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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旅游消费升级，独游正成为一个新趋势；此外，旅游者对体验的感知要求提高，且往本真性方向集

中。作为旅游市场新兴崛起的女性独游者群体，也对本真性体验有了更多需求。因此，加强对女性独游

者本真性体验的理论研究已成为旅游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女性独游者这

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旅游者的本真性体验，以此对女性独游市场进行探索。借助扎根理论这

一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数据的逐级编码，总结归纳存在主义层面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主要的结

论包括：1) 识别出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结构维度，构建了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

者本真性体验的形成机理；2) 对女性独游的市场开发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旅游企业应将开发重点转

移到旅游者主体上，打造更有具倾向性更多样化的旅游产品。这些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关于本真性体

验以及女性独游的理论研究，而且为女性独游市场的开发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旅游企业也应从

旅游者主体角度出发，抓住女性独游市场的开发，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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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pgrading of tourism consumption, traveling alone is becoming a new trend. In addition, 
tourists’ perception requirements for experience have been improved and they have concentrated 
on authenticity. As an emerging group of female solo tourists in the tourism market, they also have 
more demand for authentic experience.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ourism 
academia t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authenticity of female tour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this paper takes the special group of female solo tourists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to study the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tourists, so as to explore the female solo tour-
ism market. With the help of grounded theory,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the pro-
gressive coding of the data, we summarized the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female solo tourists at the 
existential level.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Identify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the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female solo tour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and construc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female solo tour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2) It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 
women’s independent tourism. Tourism enterprises should shift the focus of development to tour-
ists and create more inclined and diversified tourism products. These conclusions not only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authentic experience and women’s independent travel, but also provide 
a targeted practical thin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independent travel market. Tourism 
enterprises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independent tourism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and transform from service economy to experience economy. 

 
Keywords 
Women Travel Alone, Authentic Experience, Existentialism, Grounded Theor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伴随着旅游消费升级，旅游者对体验的感知要求提高，且往本真性方向集中。游客在体验上的花费

不断增加，如今已高于购物支出。从定义上来说，旅行的本质就是一种体验。然而，我们所看到的这种

模式转变更直白地突出了一点：游客渴望获得独特、真实、本土化、沉浸式的旅程。在追求体验真实的

同时也对自我有了更多呼唤。特别是女性独游者这一群体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声音集中在自我实现层面。

从社会现实角度分析，在社会信赖日益脆弱，品牌多样化但真实交杂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体验的要求

越来越高，对本真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旅游者试图通过本真性体验来获得自我实现。从现实角度来讲

本真性体验的市场也亟待开发。 
此外，随着出游经验的提升，越来越多女性热衷于独自旅游，女性独游正成为一个新趋势。2019 年，

同程与途牛相继发布了《一人旅行报告 2019》、《2019 年独自旅游消费分析》，对国内旅游中异军突起

的“独游”现象进行了相关研究分析。同程报告显示女性独游人均消费远超男性；途牛报告显示“一人

游”同比增长 18%，其中女性独游占比更是连续两年超过男性独游占比。对于“独游”这一旅游市场的

关注，蚂蜂窝、携程、驴妈妈也基于自身平台数据发布过相关报告，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女性独游群体的

特殊性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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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学界对旅游的本真性体验的研究较少，对独游群体的个体关注研究也比较缺乏，特别是关

于女性独游者的感知和体验的研究，相对来说尚未系统化。因此，本文将从现实背景以及理论缺口出发，

通过对大数据的采集、对真实群体的访谈，来进行探索分析，完成对论文的创新、研究及探讨。 
本研究旨在结合中国本土情境探讨国内女性旅游者的独游体验，从中窥视出这种体验对寻找本真的自

我的意义。本研究聚焦于女性独游者这一特殊群体，以及她们在旅游活动中获得的本真性体验，通过文献

整理、质性研究的方式，探索本真性体验的维度内涵，重点关注并建构这一群体在独游过程中的本真性体

验的机理。有利于为相关旅游企业提供经营思路。另外，本研究还可以为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

提供参考。本研究有助于让政府旅游管理部门重视女性独游者这一群体，并有效建立相关制度保障体系，

与相关旅游企业一起为中国的女性独游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带动女性独游经济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本真性 

“authenticity”是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最早起源于希腊语“authentes”。目前，“原真性”、

“真实性”、“本真性”是学术界对“authenticity”的三种主要译法。一般在涉及旅游主体体验时，旅游

学界普遍使用“本真性”这一表述。本真性的概念最早由卢梭提出，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范畴，是指一个人

