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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公园新消费场景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本文以成都环城生态公园为例，基于现有消费者的消费特征

与消费意愿，利用改进的RFM模型测度现有消费者满意度，为成都建设公园城市新消费场景及提高城市

居民的游玩体验及消费满意度提供策略。研究发现：1) 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与消费者消费满意度相

关；2) 产品价格因素对消费者满意度起负向作用；3) 消费者对生态公园整体满意度高、景观活动空间、

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娱乐项目、特色活动、环境卫生对于现有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均起正向的作用。对此，

提出新消费场景下提高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消费满意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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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park new consumer scenarios have become new consumer growth points. Taking Chengdu 
Ring City Ecological Park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umption 
intention of existing consumers, the study utilizes the improved RFM model to measure the satisfac-
tion of existing consumers, and provides a strategy for building a new consumption scene in Cheng-
du park city as well as for improving the playing experience and consumption satisfaction of urban 
resi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income are related to consumer sa-
tisfaction; 2) the product price factor plays a negative role in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3) high 
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ecological park as a whole, the landscape activity space, public fa-
cility infrastructure, recreational programs, special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of existing consumers. In this regard,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improve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 Chengdu Ring City Ecological Park under the new con-
sumption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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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1]。新消费场景

能提升消费活力，消费场景生态化是消费转型发展的关键[2] [3]。成都市走在消费场景创新的前列，结合

公园城市消费特质，明确打造公园生态游憩场景[4]、熊猫野趣度假场景等，多措施并举开拓新消费场景

[5]。通过生产生活生态共融共生的新场景营造，推进城市更新，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6]，提升城市品质

吸引力。 
目前，成都构筑“两山、两网、两环、六片”的总体生态格局，形成了包括天府绿道公园、城市

公园等多类型的公园场景[7] (见图 1)。但存在品牌建设不足、产业经营模式传统等问题[8]，由此看来，

成都这座“公园城市”需要与新消费场景更好地融合，在新消费场景下研究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具有重

要意义。 
与传统消费相比，新消费更能发挥消费潜能，活跃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升级[9]。以往研究从需求侧

着手，对国际新消费、体育新消费、户外新消费的群体、区域、理念等方面进行研究[10] [11] [12] [13]；
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完善新型消费发展环境和制度体系[14] [15]。随着大众对健康、生活品质越来越重视，

生态公园新消费场景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从已有文献和现实看出，营造新消费场景中的生态公园场景，是新时代商业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重

新构建“人、物、场”的连通方式是公园城市消费场景的本质[16]，如何连通城市公园与文化消费空间也

是消费场景多元化的发展方向[17]。国内外学者对新消费场景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周逸影等(2021)创
新“公园 + 消费”的新商圈范式，为转型时期的商圈发展提供思路[18]。邹锦等(2020)提出生态公园建

设要构建多层次网络结构，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消费型生态公园[19]。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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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提出生态先行、空间赋能、场景营造的转型路径，以现代人居理念与数字化思维融合为导向，建立

生态价值转型模式[20]，将生态系统服务和消费场景多样化纳入一个成熟的设计概念[21]。 
 

 
Figure 1. Overview map of Chengdu Ring City Ecological Park (Photo from Chengd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图 1.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概览图(图源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然而，现有的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建设中，部分区域出现消费动力不足、消费场景与消费人群不匹配

等问题[22] [23] [24]。加之关于消费满意度评价的研究较少，但消费心理的把握与分析却十分重要[25] [26] 
[27] [28]。因此，有必要从新消费场景角度出发，探寻生态公园场景与消费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识别有效

提升生态公园环境、消费意愿和满意度的要素(见图 2)。以期进一步丰富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消费场景、消

费者体验和满意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为优化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提供规划建议，为“公园城市”向全国

推广提供可参考的建议和方向。 
 

 
Figure 2.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2. 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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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研究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现场踏勘、开放问卷等形式对现有消费者满意度进行量化分析；

