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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形成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现

有研究中对旅游目的地信任形成的内在机理和效应机制并未进行系统的探讨。 本文以霍

华德—谢思模型为基础构建了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机制与溢出效应模型，具体探讨

了自我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影响以及目的地信任对旅游者—目的

地互惠、地方依恋和忠诚度的溢出效应。 以相关成熟量表为依据设计问卷，通过网络和现

场两种渠道收集到 ８１０ 份有效问卷，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自我一致性和功

能一致性都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目的地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地方依

恋和忠诚度均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

和忠诚度的关系之间具有链式双重中介作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一致性视角对旅

游目的地信任的形成进行了阐释，在效应机制的研究中凸显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的作

用，同时对旅游目的地信任机制的构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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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信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的思

想传统。 企业的经营实践表明：消费者信任是现代企业最为可靠的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竞

争优势，同时，还能降低消费者购买前的感知风险，这同样也适合旅游领域。 因此，旅游者对目的地

的信任成为维系旅游者—目的地持久关系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有效的营销工具。 近年来，旅游目

的地负面新闻频发，不少旅游目的地存在“失信于民”的现象，典型如“屡禁不止的云南导游宰客”
事件、“青岛大虾”事件、“三亚天价海鲜”事件、香港的“反水货客”活动。 这类失信现象一定程度

上扭曲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认知，造成旅游者对目的地品质的怀疑，影响潜在旅游者的目的地选

择行为，同时也会降低现实旅游者的在场体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限制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旅游逐渐内化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旅游者也变得更加成

熟和理智，维权意识日益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信任氛围的营造对目的地竞争力的提

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行业管理部门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目的地信任监管系统，目的地信任建设工

作仍未得到有效推进。
目前国内对目的地信任的研究基本限于目的地信任的内涵、结构维度以及信任对忠诚度的影

响，关于目的地信任产生机制的探讨还非常匮乏，主要从目的地形象、感知价值和感知风险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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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其对目的地信任形成的影响，更多集中于目的地的功能属性，而目的地象征属性以及功能属性

的一致性与目的地信任的相关研究甚少。 后现代时期，旅游者自我表达意识增强，不断追求目的地

象征意义，但这一时空压缩阶段，传统精英旅游、大众旅游、异类旅游并存，目的地功能属性和象征

性属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不分伯仲。 同样，目的地信任的形成对地方依恋和忠诚度产生积极的促

进作用，但只限于从静态和单向的角度去分析，忽略了因信任而带来的旅游者和目的地互惠之类的

动态双向视角。 因此，鉴于旅游者对目的地信任的重要性以及旅游目的地领域信任的研究现状，本
文认为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机制以及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霍华德—谢思模型（Ｈｏｗａｒｄ⁃Ｓｈｅｔｈ Ｍｏｄｅｌ）作为理论基础，对旅游者目的

地信任形成机制和效应机制进行研究。 将具有感性认识的自我一致性和具有理性认识的功能一致

性整合在一个模型，分析其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作用机理，并且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溢出效应

研究在地方依恋和忠诚度的基础上又补充增加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 与已有成果相比，本研究

最主要的区别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以霍华德—谢思模式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完整的

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机制模型。 第二，本文从一致性理论视角出发对影响旅游目的地信任的前因变

量进行了探究，检验了自我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对目的地信任的影响，突出了目的地象征价值在旅

游者目的地信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溢出效应方面，在已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增加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变量，并且检验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两个变

量在目的地信任和忠诚度关系之间的链式双重中介作用。

二、 文献回顾

１． 旅游者目的地信任

信任研究作为旅游领域近年来的热点问题，主要探讨企业间信任的构建 （Ｗｕ 和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０６［１］；Ｃｚｅｒｎｅｋ 和 Ｃｚａｋｏｎ，２０１６［２］）；旅游者对在线网站、在线评论的信任以及信任对在线购买的

影响（Ｆｉｌｉｅｒｉ 等，２０１５［３］；Ｋｉｍ 等，２０１１［４］；吕婷等，２０１８［５］）、旅游企业（酒店、旅行社和航空公司）信
任途径的构建（Ｋｉｍ 等，２００９［６］；龚金红等，２０１４［７］；刁宗广，２００５［８］ ）。 此外，还涉及到乡村旅游中

的信任问题（王昌海，２０１５［９］；Ｌｏｕｒｅｉｒｏ 和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２００８［１０］；公众对旅游机构的信任问题（Ｎｕｎｋｏｏ
等，２０１２） ［１１］、旅游虚拟社区人际间信任（Ｌｕｏ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 ［１２］。 将旅游目的地信任作为研究主

体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内涵的深化和量表的开发（姚延波等，２０１３［１３］；Ｃｈｏｉ 等，
２０１６［１４］）。 信任最早源于心理学中对人际关系的探讨（Ｄｅｕｔｓｃｈ，１９５８） ［１５］，是指委托人对被委托人

能够完成其所嘱托事项的信念与期望（Ｆｒｏｓｔ 等，１９７８） ［１６］，集中体现为从认知评价和心理情感角度

对信任进行描述（Ｍｏｒｇａｎ 和 Ｈｕｎｔ，１９９４） ［１７］。 旅游领域，有关信任的概念基本上借鉴其他学科，很
少融合该领域的本质特征。 其中普遍推崇 Ｍｏｏｒｍａｎ 等（１９９２） ［１８］ 的定义：“当感知对方信心时愿意

依赖交换方。”姚延波等（２０１３） ［１３］以此为基础提出旅游目的地信任主要包括感知正直、感知友善

和感知能力三个维度，并有学者以此定义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曹文萍和许春晓，２０１４） ［１９］。 也

有个别学者提出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质量和价值感知、风险感知以及满意度是影响其对旅游目

的地产生信任的重要因素（王亮，２００９） ［２０］，但这都是从旅游目的地功能属性视角探讨旅游者目的

地信任的形成机制。 象征属性对旅游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是否也存在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期望与实

际感知的一致性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是否也存在必然的联系？ 因此，探索自我一致性与功

能一致性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形成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２． 自我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

自我一致性是自我概念的延伸，也称自我概念一致性。 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我在性格、能力、
生活方式和形象等方面的认知和整体评价。 自我一致性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初期主要用来形容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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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自我概念与品牌之间的匹配关系（Ｂｉｒｄｗｅｌｌ，１９６８） ［２１］，具体体现为品牌能否表达消费者的价值

