

等
WMFMMX

指出，积极情绪可促进参与者产生

场所依恋，使参与者萌发景点传播与重?意

愿之行
#

。
]%*6+2

等
WMFMKX

也认同这个观

点，还通过?客前往休盻场景观察动物建立

的情绪联，指出?客对动物做出的情绪反

应，会对野生动物旅?重?意愿产生长期影

响。此外，
@.'

和
_6*'WMFMFX

通过研究指

出，顾客对
E

色酒店品牌产生情绪反应是作

#

旅客是否重?意愿的价值体现。
#

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OU

：积极情绪对重?意愿有显著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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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

ON

：消极情绪对重?意愿有显著性地

负向影响。

１．５　环境信念的调节效应

信念被认
#

是人们理解世界的解释框

架的范畴（
a"' `&B^; 97 @7

，
MFMT

），例如，环

境信念往往是个体对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以

及人与自然关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综

合体现。这些信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境

的认识程度，还影响了他们对待环境问题的

态度和行
#

。例如，王建华和钭露露

（
MFMK

）就发现，环境价值观水准较高的个

体往往会根据对环境及环境变化的感知改

变自身的行
#

，这眧的行
#

当然也包括了心

理方面的反思行
#

，即当人们拥有较
9

的环

境信念时，面对环境的感知和谐，可能激发

更
#

深入的反思。此外，当关注自我反思与

情绪之间的关时，拥有较
9

环境信念的群

体，其在正确的环境态度和价值观指导下，

拥有更多的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行
#

与

记忆
W8+5&'"; +- "%7; MFKIX

，同时会对自己应

对环境问题的能力
'

生积极回应
WO1"'(;

MFKQX;

而上述回忆和能力感知可能进一步
9

化反思与积极情绪之间的关，同时，也会

=

弱自我反思与消极情绪之间的关。有

关环境信念的调节作用也在不少研究中被

证实。例如，
A&$+&2*

（
MFMT

）就探讨了环境

信念对
Z

世代旅?者在亲环境行
#

方面的

调节作用；再如
A+."'

（
MFMU

）在研究巴基斯

坦人力资源
E

色管理中，也验证了环境信念

所具有的调节效应。基於上述研究，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OQ

：环境信念对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

之间的关有显著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OE

：环境信念对自我反思与积极情绪

之间的关有显著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OS

：环境信念对自我反思与消极情绪

之间的关有显著性的负向调节作用。

#

此，本研究的模型框架如图
K

所示。

图
K

　研究模型架构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测量工具

感知和谐量表使用了
J1$&>"? c

é
2+>

等

人（
MFKI

）的
E

道题的量表；自我反思部分

选取了
!2"'-

等人（
MFFM

）使用过的量表，有

U

道题；情绪部分分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

绪，使用了
J*'(

等人（
MFMK

）使用的量表进

行数据?集，其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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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重?意愿则使用了
@2&4"