不同于他人的特殊的个性，后被逐渐运用到旅游学科中，已成为现代旅游学中的一个重要新概念。 
近年来，“本真性”在西方旅游学界是众多学者的研究方向，不少学者认为本真性是旅游研究的核

心概念。西方学界本真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些不同学派的变化，包括最初开始关注旅游客体的本真性的

“客观主义”，基于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产生的认知差异的“建构主义”，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和体

验的本真性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强调主体体验的本真性的“存在主义”。如表 1 所示，本真性的观

点经历了从对客体的关注到对主体的关注，但由于对“自我”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分歧，所以国内外学者

们对本真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而本文所研究的存在主义视角的本真性，意味着是主体本身的、独特的、

真实的、追求自我的个性。 
 
Table 1. Viewpoints of various schools of Authenticity 
表 1. “本真性”各学派观点梳理 

学派 关注对象 主要观点 代表学者 

客观主义 
Objective Authenticity 

旅游客体，比如

旅游产品 

采用二元对立视角，认为本真性是旅游

客体的属性之一，旅游客体是没有经过

加工处理过的，依然保持本真性。 

Boorstin (1992) [1], 
Mac Cannell (1973) [2] 

建构主义 
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 

基于旅游主体对

旅游客体的认知

差异 

采用多元视角，认为本真性是主观建构

出来的，是符号化的本真。 
Cohen (1988) [3]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Authenticity 

旅游客体在旅游

者心中的形象 
强调摆脱旅游客体的本真存在，认为旅

游者追求超真实的“仿真”世界。 
Bruner (1994) [4] 

存在主义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旅游活动带给旅

游者的主体体验 

把旅游者主体感受放在最重要地位上，

认为旅游客体的真实不影响主体体验，

强调“自我本真”。 

Daniel (1996) [5],  
Wang (1999) [6] 

 
西方对本真性的探索不仅体现在对概念的丰富，也集中在旅游动机和体验，文化商品化，遗产旅游

等应用领域。在旅游动机和旅游体验方面，美国社会学家 Mac Cannell (1973)首次将本真性应用到旅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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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并借助拟剧理论提出舞台真实理论，认为寻找本真性是不少旅游者的出发点[2]。英国社会学家

Sharpley (1994)则认为旅游者对现代社会认识的异化程度影响了她们对本真性的追求[7]。Cohen (1988)完
善补充，认为文化程度较高的探索性游客比观光型游客对本真性的要求要高[3]。在对本真性概念丰富探

索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们还对本真性展开了实证研究。Mura (2015)通过叙事分析法研究了游客对马来西

亚民宿的本真性感知[8]。Wang Y (2007)选取丽江民宿的游客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本真性体验进行了研究，

透彻理解本真性至关重要的三个层面：物体、自身和家庭[9]。 
国内外对本真性的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在客观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围绕客

体的本真性进行探讨时，Wang (1999)打破僵局，主张被旅游的客观产品是否真实并不影响存在的本真，

而主观的旅游活动才是激发旅游者本真性的要素，这一观点更多落脚在旅游者的主观体验的本真，以及

对本真的感知程度[6]。她认为旅游者只是为了寻找本真自我，而被旅游的客体的本真性并不重要，并提

出了存在本真性的两个分析维度： 
1) 个人内在本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 
旅游者的身体感知是重要旅游动机，自我认同是潜在旅游动机。 
2) 人际本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与同行旅伴的自然、友好的接触和真实感受，体验到共同体的感觉。存在主义

学派认为，旅游不仅是为了开阔视野，还是一个表现自我，进行自我塑造，并最终获得自我本真的机会。 
国内外围绕本真性展开的讨论，经历了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变。在客观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后

现代主义学派后，社会学家 Wang (1999)依托存在主义的哲学视角，提出了存在的本真性并对其内涵进行

了丰富，完善了本真性的理论[6]。相关研究者也普遍将重点放在对旅游者主体本真性体验的研究上。 
国内外学者也通过各自的研究证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追求存在的本真性。Graburn (1989)暗指旅游

者追求本真的自我，认为旅游是世俗和神圣的仪式交替[10]。Noy (2004)借助实证研究，证明旅游者追求

的本真性与自我改变息息相关[11]。Cary (2004)明确指出存在的本真性与旅游过程中的自我发现有关，尤

其是意外发现的瞬间，最能有自我发现和本真体验[12]。Obenour (2004)指出本真的旅游体验应该在提高

对自我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旅游者追求的是自我的本真，而非文化的真实[13]。Kim H (2006)通过实证研

