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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which mostly used objective data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the paper uses haze 
weather image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segmented decision-making theory and the destination terrain image theory, 
the haze weather imag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national haze weather emotional perception and national haze weather cognitive 
perception, and the role path of haze weather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inbound tourism intention is discussed. It is hoped 
that in the follow-up research process, empirical re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based on objective data to better verify the academic 
viewpoints propos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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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于以往研究多是采用环境污染客观数据开展研究，论文采用雾霾天气形象开展研究，依据分段决策理论与目的地形象
理论，将雾霾天气形象进一步细分为国家雾霾天气情感感知与国家雾霾天气认知感知，探讨雾霾天气影响中国入境旅游意
愿形成的作用路径。希望在后续研究过程中，能够基于客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更好地验证论文所提出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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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具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与文化旅游资源，近年

来旅游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但是相对而言，由于能源消耗

巨大，环境污染严重，雾霾天气已经成为外国游客心目中中

国的一个重要标签。短期内，雾霾天气形象会影响到中国的

入境旅游人数与入境旅游收入。从长期来看，入境旅游游客

人数的降低，使得潜在入境游客更加难以获得真实的入境旅

游体验并据此做出入境游决策，口碑效应在入境游决策过程

中的正向作用进一步下降，固有的雾霾天气形象在入境游决

策中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提升，从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导

致 2 国入境旅游业务逐渐萎缩。因此，研究国家雾霾天气形

象对中国入境旅游意愿形成的影响有其重要性、必要性与迫

切性。

2�文献综述

2.1�入境旅游决策相关研究

2.1.1 中观层面研究

学者们最初是从中观层面视角出发，探究旅游资源禀

赋对入境旅游意愿形成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均表明，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等自然景观与文化

景观对于游客入境旅游意愿的形成具有显著性作用，并且基

于美国国家公园、巴厘岛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表明，当自然旅

游资源禀赋、文化旅游资源禀赋知名度较高时，自然旅游资

源禀赋、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对入境旅游意愿形成的净效应较

大，是入境旅游意愿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旅游资源禀赋

之外，学者们也关注到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与入境旅游意愿形

成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旅游住宿、旅游交通、通信

网络等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均对入境旅游的人数、收入具有较

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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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宏观层面视角研究
已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游客来源国的 GDP，还是目

的地国家的 GDP 均与入境旅游人数、入境旅游收入具有显

著的相关关系。已有文献表明，入境旅游的相对价格对入境

旅游决策具有显著的作用。学者们的研究又发现，汇率对游

客的入境旅游决策具有显著性影响。汇率不仅对入境旅游决

策具有显著的净效应，而且还与相对价格形成交互效应影响

入境旅游决策。学者们尝试以对外贸易额、外资企业数量等

作为经济开放度的测度指标来探究经济开放度与入境旅游

决策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此外，

学者们还发现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气候、环境污染

等宏观层面因素在特定情境中均可能对入境旅游的人数、收

入具有显著性解释力 [1,2]。

2.1.3 微观层面视角研究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性别与入境旅游决策具有显著的

相关关系，在入境旅游决策作出前与作出后，这种相关关系

都是显著的。学者们将年龄这一因素引入到入境旅游决策

研究中来考察年龄与入境旅游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样本不

同、划分年龄组别的标准不同，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无论是个人的绝对收入还是个人的相对收入，基于不同样本

的研究均显示，个人收入对游客的入境旅游决策具有正向作

用。学者们还发现教育水平、旅游经历、旅游目的、目的地

了解程度、宗教等微观层面因素在特定情景中均可能对入境

旅游的人数、收入具有显著性解释力 [3,4]。

2.2�目的地形象相关研究
在旅游管理研究领域中，学者们逐渐发现目的地形象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其与旅游收入、游客数量、旅

游意愿等研究对象均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5,6]。目的地形象

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也较为丰富。学者们基于

不同的样本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学者们结合不同情

景展开目的地形象作用研究，发现目的地形象可能会具有正

向作用，也可能会具有负向作用。在以时间作为划分维度时，

目的地形象的长期影响与目的地形象的短期影响在作用强

度、作用范围、作用路径等方面均有差异 [7,8]。学者们的进

一步研究又揭示出目的地形象形成的众多影响因素，并提出

目的地形象细分层面研究的新观点，逐步丰富、完善了目的

地形象研究理论。

3�国家雾霾天气形象影响中国入境旅游意愿
形成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行为学研究成果证明，

在很多情境下人们做出决策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不同的

决策阶段中，人们侧重考虑的因素也是有显著差异的。正是

基于多阶段地递进人们做出最终的决策。基于这些研究成果

以及对入境旅游意愿形成过程的观察，我们认为中国入境旅

游意愿的形成是经过初选阶段与最终决策阶段形成的。初选

阶段是人们做出入境旅游决策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会有较多的旅游目的地作为入境旅游的备选目的地。最终决