等人（
MFMF

）的

量表，共计
T

个题目；环境信念使用了
A"#



0.12 B++

（
MFKNX

的量表，共计
T

个题项。

２２　抽样设计

本研究首先瞃上选择过去一年间曾经

到访过生态主题乐园的
KFF

位?客作
#

对

象进行预调研，在确认预调研资料信度和效

度理想的情癋下，开始正式调研。
#

体现对

环境的负责任之态度，使用了电子版本的问

卷进行调研。
#

保证资料收集的可靠性，被

调查对象应该具备以下特徵：首先，在
MFMT

年
KM

月
MF

日至
MFMU

年
K

月
KN

日期间曾

到访过生态型主题公园的?客；其次，被访

人员需
# KS

岁以上的成年人。研究者在开

始调研时，在调查
8

明部分突出
9

化本研究

的调查目的，?在获得被调查者点击同意参

与调研的条件下，才会开始进入问卷填写环

节。另外，笔者
#

了保证调查中资料的准确

性，在问卷中还设置了
M

道逻辑问题用来检

测本问卷资料的有效性，同时，还设置了
K

道注意力控制题目来判定被调查者填写问

卷时的状态。最後，研究者会监控被访者答

题的时间，由於该问卷的平均做答时间
#

M


N

分钟，
#

此，对於答题时间小於
TF

秒的

问卷也予以
N

除，从而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

性。最终，证实调研的抽样方法使用了便捷

抽样的方法（
:*'3+'&+'0+ )"#/%&'(

），共计

回收有效样本数量
# TEM

份。受访者基本

情癋如表
K

所示。

表
K

　受访者基本资料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WG X

累积百分比
WG X

性
.

男
KEQ UE7T UE7T

女
KIQ NM7E KFF

年龄段

KS H MN

岁
TT S7I S7I

MQ H TF

岁
KFN MS


M TE


K

TK H UF

岁
KMM TM7S QI7I

UK H NF

岁
ES MK IF


I

NK H QF

岁
KE U7Q IN7U

QK

岁及以上
KE U7Q KFF

受教水平

初中及以下
UU KK7S KK7S

高中
KTT TN


S UE


Q

大学
KTS TE7K SU7E

硕士及以上
NE KN


T KFF

职业

学生
SI MT7I MT7I

个体经营者
KUK TE7I QK7S

技术人员
QM KQ7E ES7N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UE KM7Q IK7K

无业、待业或离退休人员
KK T7F IU7K

其他
MM N7I K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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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

　受访者基本资料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WG X

累积百分比
WG X

月收入

TFFF

元及以下
KFI MI


T MI


T

T FFK H N FFF

元
QM KQ


E UQ


F

N FFK H EFFF

元
QQ KE7E QT


E

E FFK H I FFF

元
QN KE7N SK7M

I FFK H KF FFF

元
TU I


K IF


T

KF FFK

元及以上
TQ I


E KFF

合计
TEM KFF


F KFF


F

２３　资料分析

本研究首先使用
JcJJ

对资料进行品

质检查，包括对资料的正态分?、共同方法

偏差进行分析，然後对测量模型进行分析，

以及借助
@8hJ

开展结构方程分析。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资料品质分析

#

了降低资料
'

生的共同方法偏差

（
:8a

）对於结果有效性的影响，本研究使

用了
O"2#"'

’
) )&'(%+ ,"0-*2 -+)-

来检查共同

方法偏差。如果结果小於
NFG

，则
0

有严

重的
:8a

问题（
c*5)"^*,,

，
+- "%7

，
MFFT

）。

结果表明，第一个因素解释了
TI7EIMG

的变

?，
8

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较小。

从所回收资料的峰度和偏度来看，峰度
M

对

值在
F


ETI H K


KSK

之间，偏度
M

对值在

F


UMN H F


QQS

之间，因此符合正态分?的

要求。

３２　测量模型分析

本研究?用
@8hJMU

对资料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所有变数的因数荷载介於

F


EKF H F


IKM

之间，都达到了学者建议的

F


E

以上的标准
WO"&2; +- "%7; MFKFX

。各个变

数的 组 成 信 度
:*#/*)&-+ A+%&"$&%&-4

在

F


SMK H F


IMN

之间，都达到学者建议的大

於
F


E

的标准，即各个变数都具有良好的
+

部一致性
Wf*)+/. ] O"&2 f2; +- "%7; MFKQX

。本

研究?用
@3+2"(+ a"2&"'0+ b<-2"0-+5 W@abX

来评估各个变数的
:*'3+2(+'- a"%&5&-4

。从

表
M

可以发现，各个变数的
@ab

介於
F


QFN

H F


EKQ

之间，均达到学者建议的
F


N

以上

的标准
Wf*+ ] O"&2 f2; +- "%7; MFKUX

。
]*2'+%%

等
WKISKX

认
#

，每个变数的
@ab

开根号均

应大於其与其他变数的皮尔森相关数，方

可视
#

具有区
.

