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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媒介的革新，短视频行业崛起，凭借着自身短小精悍的优势对旅游业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将研究旅游短视频对大学生旅游意图和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将旅游计划、

内容感知、传播意向、信息获取、旅游意向和目的地选择作为研究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多种统

计学方法，通过SPSS、Amos等程序进行数据分析，得出旅游计划、内容感知、传播意向、信息获取之

间的关系以及其中变量对短视频用户中大学生这一群体旅游意向和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对短视频制作

者和旅游行业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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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catio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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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rt video industry has emerged and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with its own short and compact advantages. In this paper, we will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hort 
tourism videos on college students’ travel intention and destination choice. The study establish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ravel plan, content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in-
formation acquisition, travel intention and destination choice as research variables, and uses var-
ious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nalyze data through SPSS and Amos programs to deriv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ravel plan, content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variables on the travel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s a group among 
short video users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and other programs to find out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ravel planning, content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information ac-
quis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variables on the travel intention and destination choice of col-
lege students among short video users, and to mak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short video pro-
ducers and the trave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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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变革，短视频行业崛起。移动终端普及、网络提速加上短视频智能算法“深

得人心”，现如今短视频备受资本和用户的青睐。各大平台纷纷效仿推出各自的短视频模式。短视频作

为一种社会传播媒介，其中丰富的旅游信息无疑对用户旅游意图和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有重大影响，对旅

游业的宣传和发展有深远意义。 
近年来，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休闲放松、开阔眼界的方式，受疫情影响，各地采取管控政策，人口

流动受限。相较于传统的宣传手册等宣传方式，短视频具有短小精悍、吸人眼球等的特点，让人足不出

户，便可全方位了解感兴趣的旅游目的地。疫情带来的压抑情绪和各色旅游短视频丰富多彩的内容，极

大增加了人们的旅游意愿，也让更多优秀景区被人们所熟知，丰富了用户的选择。 
短视频拥有传播速度快、传阅量大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群体喜爱。大学生群体作为互联网社交平台

互动性较高的一类群体，具有极强的探索精神，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向往自由

注重精神追求，优秀的旅游短视频内容对大学生这一群体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群

体为对象，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讨论旅游短视频对大学生旅游意愿和旅游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2. 构建研究模型 

2.1. 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2.1.1. 内容感知 
短视频的内容是其表达的核心。张可[1]等提出网红群体带来的包括吸引力、可信度和受欢迎度在内

的个人特质显著影响受众观看短视频的心流体验、旅游态度和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易婷婷[2]等提出消费

者无法提前对其价值进行准确评估，通过明星的影响力提升内容感知，从而对潜在旅游者的行为意向影

响重大。张建强[3]等提出随着短视频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创新，越来越多短视频拍摄地受到用户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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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的内容感知对用户的旅游意向和目的地选择有重大影响。 

2.1.2. 信息获取 
短视频作为信息传播平台，其信息的获取难度和信息获取方式等都非常影响其内容的传播。蒋丽[4]

表示短视频信息传播渠道的变化打破了传统传播方式的时间及空间限制，促进了旅游文化的传播。短视

频的易上手和信息获取容易，极大增加了用户数量和信息传播量，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2.1.3. 传播意向 
短视频如今备受青睐，越来越多人愿意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参与互动，分享自己的经历。易婷婷[2]等

表示用户在游后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等发布在平台上，从而实现获取信息、分享体验和人际互动等目的，

促进了人们的出游意向。罗润[5]等表示短视频信息的接受者也可称为信息的传播者，如此的信息反馈，

进一步促进的旅游业的发展。张彩霞[6]表示短视频用户既是内容的受众，同时还可以参与内容制作，成

为生产者和传播者。由接收者到传播者的转换，促进了用户的信息获取，刺激了用户的出游意向。 

2.1.4. 旅游计划 
短视频内容的可靠性和丰富性，帮助人们在出游之前更好的做出旅行计划。易婷婷[2]等表示明星凭

借其自身的影响力来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对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和出游行为产生影响，

为用户出行提供了可行的出游计划。在短视频中获取的旅游信息可以帮助用户有效改善旅游计划，帮助

游客合理选择旅游目的地，促进了旅游业发展。 

2.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旅游计划和传播意念呈正相关 
H2：内容感知和传播意念呈正相关 
H3：传播意念和信息获取呈正相关 
H4：旅游计划正向影响旅游意向 
H5：内容感知正向影响旅游意向 
H6：内容感知正向影响目的地选择 
H7：传播意向正向影响目的地选择 
H8：信息获取正向影响旅游计划 
H9：信息获取正向影响目的地选择 
路径假设后，得下图 1 研究模型。 