策阶段是人们经过备选目的地初选后进行最终决策的阶段，

这一阶段中，只有少数几个旅游目的地作为入境旅游的备选

目的地。

3.1�初选阶段中国家雾霾天气形象对中国入境旅游

意愿形成的影响
目的地形象理论的文献显示，对于目的地形象的测量

目前还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分别采用不同的指标组合来进行

测量，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指标组合，目的地形象的认知感知

与目的地形象的情感感知均是基础指标。目的地形象认知感

知是基于客观、翔实的数据、资料等信息形成的；目的地形

象情感感知是基于游客主观感受形成的。在中国入境旅游意

愿形成的初选阶段中，潜在的外国游客更多的是基于经验而

做出决策。他们主要是基于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具有

特定目的的行为所获得的信息去做出入境旅游决策。例如，

他们在工作中偶然获得的、非深入的有关中国雾霾天气情况

的信息，在各类媒体上获得的、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有关中国

雾霾天气情况的信息，在与家人、朋友闲谈中获得的，带有

个人主观见解的有关中国雾霾天气情况的信息，这种非精准

的、离散的相关信息左右着初选阶段中潜在外国游客的入境

旅游决策的形成。

在入境旅游意愿形成的初选阶段中，由于具有较多的

备选旅游目的地，在时间、精力等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

潜在的外国游客很难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通过各种方式

去查询有关中国的各方面的信息。而雾霾天气情况并非传

统意义上做出入境旅游决策时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潜在的外国游客也就更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获取有关中国

雾霾天气情况的准确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入境旅

游意愿形成的初选阶段中，国家雾霾天气形象的情感感知将

处于主导地位；而国家雾霾天气形象的认知感知将处于从属

地位，甚至可能对入境旅游意愿的形成并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作用。

3.2�最终决策阶段中国家雾霾天气形象对我国入境

旅游意愿形成的影响
在最终决策阶段中，由于人们决策方式的特点，潜在

的入境旅游游客更多的是基于所获取的信息去做出入境旅

游决策，这是与初选阶段的决策方式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在

这一阶段中，潜在的入境旅游游客会尝试通过各种方式、途

径去获取备选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例如，潜在的入境旅

游游客会通过备选旅游目的地的官方旅游机构网站获取相

关的客观信息，他们也会通过自己所在国的旅行社机构网站

获取备选旅游目的地的相关宣传信息，他们还会通过其他游

客分享旅游经历的网站去获取个人视角的旅游体验信息。潜

在的入境旅游游客希望通过这种官方信息、第三方旅游服务

机构信息、个人体验信息等的综合去获得相对真实、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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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旅游目的地形象，从而帮助其做出入境旅游决策。

在心理学、行为学文献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发现，

当面对不同重要程度的决策时，决策者所采用的决策方式是

不同的。面对重要性较低的决策时，决策者更多的是出于简

便目的基于经验做出决策，而面对重要性较高的决策时，决

策者更多的是出于谨慎目的基于信息做出决策。在入境旅游

决策这一具体情景中，最终决策阶段所进行的决策其重要性

明显高于初选阶段所进行的决策。因此，在最终决策阶段中，

潜在的入境旅游游客更多的是基于信息做出决策。并且，在

最终决策阶段中，潜在的入境旅游游客所面对的备选旅游目

的地要更少，因此他们也愿意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去搜集这

些备选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基于这些信息，潜在的入境

旅游游客更可能形成的是国家雾霾天气的认知感知，因此我

们可以推断，在最终决策阶段中国家雾霾天气形象的认知感

知将处于主导地位，而国家雾霾天气形象的情感感知将处于

从属地位，最终在二者的协同作用下完成入境旅游决策。

4�结论

由于中国雾霾天气情况日渐严重，中国的入境旅游人

数与收入出现明显下滑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解释了雾霾

天气与入境旅游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不同于以往研究多是

采用环境污染客观数据开展研究，论文采用雾霾天气形象开

展研究，依据分段决策理论与目的地形象理论，将雾霾天

气形象进一步细分为国家雾霾天气情感感知与国家雾霾天

气认知感知去探讨雾霾天气影响中国入境旅游意愿形成的

作用路径。因此，论文的研究不仅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雾

霾天气是否影响中国入境旅游意愿形成），同时触及管理学

研究的黑箱问题——为什么的问题（雾霾天气影响中国入境

旅游意愿形成的作用路径）。希望在后续研究过程中，能够

基于客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更好地验证我们所提出的学术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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