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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si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destina-
tion and scenic spots. The subject, taking Yuncheng as an example, conducts a serious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ourist’s revisiting destin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analyzing the data, 
we can make clear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various factors to revisit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he tourists revisiting are the income of the tourists and the ability to 
pay, travel experiences, the demand of tourists,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the destination’s overall image. This will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nterprises to develop tourism-related tourism policies, systems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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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游对旅游目的地和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课题以运城市为例，针对旅游者重游旅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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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对市民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明确了各因素对重游的影

响程度，得出影响旅游者重游的主要因素是旅游者的收入及支付能力、之前的旅游经历、旅游者的需求、

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服务设施和整体形象、旅游资源的质量，这将为政府有关部门和旅游企业制定相关旅

游政策、制度和经营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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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我国对重游现象的关注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集中在重游者比例调查、重游影响因素、重游

与游客忠诚的关系等几方面。重游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感知质量和满意程度的影响。翁莉提出可能重

游的公式，认为邻近景区的特征是旅游者重游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指出满意度与重游行为的相关性特

征[1]。陈钢华、黄远水通过网络调查发现之前游览该地的感知价值、满意度等因素对旅游者重游具有明

显的影响，并将重游者分为大众平衡型、满怀期待型、无所谓型 3 类[2]。黄福才、黄颖华通过问卷调查，

分析了旅游目的地忠诚和感知价值、旅游质量、满意度之间的关系[3]。张琴通过对韩国游客重游张家界

的因子分析，得出旅游成本、旅游景点形象、基础服务和可达性是影响韩国游客重游的主要因素[4]。杨

旸等通过分析宜兴市历年国内游客接待人数，认为导游满意度、停留时间、交通方式影响游客的重游[5]。
二是旅游者的主观意识。唐德荣用主成分分析得出之前旅游经历、旅游偏好、旅游预期价值是影响乡村

旅游者重游的主要因素[6]。黎碧媛以凤凰古城为例，分析了旅游动机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

的游客动机与不同时期的重游意愿存在很大的差异[7]。三是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尹燕认为旅游者的

年龄、家庭月收入对乡村旅游者的重游具有显著影响[8]。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运城市市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实地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

分是旅游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影响旅游者重游的因素。其中影响旅游者重游的因素包括 20 项指标。

问卷采用 5 分制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不重要，“2”表示不重要，“3”表示一般，“4”表示重

要，“5”表示非常重要，2015 年 4 月 15~20 日对运城市市民进行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70
份，实际收回 152 份，有效回收率是 89.41%，用 SPSS 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用李克特量表分析数据时，必须衡量数据的可靠性。采用克朗巴哈值(Cronbach’s 值)来衡量数据的可

靠性。一般认为，克朗巴哈值达到 0.6 以上就可以接受，介于 0.7~0.8 之间表示量表数据的可靠性较高，

介于 0.8~0.9 之间表示量表数据的信度非常高。本研究利用 SPSS19.0 统计分许软件进行分析发现量表数

据的克朗巴哈值为 0.784，说明所获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运用 SPSS 软件分别对影响旅游者重游的旅游者因素和旅游目的地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正交旋转法

对数据进行因子提取进行主成分分析，最后分析出影响旅游者重游的因素。 

3. 研究过程及结果 

3.1. 样本特征分析 

3.1.1. 样本的基本信息分析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的基本信息即社会人口学特征(见表 1)，样本的男女性别比例比较均衡，其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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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占比例略高，为 53.95%，男性为 46.05%；在年龄分布上，以 18~30 岁的中青年为主，占总体样本

的 75.66%，其次是 30~45 岁，所占比例为 14.47%，18 岁以下的占 3.95%，45~55 岁的占 3.29%，55 岁以

上的占 2.63%；职业构成中，学生群体所占份额最多、比例最大，为 56.58%，其次为公司职员和教育者,
所占比重分别为 9.87%和 7.24%，再次为其他、医务人员、公务员、个体户、离退休人员，所占比重分别

为 5.92%、5.26%、3.29%、3.29%和 3.29%，其他群体人数较少，工人、农民、政府工作人员、公司管理

层分别占 1.97%、1.97%、0.66%、0.66%；从文化程度构成来看，研究生及以上占 3.29%，大专占 15.13%，

本科占 65.13%，中专及高中占 8.55%，高中以下占 7.89%；个人月收入上，1000 元以下所占比重最大，

为 52.63%，1000~1500 元的所占比重为 9.87%，1500~3000 元所占比重为 24.34%，3000~4500 元所占比

重为 8.55%，4500 元以上的占 4.61%。 

3.1.2. 样本的旅游行为特征分析 
(1) 旅游频率 
被调查者中(见图 1)，旅游频率为半年一次的旅游者所占比重最大，有 78 人，占 51.32%；其次是旅