2.3. 变量选择 

本文在确定潜变量后，参考最近几年的国内外有关文献，对不可直接测量的潜变量赋予测量变量构

建测量模型。采用真诚度、参考度、共同利益、可信度 4 个测量变量对用户对短视频的内容感知进行度

量；采用展示欲、推荐度、自制欲、分享欲、评价 5 个测量变量对用户旅游参观后对满意的短视频或目

的地是否有信息传播意向进行度量；采用易上手、方便检索、信息可得、计划改善、使用轻松 5 个测量

变量对用户使用短视频程序时获取信息的感知进行度量；采用简单化、计划质量、实用性、可靠性 4 个

测量变量对观看短视频后，用户旅游计划是否有所改善进行度量；采用安全性、美丽、友好、愉快、住

宿、饮食、交通、质量 8 个测量变量对用户观看短视频后是否有旅游意向进行度量；采用喜爱度、匹配

度、偏爱度 3 个测量变量对用户观看短视频后的目的地选意向选择进行调查。对各个测量变量进行编号，

方便后续数据分析，各变量关系如表 1 所示。并画出相应结构方程模型结构图，见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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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mos。 

Figure 1. Model hypothe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hort travel videos on 
college students’ travel intention and travel destination 
图 1. 旅游短视频对大学生旅游意图和旅游目的地影响模型假设图 

 
Table 1. Table of study variables 
表 1. 研究变量表 

维度 编号 测量变量 维度 编号 测量变量 

内容感知 

A1 真诚度 

旅游计划 

D1 简单化 

A2 参考度 D2 计划质量 

A3 共同利益 D3 实用性 

A4 可信度 D4 可靠性 

传播意向 

B1 展示欲 

旅游意向 

F1 安全性 

B2 推荐度 F2 美丽 

B3 自制欲 F3 友好 

B4 分享欲 F4 愉快 

B5 评价 F5 住宿 

信息获取 

C1 易上手 

 

F6 饮食 

C2 方便检索 F7 交通 

C3 信息可得 F8 质量 

C4 改善计划 

目的地选择 

G1 喜爱度 

C5 使用轻松 G2 匹配度 

   G3 偏爱度 

2.4. 问卷设计 

在确定各变量关系后，本文采用经典量表对问卷进行设计。题项包括：短视频用户对短视频内容的

感知题 4 道；短视频用户在观看短视频并认同视频内容的前提下对利用短视频进行信息传播的意向题 5
道；短视频用户在各个平台通过短视频的信息获取的可操作性题 5 道；用户通过观看短视频对自己旅行

计划的改善题 4 道；用户观看短视频后的旅游意向题 8 道；用户观看短视频后目的地选择题 3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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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mos。 

Figure 2. Model structure of the influence of short travel videos on college students’ travel 
intention and travel destination 
图 2. 旅游短视频对大学生旅游意图和旅游目的地影响模型结构图 

3. 统计分析与模型检验 

通过查阅文献，安敏[7]认为观测变量的个数越少，缺失值越少，则需要的样本量越少。对于一个有

10 个观测变量(潜变量)的模型而言，若数据分布不是正态分布但不存在缺失值，则最低样本量为 315。本

研究为 6 个观测变量，且不存在缺失值。麦忠海[8]认为潜变量个数小于等于 7 个时经验样本为 200~300
个。综上所述，本研究共发放 382 份问卷，经人工筛查，收回的有效问卷为 372 份。 

3.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样本性别、收入、每日短视频使用时长等统计指标如下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生频数为 172，占总人数的 46.23%。女生的频率为 200，所占

的百分比为 53.77%。 
在未来十二个月有旅行计划的人频数为 221，占总人数的 59.41%，几乎占到六成。没有旅行计划的

人频数为 81，不确定的人频数为 70，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21.77%和 18.82%几乎各占两成。受疫情影响，

大部分大学生计划在疫情局势好转时旅游。 
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 166 人每日短视频观看时长小于一小时，占总人数的 44.62%。短视频观看

时长大于等于一小时小于三小时的频数为 160，所占百分比为 43%。观看时长大于等于三小时的为 46 人，

所占百分比为 12.36%。大部分大学生可以合理控制观看短视频时间，把握在一小时内，但仍有约 12%的

大学生没日短视频观看时长超过 3 小时。 
在 372 名大学生中，生活费或收入小于 2000 元的频数为 291，占总人数的 78.22%。收入大于等于 2000

