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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drones in tourism promotion and aerial photography by combining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Model	(UTAUT)	and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he	study	
used a quantitative survey method to collect data on the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tourism practitioners and tourists on the use 
of drone technology, and analyze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he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influence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ceptance	and	use	of	drones,	whil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significantly	affect	users’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ourism stakeholders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drone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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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旨在通过结合统一理论接受与使用技术模型（UTAUT）和技术接受模型（TAM），探讨无人机在旅游宣传航拍中的应
用与接受度。研究采用定量调查的方法，收集了旅游从业者和游客对无人机技术的使用意愿与行为数据，并通过结构方程
模型（SEM）分析了影响技术接受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影响和促进条件在无人机的接受与使用中起到重要作用，而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则显著影响了用户的使用态度和意图。论文为旅游业相关方理解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潜力提供了理
论支持，并提出了未来实践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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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无人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在多个领域引起了广泛关

注，特别是在旅游宣传和航拍领域中，无人机的应用展现出

巨大的潜力。作为一种高科技工具，无人机能够以独特的空

中视角拍摄高质量的视频和照片，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提供

了创新的手段。这种全新的视觉体验不仅增强了目的地的吸

引力，也为游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感官享受。然而，尽管无

人机在旅游宣传中的应用前景广阔，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接受

度和使用行为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1]。

理解用户对无人机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行为，对于旅游

业者、技术开发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而言，至关重要。在这

个背景下，UTAUT 模型和 TAM 模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

具，帮助研究者分析和预测用户的技术接受行为。UTAUT

模型主要由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四个

要素组成，侧重于外部环境和个人期望对技术接受的影响。

TAM 模型则聚焦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强调用户对

技术本身的感知如何影响其使用意图和行为 [2]。

本研究将 UTAUT 和 TAM 模型结合应用于无人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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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宣传航拍中的接受与使用情况分析。通过调查和分析

旅游从业者、无人机操作员以及游客的反馈，研究探索了以

下几个关键问题：用户如何看待无人机在旅游宣传中的效

用？操作无人机的难易程度对其接受度有何影响？社交圈

的意见如何影响用户的使用意图？技术支持和设备可用性

在用户决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最终，这些因素如何影响

用户的实际使用行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本研究

不仅为理解无人机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也为技术开发者和推广者提供了实用的指导原则。研究结果

能够帮助各方优化无人机技术的应用策略，从而促进这一新

兴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广泛普及和有效应用。随着旅游业对科

技创新的需求不断增加，理解和应用这些技术模型有助于更

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并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文献综述

2.1�UTAUT 和 TAM模型的理论基础
统一理论接受与使用技术模型（UTAUT）由 Venkatesh

等人提出，目的是通过整合多个理论模型来解释技术接受和

使用行为。UTAUT 模型包括四个关键因素：绩效期望（PE）、

努力期望（EE）、社会影响（SI）和便利条件（FC），这

些因素分别代表了技术的预期效果、使用的容易程度、社

会压力和环境条件对用户行为的影响 [3]。UTAUT 模型的强

大之处在于它整合了八个已有的技术接受理论，包括 TAM

模型、创新扩散理论（IDT）、社会认知理论（SCT）等，

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解释用户的技术采纳行为。技术接受模

型（TAM）是 Davis 于 1989 年提出的经典模型，最初用于

解释计算机系统的接受行为。TAM 模型的核心是感知有用

性（PU）和感知易用性（PEOU），两者分别指用户对新技

术有用性的预期和其使用难度的感知。PU 直接影响用户的

使用意图（BI），而 PEOU 则通过影响 PU 间接影响 BI[4]。

TAM 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信息技术领域，如移动应用、

电子商务系统等，其简洁性和强大的解释力使其成为技术接

受研究中的标准模型 UTAUT 和 TAM 模型尽管在构念上有

所不同，但在解释技术接受行为时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将这两种模型结合起来，探讨不同技

术情境下的用户行为。例如，结合 UTAUT 和 TAM 模型的

研究已经在电子健康（e-health）、智慧城市等领域取得了

显著成果。本文将这两个模型应用于无人机在旅游宣传中的

接受与使用研究，旨在揭示用户在旅游场景下对无人机技术

的态度及其行为意图。

2.2�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无人机航拍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影视制作、新闻报道、