第二阶段利用改进的 RFM 模型识别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因素；第三阶段通过分析结论确定成都环城生态

公园新消费场景优化的方法(见图 3)。 
 

 
Figure 3. Research idea map 
图 3. 研究思路图 

2.1. 研究对象 

现有消费者的问卷分配额，是通过划分的环城生态公园北段、东段、西段、西南段、东南段、西北

段的行政区域人数来确定的。通过配额抽样的方法，分配调查问卷数量。分配结果为：金牛区、新都区

共 262 份；成华区、龙泉驿区共 253 份；青羊区、温江区共 178 份；武侯区、双流区共 419 份；锦江区

83 份；郫都区 155 份，共计 1350 份。在调查过程中，设置上一个被调查者与下一个被调查者之间相距

的时间为五分钟，随机拦截进行问卷调查[29]。具体划分为现有消费者的依据是问卷中第 6 题“您最近半

年是否在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消费过”。 

2.2. 方法选取 

模型采用改进的 RFM 模型。改进的 RFM 模型通过因子分析、线性回归等探索影响现有消费者消费

满意度的因素，并进行定量对比分析，更好地解释消费行为、消费频率、消费金额等对客户的价值之间

的关系[30] [31] [32]。 

2.3. 影响环城生态公园消费者消费满意度的特征识别 

从现有消费者方面分析，通过了解现有消费者在公园中的消费去向和其前往的目的，发现人们是否

前往该生态公园进行消费取决于公园各种消费的价格，公园内设施是否完善以及是否有人陪同等因素[33] 
[34]。选取环城生态公园消费搜索热词前 10 位，构建前往原因和消费去向两个层级指标，发现与朋友、

亲人聚会游玩是前往生态公园的主要原因，而餐饮、娱乐、周边产品是消费的高频发生地(见图 4)。且在

公园内 50~200 元的消费远远低于 50 元或高于 200 元的消费，可见 50~200 元的消费额是大多数人可以接

受的(见图 5)。 

2.4. 数据统计 

实际调研数据收集于 2023 年 10 月 15~31 日，向使用高峰期(工作日 17:30~21:30、周末 9:00~21:30)
内分段的生态公园中的游憩人员随机发放问卷共计 1350 份。为提高问卷的准确性，采用现场填写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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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剔除少数不符合要求的研究对象(部分以通勤行为为目的的使用者)。问卷记录使用者的年龄段、

性别、教育水平、月收入、活动时长及每周使用频率来明确游憩者的使用特征，评价开始前会对受访者

进行指标选取的解释说明。最后剔除不完整的问卷，共计回收问卷 1336 份问卷，有效问卷 1123 份，整

体问卷有效率达 84.1%。 
 

 
Figure 4. Indicator selection chart for consumer satisfaction characteristics 
图 4. 消费者满意度特征的指标选取图 

 

 
Figure 5. Consumption view statistics chart 
图 5. 消费观统计图 

2.4.1. 样本特征构成与描述 
将所有消费者从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和职业三个方面分析将其分为 4~5 类。发现从年龄方面 16~35

岁年龄段消费者较多，从学历方面大专/本科消费者较多，从收入和职业方面中收入的公司职员以及缺少

收入来源的在校学生群体消费最多。但是，将成都现实工资与调查结果相结合发现，消费群体中月收入

1 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占比超过 32%，这个比例充分展现有很多高收入的人群偏爱以生态为载体的新

消费场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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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ng city ecological park 
表 1. 环城生态公园人口统计学特征 

项目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性别 
年龄 

男性 12.91% 23.77% 7.17% 4.51% 5.12% 

女性 18.03% 13.32% 4.71% 3.07% 7.38% 

学历 22.11% 57.40% 8.72% 12.17% - 

月收入和职业 39.00% 20.00% 55.00% 32.66% - 

注：性别年龄：第 1 类 = 16~25 岁，第 2 类 = 26~35 岁，第 3 类 = 36~45 岁，第 4 类 = 46~55 岁，第 5 类 = 56~65
岁；学历：第 1 类 = 研究生及以上，第 2 类 = 大专/本科，第 3 类 = 高中/中专，第 4 类 = 初中及以下；月收入