元小于 5000 元，大于等于 5000 元小于 10,000 元和超过 10,000 元的频数分别为 16.67%、2.69%、2.42%。近

乎八成的大学生生活费或收入在 2000 元以内，超过九成在 5000 元以内，超过万元的仅有不足四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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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requency tabl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users 
表 2. 大学生用户个人信息频数表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172 46.23% 46.23% 

女 200 53.77% 100% 

未来十二个月是否有 
旅行计划 

是 221 59.41% 59.41% 

否 81 21.77% 81.18% 

不确定 70 18.82% 100% 

每日短视频观看时长 

x < 1 h 166 44.62% 44.62% 

1 h ≤ x < 3 h 160 43.00% 87.62% 

3 h ≤ x 46 12.36% 100% 

收入或生活费 

x < 2000 291 78.22% 78.22% 

2000 ≤ x < 5000 62 16.67% 94.89% 

5000 ≤ x < 10,000 10 2.69% 97.58% 

10,000 ≤ x 9 2.42% 100% 

 
由样本数据，得到如下图 3 所示饼状图： 

 

 
图片来源：Origin。 

Figure 3. Frequency diagram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users 
图 3. 大学生用户个人信息频数图 

3.2. 信效度检验 

3.2.1. 信度分析 
本研究建立了包含 29 个提项的总量表，为了保证量表内部的一致性，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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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用样本 372 份数据，通过计算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 (克朗巴哈系数法)值进行

内部一致性检验。 
公式(1)见下： 

2
1
21

1

k
i i

x

sk
k s

α =
   = −  −  

∑                                    (1) 

其中：k 为题量， 2
is 为第 i 题得分方差， 2

xs 为总得分方差。 
从下表 3 中可以看出，六个观测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都大于 0.75，有较好的测量信度，通过信

度检验。 
 

Table 3. Table of Cronbach coefficients for the study variables 
表 3. 研究变量克朗巴哈系数表 

概念 测量题项数目 Cronbach’s Alpha 

旅游计划 4 0.878 

内容感知 4 0.771 

传播意向 5 0.798 

信息获取 5 0.819 

旅游意向 8 0.894 

目的地选择 3 0.839 

3.2.2. 效度检验 
在效度分析前，需对样本数据进行 KMO 和 Barlett 球形检验，测度数据是否适合进行效度检验。 
KMO 计算公式见下公式(2)： 

2

2 2
1,2, ,

iji j

ij ij ki j i j

r
KMO

r r
≠

⋅≠ ≠

=
+

∑∑
∑∑ ∑∑



                               (2) 

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KMO值为0.928，超过0.9适合做因子分析，Bar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5925.285，
显著性水平为 0.000 < 0.001，即统计检验显著，说明该维度适合进行效度分析。 
 

Table 4. KMO and Bartlett’s test table 
表 4.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表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2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925.285 

自由度 406 

显著性 0.000 

 
因子负荷矩阵与方差贡献率。对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提取因子，详情

见下表 5，提取六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64.532%，说明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原始数据；通过

正交旋转法提取的共同因子，最终提取其中一个。因子组成与模型中的假设提出是一致的，说明本调查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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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Explanatory table for the total variance 
表 5. 总方差解释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11.124 38.357 38.357 11.124 38.357 38.357 4.628 15.957 15.957 

2 2.215 7.639 45.996 2.215 7.639 45.996 3.802 13.112 29.069 

3 1.773 6.114 52.110 1.773 6.114 52.110 3.058 10.544 39.613 

4 1.381 4.763 56.872 1.381 4.763 56.872 2.999 10.340 49.953 

5 1.177 4.057 60.929 1.177 4.057 60.929 2.593 8.942 58.895 

6 1.045 3.603 64.532 1.045 3.603 64.532 1.635 5.637 64.532 

7 0.985 3.397 67.929       

8 0.815 2.810 70.739       

9 0.705 2.429 73.169       

10 0.684 2.359 75.528       

11 0.634 2.187 77.715       

12 0.579 1.997 79.712       

13 0.543 1.871 81.583       

14 0.512 1.766 83.349       

15 0.475 1.638 84.987       

16 0.445 1.535 86.522       

17 0.405 1.397 87.919       

18 0.383 1.322 89.241       

19 0.374 1.290 90.531       

20 0.358 1.235 91.766       

21 0.328 1.130 92.896       

22 0.322 1.110 94.006       

23 0.302 1.042 95.048       

24 0.285 0.982 96.030       

25 0.267 0.921 96.951       

26 0.261 0.899 97.850       

27 0.222 0.766 98.616       

28 0.210 0.725 99.341       

29 0.191 0.659 100.000       

3.3. 模型适配度检验 

把数据导入 Amos 中运行，测算出相关指标如下表 6~10 所示，可得 Chi-square = 1353.662，DF = 368，
Chi/DF = 3.678，GFI = 0.790，AGFI = 0.752，RMSEA = 0.085。Chi/DF 为 3.678 处于可接受区间，反映样