观、生活方式和身份等个性特征与社会特征（王财玉，２０１３） ［２２］。 之后，自我一致性的内涵不断延

伸，被用来指代消费者的自我概念与产品形象、商店形象等之间的认知匹配度（ Ｊｏｈａｒ 和 Ｓｉｒｇｙ，
１９９１） ［２３］，而这里的产品形象与商店形象是相异于传统的功能形象而存在的象征形象。 自我一致性

越高，会形成愉悦、高兴等积极情绪，也越容易对产品产生偏好和购买倾向（Ｋｒｅｓｓｍａｎｎ 等，２００６） ［２４］。
Ｃｈｏｎ（１９９２） ［２５］首次将自我一致性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中，认为自我一致性是旅游者的自我概念和目

的地典型游客形象的高度匹配，影响满意度的产生。 自我一致性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更多体现在旅游

目的地的选择倾向（Ｓｉｒｇｙ 和 Ｓｕ，２０００） ［２６］、满意度（Ｃｈｏｎ，１９９２） ［２５］、忠诚度或重游意向（Ｈｕｎｇ 和

Ｐｅｔｒｉｃｋ，２０１２） ［２７］等方面，而自我一致性与目的地信任之间的相关研究尚未有学者深入探讨。
功能一致性源于期望价值理论，起初用来表示消费者对商品功能方面的实际感知与其理想的

功能属性之间的匹配程度（Ｓｉｒｇｙ 和 Ｓｕ，２０００） ［２６］。 在旅游领域，功能一致性也更多应用在旅游决策

方面，如旅游目的地偏好和重游倾向等，主要通过具体产品属性来衡量，既可以通过住宿条件的舒

适性这一单一产品属性来测度（Ｃｈｏｎ，１９９２） ［２５］，也可以从服务（服务质量、餐饮质量）、空间（住宿

舒适性、游客密度）和活动（丰富性、独特性）三个属性来反映（Ｈｕｎｇ 和 Ｐｅｔｉｒｃｋ，２０１２） ［２７］。 既有研

究表明感知质量、感知价值、顾客满意度等因素影响旅游者信任（Ａｋｈｏｏｎｄｎｅｊａｄ，２０１６［２８］；Ｃｈｅｎ 和

Ｐｈｏｕ，２０１３［２９］）。 这类研究大多从旅游者的实际感知出发，考察功能性价值或属性对旅游者信任的

影响，但缺少从一致性的角度去分析功能性价值在信任形成中的地位。
自我一致性主要从形象界定涉及的象征意义着手，强调自我表达需要的满足，是一种基于情感

性和体验性信息线索的感性认知，而功能一致性体现了功能属性视角，是一种基于旅游体验完成后

对具体有形产品属性的真实感受和评价，更是一种基于元素的理性认知（潘莉等，２０１６） ［３０］，这也体

现了旅游者追求两种不同利益的心理过程。 因此有学者认为将两者进行整合研究能够更好地解释

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Ｓｉｒｇｙ 和 Ｓｕ，２０００） ［２６］，并且自我一致性还通过功能一致性来影响旅游者的

选择。 因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将自我一致性与功能一致性整合到一个模型里研究其在旅游者目

的地信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３． 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在营销学领域中的应用主要指品牌溢出效应，对某个品牌或品牌行为的态度和看法

会影响到对另一个品牌的态度（宁昌会和曹云仙子，２０１６［３１］；Ｓｉｍｏｎｉｎ 和 Ｒｕｔｈ，１９９８［３２］ ），是某种行

为或态度所带来的一种正面影响效应（王海忠和闫怡，２０１８） ［３３］。 因此，溢出效应强调的是一种影

响效应。 现有的研究中关于信任的溢出效应更多局限于忠诚度，地方依恋的研究仅有个别学者涉

及（Ｃｈｅｎ 和 Ｐｈｏｕ，２０１３） ［２９］。 已有研究表明，受信任的代理方直接回报委托方的善意行动，即采取

所谓“互惠行动”（梁平汉和孟涓涓，２０１３） ［３４］；员工间对彼此持有的信任越高，互惠的信心就会越

强，并产生互惠倾向与行为（李卫东和刘洪，２０１４） ［３５］；目的地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互惠是否也存

在一定的促进关系，这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以此丰富信任的溢出效应内容。

三、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１． 理论模型

霍华德—谢思模型（Ｈｏｗａｒｄ⁃Ｓｈｅｔｈ Ｍｏｄｅｌ），最初由霍华德提出，后与谢思合作对模型进行了修

改，最后正式形成于 １９６９ 年。 该模型是一个包括输入阶段、处理阶段和输出阶段的消费者决策行

为的综合模型，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知识，全面和合理地解释了消费者的决策行为，是研

究消费者行为的典型性理论模型。 因此，本文从研究的适切性入手，将霍华德 －谢思模型作为研究

的基础，进一步构建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机制和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 具体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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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首先，旅游者通过视听等各种方式将旅游目的地的功能属性和象征属性方面的信息线索输入

大脑，由此对目的地产生初步印象和基本认知；然后，旅游者以已有的经验和能力为基础将第一阶

段得到的目的地功能形象和符号形象等相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这一阶段是霍华德—谢思模型的

核心，主要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过程，并由此产生一种认知与态度。 对应于本研究模型，旅游者在具

体的信息处理过程中分别将目的地实际感知功能与期望功能、目的地形象与自我形象进行比较，进
一步对目的地整体形象进行感性和理性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对目的地的积极性认知促使旅

游者对目的地持有一种信任的态度；最后，旅游者在经过各种信息线索的获取和加工处理产生认知

觉醒，并以此为基础对目的地形成的信任态度强烈影响着其与旅游目的地的互惠行为，也对地方依

恋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同时还会对旅游者忠诚度产生影响。 这也说明对目的地的充分信任无

不与真挚的情感联系和行为倾向相联系。
虽然，学者们一致认为目的地功能属性和目的地形象都对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但缺乏从一致性的角度和象征性视角去分析目的地信任的形成，因此，本文尝试性将自我一致

性和功能一致性纳入研究模型中，并分别探讨了自我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对目的地信任的影响；再
次检验了目的地信任与地方依恋和忠诚度之间的关系，以期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Ｃｈｅｎ
和 Ｐｈｏｕ，２０１３） ［２９］，此外，在此基础上，该模型还增加了一个动态的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变量，并探

索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两个溢出效应变量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对忠诚度的作用路径

中起着链式双重中介效应，对目的地信任的溢出效应进行扩充，也对旅游者忠诚度的形成机制进行

完善。
２． 研究假设

（１）自我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之间的关系。 自我一致性概念引入旅游

情境后的定义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只是将与自我概念进行匹配的对象做了些微改变，由此前