和职业：第 1 类 = 企业职员，第 2 类 = 在校学生群体，第 3 类 = 月收入 0~7000 元人群，第 4 类 = 月收入 1 万

元以上人群。 

2.4.2. 问卷及数据合理性检验 
将问卷获取的统计数据录入，并采用克朗巴哈信度法对问卷中的统计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现有消费

者部分量表的总体信度值为 0.933，潜在消费者部分量表的总体信度值为 0.959，市场前景部分量表的总

体信度值为 0.885。这些值均大于 0.8，表明本研究中各部分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每个量表的信

度值均大于 0.8，说明各变量维度内部的一致性良好[35]，问卷具有高信度(见表 2)。 
 

Table 2. Existing consumers’ reliability analysis table 
表 2. 现有消费者的信度分析表 

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 项数 信度 KMO值 Bartlett球形度 

消费者重视的属性 0.911 12 很好 - - 

公园满意度评价 0.925 12 很好 - - 

总体 0.933 24 很好 0.858 0.000 

 
采用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统计量来进行效度分析[36]。由表 2 可知，现有消费者部分预调查数据

的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Sig 的值为 0.000，且 KMO 值为 0.858，两者都说明该测量量表具有良好

的效度。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采用改进的 RFM 模型对现有消费者消费满意度进行统计。首先，选取适量但足够的影响消费者消费

满意度的潜在因素。由于自变量集较大，因此需要对数据集进行降维处理，本节选择使用探索性因子分

析进行数据的降维处理。最后，使用线性回归拟合回归曲线，由回归系数的大小、正负性、显著性等判

断各主成分对于现有消费者消费满意度的定量影响程度。 

3.1. 指标体系 

首先通过查阅文献以及相关访谈内容，选取基本信息、消费现状、消费满意度及前景等共计 22 项因

素作为自变量(见表 3)。 

3.2. 模型建立 

数据预处理：由于 S9~S20 出自同一道量表题(问卷第 15 题)，该题主要探索生态公园游客对于其各

服务或设施的认同度，于是本节首先对 S9~S20 进行 EFA 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其维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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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valuation system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 Chengdu Ring City Ecological Park 
表 3.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消费满意度评价体系 

项目 层次 因素 

因变量 - 您对成都环城生态公园的消费体验评价如何D 

自变量 

基 
本 
信 
息 

您的性别 S1 

您的年龄 S2 

您的学历 S3 

您的职业 S4 

您的月收入水平 S5 

消 
费 
现 
状 

您最近半年平均每月前往天府绿道的次数是多少 S6 

您最近半年前往沿线生态公园的次数是多少 S7 

您前往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最高可接受的人均消费额大概是多少 S8 

消 
费 
满 
意 
度 

产品/服务价格优惠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9 

景观景色优美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0 

环境舒适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1 

商家服务态度热情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2 

基础设施完善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3 

饮食符合我的口味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4 

租赁车辆方便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5 

有许多我想要的产品/服务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6 

游览骑行体验好(车辆租赁与维修站，公园帐篷服务、补给服务站点等齐全) 
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7 

亲友推荐会提高我的消费满意度 S18 

整体满意度 S19 

消 
费 
前 
景 

您愿意向别人推荐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吗 S20 

您愿意多次前往成都环城生态公园进行消费吗 S21 

您对成都环城生态公园的市场前景总体持怎样的态度 S22 

 
EFA 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同效度检验，因此不再赘述。 
由总方差解释得知该量表中仅有两个主成分，其具体组成以及两个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mponent matrix 
表 4. 成分矩阵 