究，验证个人内在本真性中身体感知和自我认同的影响；认为人际间本真中形成的旅游共同体的组成部

分有：互相尊重、不断接纳、嬉戏以及形成标准共同体[14]。王宁(2007)提出并验证了互动本真性的概念，

认为主客之间的本真性也是人际间本真的重要组成部分[15]。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本真性这一概念被引入旅游学界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较大的关注，由此产

生了很多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但由于存在主义属哲学范畴，本身比较深奥晦涩，所以目前存在主义的

本真性的概念仍有待研究，对其内涵的剖析也存在不足，再加上存在主义视角下旅游者的本真性在西方

旅游学界研究较多。能否将存在本真性这个概念本土化，关注到国内旅游者主体本身，也是我国旅游学

界需要继续探讨的。 

2.2. 女性独游 

女性独游是目前国内外女性旅游的热门趋势，在西方，女性独游这一概念虽然历史悠久却一直没有

被定义。状态、过程或独立性是国外学者对女性独游者进行界定的依据。 
国内学者李月等(2015)在探讨女性独游市场开发时，认为女性独游和女性旅游虽然在特征上有共同

点，但是在旅行的方式、个体的数量、旅行的同伴、选择的偏好上有明显的差异[16]。因此，她认为女性

独游的定义是“女性独立选择旅行目的地，以消费等形式进行旅行。”重点强调了女性的独立性。 
国内学者徐文月等(2019)在探讨女性独游意义时将女性独游定义为“不与亲朋好友同行，独自一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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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但允许独游途中结交新朋友一起结伴旅行的女性。这一类群体的特点有：自主性，即自主决策、

规划行程；自助性，即不寻求他人帮助，完全凭自己来解决困难；意义深刻性，即认为独游对个人女性

独游者和这一类群体都有深刻意义[17]。”鉴于徐文月学者比较全面、深刻地定义了女性独游这个概念，

故本文也将以此概念为基础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女性独游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内容深度化的趋势。但是从女性主体视角出发的研

究还是有所欠缺，对女性独游者的体验挖掘的研究也较少。 
从研究的深度来看，现有研究中对女性独游者内在感知的研究较少。因此，关于女性独游的研究应

该运用新的视角以及方法，进一步关注女性独游者的主体性存在，深入研究女性独游者的心理世界，挖

掘其旅游体验，赋予其新的意义。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 

本研究旨在探索“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这一比较抽象的概念，需要通过多种方

式采集大量的样本资料，并进行归纳、提炼，最终得到普适性的结论，因此本文选用扎根理论的方法，

在样本资料采集中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女性独游者，区别于男性独游者，这一群体在独游时顾虑较多，主要表现在

安全问题和性别差异方面，比如安全感更弱、孤独感更强和危险应对能力更弱等。所以相较于男性，她

们对待独游更谨慎，从出游动机到出游意义的思考上也更有自我意识和思考。另外，区别于结伴出行的

女性旅游者，女性独游者更加自信、对女性的身份认同感更强烈、知识水平更高，她们的旅行体验也较

多集中主体的本真性体验上。在样本采集过程中，需要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1) 样本采集是基于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需要甄别样本对象是否符合“女性”、“热爱独游或

是有多次独游经历”、“旅行中对自我主体有所思考”这三个特征。 
2) 由于女性独游者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而样本采集无法获取全部数据，因此本文站在个体女性

独游者视角，推断女性独游者这一群体的本真性体验。 
3) 样本对象能够顺利流畅地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沟通，能进行比较全面地描述，且具有明确的正向

感知和情感评价。 

3.2. 样本来源 

本研究通过两种途径收集样本数据，从而实现笔者与女性独游者的有效“对话”。本文将通过集搜

客(Gooseeker)进行数据挖掘得到的网络平台的旅行体验分享、游记等作为核心的样本数据，并辅以笔者

与资深女性独游者的深度访谈进行补充，以此增加样本数据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由于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并非个案或特例的现象，因此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的

方法，严格遵循样本采集原则公开招募受访者。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符合要求的女性独游者进行

深度访谈，在访谈对象选取时主要通过滚雪球抽样法予以确定，笔者先后在网络平台如微博、豆瓣、贴

吧等公开征集对象，在确认该样本符合研究要求后再进行访谈，访谈结束之后请求受访者推荐介绍身边

其他的女性独游者进行访谈，在联系到新的访谈对象并完成访谈之后，再询问是否可以继续向笔者介绍

他人，不断循环反复，使样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2020 年 1 月，笔者开始公开招募受访者，至 2020 年 3 月，一共有 12 位女性独游者报名，其中有 7