效度。从表
T

可以发现，所

有变数的
@ab

开根号都大於它与其他变数

的相关数，因此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区
.

效

度。

３３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用
@8hJ

的最大似然法对理论模型

的各个假设进行检验。模型拟合度指标都

达到了满意的水准
WO"&2; +- "%7; MFKFX

，见表

U

。由表
U

可知，本研究所有假设都得到支

援，具体的路径数见表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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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

　
:]@

分析结果

构念 题项 标准化因数载荷
平均方差萃取

@ab

值

组合信度

:A

值

感知和谐
@K

这眧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
F


SNU F


QUF F


IMN

@M

很容易理解这眧所表达的主题
F


EQE

@T

这眧的规模让我很满意
F


SSQ

@U

这是一个和谐的环境
F


EIN

@N

这眧的不同部分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
F


EQM

@Q

这眧真美
F


ENS

@E

这是一类有趣的乐园
F


EEF

自我反思
[K

我经常审视自己的感受
F


SIN F


QMN F


SQS

[M

我
0

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行为方式
W

反向题
X F


EKF

[T

我经常花时间反思自己的想法
F


ENM

[U

我经常思考自己对此类乐园的感受
F


EIT

积极情绪
:K

来到这眧让我感到快乐
F


SEM F


QSK F


SQN

:M

来到这眧让我感到愉快
F


SKQ

:T

来到这眧让我感到很高兴
F


ESQ

消极情绪
`K

来到这眧让我感到愤怒
F


EIK F


QFN F


SMK

`M

来到这眧让我感到不愉
* F


EUE

`T

来到这眧让我感到悲伤
F


EIT

重?意愿
bK

我重
K

了此类乐园
F


SII F


EFK F


SEN

bM

我脑海中浮现出许多此类乐园的记忆
F


STT

bT

我想马上联家人重新?玩此类乐园
F


EEN

环境信念
]K

当代人应确保为子孙後代而保护此类乐园的环境
F


IKM F


EKQ F


SST

]M

?客有责任尽其所能保护此类乐园的环境
F


SMI

]T

我总是寻找环境方面的资讯
F


EIT

表
T

　区分效度分析

感知和谐 自我反思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重?意愿 环境信念

感知和谐
F


SFF

自我反思
F


UKQ

nn

F


EIF

积极情绪
F


USE

nn

F


UIT

nn

F


SMQ

消极情绪
? F


UMK

nn

? F


UFQ

nn

? F


UUI

nn

F


EES

重?意愿
F


TIN

nn

F


UTT

nn

F


TII

nn

? F


TEU

nn

F


STE

环境信念
F


TEE

nn

F


NNF

nn

F


TIM

nn

? F


USK

nn

F


TNF

nn

F


S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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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U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指标

指标类
.

评价指标 拟合标准 模型拟合结果 受否达标

M

对拟合值数 卡方
Y5, K? T K7QKF

是

!]d

＞
F


I F


ITM

是

@!]d

＞
F


I F


IKT

是

A8Jb@

＜
F


FS F


FUK

是

增值拟合度指数
d]d

＞
F


I F


IEE

是

g]d

＞
F


I F


IUM

是

:]d

＞
F


I F


IEE

是

简约拟合度指数
c!]d

＞
F


N F


ETM

是

cg]d

＞
F


N F


SKS

是

表
N

　路径分析

假设
b)-&#"-+ J7b7 :7A7 c

结果

OK

感知和谐
? ? ? l

自我反思
F


NKF F


FNU I7UMM F


FFF

成立

OM

自我反思
? ? ? l

积极情绪
F


QKN F


FNU KK7KQM F


FFF

成立

OT

自我反思
? ? ? l

消极情绪
? F


NTF F


FNT ? S7SFS F


FFF

成立

OU

积极情绪
? ? ? l

重?意愿
F


TMS F


FQU N7QNF F


FFF

成立

ON

消极情绪
? ? ? l

重?意愿
? F


TKF F


FEN ? N7KUM F


FFF

成立

３４　环境信念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应用
c2*0+))

