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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32位环青海湖骑行旅游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的方式方法对资料进行三级编码

方法，分析了影响骑行旅游群体地方依恋的各类因素及地方依恋形成逻辑并构建模型，即骑行旅游者的

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个人特征、地方依恋四个主范畴对应的8个副范畴。其中地方认同维度包括、自

然环境、文化、骑行、社区认同四个方面；地方依赖维度包括骑行和环境依赖两个方面；个人特征和地

方依恋维度分别包括身心状态和重游意愿两方面。基于此，青海湖骑行旅游目的地可以从骑行基础设施、

接待条件、骑行文化营造以及当地旅游服务等方面去提升环青海湖的骑行品质，从而把当地打造成骑行

旅游者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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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ing 32 ring Qinghai Lake cycling tourists half structured interview data, using the 
root theory method of data triple coding metho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ycling tourism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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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cal attachment and local attachment formation logic and build model, namely cycling tourists 
local identity, local dependenc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local attachment four main category 
corresponding eight side category. The local identity dimension includes four aspects: natural en-
vironment, culture, cycling and community identity; the local dependence dimension includes 
cycling and environmental dependenc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attachment dimensions 
include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and revisit intention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is, the cycling 
tourism destinations can improve the cycling quality around Qinghai Lake through cycling infra-
structure, reception conditions, cycling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local tourism services, so as to 
build a local “second hometown” for cycling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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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旅游活动的不断发展与深入，旅游需求趋于多样化，以某种特殊爱好为目的的亚文化旅游

者逐渐步入大众视野。旅游活动逐渐衍生出穷游、背包客、骑行族、冲浪族和越野族等不同文化特质的

旅游亚文化群体。近年来，这部分群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旅游规模，甚至有了专门针对于该群体的旅游景

区、旅游活动、旅游产品。拿骑行旅游为例，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的相关数据中国骑行人数已经超过 1
亿人，为骑行旅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加之我国对生态环保、道路质量不断重视、人们对健康

生活和脱离城市喧嚣的追求与向往，以城市周边骑行、公园骑行、乡村骑行、景区骑行等为代表的骑行

群体迅速壮大。与之同时，问题也显现，骑行规模的增长速率远超于当地骑行产品、骑行设施、骑行文

化的发展速度，造成当地骑行旅游发展面临尴尬境地。骑行的便捷性决定了当旅游者不满意该地所提供

的服务时，可以迅速找到替代地点，从而造成骑行旅游者对该地骑行产品的一次性消费，不符合当地长

远利益。在此问题的基础上，抓准骑行旅游者的核心需求，找到骑行旅游者对当地认同和依赖真正因素，

留住这部分充满潜力的旅游群体、促进他们地方依恋形成、提高重游意愿是以骑行旅游为招牌的旅游目

的地和当地旅游企业亟需思考的问题。 

2. 文献梳理 

与大众旅游不同的是，旅游亚文化群体因为自身的某种文化特质往往通过旅行的方式达到更深层次

的身心体验[1]。而这种身心体验是建立在旅游者在目地开展的旅游活动之上，难免同地方上的人和物产

生一定程度的交集，甚至因为旅游活动开展的不断深入，对该地形成了情感上的赞赏、留恋以及行为上

的依赖，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地方依恋。自 1970 年以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重新将“地

方”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2]，关于“地方”和“地方感”研究便在学界掀起一股热潮。不过随着研究的

深入，学者逐渐开始转向人地相互作用产生的情感联系，并且确立了以“地方依赖”“地方认同”两个

维度的地方依恋理论[3]，同时设计出测度量表。 
大众旅游时代到来的同时，人们与他乡的联系也在不断加深，因此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关系毫无

疑问成为了人地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当前，旅游者地方依恋研究方向众多，包括城市居民的地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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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4]、地方依恋与大众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关系[5]、以及衍生出的旅游移民研究[6]，地方依恋与旅游者

环境责任行为[7]、地方依恋对旅游经济的影响[8]。这些文章多在研究地方依恋带来的影响，地方依恋是

因，满意度、忠诚度、旅游移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内容是果。但是在何种因素影响人们的地方依