地理测绘等多个领域带来了革新。在旅游业中，无人机航拍

技术的应用尤其引人注目。无人机的高空视角、灵活机动性

和高清拍摄能力使其成为记录壮丽自然景观和宏伟人造建

筑的理想工具。无人机航拍技术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技术特

性，还在于它改变了视觉表达的方式。传统的地面摄影只能

提供有限的视角，而无人机能够在不受地形限制的情况下，

拍摄到独特的航拍影像。通过无人机航拍可以获得传统拍摄

手段无法获得的镜头，这种情况下旅游宣传片可以展现从高

空俯瞰沙漠、海岸线、山脉等自然景观，并通过这种全新的

视角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使观众产生更强烈的兴趣。近

年来无人机技术的不断迭代，也使得航拍变得更加高效和智

能。现代无人机不仅具备自动避障、GPS 导航等功能，还

能进行预编程飞行路径的自动拍摄，确保每一帧画面都达到

最佳效果。此外，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无人机实时传输高

清视频信号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使得实时直播和远程监控成

为可能，为旅游宣传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 [5-7]。

2.3�无人机技术与旅游业的关联
旅游业与无人机技术的结合，不仅为旅游宣传提供了

新的工具，还在提升游客体验、改善旅游管理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无人机在旅游业的应用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领域：景

点宣传、游客互动体验、环境监测和安全管理等。在景点宣

传方面，无人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使得游客在选

择旅游目的地时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景点的特色。例如，通过

无人机拍摄的高清航拍视频，旅游景区可以将自然景观、文

化遗产和人文风貌全方位展示给潜在游客。这种可视化的宣

传手段，与传统的图片和文字宣传相比，更具冲击力和感染

力。在游客互动体验方面，无人机技术的应用也日益普及。

例如，一些旅游景区推出了无人机拍摄的定制化服务，游客

可以租赁无人机或通过专业人员操作无人机，拍摄个人或团

队的旅游视频。这种互动体验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活动内容，

也为景区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在环境监测方面，无人机的

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无人机可以定期巡查景区环境，实时监

控游客流量和自然资源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理环境问题。例

如，一些国家公园通过无人机监控森林火灾、保护野生动物

栖息地，从而提高了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效率。 

在安全管理方面，无人机的应用也极大提升了旅游景

区的应急响应能力。例如，在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发生时，

无人机可以快速进入受灾区域进行侦查，并实时传回现场画

面，为应急决策提供支持。同时，无人机还能协助景区管理

人员进行游客疏散、寻找失踪人员等工作，显著提高了救援

效率和成功率 [8-10]。

2.4�旅游宣传中的无人机应用
无人机技术为旅游宣传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

在提升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方面。传统的旅游宣传往往依赖

于静态的图像和文字描述，而无人机航拍视频则为潜在游客

提供了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这种视觉效果能够迅速吸引观

众的注意力，并增强他们对目的地的兴趣。无人机拍摄的视

频可以展示出旅游景点的全貌、特殊地形和动态的自然景

观，帮助游客更好地理解和感受目的地的独特魅力。此外，

无人机在旅游宣传中的应用还延伸到了社交媒体和数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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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领域。社交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YouTube 等，已经

成为传播旅游宣传视频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平台，无人机

拍摄的短视频能够迅速传播，覆盖全球范围内的潜在游客。

这种传播方式不仅能够显著提升目的地的知名度，还能够通

过观众的分享和互动，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

无人机视频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这使得各类旅游目的地，

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利用这一技术进行高效的市场推广。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许多旅游景区通过无人机视频向全球游

客展示景点的现状，维持了目的地的市场关注度，并为后疫

情时代的旅游复苏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UTAUT 和 TAM 模型为理解无人机技术在

旅游宣传中的接受和使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无人机

航拍技术的发展，则为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变

革。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无人机在不同旅游场景下的应

用效果，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其对游客行为和目的地营销的

深远影响。

3�研究方法

3.1�构念建立
在本研究中，由于研究经费和研究样本的限制，我们

将去掉技术与使用模型中的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具体原因

如下：①首先我们的被试者和客户均从旅游者角度出发，并

不适用于企业角度的绩效期望和发展所必须的努力期望。②

本研究更想探讨科技创新与热门话题之间的链接性，并没有

引入利益与收入等概念。因此在假设的一级构念方面，我们

将使用 PU、PEOU、SI、FC、BI、UB。

3.2�提出假设
具体假设图详见图 1。

图 1 假设图

基于 TAM和删减后的 UTAUT模型，本文提出以下五个假设：

假设 1（H1）：感知有用性（PU）对无人机在旅游宣传航拍领域的使用意

图（BI）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2（H2）：感知易用性（PEOU）对旅游宣传航拍领域的使用意图（BI）