模组来考察环境信

念在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之间、感知和谐与

积极情绪之间，以及自我反思与消极情绪之

间关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环境信念对

於上述三条路径上的调节效应均显著。
#

此，假设
OQ

、假设
OE

、假设
OS

均得到验证。

上述资料分析结果详见表
Q

、表
E

和表
S

。

#

进一步检验调节效果的方向，特将相

关调节效应进行视觉化，如图
M

、图
T

和图
U

所示。结果显示，环境信念对感知和谐与自

我反思之间，以及对自我反思与积极情绪之

间关的调节效应均
#

正向。而环境信念

对自我反思与消极情绪之间关的调节则

#

负向。

表
Q

　环境信念对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之间

关的调节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常数
４．７９６

（６１．９４４）

４．７９６

（６９．９４８）

４．７１０

（６４．７２３）

感知和谐
０４２９

（８．７９９）

０２５１

（５．３８２）

０２６４

（５．７２３）

环境信念
０４３８

（１０１３９）

０４６６

（１０６９７）

感知和谐

环境信念

００８３

（３．２０５）

Ｒ２ ０１７３ ０３５３ ０３７１

调整Ｒ２ ０１７１ ０３５０ ０３６６

Ｆ值
Ｆ＝７７．４１６，

ｐ＝００００

Ｆ＝１００７５３，

ｐ＝００００

Ｆ＝７２．２８２，

ｐ＝００００

　因变量：自我反思；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括号眧面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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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环境信念对感知和谐与积极情绪之间

关的调节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常数
４．７８９

（６２．８４８）

４．７８９

（６３．６５７）

４．６８５

（５３．３５８）

自我反思
０５０７

（１０９０１）

０４０９

（７．４３３）

０４２３

（７．６８０）

环境信念
０１７１

（３．２５４）

０２１２

（３．８３３）

自我反思

环境信念

００６８

（２．２７８）

Ｒ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４

调整Ｒ２ ０２４１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９

Ｆ值
Ｆ＝１１８．８３９，

ｐ＝００００

Ｆ＝６６．２５２，

ｐ＝００００

Ｆ＝４６．３９９，

ｐ＝００００

　因变量：积极情绪；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括号眧面为ｔ值

表８　环境信念对自我反思与消极情绪之间

关的调节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常数
３．２４４

（４１．７０４）

３．２４４

（４４．２５５）

３．１２６

（３６．６３４）

自我反思
－０４０６

（－８．５４０）

－０２０２

（－３．７７３）

－０１８７

（－３．４９０）

环境信念
－０３５４

（－６．９０２）

－０３０８

（－５．７３１）

自我反思

环境信念

００７６

（２．６３４）

Ｒ２ ０１６５ ０２６０ ０２７４

调整Ｒ２ ０１６２ ０２５６ ０２６８

Ｆ值
Ｆ＝７２．９３３，

ｐ＝００００

Ｆ＝６４．８８０，

ｐ＝００００

Ｆ＝４６．２６３，

ｐ＝００００

　因变量：消极情绪；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括号眧面为ｔ值

图
M

　环境信念对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之间

关的调节效应

图
T

　环境信念对自我反思与积极情绪之间

关的调节效应

图
U

　环境信念对自我反思与消极情绪之间

关的调节效应

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生态主题乐园?客

感知和谐与重?意愿之间的关，?通过实

证分析验证了所构建概念模型的有效性。

文中的假设都获得验证，感知和谐、积极
Y

消

极情绪、自我反思、重?意愿以及环境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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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且模型的组合信度