位符合研究要求的女性独游者接受了笔者访谈，访谈对象基本资料如表 2 所示。本研究的深度访谈于 2020
年 2 月下旬，以一对一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本研究中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平均约为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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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2.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职业 学历 地区 婚姻状况 

1 28 学生 硕士 伦敦 未婚 

2 26 咨询法务 硕士 北京 未婚 

3 24 信托 硕士 杭州 未婚 

4 26 外企助理 本科 杭州 未婚 

5 22 学生 本科 上海 未婚 

6 23 自由职业 本科 天津 未婚 

7 31 网店职员 本科 广州 已婚 

 
由于“存在主义视角下的本真性体验”是一个比较小众且尚未成熟的学术概念，普通旅游者难以理

解，故访谈中笔者用意思相似且通俗易懂的语言予以代替。在访谈时笔者还通过结合自身独游经历与受

访者互动，营造轻松自在的访谈环境，以此避免访谈可能带来的紧张氛围，进而保证访谈质量。 
深度访谈提纲主要由以下六个问题构成：1) 请回忆和描述您的第一次独游经历。促成您这次独游的

契机是什么？2) 请您描述下您印象最深的一次独游，并着重描述下心路历程。3) 有人说“一个人旅行能

遇到真实的自己”，您同意这句话吗？您能结合自身实际谈谈想法吗？4) 请问您喜欢独游吗？你认为独

游与结伴出行有什么不同？独游能为您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5) 旅途中的您和日常生活中有哪些

不一样？您感觉到身体、行为和心态出现了哪些变化？6) 您认为相比男性，女性在独游时有什么不同？ 
此外，网络文本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的数据来源已被广泛运用，本文也收集了相关的网络文本作为重

要的实物资料。在实物资料获取上，本研究首先选择较为公开且用户人数较多的两大社交媒体平台(知乎、

简书)，依托关键词搜索进行样本数据采集，关键词设置为“女性 + 一个人旅行 + 体验”、“女生 + 独
游 + 自我”等与女性独游者旅行体验相关的关键词。二手数据的采集在 2020 年 3 月上旬进行，笔者通

过集搜客这一软件对目标平台进行爬虫分析摘取数据。 
本研究从网络平台中获得了 851 篇游记分享，共计 30 余万字的原始文本，笔者将这些实物资料进行

整理并筛选，筛选标准如下：1) 通过账户性别判断发帖人是女性的旅游者；2) 文本内容为女性独游者的

独游体验，如果并非是独游体验，则予以删除；3) 能够比较全面地描述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且具

有明确的正向感知和情感评价，如果帖子包含信息较少或者内容较为模糊，则予以删除。 

3.3. 样本资料筛选 

在扎根理论的样本资料编码方式中，应用最广泛的是逐句编码，本研究亦通过此方式进行。对于深

度访谈获得的访谈资料，笔者首先将通话录音整理成文本，再利用 Nvivo11.0 软件进行逐句编码；对于

实物资料，则直接采用 Nvivo11.0 软件进行逐句编码。 
样本数据逐句编码的具体规则如下：样本资料类型编号一资料编号，例如编码 1-3-5，表示访谈资料

(类型编号为 1)中第 3 位受访者的第 5 句话；又比如 2-4，表示来自于实物资料知乎平台(类型编号为 2)
的第 4 句话；又如 3-6，表示来自于实物资料简书平台(类型编号为 3)的第 6 句话。 

在完成初步逐句编码后，按照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对所有编码后的语句进行反复斟酌、合并相同

意思的句子，并将与本研究主题以及研究内容无关的句子删去。多次筛选整理后本文最终得到 953 条原

始语句，其中通过深度访谈所得访谈资料共 225 条，通过网络文本采集所得实物资料共 72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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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与理论提取 

扎根理论是一个自下而上获得理论的研究过程。其资料分析与理论提取的主要步骤一般包括四个阶

段：开放性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检验。通过对样本资料概念化、范畴化、梳理故事线

后，最终形成新的理论。 

4.1. 开放性编码 

本研究将基于深度访谈所获得的前 5 份访谈资料(共 155 条原始语句)以及基于网络文本采集的 600
条实物资料用于理论建构，余下的 2 份访谈资料(共 70 条原始语句)以及 128 条源于实物资料所得原始语

句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若未能达成理论饱和度检验，将再一次选择样本并继续编码研究。遵循扎根理