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3（H3）：社会影响（SI）对旅游宣传航拍领域的使用意图（BI）有显

著正向影响。

假设 4（H4）：便利条件（FC）对旅游宣传航拍领域的使用意图（BI）有

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5（H5）：使用意图（BI）对旅游宣传航拍领域的实际使用（UB）有

显著正向影响。

3.3 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用部分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

行数据分析。该模型在多项研究中被证实适合用于探索性研究，可以允许同时进

行多个回归分析，且能够有效处理变量间复杂的交互和中介效应[11]。

数据收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内容包括 PU、PEO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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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AM 和删减后的 UTAUT 模型，本文提出以下五

个假设：

假设 1（H1）：感知有用性（PU）对无人机在旅游宣

传航拍领域的使用意图（BI）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2（H2）：感知易用性（PEOU）对旅游宣传航拍

领域的使用意图（BI）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3（H3）：社会影响（SI）对旅游宣传航拍领域

的使用意图（BI）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4（H4）：便利条件（FC）对旅游宣传航拍领域

的使用意图（BI）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5（H5）：使用意图（BI）对旅游宣传航拍领域

的实际使用（UB）有显著正向影响。

3.3�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用部分最小二乘结构方程

模型（PLS-SEM）进行数据分析。该模型在多项研究中被

证实适合用于探索性研究，可以允许同时进行多个回归分

析，且能够有效处理变量间复杂的交互和中介效应 [11]。

数据收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内容

包括 PU、PEOU、SI、FC、BI 和 UB 等变量的测量条目。

受访者包括喜爱旅游并对无人机航拍有一定了解的人群，此

外还包括对旅游宣传航拍图感兴趣的艺术从业者。

数据分析：使用 SmartPLS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验证模型的拟合度和假设的显著性。

3.4�分析结果
信度和效度检测的具体数据详见表 1。表格中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7，表明各构念具有良好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值均大于 0.7，说

明各构念具有较高的复合信度。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值均大于 0.5，表明各构念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12]。

表 1�信度与效度检测

构念
Cronbach’s 

Alpha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感知有用性（PU） 0.85 0.90 0.75

感知易用性（PEOU） 0.82 0.88 0.72

社会影响（SI） 0.80 0.87 0.70

便利条件（FC） 0.84 0.89 0.73

使用意图（BI） 0.86 0.91 0.76

实际使用（UB） 0.83 0.88 0.71

路径分析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所有假设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

均对无人机旅游宣传航拍领域的使用意图和实际使用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2�路径系数与假设验证

假设 路径系数 T 值 P 值 结果

H1: PU → BI 0.355 7.236 ＜ 0.001 支持

H2: PEOU → BI 0.282 5.670 ＜ 0.001 支持

H3: SI → BI 0.224 4.457 ＜ 0.001 支持

H4: FC → BI 0.308 6.026 ＜ 0.001 支持

H5: BI → UB 0.401 8.125 ＜ 0.001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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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度指标详见表 3，结果表明模型在解释和预测无人

机旅游宣传航拍领域技术的采纳和使用方面具有较高的有

效性。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详见表 4，使用意图（BI）在感知

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OU）、社会影响（SI）和

便利条件（FC）对实际使用行为（UB）的影响路径中均起

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这意味着，用户的使用意图是将这些

感知因素转化为实际使用行为的重要机制。

表 3�模型拟合度和中介效应检验

指标 值 解释

使用意图（BI）R² 0.653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影

响和便利条件共同解释了 65% 的使

用意图变异

实际使用（UB）R² 0.505
使用意图能够解释 50% 的实际使用

行为变异

使用意图（BI）Q² 0.608 预测相关性较强

实际使用（UB）Q² 0.459 预测相关性较强

表 4�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路径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显著性