的产品形象变为旅游目的地的典型游客形象和旅游目的地形象（个性），鉴于此，本文从可操作性

入手，将自我一致性定义为：旅游者的自我概念与旅游目的地象征形象之间的匹配程度。 功能一

致性重在考察产品的实际性功能效用与预期的相符性。 旅游目的地的功能一致性主要指目的地

功能属性满足旅游者期望的程度，能够给旅游者带来轻松、愉悦、安全和便利，主要通过目的地景

观资源、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交通的便利性等方面来衡量。 因此，本文对功能一致性的操作性

定义为：旅游者对目的地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功能性属性的现实体验感知与旅游者的预期之

间的吻合程度。
信任是一种期望，同时也是一种质量保证，是被服务者对服务者能力和履责行为的一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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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ｒｄｅｓｈｍｕｋｈ 等，２０００） ［３６］。 旅游目的地作为信任的对象与其他信任客体并无本质区别，在实践活

动中，旅游目的地向旅游者反复灌输信任更容易被品牌化，与此同时，旅游者也更容易获得高质量

的旅游体验。 鉴于此，本文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定义借鉴营销学中有关品牌信任的定义，是指旅

游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认知对目的地所持有的一种信心、信念和期望，愿意相信目的地有能力并且

能够按照承诺满足其在旅游过程中的需求，能够给旅游者一定的品质保证。
Ｚｕｃｋｅｒ 认为，当个体感知自己和他人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符号等信息时，个体会认为更容

易预测他人行为与自身利益的契合度，而契合度越高也就越容易持有信任（梁平汉和孟涓涓，
２０１３） ［３４］。 个体之间这些文化背景和符号信息的共同程度在理论上对于信任有着重要影响。 根据

隐喻效应原理，旅游者也会因为目的地具有与自身相似的特征而对目的地产生高度的信任。 与此

同时，旅游者还会产生“晕轮”效应，将对目的地的这种信任扩散到对目的地功能属性上，对目的地

功能产生积极的评价。 根据期望 －感知理论，当实际感知与期望相符甚至超过期望，旅游者才会满

意，也才会对旅游目的地保持信心。 功能一致性实现了实际感知与期望的吻合，旅游者自然会对旅

游目的地抱有信心。 以饭店为背景的研究也证实了自我一致性与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关系，即消费者的自我一致性越高，对饭店的信任也越高（Ｈａｎ 和 Ｈｙｕｎ，２０１３） ［３７］。 功能属性的一

致性显著影响旅游者游后满意度（Ｃｈｏｎ，１９９２） ［２５］，而具有较高自我一致性的人会将自己的情感投

射到目的地的功能上，认为目的地的功能与自己所期望的功能也是十分吻合的 （ Ｋ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２） ［３８］。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通过象征性信息线索获得的感性认知会影响旅游者的理性认知，
而且这一发现也在邮轮旅游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Ｈｕｎｇ 和 Ｐｅｔｒｉｃｋ，２０１２） ［２７］。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１：自我一致性正向显著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
Ｈ２：功能一致性正向显著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
Ｈ３：自我一致性正向显著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功能一致性的感知。
（２）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 在已有研究中发现，旅游目的地也可以品牌

化，不同类型的目的地可以被看成是不同的品牌，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犹如品牌信任，也会产生一定

的正向溢出效应。 因此，本文以品牌溢出效应的界定为基础，认为溢出效应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

所持的信任态度带来的一系列的积极影响效应，在概念模型中具体体现为：旅游者—目的地互惠、
地方依恋和忠诚度。

互惠是指消费者有意识地与产品（服务 ／品牌）提供者形成的相互利他关系。 它是建立长期可

持续性消费者—企业关系的关键要素（Ｄａｖｉｅｓ 和 Ｃｈｕｎ，２００３） ［３９］，通过隐喻的方式提出消费者—品

牌之间就是一种互惠关系（Ｓｃｈｕｌｔｚ 和 Ｂａｉｌｙ，２０００） ［４０］。 互惠已成为建立顾客忠诚和资源投资的理

论框架中的关键准则。 Ｍｏｒａｌｅｓ 指出，互惠是消费者通过极度努力回报或感谢企业（卫海英和刘桂

瑜，２００９） ［４１］。 如，当企业提供超值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时，消费者更愿意溢价支付，并对产品进行积

极评价。 基于此，本文将互惠定义为旅游者主动地与目的地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进行的相互利他活

动。 这种互惠体现的是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信任是一种信心和信念，能够让旅

游者对目的地产品或服务能力充满信心，具有积极的传递效应。 信任可以确保旅游者在目的地获

得优质的服务，需求得到满足。 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来说，从旅游目的地获得了利益一方的旅游者自

然会对目的地投以更多的关注和回报，主要体现为将个人的基本信息留给目的地服务提供者以便

获取更好的服务或更加个性化的产品，通过双方的合作实现一种良性的循环式互惠。 其他领域有

研究成果表明，个体与他人之间持有较高的信任，就会对这种互惠互利行为也会持有较强信心和预

期；概括而言，互惠是一种信任回报结果。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互惠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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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依恋是地理学和环境学研究领域描述人—地关系的重要概念，已经成为旅游领域的重要

研究课题。 关于地方依恋的构成，学者基本上比较认同二维度观：即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 综合已

有研究，本文认为地方依恋是维系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情感纽带，体现为一种地方情结，是
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情感依恋。

信任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积极行为，旅游者对目的地信任能够给旅游者带来一种安全性和可

靠性，让旅游者有种放心和舒心的感觉、实现心境的跨域，甚至是诗意的栖居。 这样美好的体验，自
然会致使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一种情感依恋，正如人在信任的环境下更易对他人产生一种依

恋。 信任也是一种品质保证，降低了决策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焦虑感和风险感，是消费后积极评价

和口传等的重要因素。 因此，信任对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Ｓｉｒｄｅｓｈｍｕｋｈ 等，２０００［３６］；Ｓｏ 等，２０１３［４２］），同时还可以降低消费者的转换行为。 信任是持续购买

意愿产生的重要前提 （Ｗｕ 等，２００８） ［４３］，对关系承诺和关系持续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庆等，
２００７） ［４４］。 综上所述，信任能够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溢出效应。 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活动的空间载

体，旅游者一旦与之形成信任关系将会优化其旅游体验，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结，形成口碑声誉，更甚

者会有再次故地重游的意念。 这一理论得到了 Ｃｈｅｎ 和 Ｐｈｏｕ（２０１３） ［２９］以及姚延波等（２０１３） ［１３］的

实证检验。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在地方依恋的形成中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Ｈ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在目的地忠诚度的形成中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３）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 Ｇｒｅｍｌｅｒ 和 Ｇｗ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０） ［４５］ 指出，互惠是

