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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食旅游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带来巨大的消费旅游流，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美食

旅游的消费发展主要取决于旅游者的消费倾向与消费水平，为了更好地探究影响旅游者消费的因素，本

研究以云南野生菌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获取一手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美食旅游
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旅游者月平均收入、对野生菌功能认知程度以及客源

地显著影响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从宣传、价格等方面提出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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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ourism activities, food tourism can bring huge consumption 
tourism flow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e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of food tourism mainly depends on the consumption tendency and consumption lev-
el of tourists. In order to better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ts’ consumption, this study 
takes Yunnan wild mushrooms as a case study. The first-hand data obtained through field re-
search and interviews should be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 by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monthly income of tourists, the degree of cognition of the function of wild mushrooms 
and the source of tourist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tourists; On this basi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publicity and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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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食旅游是强调以地方特色食品作为吸引物，结合自然和人文景观充实旅游者体验过程的一种具有

休闲、文化属性的新兴旅游活动，具有地域性、原创性、民族性、时代性、参与性、文化性、体验性等

特点。美食旅游将食物、地域文化以及旅游目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吸引旅游者前往旅游地最重

要动机之一，拉动了旅游消费。 
野生菌作为云南特色的美食资源，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可增强人体免疫

力，是不可多得的绿色健康食品。云南野生菌种类繁多，品种占全世界食用菌 50%以上，占中国食用菌

的三分之二[1]。据统计，野生菌在云南省已成为仅次于烟草、花卉、蔬菜的特色支柱性产业，出口创汇

额居第四位，为云南省的经济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 498 位被调查的来滇旅游者中，有购买野生菌意愿的只有 106 位，无购买野生菌意愿的有

392 位，这表明了野生菌一直作为单独的产品向国内或者国外大量销售，没有达到旅游高消费品的层次，

无法成为来滇旅游者大规模购买的美食旅游产品。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对来滇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意愿进行研究，用 SPSS 软件

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为促进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提出合理建议。 

2. 研究综述 

2.1. 美食旅游研究 

国外“食物旅游”研究领域广泛，研究成果颇丰。例如，Kim 认为传统食品的旅游资源可为人们提

供乐趣，从而发展相关产业提高经济效益[2]。食物会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口碑及重访意

愿[3]。Kwak 通过研究发现食物可作为品牌的独特形象，提高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4]。以托斯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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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案例地来研究食旅游消费驱动力，认为美食旅游的个性化定制可提升托斯卡纳旅游业的特色(托斯卡纳) 
[5]。Lee 饮食文化、食物的知识和信息等对食旅游活动的来访意向影响较大[6]。Mak 确定了五个影响

旅游食品消费的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和心理两方面[7]；Park 等学者评估了传统食品的吸引力和潜力并

建立因果关系模型，检验传统食品作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对购买意愿的影响[8]。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

究探讨食旅游与游客特征之间的关系，表明品种寻找、身份确认和享乐主义对食旅游的规模具有积极

影响[9]。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文献分析发现韩国食旅游研究较突出，内容广泛，研究成果颇丰，包含食旅游

满意度、旅游资源、旅游行为、网络搜索平台、旅游市场细分等研究，创新性研究方法也出自韩国食旅

游研究领域。韩国食旅游研究为整个食旅游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Kang Hyesook 进行了游客

整体满意度对“食”旅游服务质量的影响的研究[10]。Lee Woongkyu 发现美食旅游在乡村地区需借助明

星进行营销，并且美食旅游的发展可助推农业和渔业的旅游创收[11]。Yoon Yooshik 发现韩国人重视传

统食品作为旅游资源，并对传统食品的吸引力和潜力进行了评估[12]。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研究仍处于

初级阶段，研究成果多为描述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以及跨学科的融合，未形成系统与科学的食旅游研

究体系。 

2.2.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 

Logistic 回归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常用于数据挖掘、疾病自动诊断以及经济预测等领域。例

如，李倩倩和王茂春应用 Logistic 模型探究贵州省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物流业对经济的发展

正在减弱，并基于此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13]。宋泽明和宁凌为了更好的探索海洋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

演化，将 Logistic 模型与 TOPSIS 方法相结合，使方法更加合理有效[14]。董颖慧等人将 Logistic 回归模

型应用于医学，应用该模型探究影响超声对肾上腺肿瘤检出的相关因素，证明了超声在肾上腺肿瘤定性

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15]。Abeysiriwardana 将 Logistic 模型应用于滑坡研究，并将其与 GIS
相结合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示出了土壤湿度、土壤压实度(土壤韧性)、树木和草本植物对滑坡的影响程度