和收敛效度均达到要求水准，展现出良好的

+

在品质。总体来看，生态主题乐园的感知

和谐对?客的重?意愿具有重要影响，而自

我反思、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的推导效果得到

验证，与此同时，环境信念在上述影响过程

中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确认。

具体而言，管以往学者都验证了?客

对生态主题乐园的感知和谐对其重?意愿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例如，
m&1

等（
MFMM

）

证明了?客对於环境和谐的感知在极大程

度上会影响其再次到访的行
#

意愿；
L+&

等

（
MFMM

）也证明了当?客在乐园中感受到和

谐的环境和氛围时，他们更有可能
'

生再次

?玩的意愿。但是，以往学者较少关注感知

和谐与重游意愿之间的
+

在影响机制。本

研究以生态自我理论、自我拓展理论、认知

评价理论
#

基础，提出了感知和谐与重游意

愿之间的
+

在逻辑瞃路，?验证了上述逻辑

瞃路的正确性。由此可见，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思，在生态主题乐园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笔者在本次研究中运

用自我反思来阐述仲介的过程，这一点与

f&"'(

等（
MFMT

）所指出的一致，即?客在体

验过程中的反思能
-

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

解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

的重?
,

策。此外，本研究中积极情绪和消

极情绪对於行
#

意向的影响也与
9"'

和
V&

（
MFMU

）的结果一致，即积极情绪也对重?

意愿
'

生积极影响，而消极情绪则相反，会

削弱重?意愿。同时，本研究中有关环境信

念调节作用的结论也与以往学者高度一致。

例如，̀
+#&2

等（
MFMK

）将环境信念作
#

调节

变数，确认了在?客感知和谐与重?意愿之

间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而本研究进一

步
8

明了上述调节作用的
+

在机理，即拥有

9

烈环境信念的?客，在感知到乐园的和谐

後，更有可能
'

生积极的情绪和自我反思，

进而增
9

他们的重?意愿。

本文中环境信念的调节作用之验证，也

与以往学者的结论较
#

一致。在以往学者

的研究中，
L"'(

等（
MFMT

）证明了感知和谐

会更加显著地影响自我反思。环境意识比

较
9

的?客，将会更加注重酒店的选择。其

次，环境在自我反思与积极情绪中，可以得

出信念越
9

，反思对於积极情绪的影响较
#

正面。
]"1>&

等 （
MFMM

）同样认
#

，当?客在

良好的环境中受到启发，他们的环境信念会

得到加
9

，从而更加倾向於反思自己的行

为，?在反思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这

种积极的情绪反馈又会进一步促进?客在

日後的生活中更加注重环保，形成一个良性

的互动循环。此外，关於环境在自我反思与

消极情绪中，环境信念越
9

，反思所带来的

消极情绪越
9

。同样，
8"("'*

等（
MFMT

）
8

明了?客在体验中
'

生了自我反思和负面

消极情绪，其会对这些场所
'

生严重的负面

情绪，对自己的行
#'

生自责或
+

疚感，从

而不再前往目的地进行重?。综上所示，环

境信念的不同将会让个体面对生态主题乐

园时
'

生不同的反应，可见环境信念在本研

究模型架构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结论显示，旅?者的个人反思具

备了一个双向的介导作用。总的来
8

，当环

境之感知和谐品质非常高，表现非常完美

时，?客个人反思将会带来混合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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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自我反思到积极情绪路径的
-

值数
# KK7KQM

，自我反思到消极情绪路径

的
-

值数
#? S7SFS

，可见，管自我反思会

带来两种情绪的效应，积极情绪还是?主导

地位。因此，生态主题乐园在管理和运营过

程中，应注重提升?客的感知和谐体验，通

过创造和谐的环境和氛围，激发?客的积极

情绪，促进?客的自我反思以及培养?客的

环境信念，增
9

?客的重?意愿，从而实现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些发现
#

生态主题

乐园的管理和运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

示

和实践指导。

４１　理论
%

示

在学术领域中，通过运用认知评价理

论，对感知和谐、自我反思、积极
Y

消极情绪、

重?意愿以及调节环境信念进行综合分析，

这一理论模型框架有助於研究者深入剖析

个体如何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形成?调节自

身的认知与情感反应，进而对其行
#

意愿和

,

策过程
'