在互动中形成的对愉悦互动的感知，并以互动双方之间的个人情感联结为特征，这些互动能够提高

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并形成积极的口传效应。 旅游者—目的地互惠也正如 Ｇｒｅｍｌｅｒ 等人提

出的观点：它是旅游者与目的地在体验过程中形成的对体验互动的感知，并以互动双方之间的个人

情感联结为特征。 这种互惠过程如同一条纽带，有利于旅游者对目的地产品和服务形成正面的情

感性认知和评价，并与满意度评价保持一致，从而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友好关系联结起来，促使旅

游者对目的地产生强烈的忠诚度。
旅游者的地方依恋体现了一种人地关系的情感联结，对目的地的正面评价产生重要影响，促进

满意体验的获得及忠诚度的形成。 因为地方依恋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旅游目的地能够满足旅

游者的体验需求，提供美好体验回忆。 因此，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地方依恋感一旦形成，愿意在目的

地停留更长时间，进行更多消费，甚至是重游。 现有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地方依恋显著性正向影

响旅游者忠诚度，是旅游者忠诚度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Ｙｕｋｓｅｌ 等，２０１０） ［４６］。 Ｌｅｅ 和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３） ［４７］的研究发现，虽然地方依恋中个别维度与旅游者忠诚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关系，但地

方依恋仍可以作为预测忠诚度的一个重要前因变量；白凯（２０１０） ［４８］ 以乡村旅游地为背景，验证了

旅游者的地方依恋对忠诚度的积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既可以通过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形成目的地忠诚度，同

时，又可以通过与旅游目的地建立起来的依恋关系对目的地形成一定的忠诚度。 那么，旅游者—目

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对忠诚度的作用路径中是怎样的关系呢？ 本研究认为，
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可以增强旅游者忠诚度形成的地方依恋行为。 这是因为，地方依恋是一种描

述人地关系的情感表现，通常情况下，这种具体的情感表现是积极情感和行为的结果变量。 而旅游

者—目的地互惠更多体现为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积极互动，能够增强旅游者的情感体验价

值（Ｙｕｋｓｅｌ 等，２０１０） ［４６］，从而让旅游者有更多的依恋感。
综上所述，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不但通过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单独对忠诚度产生作

用，而且还通过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影响地方依恋，进一步影响旅游者的忠诚度。 这表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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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忠诚度关系之间具有链式双重中介作用。 因

此，本文针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溢出效益之间的具体关系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Ｈ７：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忠诚度关系之间具有链式双重中

介作用。

四、 研究设计与方法

１． 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问卷共分为三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问卷目的的简要说明，强调调研纯属学术研究，匿名

填写，降低被调研对象的排斥心理，提高问卷的有效性。 第二部分主要是有关被调研者的人口统计

信息，其目的是为了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 第三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对自我一致

性、功能一致性、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地方依恋和忠诚度的评价。
本研究模型中所涉及的六个变量的测量工具以借鉴国外主流量表为基础，并考虑到我国的文

化背景以及研究需要，进行了适当修改。 自我一致性量表以 Ｓｉｒｇｙ 和 Ｓｕ（２０００） ［２６］ 的量表为基础进

行了适当的修改，总共四个题项，题项示例为：“这个地方的形象与我的形象很一致”等；功能一致

性量表以 Ｓｉｒｇｙ 和 Ｓｕ（２０００） ［２６］的成熟量表为基础进行了改编。 对量表的修改遵循国外学者的建

议（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１９７９） ［４９］。 首先，采用“翻译—回译”的方法对搜集到的国外成熟量表进行翻译，并根

据实际研究情境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形成初始测量题项。 为了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又邀请

了本专业领域的专家和管理者对量表进行审核。 然后，研究者又对量表题项在语言表述上的准确

性和简洁性等方面进行了检验，这一步骤主要通过本专业 ３０ 位在校本科生来填写，根据填写反馈

进行修正，共 １１ 个题项，内容涵盖范围比较全面，体现为旅游的六要素以及相关信息获取的便利

性。 旅游者目的地信任量表以国际上的成熟量表为基础（Ｍｏｒｇａｎ 和 Ｈｕｎｔ，１９９４［１７］；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和
Ｈｏｉｂｒｏｏｋ，２００１［５０］），结合目的地具体情境和特征进行了修正，最后保留三个题项，题项示例为“我
对这个地方非常信赖”“这个地方的人诚信正直”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旅游

者—目的地互惠量表借鉴 Ｗｕ 等（２００８） ［４３］的量表，根据研究情境做出了适当修改，共计三个题项，
具体题项示例“当我在旅游地有需要时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我愿意将个人信息提供给旅游地相

关人员以便获取更好的服务” “我愿意与旅游地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等；地方依恋以 Ｙｕｋｓｅｌ 等
（２０１０） ［４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语言表述进行了适当修改，具体由“这个旅游地对我来说意义很

大”“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留恋”和“我对这个地方有着非常强烈的归属感”三个题项构成；忠诚度量

表参照 Ｚｅｉｔｈａｍｌ 等（１９９６） ［５１］的量表，并结合中国语境将区分度小的题项进行了删减，最后剩下三

个，分别是“我愿意再去这个地方旅游”“我会对该旅游地进行积极评价”“我会鼓励他人去这里旅

游”。 上述量表均使用李克特 ５ 分制量表，“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同意程度随着数字的增

大而增强，功能一致性量表除外，从 １ ～ ５ 表示完全不一致到完全一致。
为了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采用便利样本的施测方式收集了某高校 ５０ 位在校大学生的小样

本，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所有量表的 ＫＭＯ 值大于 ０ ８５，克朗巴赫系数也在 ０ ８５ 以上，
ｐ ＜ ０ ０００，从数据结果来看，量表的信度良好。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中，自我一致性量表有 １ 个题

项（目的地形象与大家期望的自我形象十分相似）、功能一致性量表中“治安状况、自然景观、环境

卫生情况和文化氛围”四个题项的因子负荷值都在 ０ ５ 以下，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将这五个题项

删除。
２．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分两次完成，并且两次数据收集都以有过城市旅游经历的人为目标群体。 第一次数

据收集主要通过专业的数据收集平台完成，参与作答对象为最近一个月内有过城市旅游经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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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目标群体的获得，作者通过在问卷填写之前设计前置性筛选项问题来实现：您最近一个月

内所进行的国内旅游去的是城市吗？ 选项分为“是”与“否”两种，只有点选“是”的被试者才会进

入正式的问卷作答环节。 同时，作者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周边刚去城市旅游归来的好友发送