PU → BI → UB 0.401 0.357 0.052 显著

PEOU→BI→UB 0.322 0.288 0.042 显著

SI → BI → UB 0.273 0.226 0.056 显著

FC → BI → UB 0.355 0.301 0.059 显著

4�讨论

本研究通过整合 UTAUT 和 TAM 模型，深入探讨了无

人机在旅游宣传航拍中的接受与使用情况，揭示了影响用

户行为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对行为意图和实际使用行为均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以下讨论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发现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一方面，本研究支持了 UTAUT 和 TAM 模型在新

兴技术领域的广泛适用性。尽管这两个模型最初是为信息系

统和技术的接受研究而开发的，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它们

同样适用于无人机这一新兴技术的研究。这一发现有助于丰

富技术接受理论的应用场景，拓宽了其在旅游领域的研究视

角。另一方面，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图的显著

影响表明，无人机技术的实用性和易用性是影响用户接受度

的核心因素。这一结果提示了无人机制造商和旅游业相关方

在产品设计和市场推广中，应更加注重提升技术的功能性和

用户体验，以促进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社会影响的显著作用

也凸显了社交因素在技术接受中的关键作用。在当今社交媒

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来自他人的意见和推荐对用户行为产生

了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未来的无人机推广策略可以更多地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用户分享和口碑营销来增强技术的

传播效果。便利条件对实际使用行为的显著影响表明，良好

的支持性环境是促使用户持续使用新技术的关键。对于无人

机技术来说，完善的售后服务、充足的操作指南，以及友好

的技术支持将大大提高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体验。这一发现为

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在技术推广和普及过程中提供了重要

的实践指导。

4.1�研究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较为重要的研究发现，但仍存在一

些局限性。一方面，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特定区域和人群，

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更广泛的用户群体。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

普适性。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的横断面调查方法只能捕捉

用户在特定时间点的行为意图和使用行为，未能反映长期的

使用趋势。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以更全面

地理解用户行为的变化过程。

4.2�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首先，可

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影响无人机技术接受度的因素，如文

化背景、法规政策等，以更全面地理解用户的接受行为。其

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无人机的功能和应用场景将进一

步扩展，未来研究可以探讨这些新功能和场景对用户行为的

影响。最后，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定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

或焦点小组讨论，进一步挖掘用户对无人机技术的潜在需求

和顾虑，为技术改进和市场推广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通

过进一步探讨研究发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分析研究的局限

性，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讨论部分旨在为无人机在旅

游领域的应用提供更加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5�结论

研究围绕五个假设展开，分别考察了感知有用性（PU）、

感知易用性（PEOU）、社会影响（SI）、便利条件（FC）

对行为意图（BI）的正向影响，以及行为意图（BI）对实际

使用行为（UB）的正向影响。所有假设均得到了实证证明，

这为无人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

践参考。

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PU）显著影响用户对无人机

技术的行为意图。当用户认为无人机技术在旅游宣传中具有

显著的效用时，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并使用这一技术。这一发

现强调了提升无人机功能和效果的重要性，以增加用户的认

可度和使用意愿。

感知易用性（PEOU）对行为意图（BI）的正向影响也

得到了验证。操作简便性是影响用户接受度的重要因素。无

人机技术如果易于操作和学习，将更有助于用户采纳和使

用。因此，简化无人机操作流程和提供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

是提升技术接受度的关键。

社会影响（SI）对行为意图（B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表明，来自社交圈、同事或社交媒体的正面评价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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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显著提高用户对无人机技术的接受度。这表明在推广无

人机技术时，应充分利用社交影响力，如通过口碑宣传和社

交媒体营销来提升用户的行为意图。

便利条件（FC）对行为意图（BI）的正向影响同样得

到了验证。技术支持、设备可用性和操作环境的便利性是用

户决定是否采用无人机技术的重要考虑因素。为用户提供完

善的技术支持和使用指南，并确保设备的易获得性，将显著

提升用户的接受意图。

最后，研究结果证实了行为意图（BI）对实际使用行

为（UB）的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行为意图直接转化为实

际的技术使用行为，这表明提升用户行为意图是促进无人机

技术实际应用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强对用户行为意图的激

励，可以有效推动无人机在旅游宣传中的广泛应用。

本研究全面验证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影响、

便利条件对用户行为意图的正向影响，以及行为意图对实际

使用行为的正向影响。这些发现为无人机技术在旅游领域的

进一步推广和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未来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优化这些影响因素，以促进无人

机技术在更广泛的场景中的应用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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