恋上，相对较少。目前在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上比较主流的观点是游客动机[9]、旅游花费[10]、旅游场

所使用频率[11]、以及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其中内生变量为一些人口学特征，外生变量为熟悉程度、停

留时间、与当地人交流等[12]，社会学更倾向于从情感体验去探究地方依恋影响因素[13]，除此之外还有

少部分学者探究文化原真性[14]，感知价值[15]出发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但是往往忽视了游客活动涉入、

旅游体验对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16]，对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和特定旅游群体的地方依恋研究较少，

如沙漠越野旅游者、垂钓旅游者、海滨冲浪、高山滑雪旅游者等。拿近年来，基数较为庞大的骑行旅游

者为例，这部份人群的旅游市场引起了许多地方的注意，许多有较高公路水平、自然风光、文化底蕴的

省份也开始树立自身的骑行品牌、完善骑行线路、举办骑行赛事，从而将该地打造成骑行旅游者的“圣

地”与“第二故乡”，形成对该地的依赖，提高重游意愿。 
在自行车骑行旅游方面上，国内早期学者将骑行作为一种健康低碳的运动方式，因此更关注该运动

本身益处和在我国流行趋势[17]，慢慢随着骑行文化在中国本土扎根，驴友群体的出现，人们开始关注骑

行作为旅游方式的一些特征[18]，包含骑行旅游者特征[19]、骑行旅游的影响因素等[20]。近年来学者主

要考虑骑行体验的维度[21]、体验模型的构建[22]、骑行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23]、以及基于地理工

具对部分风景车道、山地骑行时空特征和形成机理的探讨[24]，因此国内关于骑行旅游的研究较少，更多

的是将骑行作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形式和旅游方式进行考量。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依恋与满意度、幸

福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影响骑行旅游者满意度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依恋的形成[25]。 
综上，关于旅游者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相关研究甚多，但是多研究地方依恋产生的现象和结果研

究，而且在特定文化旅游群体地方依恋的形成和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学者对于骑行旅游者的地方依恋的

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并未深究。鉴于此，本文从环青海湖骑行旅游者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影响骑行旅游

者地方依恋的形成因素，探讨其形成路径，以期对青海打造国家骑行旅游目的地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

启示。 

3. 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文旨在探讨亚文化群体地方依恋形成的影响因素，属于探索性研究的范畴，特选取扎根理论作为

研究方法。扎根理论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而衍生出理论，进而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认知过程

[26]。其主要步骤包括概念化与范畴化、主范畴与副范畴挖掘以及核心范畴与网络关系结构构建[27]。本

文遵循扎根理论，从资料中抽象概括出青海湖骑行旅游者地方依恋形成的影响因素。 

3.2. 数据来源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对方式进行数据获取。于 2022 年 9 月~10 月开展线上访谈，访谈人数 16 人，2023
年 6月~7月前往青海湖两次开展实地访谈工作，访谈人数 21人访谈对象为青海当地和外省骑行旅游者(含
骑行领队两名)，总计访谈 37 人，每人访谈时间在 15~30 分钟不等。最后，对访谈得到的数据进行归纳、

分析，从而得出影响骑行旅游者地方依恋形成的一般因素。本文采用了一种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 32
份采访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建立调查模式方法，并对剩余的调查结果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访

谈人员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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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rs 
表 1. 访谈人员基本信息 

项目 属性 样本数量 

性别 
男 29 

女 8 

学历 

高中/高职 4 

本科 26 

硕士 7 

年龄 

16~24 岁 10 

25~31 岁 19 

32~38 岁 7 

38 岁以上 1 

职业 

学生 12 

公职人员 8 

企业职员 2 

自由职业者 15 

收入 

小于 2000 元/每月 10 

2000~5000 元/每月 8 

5000~9000 元/每月 13 

9000 元以上/每月 6 

地域 

西北 26 

东南 2 

西南 6 

华中 3 

骑行年龄 

10 年以上 2 

4~10 年 23 

1~3 年 8 

1 年以下 4 

3.3. 研究方法 

通过借鉴扎根理论中对访谈资料等质性数据编码规则[28]，对访谈材料进行编码，采用多重归类法，

删除 3 个语义较为模糊的单元对剩余单元进行整理分析。 

4. 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分析 

4.1. 开放式编码过程 

开放式编码是指对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不断比较，对其中关键性现象进行概念化及范畴