问卷链接完成填写。 总共收集 ３７０ 份，剔除其中作答不符合要求的以及出现极端值的，有效问卷为

３３９ 份；第二次数据收集主要在厦门的南普陀和鼓浪屿、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天安门广场以及三亚

的天涯海角这五个著名景点或景区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向处于放松或休息状态的游客现场发放问

卷并进行现场回收，总共收集问卷 ５１０ 份，剔除其中作答不完整、不符合要求的，有效问卷为 ４７１
份。 两次一共收集问卷 ８８０ 份，有效问卷 ８１０ 份，有效率达 ９２％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主要以女

性为主体，所占比例达 ６４ ３％ ；年龄方面，７６ ３％的年龄在 １９ ～ ３０ 岁之间，１７ ５％处于 ３１ ～ ４５ 岁之

间；５ ２％为 ４６ ～ ６０ 岁之间；被访问对象大多都是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者，７４ ３％具有大专 ／本科

学历，１６ ５％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月收入方面，大多数人群的月收入介于 ２００１ ～ ４０００ 元之间

（４１ ４％ ），２０ ２％的被访问者收入处于 ４００１ ～ ６０００ 的水平之间，这个收入水平比较符合年龄构成

中居于主体的 １９ ～ ３０ 岁之间的人群；被调查者的主要旅游动机为休闲度假（４６ ４％ ）和观光游览

（３０ ９％ ）。
３． 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 具体分析过程主要借助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和 ＡＭＯＳ２１ ０ 两种统计软件实现，分析方法涉及到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其

次，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和假设检验。 其中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和直接假设检验采用 ＡＭＯＳ２１ ０ 统计

软件来实现，而旅游者—目的地互惠与地方依恋的链式双重中介效应主要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软

件中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进行检验。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和效度检验是进行结构模型检验和假设验证的基础。 本研究主要通过信度系数 α 对模

型中包括的六个变量的信度进行检验。 当 α 值大于 ０ ７ 时，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良好（吴明隆，
２０１０） ［５２］。 数据分析结果发现，自我一致性、功能一致性、目的地信任、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地方

依恋和忠诚度六个变量的信度系数都在 ０ ８ 以上。 因此，问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负荷 ｔ 值 组合信度 ＡＶＥ α 系数

自我一致性

这个地方的形象与我的形象很一致 ０ ７７３ ２１ ９１５

该旅游地形象与我对自己的认知是一致的 ０ ７７９ ２０ ８９０

该旅游地形象与我期望的形象是一致的 ０ ８９０ —

０ ８５６ ０ ６６６ ０ ８２９

功能一致性

旅游信息咨询方便 ０ ８２８ —

住宿方便舒适 ０ ７７８ ２０ ５９４

美食丰富多样性 ０ ７１６ １８ ９９６

休闲娱乐活动丰富 ０ ７８８ ２１ ０４６

旅游交通便捷 ０ ７３８ １９ ６８２

购物品种繁多 ０ ７１８ ２０ ８７２

人文景观独特 ０ ７１６ ２１ ９７１

０ ９０３ ０ ５７１ ０ ９１８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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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题项 因子负荷 ｔ 值 组合信度 ＡＶＥ α 系数

目的地信任

我对这个地方非常信赖 ０ ８７２ —

这个地方的人诚信正直 ０ ７９５ ２７ ５５３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０ ８６２ ３２ ０３３

０ ８８１ ０ ７１２ ０ ８８１

旅游者—
目的地互惠

当我在旅游地有需要时能够得到一定的

帮助
０ ７００ —

我愿意将个人信息提供给旅游地相关人

员以获得更好服务
０ ７０８ １９ １５３

我愿意与旅游地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 ０ ８６０ ２０ ７７１

０ ８０２ ０ ５７７ ０ ８３７

地方依恋

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留恋 ０ ９２６ —

我对这个地方有着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０ ８３０ ３１ ０８６

这个旅游地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０ ８８４ ３５ ４４０

０ ９１２ ０ ７７６ ０ ９１９

忠诚度

我愿意再去这个地方旅游 ０ ８７２ —

我会对该旅游地进行积极评价 ０ ９０１ ３３ ９７２

我会鼓励他人去这里旅游 ０ ９１５ ３３ ０２７

０ ９２４ ０ ８０３ ０ ９１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效度检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的检验。 六个变量的观测指标的因子负荷系数

都在 ０ ７ 及以上，大于 ０ ５ 的临界值，并且 ｔ 值在 ｐ ＜ ０ ０５ 水平显著，说明问卷的测量题项具有良好

的信度。 组合信度（ＣＲ）值最低为 ０ ８ 以上，大于 ０ ６ 的临界水平（吴明隆，２０１０） ［５２］，表明各变量

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平均提取方差值（ＡＶＥ）最小值为 ０ ５７１，大于临界值 ０ 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Ｇｅｒｂｉｎｇ，１９８８） ［５３］，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区分效度的检验以自我一致性、功能一致性、目的地信任、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地方依恋和忠

诚度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参照对象，将每个变量和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与该变量对应的平

均提取方差值的算术平方根进行对比，当相关性系数小于平均提取方差值的算术平方根时，并且所

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低于 ０ ８５（Ｈｕｎｇ 和 Ｐｅｔｒｉｃｋ，２０１２） ［２７］，则该变量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Ｆｏｒｎｅｌｌ
和 Ｌａｒｃｋｅｒ，１９８１） ［５４］。 结果表明，模型中六个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都低于 ０ ８５ 的临界值并且均不

超过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的算术平方根。 因此，变量的区分效度较好。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区分效度

自我一致性 功能一致性 目的地信任 互惠 情感依恋 忠诚度

自我一致性 ０ ８１６

功能一致性 ０ ６０７∗∗ ０ ７５６

目的地信任 ０ ７２９∗∗ ０ ７０４∗∗ ０ ８４４

旅游者—目的地互惠 ０ ４９２∗∗ ０ ５０３∗∗ ０ ５０１∗∗ ０ ７６０

地方依恋 ０ ６１４∗∗ ０ ５９８∗∗ ０ ６１８∗∗ ０ ６０１∗∗ ０ ８８１

忠诚度 ０ ６２９∗∗ ０ ６２４∗∗ ０ ６５５∗∗ ０ ６９９∗∗ ０ ７１８∗∗ ０ ８９６

　 　 注：∗∗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对角线上的加粗数字为 ＡＶＥ 的平方根，对角线下的数字为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本文主要选用卡方自由度比值（Ｘ２ ／ ＤＦ）、ＲＭＳＥＡ 两个表示绝对适配度的指标，以及 ＣＦＩ、ＩＦＩ、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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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ＦＩ 和 ＴＬＩ 三个表示增值适配度的指标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 通过结构模型分析发现，
ＲＭＳＥＡ 大于 ０ ０８，卡方自由度比值小于 ３，ＣＦＩ、ＩＦＩ、ＮＦＩ 和 ＴＬＩ 三个指标均在 ０ ９６ 以上，所有指标