论的研究思路，笔者首先对样本所有原始资料进行逐字分析与逐行分析，并尽可能地使用原始代码。 
1) 概念化 
通过对样本的多次整理和分析，以及对原始资料进行贴标签编码，初步概念化后笔者得到了 102 个

初始概念，再通过整理，将意思相近的概念合并统一，以及一些与本研究主题无关的概念删除后，最终

得出了 96 个概念。 
2) 范畴化 
经过初步概念化后获得的概念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样本数据的内容，但由于概念数量较多，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似交叉，难以体现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逻辑关系。所以，笔者在对这些概念进行反

复比较、整理与归纳后，将一些性质类似、彼此有逻辑关系的概念聚类成一个范畴。通过开放性编码的

概念范畴化分析，笔者一共得到了 18 个范畴，分别是：自我释放、不受他人影响、身体机能、高峰体验、

安全感、世界观、人生观、性格塑造、自我感知、自我发现、自我挑战、自我凝视、自我实现、社会纽

带、平等、接纳、融入、传递。 

4.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概念化后，把得到的范畴进行聚类分析的过程，是在开放性编码之后，

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对范畴进行归纳整理，从而发现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提炼出主范畴。 
经过笔者的编码、提炼、反复比较与归纳分析，本研究对开放性编码所形成的 18 个互斥的范畴进行

划分，综合考虑范畴间的各种可能关系构建逻辑框架，经过主轴式编码，研究得到 2 个主范畴以及 6 个

次范畴，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xial coding: inductive subcategories and major categories 
表 3. 主轴式编码：归纳次范畴与主范畴 

 初始范畴 次范畴 主范畴 

A1 自我释放 
B1 自我调节 

C1 个人内在的本真性体验 

A2 不受他人影响 

A3 身体机能 

B2 直观感受 A4 高峰体验 

A5 安全感 

A6 世界观 

B3 自我塑造 A7 人生观 

A8 改变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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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A9 自我感知 

B4 自我成就  

A10 自我发现 

A11 自我挑战 

A12 自我凝视 

A13 自我实现 

A14 社会纽带 B5 日常交往观 

C2 人际间的本真性体验 

A15 平等 

B6 旅游共睦态 
A16 接纳 

A17 融入 

A18 传递 

 
经过编码分析，本文共挖掘出 6 个次范畴，分别是：自我调节、直观感受、自我塑造、自我成就、

日常交往观、旅游共睦态；通过分析总结，得到 2 个主范畴：即个人内在的本真性体验、人际间的本真

性体验。 
基于本研究主轴式编码的结果，虽然尚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理论框架，但

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大胆的推断： 
1) 女性独游者在追求存在本真性体验的时候不仅要追求个人内在的本真性体验，也要追求人际间的

本真性体验； 
2) 个人内在的本真性体验存在多个维度，形成本真性体验是一个过程； 
3) 本研究各范畴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逻辑关系，值得后续研究。 

4.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一个通过构建故事线将前两个编码过程中所归纳出的范畴进行上升，继而统一到一个

核心范畴的编码步骤，也是为了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框架的探索过程。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对采集到的原始样本数据，归纳得到的概念、范畴以及各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

不断的斟酌，鉴于各范畴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主范畴之间也存在并行逻辑，所以在挖掘核心范畴时

笔者从纵向出发，更多考虑本真性体验形成的过程。本研究中女性独游者获得个人内在本真和人际间本

真这两个主范畴是完全不同的方向，经过笔者上升总结，并参考王宁(1999)提出的两个分析存在本真性的

维度后[6]，认为女性独游者在获得个人内在本真和人际间本真后，最终可以获得更全面更完整的存在主

义本真性体验。结合本研究的主题，笔者发现可以用“女性独游者的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的形成机理”

来统领其他的范畴，所以将其确定为核心范畴。 
依照这个核心范畴，笔者梳理了故事线的机理结构：女性独游者的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主要由个人

内在的本真和人际间的本真组成，自我调节、直观感受、自我塑造、自我成就 4 个维度是获得个人内在

的本真性体验的主要因素，日常交往观、旅游共睦态 2 个维度是获得人际间的本真性体验的主要因素。 
如图 1 所示，参考编码程序确定的逻辑关系是：自我释放、不受他人影响、身体机能、高峰体验、

安全感、世界观、人生观、性格塑造、自我感知、自我发现、自我挑战、自我凝视、自我实现、社会纽

带、平等、接纳、融入、传递这 18 个维度作为最基础的一级概念；自我调节、身体感受、自我塑造、自

我成就、日常交往观、旅游共睦态这 6 个维度作为二级次范畴；获得个人内在的本真性体验、获得人际

间的本真性体验这 2 个维度作为二级主范畴；女性独游者的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的形成机理这 1 个概念