游频率为一年一次的旅游者，有 45 人，占 29.61%；一月一次的旅游者有 27 人，占 17.76%；一周一次的

旅游者有 2 人，占 1.32%。由此可见，被调查的旅游者中，大多数人喜欢半年或一年旅行一次，这与运

城市市民的观念、工资水平有关，相对来说，运城市居民的观念比较落后，旅游在生活中的重视程度不

是很高，日常生活大多被工作、家庭所占据，旅游对其来说可有可无。同时，绝大多数居民的工资水平

大多在 1500~3000 元之间，工资水平较其他地区来说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者的出游频率。 
(2) 出游方式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见图 2)，把与同事朋友结伴旅行作为出游方式的旅游者有 69 人，占 45.39%；选

择家人陪伴的旅游者有 33 人，占 21.71%；选择自驾游的旅游者有 21 人，占 13.82%；选择旅行社的旅游

者有 8 人，占 5.26%，选择单位组织的旅游者有 5 人，占 3.29%；选择其他的有 16 人，占 10.53%。这说

明，旅游者更喜欢与家人朋友一起旅游。究其原因，是因为相对旅行社或其他来说，同事、朋友与自己

的年龄、观念、兴趣等存在的差异不是很大，没有代沟，存在共同话题，旅游时可能更容易、更轻松愉

悦。而与家人旅游，更注重的是旅游时的氛围，是一种很好的增进家庭亲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能给

以后留下美好的回忆。 
(3) 旅游者注重方面 
从样本统计的结果看(见图 3)，大多数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最注重的是娱乐、餐饮、住宿、交通、民

俗文化，所占比重分别为 40.79%、38.82%、36.84%、37.5%、34.87%；其次是导游、购物和其他，所占

比重分别为 15.79%、7.24%、2.63%。首先，娱乐、餐饮、住宿、交通都是旅游的基本要素，而娱乐是旅

游者的目的性需求，是复杂性需求，餐饮、住宿、交通是旅游者为达到旅游目的所必备的日常生活性质

的需求，是单一性需求，所以是旅游者所注重的。同时，由于旅游的本质是求异，所以当地独具特色的

习惯、风俗是旅游者满足其求异心理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旅游者在旅游时所注重的方面。 
(4) 重游次数 
在旅游者重游次数方面(见图 4)，有 53 人没有重游经历，占样本总数的 34.87%；有过一次重游经历

的人有 47 人，占 37.92%；有过两次重游经历的人有 38 人，占 25%；有过两次以上重游经历的人有 14
人，占 9.21%。由此可见，大多数旅游者还是有重游经历的。 

(5) 重游目的地类型 
从获得的样本数据看(见图 5)，大多数人将山水风光和海滨沙滩作为他们下次重游的旅游目的地，所

占比重分别是 71.71%和 40.79%，其次是历史古迹、民俗风情和古镇园林，所占比重分别为 34.87%、26.32%
和 22.37%；而将革命圣地和宗教圣地作为他们下次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较少，所占比重分别为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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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 
表 1. 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题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70 46.05 

女 82 53.95 

年龄 

18 岁以下 6 3.95 

18~30 岁 115 75.66 

30~45 岁 22 14.47 

45~55 岁 5 3.29 

55 岁以上 4 2.63 

职业 

学生 86 56.58 

公务员 5 3.29 

工人 3 1.97 

农民 3 1.97 

教育者 11 7.24 

医务人员 8 5.26 

政府工作人员 1 0.66 

公司管理层 1 0.66 

公司职员 15 9.87 

个体户 5 3.29 

离退休人员 5 3.29 

其他 9 5.92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12 7.89 

中专及高中 13 8.55 

大专 23 15.13 

本科 99 65.13 

研究生及以上 5 3.29 

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80 52.63 

1000~1500 元 15 9.87 

1500~3000 元 37 24.34 

3000~4500 元 13 8.55 

4500 元以上 7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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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avel frequency   
图 1. 旅游频率 

 

 
Figure 2. Tourists’ travel way 
图 2. 旅游者的出游方式 

 
和 5.26%。究其原因，是因为游览山水风光能满足旅游者欣赏风景名胜，自然奇观，体验他乡别样的风

情，开阔眼界的需求，而海滨沙滩能满足旅游者娱乐休闲，其目的调解生活节奏，寻求消遣、休息和放

松，增进身心健康的需求，在这里旅游者不仅能领略到阳光、沙滩、海水，还能体验到独特的南国风情。 
综上所述，运城市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特征中，旅游频率方面，大多数为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出游

方式方面，绝大多数选择与同事朋友结伴，其次是与家人结伴同行。旅游中最注重的方面是娱、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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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spects tourists pay attention to  
图 3. 旅游者注重方面 

 