生影响。

首先，将生态自我与自我拓展引入到生

态旅?相关领域中，把感知和谐与自我反思

等构念整合进入研究框架，能
-

有效
$

发对

旅?者个体
+

心世界的深入探索。这一结

合不仅有助於理解在变革性旅?体验的环

境下
WZ."*; +- "%7; MFMTX

，旅?者如何通过反

思来调整自身的认知和行
#

，还能
#

环境心

理学和人机交互等领域提供全新的研究视

角，探索如何设计更符合使用者心理需求的

'

品或服务。

其次，积极
Y

消极情绪在学术研究中一

直备受关注。通过将其纳入认知评价理论

框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情绪如何影

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和
,

策制定。这对於情

绪心理学、行
#

经济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
$

示意义，有助於揭示情绪在个体行
#,

策中

的核心作用。

再次，重?意愿作
#

旅?和休盻旅?研

究领域的关键概念，通过与认知评价理论的

结合，能
-

更加深入地理解?客对旅?目的

地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如何影响其重?

意愿。这一研究有助於旅?规划和管理部

门制定更加有效的策略，提升?客满意度和

忠诚度。

最後，调节环境信念在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借助认

知评价理论，可以探究个体如何在
+

心世界

中权衡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以

及如何通过自我调节来改变个体的行
#

模

式和信念。这对於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４２　管理
%

示

本研究的主要管理
$

示如下：

首先，乐园应定期评估自身的设施、服

务、主题
+

容等，通过调查问卷、瞃上评价、

社交媒体等管道积极收集?客的回馈意见，

以识
.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鼓励员工

提出改进建议和创新想法，因
#

员工是乐园

日常运营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意见对於提

升?客体验至关重要。

其次，乐园应优化提升?加
9

合作，以

实现管理层面的感知和谐。具体而言，应确

保乐园
+

的设施、建筑和景观与主题和谐统

一，
#

?客创造舒适、协调的视觉体验。同

时，提供热情、专业的服务，确保?客在乐园

+

的体验流畅、愉
*

。此外，与周边社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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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良好的合作关，共同打造和谐的旅?环

境，也是提升?客体验的重要途径。

再者，乐园应注重管理与连接。通过设

计有趣的?乐专案、精彩的表演和互动活

动，激发?客的积极情绪。对於?客可能遇

到的不便或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解
,

方

案，以
=

少?客的消极情绪。同时，通过故

事
X

述、角色互动等方式与?客建立情感连

接，增
9

?客对乐园的忠诚度。

在利用科技进步推动主题乐园发展的

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动物的福利和生存条

件。这包括确保动物在乐园中得到适宜的

生活环境和护理，避免过度的人类干预和压

力，?促进?客对真实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了

解和关注。总之，随著科技的进步，生态主

题乐园在展示环境时需要更加注重和谐、平

衡和可持续性。我们应充分利用新兴技术

的优势，同时关注自然界生物的福利和生存

条件，确保这些乐园能
-

真正实现保护环

境、促进生态旅?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通过不断优化?客体验和提升生态福

利，生态主题乐园将在未来发展中迎来更加

广阔的前景。

４３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仅?取了

瞃上调研的方式，且未有明确针对某个特定

生态主题乐园的具体案例地。考虑到生态

主题乐园的种类非常多样，因此本研究
0

有

对不同类型生态主题乐园的
+

部差?进行

分析。第二，研究聚焦於感知和谐这个要

素，未将乐园本身的品质加以考虑，未来可

以将其整合进入模型中进行分析。相信此

举将有助於更
#

全面理解生态主题乐园的

?客体验与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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