作为核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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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lternative coding: existential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s of female solo travelers 
图 1. 选择性编码：女性独游者的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 

5. 研究发现 

5.1. 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维度内涵 

通过上述几个阶段的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独游者在追求存在主义本真性上的维度内涵是多层次

的，主要有个人内在的本真性和人际间的本真性两大层面。 

5.1.1. 个人内在的本真性体验 
女性独游者在追求个人内在本真性层面，主要有 4 个次范畴和 13 个概念。对于全程参与了独游的女

性独游者而言，获得个人内在本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如图 2 所示，本文将从时间逻辑对这

几个范畴及其维度内涵进行阐释，并展示其推演过程。 
 

 
Figure 2. The process of female solo travelers gaining personal inner authentic experience 
图 2. 女性独游者获得个人内在的本真体验的过程 
 

1) 独游过程初期的自我调节 
独游过程初期的自我调节，是指女性独游者在独游时的第一感受，表现为感觉自己非常放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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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压力、卸下伪装；不用妥协迁就、不在意他人等，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他人影响、释放自我。

如 1-2-41：“独游意味着完全是属于自己的放松，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妥协，比如朋友的妥协，有你一定

要去哪个地方的妥协，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东西。”自我释放和不受他人影响是女性独游者认为独

游和结伴出行最大的不同，也是一部分女性独游者的独游动机和追求。这种自我调节能帮助女性独游者

转换状态，进入探索本真性体验的过程，为之后更深层面的体验和感受做铺垫。 
2) 独游过程中期的直观感受 
独游过程中期的直观感受，是指女性独游者在独游过程中身体、心理上的感受，比如感觉自己拥有

更好的精神状态、注意力更集中等身体机能方面的好转，例如 3-15：“当你看多了美景，遇到了更多的

人，体会到他们带给你的力量，容颜自然焕发出新的光芒。”或者是感觉自己身心投入、获得沉浸式体

验的高峰体验类感受，例如 3-104：“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享受这种脱离俗世的自由，享受孤独，拥抱

寂寞。”又或者是对于安全感的感知等。这些感知是女性独游者在独游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也是最直接

的直观感受。当然，这些直观感受是会受女性独游者的个人性格等因素的主观影响，但同时也影响了后

续她们的自我感知和自我塑造。 
3) 独游过程中后期的自我塑造 
独游过程中后期的自我塑造，是指女性独游者在独游过程中对自我的塑造以及完善，体现在对自身

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性格的塑造，比如开阔心胸视野、解放观念、领悟人生道理、变得更坚强自信等，

是女性独游者在经历独游过程中的人和事之后的领悟和成长，例如 3-16：“看得多了之后会发现世界比

你想象的要大，你对世界的认识会变得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生活的方式都不同。”通过独游开阔了视野，

改变了世界观；2-141：“我会更平静的去面对生活，我明白想要拿起一些东西，必然要舍弃另外的东西，

只有真正接受了，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通过独游明白人生哲理，改变了人生观。通过这种在世界观、

人生观以及性格上的自我塑造，女性独游者普遍认为能遇到更好的自己。 
4) 独游过程后期的自我成就 
独游过程后期的自我成就，是指女性独游者在完整的旅行体验后期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成就，是一种

较高境界的对自我的升华，也是一部分独游女性的独游目的和最终体验。但是这种自我成就不是一下子

就能实现的，它是一个缓慢但有序的过程，要经历自我感知、自我发现、自我挑战、自我凝视、自我实

现这些环节，通过不断的认识、寻找、挑战、审视和领悟才能最终达到。例如 3-71：“一个人出去了一

个月，才发现，自己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的多。”是在独游一个月后才有了自我发现，并在一定程度

上达到了自我成就；又如 3-88：“在旅行中认识自己，不断回到自己的内心。”通过独游过程中的自我

感知、自我凝视实现了一定的自我成就。因此，笔者认为通过不断的对自我的新的认识和领悟，大部分

女性独游者都能在自我成就层面有所获得，故笔者将自我成就作为获得个人内在本真性的最后阶段。 

5.1.2. 人际间的本真性体验 
但是在独游过程中，女性独游者不可避免的需要与他人接触，人际间的交往也不能被忽视。因而单

单寻求个人内在的本真是远远不够的，独游女性要获得完整的本真性体验还需要寻求人际间的本真。但

因为人际间的互动是穿插在独游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所以本文从整体角度进行阐述分析，