都满足模型拟合的基本条件，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因此，可以推断，本研究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良好。
表 ３ 结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指标 Ｘ２ Ｘ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ＴＬＩ ＣＦＩ ＩＦＩ ＮＦＩ

值 ５０６ ０２２ ２ ７５０ ０ ０４７ ０ ９７１ ０ ９７７ ０ ９７７ ０ ９６４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１）直接效应检验。 理论模型中假设 Ｈ１ ～ 假设 Ｈ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检验。 结果

如表 ４ 所示。 自我一致性对目的地信任的影响显著并且是正向的 （ β ＝ ０ ５５９， ｔ ＝ １２ ９２２，
ｐ ＜ ０ ００１），即旅游目的地象征形象是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产生信任的重要因素，当旅游者感知到

的目的地象征形象与自我概念越趋于一致时就会对目的地满足自己需求的信心越强。 因此，假设

Ｈ１成立。 功能一致性对目的地信任的影响显著并且是正向的（β ＝ ０ ５２９，ｔ ＝ １２ １９５，ｐ ＜ ０ ００１），即
旅游者实际感知到的旅游目的地功能属性与理想状态的功能属性越接近时，就会更加信赖目的地，
相信目的地有能力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因此，假设 Ｈ２ 成立。 自我一致性对功能一致性的影响显

著并且是正向的（β ＝ ０ ６４８，ｔ ＝ １５ ４０９，ｐ ＜ ０ ００１），即当目的地象征意义与自我形象的匹配程度越

高时越容易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目的地上，会认为目的地功能与预期一样，能够很好地满足其需

求，在其游玩过程中能提供高质量的体验。 因此，假设 Ｈ３ 成立。 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影响着旅

游者的情感和行为，正如表 ４ 结果所表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互惠行为的产生起

着显著性的积极作用（β ＝ ０ ６２０，ｔ ＝ １６ ５７９，ｐ ＜ ０ ００１），这说明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度越高，其
与目的地之间的互惠行为也会越频繁，再次验证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互动体

验中形成的一种相互利他关系。 因此，假设 Ｈ４ 成立。 地方依恋是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情

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受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积极影响（β ＝ ０ ５６６，ｔ ＝ １０ ６２５，ｐ ＜ ０ ００１），即旅游

者对目的地的信任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因此，假设 Ｈ５ 成立。 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是预

测忠诚行为的重要变量，对忠诚度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β ＝ ０ ３０６，ｔ ＝ ６ ８５１，ｐ ＜ ０ ００１），即旅游者

对目的地的信任度越高，重游意愿更强，因此，假设 Ｈ６ 成立。
表 ４ 直接效应检验结果

假设 标准路径 标准误 路径系数 ｔ 值 ｐ 值 结果

Ｈ１ 自我一致性→目的地信任 ０ ０４３ ０ ５５９ １２ ９２２ ∗∗∗ 成立

Ｈ２ 功能一致性→目的地信任 ０ ０４３ ０ ５２９ １２ １９５ ∗∗∗ 成立

Ｈ３ 自我一致性→功能一致性 ０ ０４２ ０ ６４８ １５ ４０９ ∗∗∗ 成立

Ｈ４ 目的地信任→互惠 ０ ０３７ ０ ６２０ １６ ５７９ ∗∗∗ 成立

Ｈ５ 目的地信任→地方依恋 ０ ０５３ ０ ５６６ １０ ６２５ ∗∗∗ 成立

Ｈ６ 目的地信任→忠诚度 ０ ０４５ ０ ３０６ ６ ８５１ ∗∗∗ 成立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检验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的链

式双重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忠诚

度关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总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３９８６，置信区间为［０ ３４２９，０ ４５９５］，不含 ０；
中介效应分三条特定路径实现，如表 ５ 中的 Ｉｎｄ１ ～ Ｉｎｄ３：Ｉｎｄ１ 为旅游者目的地信任通过旅游者—目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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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互惠单独对忠诚度产生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１８６８，置信区间为［０ １４４１，０ ２３８６］，不含 ０，这表明，
旅游者—互惠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忠诚度关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Ｉｎｄ２ 显示，旅游者目

的信任通过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共同对忠诚度产生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６６８，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４６７，０ ０９２９］，不含 ０，这表明，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具有链式双重中介作用，即互

惠是一种信任回报的结果，同时也是依恋和忠诚度的源泉。 具体而言，旅游者对目的地信任度越

高，越愿意与目的地展开互惠活动，同时，这种互惠影响到旅游者的体验结果以及旅游者对产品和

服务的正面评价，增强旅游者的地方依恋，进而形成忠诚度。 Ｉｎｄ３ 显示，旅游者目的信任通过地方

依恋单独对忠诚度产生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１４５０，置信区间为［０ １０７５，０ １８８１］，不含 ０，这表明，地方

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忠诚度关系之间有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因此，研究假设 Ｈ７ 得到支持。
另外，对不同路径的中介效应进行差值比较，结果发现，从特定路径差值比较的置信区间看，旅游

者 －互惠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忠诚度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
这两个变量的单独中介作用明显强于他们的链式中介作用。
表 ５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影响路径 影响效应 标准误 ＢｏｏｔＬＬＣ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结果

Ｉｎｄ１ ０ １８６８ ０ ０２４１ ０ １４４１ ０ ２３８６ 显著

Ｉｎｄ２ ０ ０６６８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９２９ 显著

Ｉｎｄ３ ０ １４５０ ０ ０２０６ ０ １０７５ ０ １８８１ 显著

总的间接效应 ０ ３９８６ ０ ０２９５ ０ ３４２９ ０ ４５９５ 显著

Ｉｎｄ１ － Ｉｎｄ２ ０ １２００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７１９ ０ １７４４ 显著

Ｉｎｄ１ － Ｉｎｄ３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３７４ － ０ ０３０３ ０ １１５５ 不显著

Ｉｎｄ２ － Ｉｎｄ３ － ０ ０７８２ ０ ０２１１ － ０ １２３１ － ０ ０３８８ 显著

　 　 注：Ｉｎｄ１：旅游者目的信任→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忠诚度；Ｉｎｄ２：旅游者目的信任→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地方依恋→忠诚