(类属)化，简言之就是先对资料中的所有原始语句通过解构和凝练贴上专属标签，这个过程在于挑选与研

究有关联的语句；然后对现象进行组合进而形成概念，也就是传统语境中的下定义；最后，将相似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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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归类到一起形成范畴。按照这个过程，本文首先梳理了跟旅游者产生地方依恋相关的现象，并对这些

现象进行标签化。例如，一组访谈资料显示：“我骑在青海湖的边上，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夕阳洒在

湖面上，美丽动人”“青海湖景区很大，除了青海湖可看，还有油菜花，还有距离不远的原子城和金银

滩大草原”“当地空气质量很好，很清新，虽然氧气含量不高，但是习惯了就还好”，分别对以上原始

语句贴上标签；“青海湖风景优美令人震撼”“青海湖周边景区多种多样”“青海湖周边的空气质量较

高”。其次将反应同一类现象的标签总结成对应的概念，分别用“风景优美”“旅游资源丰富”“空气

质量优良”进行标识。然后，对这三个概念进行归纳并形成对应的范畴，用“自然环境认同”。重复以

上步骤，最终抽象出 20 个概念，再次基础上凝练出 9 个范畴，如表 2。 
 
Table 2. Open coding process 
表 2. 开放编码过程 

资料举例 概念化 范畴化 

青海湖风景优美令人震撼 A1 风景优美 

B1 自然环境认同 青海湖周边景区多种多样 A2 旅游资源丰富 

青海湖周边的空气质量较高 A3 空气质量优良 

当地民族美食牛羊肉不错，还有各式面食也有不错 A4 民族美食多样 

B2 文化认同 藏族的碉房和一些牧区的帐房很有特点 A5 民族建筑独特 

当地的传统节日、宗教节庆活动很有意思 A6 民俗风情多彩 

几条国道的质量都还不错，而且车少，就是牛羊较多 A7 骑行基础设施较好 

B3 骑行认同 
环青海湖骑行对于新手比较友好，每天降低一点里程 A8 骑行挑战适中 

周围乡镇有骑行租赁、维修、向导等服务保证安全 A9 配套服务完善 

每到天气好的时候，在路上经常会有骑行旅游者经过 A10 骑行文化浓厚 

当地藏民淳朴善良，笑脸相迎 A11 居民较为友好 
B4 社区认同 

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跟藏民打个招呼，他们乐意帮助 A12 居民乐意帮助 

环青海湖自行车赛除了疫情几年我都来看了 A13 顶级赛事唯一性 
B5 骑行依赖 

跟青海当地的骑行朋友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时常约一起 A14 骑行同伴不可替代性 
青海湖环线集骑行、人文、宗教、自然、民族、红色旅游

等为一体，全国很难找到第二个 A15 资源独特性 
B6 环境依赖 

海拔两千多反而对我的心肺功能有了更好的锻炼 A16 身体有益性 
我骑行几年了对这挺满意，但是妻子单纯的骑行观光，她

打算下次就不来了 A17 骑行热爱程度 

B7 身心状态 同行的骑行人员出现缺氧的状况，但是其他人没有 A18 身体可承受性 

弯道、上坡，海拔还比较高，甚至出现极端天气，我都咬

着牙骑完了 3 天，但是通行伙伴第一天就返回了 A19 挑战性人格 

明年打算带上我几个四川的好兄弟再来一趟 A20 可以再来几次 B8 重游意愿 

4.2. 主轴编码过程 

经过开放式编码后，原始资料共形成 8 个范畴，根据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对其进行主轴编

码。利用范畴与范畴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再一次的归类，从而形成高一级的聚合。例如主范畴中的；“自

然环境认同”“文化认同”“骑行认同”“社区认同”根据认同的特性，以及是对旅游目的地的一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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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上的认知结果，可以将其归为“地方认同”这一主范畴之内。同样对其他范畴进行主轴编码，并解释