如图 3 所示。 
1) 独游过程以外的日常交往观 
独游过程以外的日常交往观，是指女性独游者在独游过程中对日常人际关系的思考以及平衡。女性 

独游者虽然处于独游的远离的过程中，但仍无法逃避原有的人际关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种远离也

给了她们置身事外做旁观者的机会，使她们对日常的人际关系以及交往观有了新的认识。比如 3-12：“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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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感受到很多意外的关心，会发现之前你以为不太熟悉的朋友事实上也很关心你。”认为可以感受到

更多的爱；1-3-36：“你不太需要那么强行的想要融入什么圈子，或者是一定要一个朋友什么样，不会这

样的，对这方面的需求会变少。”认为择优门槛会变高。另外，这种日常交往观也深受个人内在层面的

自我塑造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对自我进行了塑造。 
 

 
Figure 3. The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female solo travelers 
图 3. 女性独游者获得人际间的本真性体验的维度 

 
2) 独游过程中的旅游共睦态 
独游过程中的旅游共睦态，是指女性独游者在独游过程中与陌生游客交往的和谐人际关系，包括平

等的地位、多方位的接纳和融入、以及极致人际关系的传递。这种旅游共睦态是女性独游者在独游过程

中人际关系的平衡以及增进，比如主动交流、和旅伴成为朋友、融入环境、保持长期联系等，例如 1-2-13：
“我们之前是完全不认识，然后我们就和各自探讨自己国家怎么样，还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际遇还

挺奇妙的，我就是跟世界各国的小伙伴，对不同国家的，然后你可以今天跟他一起玩，然后明天跟他一

起玩，就觉得还挺自由，就挺随性的。”认为可以独游中和旅伴成为朋友，达到一定的旅游共睦态。因

此笔者认为共睦态是女性独游者在独游过程中与其他游客共建的一种共鸣式移情体验状态，也是一种极

致的人际关系的体现。 

5.2. 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形成机理 

为了更清楚理解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各个维度间的内在关系及运行机理，本文

通过对样本资料的扎根理论编码推演，在不同维度与范畴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将女性独游者的独游过程

从纵向层面进行剖析，进而得出了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是从自我调节、直观感受开始，以获得个人

内在的本真性体验和获得人际间本真性体验为目标，最终形成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的过程。如图 4 所示，

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的形成模型可较有力地阐释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机理。 
1) 女性独游的时间线角度 
本研究推演出独游过程初期最先体验到的自我调节以及直观感受，这两个维度是导致独游过程后期

有更深层次体验的基础。通过自我调节以及直观感受，女性独游者能较快进入独游佳境，诱发更深层次

更多维度的思考，因此本文将其界定为获得个人内在本真体验的前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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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 Mechanism model of the existential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female solo travelers 
图 4. 女性独游者的存在本真性体验的机理模型 

 
在独游过程中后期，女性独游者已经通过自我调节和直观感受加深了对自我的感知，使她们更清楚

自己的内心，旅游体验也开始集中在主体本身。基于此，她们的体验开始逐步迈向自我发现和自我挑战，

即不断地开阔视野、走出舒适区、发掘自身潜力、锻炼自己。 
在经历自我发现和自我挑战后，女性独游者们普遍会进入一段思考期，因为有了先后对比，她们开

始审视过去的自己，解答从前的困惑并且接受不完美的自己，这是她们迈入自我凝视的标志。这种自我

凝视也促使了她们的改变，在独游的后期她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她们的性格不断地被完善被更新，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塑造。 
与此同时，女性独游者在经历过自我感知，自我发现，自我挑战，自我凝视后；通过一定的自我塑

造，改变世界观、人生观和性格后，也导致她们对待人际间交往的看法改变。比如在日常交往中，她们

的择友门槛变高、感知爱的能力变强；在独游交往中，她们的接纳能力变强，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甚至

能将善意传递，并最终达到旅游共睦态。与此同时，在独游人际交往中，女性独游者体会到的爱，经历

过的故事也帮助她们进行自我塑造，影响改变她们的性格。所以，本文认为个人内在层面的自我变化以

及情感输入对女性独游者人际间交往造成影响，人际间交往层面导致的心理变化也反向作用于女性独游

者对自我的塑造，两大层面通过人际互动，互相影响。 
在独游后期，女性独游者们已经经历了多元、复杂的体验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自我的

塑造，她们普遍认为自己有所成长，变得更独立勇敢，获得满足感和自信，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实现。