度；Ｉｎｄ３：旅游者目的信任→地方依恋→忠诚度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１． 主要结论

本文以霍华德—谢思模型为基础构建了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机制及效应机制并运用结构

方程模型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从而揭示了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形成的内

在机理及其对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地方依恋和忠诚度形成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旅游者目的地信

任的形成机制中，自我一致性与功能一致性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旅游目的地象征价值的地位不断凸

显，这一研究结果也是对旅游目的地非功用性定位研究的一种呼应（曲颖和李天元，２０１２） ［５５］。 与

已有研究成果所表明的，自我一致性也会对功能一致性产生显著的作用 （Ｈｕｎｇ 和 Ｐｅｔｒｉｃｋ，
２０１２） ［２７］。 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效应机制方面，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地方

依恋和忠诚度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并且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和忠

诚度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链式双重中介作用。 更进一步说，旅游者目的地信任通过地方依恋对忠诚

度产生间接的正向溢出效应，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Ｃｈｅｎ 和 Ｐｈｏｕ，２０１３） ［２９］，同时，旅游者

目的地信任还通过旅游者—目的地互惠间接影响忠诚度，并且旅游者—目的地互惠在旅游者目的

地信任与地方依恋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从某种角度证明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正如员工与顾客

之间的愉悦互动，能够带来一定的忠诚度，这与一般营销领域中研究的互惠（互动）对忠诚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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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果是一致的（Ｇｒｅｍｌｅｒ 和 Ｇｗ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０［４５］；卫海英和刘桂瑜，２００９［４１］）。
２． 理论启示

（１）从一致性角度探索了功能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在目的地信任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

用。 以往研究过多关注目的地形象、感知价值等功能形象对目的地信任的影响，未对自我一致性和

目的地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本文既探讨了自我一致性对目的地信任的直接影响，又探讨了自

我一致性通过功能一致性对目的地信任的间接影响。 这为目的地信任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同时也为目的地营销管理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

（２）揭示了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溢出效应中旅游者—目的地互惠的重要作用。 以往的研究表

明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忠诚度关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而本文将体现动态关系的旅游

者—目的地互惠变量引入模型，发现旅游者—目的地互惠与地方依恋具有链式双重中介作用。 这

说明了旅游者目的地信任与溢出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顺序性，进一步说明了旅游者—目的地

互惠的重要性，丰富了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溢出效应内容，也为旅游者目的地忠诚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理论基础。
３． 实践启示

（１）指导旅游目的地信任体系的建设。 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和市场营销工作者首先应该充分挖

掘目的地的象征价值，突显目的地的个性和内在意蕴。 与此同时，还要增强、完善目的地功能价值。
最后，进行真实地宣传。 真实地宣传和展示旅游目的地，不给旅游者造成虚夸的假象，这样更容易

实现期望与感知的相吻合，更容易对目的地产生一种主观上的积极评价，认为目的地安全可靠，并
有能力满足旅游过程中各种需要，从而提高对目的地的信任。

（２）重视旅游者—目的地互惠的作用。 首先，目的地管理者应该为旅游者建立和谐信任的氛

围、营造友好目的地大背景，促进旅游者主动形成互惠式沟通和发展。 其次，设计体验化产品，为旅

游者—目的地互惠提供平台。 这种体验化产品形式可以从传统线下活动向以新媒体为载体的线上

活动的延伸。
４．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和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将自我一致性、功能一致性、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旅游者—目的地互

惠、地方依恋和忠诚度进行了整合研究，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研究的理论实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

善，拓展了目的地信任研究的范畴，但本研究仍具有以下三点不足。 第一，影响目的地信任的前因

变量除了一致性还有很多，这些变量到底是什么？ 他们与一致性相比，对目的地信任的效应孰强孰

弱？ 对此研究的深入和全面性尚欠缺。 第二，量表的选取缺乏旅游业特性和本土化意识。 目的地

信任量表借用国外营销学领域中比较成熟的量表，缺乏行业特性和中国特色。 旅游者—目的地互

惠量表借用人—组织互惠量表，拟人化现象严重，对旅游者与目的地特性考虑不够深入。 第三，只
以城市型旅游目的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城市型旅游目的地信任的形成机制和溢出效应，对旅游目

的地的类型没有全面涉及。 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导致普适性问题。
基于上述存在的不足，该主题还有后续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增加旅游者

目的地信任的前因变量，以便更全面地分析影响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构建的因素；其次，有必要采用

定性研究如扎根理论法对目的地信任和旅游者—目的地互惠量表进行本土化和情境化开发，形成

具有旅游特性的量表，进而丰富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最后，为了使研究的理论意义更具普适性，本
研究还应该考虑其他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如乡村型旅游目的地、胜地型旅游目的地，或者按照其他

标准分类的旅游目的地类型，考察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信任的形成及影响效应是否具有共通之处，
以此检验概念模型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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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王财玉． 消费者自我 － 品牌联结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Ｊ］ ． 北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５）：９２２ － ９３３．
［２３］Ｊｏｈａｒ，Ｊ． Ｓ，ａｎｄ Ｊ． Ｓｉｒｇｙ． Ｖａｌｕ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ｌｓ：Ｗ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ｙ ｔｏ Ｕ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ｌ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１９９１，２０，（３）：２３ － ３３．
［２４］Ｋｒｅｓｓｍａｎｎ，Ｆ． ，Ｍ． Ｊ． Ｓｉｒｇｙ，Ａ．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Ｆ． Ｈｕｂｅｒ，Ｓ． Ｈｕｂｅｒ，ａｎｄ Ｊ． Ｌｅｅ 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ｒ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５９，（９）：９５５ － ９６４．
［２５］Ｃｈｏｎ，Ｋ． 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 ／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２，（１９）：３６０ － ３７６．
［２６］Ｓｉｒｇｙ，Ｍ． Ｊ． ，ａｎｄ Ｃ． Ｓｕ．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ｅｌｆ⁃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３８，（４）：３４０ － ３５２．
［２７］Ｈｕｎｇ，Ｋ． ， ａｎｄ Ｊ． Ｆ． Ｐｅｔｒｉｃｋ．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Ｔｒａｖ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ｎ 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３，（４）：８５５ － ８６７．
［２８］Ａｋｈｏｏｎｄｎｅｊａｄ，Ａ．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 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ｍｅｎ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ｓ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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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５２）：４６８ － ４７７．
［２９］ Ｃｈｅｎ，Ｃ． ，ａｎｄ Ｓ． Ｐｈｏｕ．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３６）：２６９ － ２７８．
［３０］潘莉，吕兴洋，李惠璠． 旅游情境中的形象一致性理论评述［Ｊ］ ． 西安：人文地理，２０１６，３１，（３）：９ － １８．
［３１］宁昌会，曹云仙子． 成分品牌联合的溢出效应研究———品牌熟悉度和介入度的调节作用［ Ｊ］ ．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２０１６，（２）：１２２ － １２９．
［３２］Ｓｉｍｏｎｉｎ，Ｂ． Ｌ． ，ａｎｄ Ｊ． Ａ． Ｒｕｔｈ，．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Ｋｎ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ｔ Ｋｅｅｐｓ：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３５，（１）：３０ － ４２．
［３３］王海忠，闫怡． 顾客参与新产品构思对消费者自我—品牌联结的正向溢出效应：心理模拟的中介作用［Ｊ］ ． 天津：南开管理