本共变异数矩阵和模型共变异数矩阵相似度的指标 GFI 和 AGFI 均接近 0.8，反映模型差异性的指标

RMSEA 为 0.085，处于可以接受的区间，认为该模型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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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Model fitting indicator chart 
表 6. 模型拟合指标表 

Chi-square DF Chi/DF GFI AGFI RMSEA 

1353.662 368 3.678 0.790 0.752 0.085 

 
Table 7. CMIN 
表 7. CMIN 表 

Model NPAR CMIN DF P CMIN/DF 

Default model 67 1353.662 368 0.000 3.678 

Saturated model 435 0.000 0   

Independence model 29 6097.866 406 0.000 15.019 

 
Table 8. RMR GFI 
表 8. RMR GFI 表 

Model RMR GFI AGFI PGFI 

Default model 0.091 0.790 0.752 0.669 

Saturated model 0.000 1.000   

Independence model 0.176 0.205 0.148 0.191 

 
Table 9. Baseline Comparisons 
表 9. Baseline Comparisons 表 

Model NFI 
Delta1 

RFI 
rho1 

IFI 
Delta2 

TLI 
rho2 CFI 

Default model 0.778 0.755 0.828 0.809 0.827 

Saturated model 1.000  1.000  1.000 

Independence model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Table 10. RMSEA 
表 10. RMSEA 表 

Model RMSEA LO 90 HI 90 PCLOSE 

Default model 0.085 0.080 0.090 0.000 

Independence model 0.194 0.190 0.199 0.000 

3.4. 模型修正与调整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每个测量模型的适配的平均对整体模型的适配度较大影响，如果想要优化模型

整体适配度，核心是对模型中每个潜变量所对应的测量模型进行优化。 
因子载荷量一般大于 0.5 认为可以被接受，经 Amos 软件计算可得，该模型的因子载荷量均达到 0.5，

有超过一般的因子载荷量超过 0.6，认为适配度良好。 
Amos 输出结果中修正指标部分表如下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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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Amos partial correction indicator table 
表 11. Amos 部分修正指标表 

   M.I. Par Change 

旅游计划 <--> 信息获取 42.942 0.072 

旅游计划 <--> 传播意向 16.095 0.040 

内容感知 <--> 信息获取 5.824 0.023 

 
表中 M.I 为修正后卡方的变化量(−)，Par Change 为修正后参数的变化量(+)，由图可知，如将旅游计

划与信息获取相互关联，可以较大的减少卡方数值，减少模型差异，增加相关参数，因此对模型进行调

整： 
增加假设 H10：旅游计划和信息获取呈正相关。同理对残差 e9、e10 和 e16、e17 也同样建立关联，

重新带入 Amos 进行数据分析。 
 

 
图片来源：Amos。 

Figure 4. Model path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of short travel videos on college students’ travel 
intention and travel destination 
图 4. 旅游短视频对大学生旅游意图和旅游目的地影响模型路径图 

 
由上图 4 参数可知，模型参数 Chi-square = 1186.605 有所下降，DF = 365，Chi/DF = 3.251 也有所下

降，数据结果更加合理，GFI = 0.814 > 0.8，AGFI = 0.779 有所上升，模型相似度指标有所上升，模型差

异性指标 RMSEA = 0.078 < 0.8。相比如调整前，模型各项参数指标都更加优化。 

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4.1. 假设检验 

在评价 SEM 拟合度之前，必须先通过违犯估计检查，来判定估计系数是否超过了可接受范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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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化系数，误差项的估计系数全为正数，再分析非标准化因子负荷量是否显著。 
如下表 12 所示，内容感知对旅游意向、内容感知对目的地选择、信息获取对旅游意向、信息获取对