主范畴和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表 3。 
 
Table 3.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tegories 
表 3. 主副范畴逻辑关系 

主范畴 副范畴 对应逻辑关系 

A1 地方认同 

B1 自然环境认同 自然环境认同是地方认同的主要部分，决定旅游者的情感态度 

B2 文化认同 地方认同中的文化认同决定了旅游者对该地的文化接受程度 

B3 骑行认同 骑行认同是骑行者是否满意的基础，也是地方认同的核心构成 

B4 社区认同 良好的社区风气作为旅游者地方认同的补充条件 

A2 地方依赖 
B5 骑行依赖 骑行依赖是骑行者对当地依赖的根本表现 

B6 环境依赖 环境依赖是构成地方依赖的重要组成部分 

A3 个人特征 B7 身心状态 身心状态作为个人特征的重要组成，影响地方感觉和地方行为 

A4 地方依恋 B8 重游意愿 重游意愿代表着骑行旅游者对该地的地方依恋程度 

4.2.1. 自然环境、文化、骑行、社区认同是构成骑行旅游者地方认同的情感驱动力 
“认同”，总的来说是人对某一人或事物正向的情感表达，在访谈资料中比较常见的词语有“喜欢”

“震撼”“美丽”“好玩”“好吃”“有意思”“太棒了”“真不错”等正向评价。骑行旅游者作为旅

游者又作为骑行者基于自身经验，对旅游目的地的风景、文化、社区以及骑行条件做出一定的判断，这些

方面构成了对地方认同的评判因素。“自然环境认同”，当地的风景优美程度发挥着吸引旅游者的决定性

作用，同时决定旅游者的情感态度，好或不好、美或不美等。因此会有旅游者看见青海湖与落日会说“太

美了，感觉跟仙境一样”。“文化认同”决定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接受程度。环青海湖是多彩民族文化地

区，当地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餐饮文化、民俗文化、住宿文化等，但由于宗教文化受民族信仰有无和

类别的影响较大，因此未列入文化影响的考虑范围。文化认同是更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程度越高表

示骑行旅游者对当地的认同越深。“骑行认同”代表着骑行者是否满意当地骑行经历，产生认同的主要

方面包括对当地的骑行基础设施、骑行服务设施、骑行文化氛围、骑行挑战认同程度等。骑行旅游者将

自行车作为自己的旅行交通工具，因此对于道路质量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对于配套的服务实施也不例

外，这关乎着骑行旅游者的安全。此外，当地的骑行氛围、骑行挑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骑行体验质

量。“社区”为骑行旅游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氛围，因此骑行者的“社区认同”越高，对

当地社会风气越满意。当地各类事物对骑行旅游者都存在一定的吸引力，随着骑行旅游者在当地的不断

深入，也会在其中投注复杂的情感，结合情感形成对当地的整体评价，也就是主范畴 A1“地方认同”。 

4.2.2. 骑行依赖和环境依赖是对该地依赖的重要表达 
依赖是人们对某一事物情感上的惯性，同时更表现在行为上的反复需要。骑行旅游者在骑行过程中

往往由于地方上某些条件对其骑行产生了积极作用而表现出对该条件心理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依赖。首

先是对当地的“骑行依赖”，例如“当地每年举办的国际顶级骑行赛事，几乎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参与其

中，简直是骑行旅游者的一项盛事，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看看，顺便自己也参加一下当地的小比赛”“我

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骑行伙伴，基本上每年都在群里约着要不过来骑行一次”，骑行依赖是

地方依赖的重要部分。然后是对地方“环境的依赖”，主要表现在当地环境对骑行的有益性和身体的有

益性使得对比之下该地作为骑行是更优选择。至于文化依赖方面，由于了解到多数骑行旅游者来自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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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地区较多，对当地文化仅仅停留在尊重、欣赏、认同阶段，因此并不是地方骑行的依赖主要方面。总