评论，２０１８，（１）：１３２ － １４５．
［３４］梁平汉，孟涓涓． 人际关系、间接互惠与信任：一个实验研究［Ｊ］ ． 北京：世界经济，２０１３，（１２）：９０ － １１０．
［３５］李卫东，刘洪． 研发团队成员信任与知识共享意愿的关系研究———知识权力丧失与互惠互利的中介作用［ Ｊ］ ． 北京：管理

评论，２０１４，（３）：１２８ － １３８．
［３６］Ｓｉｒｄｅｓｈｍｕｋｈ，Ｄ． ，Ｊ． Ｓｉｎｇｈ，ａｎｄ Ｂ． Ｓａｂ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０，（６６）：１５ － ３７．
［３７］ Ｈａｎ，Ｈ． ， Ｓ， ａｎｄ Ｓ． Ｈｙｕｎ．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ｓｅ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３７，（３）：３０３ － ３２９．
［３８］Ｋａｎｇ，Ｊ． ，Ｌ． Ｔａｎｇ，Ｙ． Ｌｅｅ Ｊ，ａｎｄ Ｒ． Ｈ． Ｂｏｓｓｅｌ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Ｎａｍｅ⁃ｂｒ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ｏｆｆｅｅ Ｓｈｏｐ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１，（３）：８０９ － ８１８．
［３９］Ｄａｖｉｅｓ，Ｇ． ，ａｎｄ Ｒ． Ｃｈｕ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１９）：４５ － ７１．
［４０］Ｓｃｈｕｌｔｚ，Ｄ． Ｅ． ，ａｎｄ Ｓ． Ｂａｉｌｙ．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 Ｂｒ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

４０，（３）：４１ － ５２．
［４１］卫海英，刘桂瑜． 互动对服务品牌资产影响的实证研究［Ｊ］ ． 成都：软科学，２００９，（１１）：４３ － ４７．
［４２］Ｓｏ，Ｋ． Ｋ． Ｆ． ，Ｃ． Ｋｉｎｇ，Ｂ． Ａ． Ｓｐａｒｋｓ，ａｎｄ Ｙ． Ｗａ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ｒ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ｏｔｅｌ Ｂｒ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４）：３１ － ４１．
［４３］Ｗｕ，Ｗ． ，Ｔ． Ｓ． Ｃｈａｎ，ａｎｄ Ｈ． Ｈ． Ｌａｕ． Ｄｏ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４，（３ － ４）：３４５ － ３６０．
［４４］丛庆，阎洪，王玉梅． 服务补救后满意对顾客形成关系持续意愿的影响研究［Ｊ］ ． 哈尔滨：管理科学，２００７，（６）：５４ － ６３．
［４５］Ｇｒｅｍｌｅｒ，Ｄ． Ｄ． ，ａｎｄ Ｋ，Ｐ． Ｇｗｉｎｎｅ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

３，（１）：８２ － １０４．
［４６ ］ Ｙｕｋｓｅｌ， Ａ． ， Ｆ． Ｙｕｋｓｅｌ， ａｎｄ Ｙ． Ｂｉｌｉ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ａｔｉｖｅ ｌｏｙａｌｔｙ［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３１，（２）：２７４ － ２８４．
［４７］Ｌｅｅ，Ｔ． Ｈ． ，ａｎｄ Ｙ． Ｌ． Ｓ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ｙａｌ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Ｄｏｇ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３）：７６ － ８５．
［４８］白凯． 乡村旅游地场所依赖和游客忠诚度关联研究———以西安市长安区“农家乐”为例［Ｊ］ ． 西安：人文地理，２０１０，（４）：

１２０ － １２５．
［４９］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Ｇ． Ａ．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９，

（１６）：６４ － ７３．
［５０］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Ａ． ，ａｎｄ Ｍ，Ｂ． Ｈｏｉｂｒｏｏｋ．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Ｂｒ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１，６５，（４）：８１ － ９３．
［５１］Ｚｅｉｔｈａｍｌ，Ｖ． ，Ｌ． Ｌ． Ｂｅｒｒｙ，ａｎｄ Ａ． 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１９９６，

６０，（２）：３１ － ４６．
［５２］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ＳＰＳＳ 操作与应用［Ｍ］． 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 Ｃ． ，ａｎｄ Ｄ． Ｗ． Ｇｅｒｂ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ｗｏ⁃Ｓｔ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８，１０３，（３）：４１１ － ４２３．
［５４］Ｆｏｒｎｅｌｌ，Ｃ． ，ａｎｄ Ｄ． Ｆ． Ｌａｒｃｋ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１，１８，（１）：３９ － ５０．
［５５］曲颖，李天元． 旅游目的地非功用性定位研究———以目的地品牌个性为分析指标［Ｊ］ ． 北京：旅游学刊，２０１２，（９）：１７ － ２５．

４３１

刘卫梅，林德荣　 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形成机制及溢出效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ＬＩＵ Ｗｅｉ⁃ｍｅｉ，ＬＩＮ Ｄｅ⁃ｒ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ｓ ｗｅ ａｌｌ ｋｎｏｗ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ｎｅｗ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ｄｉａ，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Ｓｅａｆｏｏ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ｌｏｓ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ｉｌ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ｗａｒｄ⁃Ｓｈｅ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ｏｎ⁃ｓｉｔ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８１０ ｃｏｐｉ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ｎ ｗｅ ｍａｋ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ＡＭＯＳ ２１ 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ｅｌｆ⁃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ｂｏｔｈ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ｔｅｌｌ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ｈ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ｕｓｔ ｉｎｔｏ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ｉ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ａｓ ａ ｎｅｗ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ｈａｉｎ 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ａｎｄ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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