目的地选择、传播意向对目的地选择等的 P 值均为***，表明在 0.01 的水平下具备显著性，则拒绝原假

设。旅游计划对旅游意向的 P 值为 0.566，大于 0.01，水平显著。 
 
Table 12. Non-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 scales for study variables 
表 12. 研究变量的非标准化因子负荷量表 

   Estimate S.E. C.R. P Label 

旅游意向 <--- 内容感知 0.273 0.069 3.939 *** H5 

目的地选择 <--- 内容感知 0.427 0.097 4.396 *** H6 

旅游意向 <--- 信息获取 0.455 0.082 5.557 *** H8 

目的地选择 <--- 信息获取 0.433 0.068 6.373 *** H9 

目的地选择 <--- 传播意向 0.302 0.083 3.621 *** H7 

旅游意向 <--- 旅游计划 0.050 0.088 0.574 0.566 H4 

A4 <--- 内容感知 1.000     

A3 <--- 内容感知 .919 0.099 9.274 *** par_10 

D2 <--- 旅游计划 1.183 0.075 15.802 *** par_11 

D3 <--- 旅游计划 1.125 0.075 14.976 *** par_12 

D4 <--- 旅游计划 1.204 0.075 16.102 *** par_13 

A2 <--- 内容感知 0.962 0.088 10.899 *** par_14 

A1 <--- 内容感知 1.156 0.102 11.287 *** par_15 

B5 <--- 传播意向 1.000     

B4 <--- 传播意向 0.726 0.092 7.938 *** par_16 

B3 <--- 传播意向 1.172 0.132 8.913 *** par_17 

B2 <--- 传播意向 1.762 0.176 10.007 *** par_18 

B1 <--- 传播意向 1.631 0.165 9.868 *** par_19 

C5 <--- 信息获取 1.000     

C4 <--- 信息获取 1.001 0.075 13.333 *** par_20 

C3 <--- 信息获取 0.846 0.077 11.025 *** par_21 

4.2. 路径系数分析 

对该模型的标准化系数进行分析。下表 13 展示了路径节点的回归系数，可以理解为一个最小二乘法

一元线性回归，通常只需要观察 p 值与标准化路径系数，确定该路径是否存在直接的线性影响。由文献

可知，标准化因子载荷量 > 0.6 (0.7 以上理想，探索性问卷为 0.5)，不能过于接近 1 (原则上不超过 0.95)，
该路径系数均满足条件。测量模型的 SMC 大于 0.36，该模型基本满足要求可以接受。结构模型的显著性

强度作如下判断：SMC 在 0.19 左右为显著性小，0.33 左右显著性一般，0.67 左右显著性大。 
由路径分析可知： 
基于配对项内容感知对旅游意向，显著性 P 值为***，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则拒绝原假设，因此此路

径有效，其影响系数为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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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3. Non-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 scales for study variables 
表 13. 研究变量的非标准化因子负荷量表 

   Estimate 

旅游意向 <--- 内容感知 0.299 

目的地选择 <--- 内容感知 0.359 

旅游意向 <--- 信息获取 0.613 

目的地选择 <--- 信息获取 0.446 

目的地选择 <--- 传播意向 0.268 

旅游意向 <--- 旅游计划 0.059 

A4 <--- 内容感知 0.647 

A3 <--- 内容感知 0.568 

D2 <--- 旅游计划 0.816 

D3 <--- 旅游计划 0.766 

D4 <--- 旅游计划 0.831 

A2 <--- 内容感知 0.673 

A1 <--- 内容感知 0.732 

B5 <--- 传播意向 0.544 

B4 <--- 传播意向 0.433 

B3 <--- 传播意向 0.640 

B2 <--- 传播意向 0.875 

B1 <--- 传播意向 0.769 

C5 <--- 信息获取 0.788 

C4 <--- 信息获取 0.710 

C3 <--- 信息获取 0.601 

C2 <--- 信息获取 0.672 

C1 <--- 信息获取 0.599 

F1 <--- 旅游意向 0.601 

F2 <--- 旅游意向 0.738 

F3 <--- 旅游意向 0.714 

F4 <--- 旅游意向 0.775 

F5 <--- 旅游意向 0.692 

F6 <--- 旅游意向 0.710 

F7 <--- 旅游意向 0.571 

F8 <--- 旅游意向 0.736 

G1 <--- 目的地选择 0.749 

G2 <--- 目的地选择 0.810 

G3 <--- 目的地选择 0.737 

D1 <--- 旅游计划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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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内容感知 <--> 旅游计划 0.313 