的来说，对当地骑行的依赖、环境的依赖构成了地方依赖的重要基础，其依赖行为也是地方依赖的具体

表象。因此将骑行依赖、环境依赖归为主范畴 A2“地方依赖”。 

4.2.3. 个人特征作为先决条件影响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骑行旅游者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很大程度受到骑行旅游者自身多种条件影响，

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骑行热爱程度，前期调研结果发现，结合访谈内容和骑行年龄可以将骑

行旅游者根据热爱程度可以分为，骑行体验者、骑行爱好者、惯常骑行者、骑行狂热者，这几类人群在

面对环青海湖骑行表现出了不一样的认同和依赖。骑行体验者、骑行爱好多表现出“真好看”“风景不

错”“骑行有趣”等认同层面，而惯常骑行者、骑行热爱者则更倾向于详细介绍骑行过程，强调骑行过

程中的各类感受，以及用“下次带朋友一起来”等来表达自己在依赖层面的心理行为倾向。另外骑行旅

游者性格、和身体机能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认同和依赖。例如而前三者认为“青海湖的骑行难度一般、

适中、适合新手或者部分路段具有一定挑战性”而骑行狂热者认为“青海湖骑行难度太低了，短线 3 天

不到就搞定了，我还是觉得川藏线更适合我点”“骑行的时候突然变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我咬牙坚

持骑到了镇上，其他来旅游的立马就返回”。毫无疑问，骑行旅游者的骑行热爱程度、身体机能强度、

挑战性人格作为主体的身心状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骑行旅游者的地方认同和依赖。同理，这部分身心

状态的副范畴归为主范畴 A3“个人特征” 

4.2.4. 重游意愿和重游行为是地方依恋的心理和行为表现 
现有的研究表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对重游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依恋作为地方认同的

依赖的综合结果，是重游意愿的心理上和行为上的重要表现[29]。骑行旅游者经过这样的阶段：来这骑行

–产生认知–认同当地–依赖当地，最后对当地产生一定的依恋并形成重游意愿，表示“明年必须叫上

几个朋友一起再来骑一次”“明年打算带上我几个四川的好兄弟再来一趟”之类。可以发现，地方依恋

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常来”，“常来”也是心理和行为的依恋结果。因此，重游意愿这个范畴可以根据

与地方依恋的内在逻辑联系聚合为一个新的主范畴 A4“地方依恋”。 

4.3. 选择式编码的过程 

选择式编码是对主轴编码的精炼和整合，识别核心范畴，挖掘主副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最终能够清

楚描述现象[30]，其目的是深入探讨核心范畴和主范畴之间的联系，并通过故事线的形式对全部现象或事

件进行阐述[31]。文章根据典型的地方依恋组成维度：地方认同、地方依赖，阐述骑行旅游者从到这个地

方产生初步的旅游认知，再到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和功能性的依赖，最后形成地方依恋的过程，其中个人

特质作为调节因素，符合地方依恋：参与、认知——情感、行为——重游表现的一般形成过程[32]。 

4.4. 饱和性检验 

本研究在完成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后，利用之前未使用的 5 份访谈资料，并结 5
份携程和飞猪骑行旅游者日记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并未发现新的范畴和关联关系，说明本文构建

的影响机理一定程度趋于饱和，是具有一定解释力。 

5. 骑行旅游者地方依恋形成机制 

5.1. 模型分析 

根据上诉内容，构建了地方认同、地方认知、个人特征、地方依恋四大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

1。但因为骑行旅游者形成地方依恋过程也包括重要的前提步骤：参与认知过程，因此在模型当中也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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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地参与骑行旅游活动之后会产生旅游认知，这种认知较为初步和主观，但随着参与过程的深入、

认知的不断加深，会使得骑行旅游者产生一定的情感上认同和行为上依赖，在参与后形成情感和行为的

过程之间，个人因素和特征作为重要的调节因子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随着地方认同的地方依赖不断

趋于稳定，骑行旅游者也就形成了具有长效特征的地方依恋，具体表现在重游意愿加强和重游行为表现。 
 

 
Figure 1.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lace attachment among cycling tourists 
图 1. 骑行旅游者地方依恋形成机制 