自变量 
主成分(旋转后) 主成分(成分得分系数) 

1 2 1 2 

S9 - 0.594 0.024 0.169 

S10 - 0.840 −0.159 0.372 

S11 - 0.889 −0.223 0.432 

S12 0.642 - 0.166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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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13 - 0.778 −0.122 0.327 

S14 0.699 - 0.189 0.006 

S15 0.830 - 0.368 −0.224 

S16 0.742 - 0.212 −0.011 

S17 0.748 - 0.226 −0.032 

S18 0.729 - 0.311 −0.178 

 
由两个主成分得分获得其对应的主成分表达式，并由各主成分方差解释率得到最后的认同度评分： 

S23 = 0.83F1 + 0.17F2                                  (1) 

得到自变量 S23 (综合认同度)，对应因变量 D (您对成都环城生态公园的消费满意度评价如何)。 
线性回归：由线性回归模型，假设在本节中现有消费者消费满意度回归方程为： 

D = β0 + β1A + β2F + β3I + β4R + β5C                            (2) 

其中，β0、β1、β2、β3、β4、β5为回归系数，且 β0、β1、β2、β3、β4、β5不全为 0。 
得到回归方程： 

D = 1.675 + 0.197A + 0.005F − 0.044I + 0.1R + 0.013C                    (3) 

由显著性关系可知，仅态度因子(A)、收入因子(I)以及年龄–认同度因子(R)对消费者消费满意度有着

显著的影响关系，因此将频率因子以及消费因子剔除后，重新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回归方程： 
D = 1.728 + 0.198A − 0.043I + 0.098R                           (4) 

其中，代表 R2 曲线回归的拟合程度，越接近 1 效果越好，本题中 R2 = 0.953，回归效果较好，可以接受；

VIF 代表因子线性程度，该值应该小于 10，严格情况下需要小于 5，本题中在 1 附近，可以接受；整体 F
检验得到 F = 6.738，P = 0.000 代表本题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3.3. 结论分析 

利用改进的 RFM 模型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1) 态度因子(A)和年龄–认同度因子(R)对现有消费者消费满意度具有正向的显著相关性。 
消费者推荐意愿(S20)、多次前往的意愿(S21)以及消费前景期望(S22)和现有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呈现正

相关性。这四个属性对于描述现有消费者的影响是同向的，若有其中一个属性值增加，其余三项同样会

有所提升。消费者消费满意度越高，其将生态公园推荐给亲朋好友的意愿会增加，多次前往生态公园的

意愿也会增加，同样对生态公园的前景期望也会增加。 
年龄(S2)、学历(S3)以及认同度(S23)对于现有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同样具有正向的显著相关性。年龄

和学历越高的消费者更有贴近自然的消费理念，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生态公园的需求更多。体现

出这类人群对生态公园的高认同度，对生态为载体的新消费场景持有积极态度，自然消费体验相对更好、

消费满意度相对更高。 
2) 收入因子(I)对现有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呈现负相关性。 
职业(S4)、月收入水平(S5)对现有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呈现负相关性。在低收入群体中，往往对于绿

色生活的需求并不高，对于品质生活的要求也不高，固然更容易被生态公园现有的服务所满足。反之高

收入群体对于品质生活的要求越高，其更难被满足，故消费满意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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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从新消费场景出发，划分成都环城生态公园为 6 段，以 10 个行政区的 1100 余份有效问卷数

据为基础，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运用改进的 RFM 模型，综合得出消费者满意度与态度因子(A)、年

龄–认同度因子(R)和收入因子(I)有关。总体归纳为个人因素和公园因素共计 11 个变量对现有消费者满

意度有显著影响。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公园因素包括整体满意度、景观活动空间、

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饮食价格、娱乐项目、特色活动、环境卫生。研究结论如下： 

4.1.1. 个人因素 
女性满意度高于男性；16~45 岁人员的满意度较高，36~45 岁最喜爱在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消费但消费