 
Figure 4. Revisit times  
图 4. 重游次数 

 
交通、民俗文化。重游意愿和重游次数方面，有将近一般的调查者有重游意愿，有 66%的调查者有重游

经历，说明重游市场的潜力很大。重游目的地类型方面，大多数人将山水风光和海滨沙滩作为其重游的

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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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Revisit destination’s type  
图 5. 重游目的地类型 

3.2. 影响运城市旅游者重游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旅游者因素对旅游者重游的影响分析 
采用正交旋转法对数据进行因子提取(见表 2)，提取的 3 个因子的累积解释的总方差为 65.097%，说

明这三个因子是影响运城市旅游者重游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过程如下： 
(1) 第一主成分与前次旅游的感受、前次旅游的性价比评价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这两方面综合反映

了旅游者前次的旅游感受，因此可以认为第一主成分是旅游者之前的旅游经历。 
(2) 第二主成分与旅游者的时间、收入及支付能力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这两方面反映了旅游者的成

本，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主成分代表了旅游者的旅游成本。 
(3) 第三主成分与旅游者对个人情感的需求、对体验民俗文化的需求、游览历史古迹的需求、欣赏自

然风光的需求呈现较强的正相关，而与旅游者前次旅游的感受和性价比呈现较强的负相关，而这两方面

综合反映了旅游者的前次游历感受，因此第三主成分是旅游者的个性需求。 

3.2.2. 旅游目的地因素对旅游者重游的影响分析 
采用正交旋转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提取(见表 3)，提取的 4 个因子的累积解释的总方差为 64.512%，

说明该因子是影响运城市旅游者重游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过程如下： 
(1) 第一主成分与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气候、居民对游客的态度、社会治安环境、文化氛围、民

俗文化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而这几个变量则综合反映了旅游目的地的基本情况，因此可以认为第一主

成分是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 
(2) 第二主成分与旅游目的地的吃、住、行、购、娱、导游服务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而这六个变量

都反映了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服务设施，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主成分代表了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服务设施。 
(3) 第三主成分与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而与旅游目的地的饮食、住宿、导游服务

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由于后三者反映的是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服务，因此第三主成分是旅游资源的质量。 
(4) 第四主成分与旅游目的地的食住行呈现较强的负相关，与旅游目的地的购娱导游呈现较强的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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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gredient matrix 
表 2. 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旅游者的时间 0.042 0.821 0.223 

收入及支付能力 0.046 0.843 −0.014 

前次旅游的感受 0.755 0.027 −0.544 

前次旅游的性价比评价 0.760 0.068 −0.531 

满足个人情感的需求情况 0.411 0.304 0.206 

满足体验民俗文化的需求 0.614 −0.207 0.538 

满足游览历史古迹的需求 0.704 −0.151 0.360 

满足欣赏自然风光的需求 0.558 −0.068 0.247 

 
Table 3. Ingredient matrix 
表 3. 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4 

目的地的生态环境状况 0.611 −0.372 0.343 −0.018 

目的地的气候状况 0.653 −0.388 0.037 0.124 

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 0.756 −0.107 −0.194 0.188 

目的地的饮食服务 0.504 0.369 −0.432 −0.199 

目的地的住宿服务 0.551 0.317 −0.450 −0.285 

目的地的交通条件 0.367 0.487 0.111 −0.597 

旅游资源的独特性 0.471 0.271 0.598 −0.195 

目的地的购物产品 0.370 0.561 0.018 0.583 

目的地的娱乐设施 0.314 0.668 0.244 0.365 

目的地的导游服务 0.516 −0.182 −0.354 0.176 

目的地的社会治安环境 0.554 −0.507 −0.108 −0.016 

目的地的文化氛围 0.614 −0.241 0.350 −0.092 

 

关，因此可以认为第四主成分代表了旅游景区的接待服务。 

4. 结果分析 

综上所述，在旅游者方面，影响因素主要是之前的旅游经历、旅游成本和旅游者的个性需求。主要

原因是因为时间和收入是旅游者旅游的前提，当旅游者的收入及支付能力增强时，旅游者可能会放弃部

分工作而选择休闲度假，使得游客愿意选择重游。之前的旅游经历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综合评价，

当旅游者对之前的旅游满意或有良好的印象时，旅游者会选择再次光临此旅游目的地，感受当时的氛围。

不同的个性需求如因陪亲戚朋友的需要、感受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欣赏独特的建筑风格等而选择重游

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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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目的地方面，影响因素主要是目的地的整体形象、基础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的质量。旅游资

源的独特性是吸引游客重游的关键，当景区的资源与其他景区的资源雷同时，游客就会放弃此次重游而

选择其他有代表性的景点。而形象和基础服务设施是目的地的明信片，当游客对该地的整体形象和基础

服务设施印象不好时，旅游者就会放弃重游而选择别的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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