5.2. 影响骑行旅游者地方认同因素分析 

骑行旅游者对当地的认同感跟绝大多数旅游者一样都存在“旅游六要素”的影响，但是骑行旅游者

的旅游目的与大众旅游者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其地方认同的方面和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首先，自然环

境和当地各类文化作为骑行旅游者骑行过程中极其看重的内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多彩奇特的当地文化

既是骑行目的之一，也为骑行过程增添色彩。其次是骑行条件，作为骑行旅游的本质需求，骑行条件包

括骑行基础设施、骑行服务、骑行文化都会严重的影响骑行过程中的满意度从而影响地方认同程度。最

后是当地社区的条件，环青海湖骑行多在社区相聚较远，人烟稀少地区，良好的民风也在一定程度上保

障了骑行安全。 

5.3. 影响骑行旅游者的地方依赖因素分析 

由于地方依赖多为行为上的依赖，强调当地在旅游者心中的较高等级和较高地位，存在不可替代性

的优势。研究发现在骑行旅游者在骑行和环境上存在依赖，主要是每年举办的顶级国际赛事和当地常规

骑行赛事对旅骑行旅游者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能观看的同时也可以适度参与；另外就是当地骑行氛围浓

厚，骑行旅游者在此与当地骑行团体结下了深厚友谊，伙伴的不可替代性。部分骑行旅游者也表示当地

的自然风景品级高，种类多，存在不可替代性，以及当地的适度的高原负载，能够对身体产生锤炼效果。 

5.4. 影响骑行旅游者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因素分析 

研究过程中发现，根据骑行爱好程度、身体健康程度、是否是挑战性人格等个体特征会较大程度上

影响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的形成。例如，只是来这旅游然后参与骑行旅游的旅游者更注重的是旅游方面

的乐趣，骑行往往作为一种身体挑战反而降低了骑行过程中的许多乐趣；身体健康程度不同的旅游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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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承受海拔的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挑战性人格的骑行旅游者对更加看重骑行的挑战性等。因此个体特征

作为调节因素影响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的形成。 

5.5. 地方依恋是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的综合作用结果 

单一的认同或者依赖也能造成旅游者地方依恋的形成，但是绝大多数骑行旅游者都可能停留在地方

认同层面，只有存在某些行为上的依赖，地方在旅游者心中有了不可替代性的时候地方依恋才算真正形

成，而且这种依恋一旦形成便不会在短时间内消散，因此地方依恋多为两者共同作用结果。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本文将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应用到骑行旅游者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中，同时研究影响地方依恋形成的

因素，以 32 份骑行旅游者的访谈问卷为数据，严格按照三级编码过程对骑行旅游者地方依恋形成过程和

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主要发现有：按照地方依恋的一般形成模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个体特征

三个方面会对地方依恋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地方认同包含四个维度，自然环境、文化、骑行、社

区认同，旨在体现骑行旅游者对整个骑行过程中可能影响其满意程度与地方依恋形成的因素，强调个人

的主观和情感。地方依赖主要有两个维度，骑行依赖和环境依赖，旨在表现骑行旅游者行为上依恋的重

要因素。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因素，在地方依恋的形成机制中发挥着促进或者限制的双向作用。地方依恋

维度，包括重游意愿或者重游行为一个范畴，反映着骑行旅游者对其骑行旅游过程的综合判断以及形成

的情感、行为倾向。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骑行旅游者满意度实现、地方感形成的一些作用机理，

同时类比到其他亚文化旅游群体。 

6.2. 启示 

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吸引旅游者来此旅游并获得优质体验是当地旅游发展的生命线，但于此同时，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旅游者对当地的粘性，也就是营销学中的品牌忠诚度。旅游并非是“一揽子”买

卖，所有发展到一定客流规模的旅游目的地都在思考如何提高当地的重游率，而地方依恋的重要表现就

是重游率，因此如何“让人来—觉得好—离不开—经常来”值得当地探讨与思考。结合上诉研究内容，

青海湖骑行旅游目的地可以从骑行基础设施、接待条件、骑行文化营造以及当地旅游服务等当面去提升

环青海湖的骑行品质，从而把当地打造成骑行旅游者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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