满意度不高；本专科学历的消费满意度较高；在校学生满意度高，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这类高收入人

群消费满意度不高。 
高学历人群更喜欢以环城生态公园为代表的绿色休闲场景可能反映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关注生态

问题，对绿色休闲有更高的认可度。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选择环城生态公园，并且更愿意在这些场所消

费，可能与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财力，同时也愿意投资在绿色休闲方面相关。但正是对生活品质要

求过高，因此消费满意度较低，他们是值得重点挖掘的消费人群。 

4.1.2. 公园因素 
对于公园因素，消费者对生态公园整体满意度高、景观活动空间、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娱乐项目、

特色活动、环境卫生对现有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均起着正向作用，公园景观活动空间影响满意度的程度最

高；产品价格因素对消费者满意度起负向作用。 
景观活动空间对于现有消费者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说明生态公园的美丽景观以及丰富的活

动空间才是激发环城生态公园消费满意度的根本，对现有消费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应当加强对

于环城生态公园景观的建设，用秀丽的风景和特色活动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往消费，提升消费满意度。 
而消费者的消费满意度与产品价格呈负相关体现在有一部分现有消费者认为产品价格或服务价格偏

高。有 20%的现有消费者每次可接受的消费额超过 200 元。80%的人群可接受价格在 200 元以下表明价

格很可能是降低消费满意度的一个因素，需要考虑调整或优化产品价格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吸引力。 

4.2. 建议 

环城生态公园社会认可度高，发展潜力充足。环城生态公园创造性地将天府绕城绿道与所有的沿线

公园相连，探索出一条生态与中小型消费相结合的超大绿色城市的发展之路。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提

高成都环城生态公园消费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 

4.2.1. 丰富个人消费场景，加强打造特色活动力度 
目前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已打造天府绿道、青少年观鸟赛、成都啤酒嘉年华等活动，但总体看来，121

座公园中特色活动的数量并不多。环城生态公园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人群、不同主题的公园打造更多类

型的活动，如骑行、飞盘活动、“运动 + 音乐节”等，以符合高学历、中年人为主流的人群的消费需求。 

4.2.2. 丰富生态公园消费场景，着重打造景观活动空间 
目前主要的消费场景集中于新型消费包括露营、租赁自行车以及融入场景营造的新型餐饮消费。这

些消费场景单一化，创造的经济价值有限，难以支撑大型新消费场景的打造。环城生态公园应建设丰富

多样的消费场景并合理规划公园场景面积[37]，例如模仿太古里(充分运用成都传统文化和建筑美学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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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结合)打造出与生态公园相结合的商业综合体；也可以将周围的特色消费场景融入到公园中，例如参

考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将馆舍布局与消费场景更好地融合[38]，环城生态公园可以在萌宠乐园打造宠物

医疗、宠物卖家等与萌宠有关的消费场景，增强亲友推荐意愿、消费意愿，最终提高消费满意度。 

4.2.3. 丰富生态公园消费场景，保持产品、服务物美价廉，同时打造高端化、多样化产品、服务 
产品、服务的价格因素会影响游客的消费意愿，无论景点打造、新场景打造，都不应该让消费者承

受高溢价。在新消费场景发展的前期，要抓住扩张期的优势，应设置合理的定价规则和价格保护措施，

同时可以高频次地在官方 app 及各类平台发放多种折扣券，以折扣打造规模市场。保持合理价格的同时，

不应忽略高收入人群这一具有很强消费潜力的重要群体，环城生态公园应加强打造高端产品、服务和新

消费场景。总的来讲，生态场景打造应在保持低价产品、高性价比产品大规模化的同时，扩宽高端化服

务路线。扩大产业规模，带动经济发展。只有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及市场占有率，才能体现出地理标志

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和带动作用。地方政府应当从“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着手，引进、培育、扶持

几家大规模企业，鼓励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

延长地理标志产品价值链，使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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