内容感知 <--> 传播意向 0.520 

传播意向 <--> 信息获取 −0.059 

旅游计划 <--> 信息获取 0.722 

e9 <--> e10 0.285 

e16 <--> e17 0.362 

 
基于配对项内容感知对目的地选择，显著性 P 值为***，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则拒绝原假设，因此此

路径有效，其影响系数为 0.359。 
基于配对项信息获取对旅游意向，显著性 P 值为***，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则拒绝原假设，因此此路

径有效，其影响系数为 0.613。 
基于配对项信息获取对目的地选择，显著性 P 值为***，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则拒绝原假设，因此此

路径有效，其影响系数为 0.446。 
基于配对项传播意向对目的地选择，显著性 P 值为***，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则拒绝原假设，因此此

路径有效，其影响系数为 0.268。 

4.3. 模型拟合指标评价 

Table 14. Table of model fitting indicators 
表 14. 模型拟合指标表 

Chi-square DF Chi/DF GFI AGFI RMSEA 

1186.605 365 3.251 0.814 0.779 0.078 

 
表 14 展示了模型的相关拟合指标，在模型的修正与调整中已对其进行优化。 
比较多个模型运用卡方和自由 df 度对比(Chi/DF)，卡方值越小越好，自由度越多，模型越简单。 
拟合优度指数(GFI)：主要是运用判定系数和回归标准差，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其值

在 0~1 之间，愈接近 0 表示拟合愈差。CFI ≥ 0.8，认为模型拟合较好。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取值在 0~1 之间，越接近 1，模型整体拟合越好。AGFI = 0.779 接近

0.8，认为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一般情况下，RMSEA 在 0.08 以下，越接近于 0，模型越准确。RMSEA 

= 0.078 < 0.8，认为模型准确度较好。 

4.4. 模型结论 

经过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分析可知，拟合优度指数大于 0.8，近似误差均方根小于 0.8，模型整体拟合

优度良好。分析模型的路径系数可知，内容感知和信息获取对旅游意向有显著性影响，两者对旅游意向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299 和 0.613；内容感知、信息获取和传播意向均对旅游目的地选择有显著性影响，

三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395、0.446 和 0.268。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通过实际情况，依据相关文献构建模型、提出假设。将旅游计划、内容感知、传播意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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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旅游意向和目的地选择作为研究变量，设计量表，发放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效度

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对问卷收集数据进行分系，通过 SPSS、Amos 等程序进行计算，得出以下结论：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计算，可知大学生用户对短视频内容的感知、短视频信息的获取会影响旅游意

向。其中信息的获取影响系数较大，可知易上手、信息方便检索等体验感更好的短视频程序或软件对大

学生这一群体旅游意向的影响较大。潜变量中对短视频内容的感知、短视频程序信息的获取、和作为信

息传播者的传播意向对用户目的地的选择有显著性影响。同样，其中影响系数最大的因素为信息的获取。

综上所述，信息易得、可操作性强的短视频程序或软件会较大程度的影响大学生用户的旅游意向和目的

地的选择。 

5.2. 建议 

受疫情影响，目前旅游业挑战与机遇并存。新媒体作为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信息媒介，为信息传播

提供了巨大推动力。虽然新媒体目前并未完善，仍在发展与变革当中，双方都应把握机会，在困境中突

破发展。 
1) 旅游地或旅游企业要注重短视频营销。短视频如今作为大多数人每日不可少的“快餐”，已经在

信息传播中其重要作用，旅游地和旅游公司，应通过这一宝贵平台投其所好。持续输出优质视频，吸引

大学生和更多群体前去旅游。 
2) 旅游短视频制作者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大学生这一群体向往新奇的事物，重复的内容容易导

致受众审美疲劳，相关视频的制作者也应该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创新视频内容和形式，传递新颖短视频

信息。 
3) 灵活运用平台互动方式。可以及时利用评论区与用户互动，也可以定时安排直播，通过直播和话

题，充分带动互动氛围，与用户建立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激发大家的兴趣与旅游意向。 
4) 优化用户体验，鼓励用户传播[6]。视频制作者应开动脑筋，利用丰富有趣的线上或线下活动，减

低旅游精良信息传播门槛，鼓励用户将自己喜欢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人，打破平台壁垒，完成传播闭环，

促进旅游业发展。 
5) 输出优质视频内容，传递高效信息。本研究揭示了信息传递对大学生旅游意图和旅游目的地选择

的重要影响。视频制作者要站在信息接收者角度，有所选择的进行内容输出，提升视频质量，做到精准

提供信息，有效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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