在经历自我感知、自我发现、自我挑战、自我凝视、自我实现这一整个漫长的过程后，女性独游者最终

获得一定的自我成就感，形成了个人内在的本真性体验。另外，通过对日常交往观和旅游共睦态的打造，

获得了人际间的本真性体验。 
通过获得个人内在和人际间的本真性体验，可以认为女性独游者最终形成了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 
2) 从现有理论框架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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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个是个人内在本真性的

体验，另一个就是人际间本真性的体验。本文在进行扎根理论研究时参考了现有理论框架，并经由访谈

和编码识别出了一些新的维度和层次，比如自我塑造、自我成就等范畴，本文认为这些范畴都是逐级递

进的过程，通过这些环节的梳理可以更全面生动地阐释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形成过程，因此将这几

个范畴融入到个人内在本真性的体验过程中。 
另外，由于旅游环境和个人体验是互相影响，互动交融的关系，本研究还强调了获得个人内在本真

和人际间本真的协调关系，强调了个人自我塑造的情景性，补充了自我塑造和人际间本真体验的关系，

认为其发挥调节效应。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存在主义视角下的本真性体验，以女性独游者这一特殊群体为例，探

索其本真性体验的内涵和形成机理，证明了女性独游者的存在主义本真性体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

形成过程，得出了以下结论： 
1) 识别出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内涵维度，构建了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

真性体验的机理框架 
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是由个人内在本真和人际间本真这 2 个主范畴、6 个次范畴

构成。其中，个人内在本真和人际间本真这 2 个主范畴较之以往文献并无明显差别，但主范畴对应的次

范畴以及概念的内涵存在差异。比如在个人内在本真的研究中，世界观、人生观、改变性格对应的“自

我塑造”是本文提炼的一个新范畴。又如在寻求人际间本真性体验的研究中，本文基于样本和编码归纳

的 2 个次范畴，即日常交往观和旅游共睦态，也是本文的新发现。本文基于现有的文献梳理，并运用质

性研究方法分析结果，在整合范畴与识别维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可以全面完整分析存在主义视角下

女性独游者本真性体验的机理模型。该模型明确了各关键维度之间的作用机制，厘清了寻求个人内在本

真和人际间本真的互相作用关系，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 
2) 对女性独游的市场开发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旅游企业应将开发重点转移到旅游者主体上，打

造更有具倾向性更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本文研究分析了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的多维度内涵和机理，对女性独游的市场

开发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建议相关旅游企业经营者和政府管理部门从以下方向着手，向体验经济转

型，将开发重点转移到女性独游者主体上，打造更有具倾向性更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① 从旅游者主体角度出发，关注和满足旅游者的内在需求 
在旅游服务时要从主体角度出发，关注和满足旅游者的内在需求，在以旅游者为导向的逻辑下，旅

游企业经营者应改变以往以产品为导向的逻辑。在旅游推广中，应重视旅游者，从旅游活动能带给旅游

者的个体化价值角度出发进行市场定位和推广，把旅游产品作为构建旅游体验的物质或氛围基础。 
② 开发女性独游市场要以女性独游者的诉求为基础，追求“共赢” 
在女性独游市场开发上，可以从女性独游者的特征及个体诉求出发，策划符合其群体特质的旅游产

品，着重开发提升安全感、减少孤独感的旅游产品，比如餐饮行业可以开发女性一人食套餐，酒店行业

可以开发符合单身女性安全需求的短租公寓等。另外，要注重营造深层体验，从本文研究得到的女性独

游者本真性体验的机理可知，女性独游者的高峰体验是基于自我调节后的直观感受，旅游企业经营者可

以总结规律，为女性独游者精心打造“高峰体验”，提高女性独游者的参与度，为其打造获得本真性体

验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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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注重环境营造，打造旅游共睦态 
根据本文研究可知，人际间本真是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愉快的人际交往

是女性独游者获得更好的本真性体验的重要保证因素，只有全面为女性独游者营造友好、无敌意的人际

环境，才能提高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水平，为旅游目的地赢得口碑效应。 

6.2.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是对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的探索性研究，基于本研究已有的结论和不足，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方法、对象和视角等方面进行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探讨。本研究依托扎根理论，以网络

文本内容为样本数据基础，分析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独游者的本真性体验，受一定主观影响。在今后的

研究中，可以采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重新采集、筛选网络文本，重新进行分析，从而获得更加深入、

系统的研究结论。此外，后续的研究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综合考虑女性独游者的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

旅游环境因素，例如女性独游者的精神状态、成长环境，外部的旅游吸引物等，丰富现有的理论框架，

修正完善机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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