[16]。 
此外，随着 Logistic 回归模型应用领域的不断扩散，该模型也开始进入旅游领域的研究。例如，王

跃伟和陈航应用 Logistic 模型对旅游目的地的品牌流行度进行分析，将其分为了导入期、成长期、成熟

期以及衰退期四个阶段[17]。毛小岗和宋金平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重游意向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索，发现

旅游动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者的重游意向[18]。武晓英等人采取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对

旅游扶贫地社区参与满意度进行研究，力图通过该模型研究表明旅游扶贫效果和形象旅游扶贫的相关因

素[19]。彭亚萍以乌鲁木齐为案例地，对影响乡村旅游需求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乡村旅游繁荣发展助

力[20]。 
综上，Logistic 回归模型已经被运用到了各大研究领域，其中包括了乡村旅游、旅游重游意愿以及旅

游目的地等方面，但其在美食旅游研究方面应用鲜见；此外，如何将云南野生菌打造成旅游高消费产品

也是一个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本研究以云南野生菌为案例，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影响来滇

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相关因素，为助力云南野生菌的消费增长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是十分有意义的。 

3.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介于北纬 21˚8′~29˚15′，东经 97˚31′~106˚11′之间，国土总面积 39.4 万平方

千米，国境线长 4060 千米，是中国边境线最长的省份之一。云南属于山地高原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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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原面积 37.0 万平方千米，占云南省国土面积的 94%。此外，云南海拔高差巨大。海拔最高点 6740
米，位于卡瓦格博峰；海拔最低点 76.4 米，位于中越界河处。两地直线距离不到 900 千米，海拔高差却

超过 6000 米。 
云南素有“真菌王国”的美称，其野生菌品种繁多。野生菌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西北部、中部、中南

部和中东部地区。最优质的野生菌核心产地位于楚雄州，其次分别是玉溪市以及昆明周边的各个县市区。

总之，云南因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山林多、雨水适量，所以野生菌品种多、产量大、质量上乘。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取得的一手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访谈。为获取高质量和有效的一手数据，

首先进行预调研，随机发放 82 份预调研问卷并回收。运用 SPSS22.0 检验预调研数据，结果中 Cronbach’s 
α值为 0.952，KMO 值为 0.837，在 0.000 水平下显著，总体而言量表设计科学有效。 

正式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旅游者基本特征(即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包含旅游者的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人均月收入以及旅游预计消费等六个问题；第二部分为旅游者消费研究的基

本内容，涵盖了旅游者客源地、旅游出行方式、旅游停留天数、以及食产品功效的了解程度等问题。 
昆明作为云南省会城市，是云南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也是旅游者的大型集散

地，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云南特色食旅游消费情况。因此此次调查选择云南省昆明市知名度高的热门景区，

如滇池旅游度假区(滇池、海埂公园、云南民族村)、官渡古镇、西山风景区三个旅游者聚集地作为问卷调

研地点。通过现场随机抽取旅游者发放问卷，协助其当面填写问卷并作相应解释，以保证问卷质量。同

时针对部分调查对象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选择原因并做记录。调查安排见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survey schedule 
表 1. 问卷调查安排表 

时间 地点 预计量(份) 发放量

(份) 
回收量

(份) 
有效问卷

(份) 
10.1 滇池度假区、海埂公园、云南民族村 100 102 100 100 

10.2 滇池度假区、海埂公园、云南民族村 100 103 103 101 

10.3 西山风景区、大观公园 100 102 102 99 

10.4 西山风景区、大观公园 100 100 100 100 

10.5 官渡古镇 100 100 100 98 

合计 498 

 
2021 年 4 月在云南昆明市内开展为期 5 天的正式问卷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507 份，全部回收，

剔除回答不完整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取有效问卷 498 份，有效率为 98.22%。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讨影响来滇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影响因素，因为旅游者购买野生菌行为只存在是与否

两种情况，且本研究所涉及的解释变量为定性分类变量，故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比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结果要更加稳定。 
Logistic 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并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21]，其公式为：  

( ) 0 1 1logit ln
1

i
i i

i

p
p X X

p
β β β=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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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代表来滇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概率，1 ip− 代表来滇旅游者不够买野生菌的概率，
1

i

i

p
p−

代表 

野生菌消费行为的比率， 0β 为常数项， iβ 为第 i 个自变量的系数， iX 代表来滇旅游者是否购买野生菌的

第 i 个影响因素。 

4. 统计描述 

4.1. 个人特征 

1) 性别 
 
Table 2. The number of wild mushrooms purchased by tourists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2. 不同性别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男 女 合计 

购买野生菌 55 51 106 

不购买野生菌 197 195 392 

 
从表 2 可以看出，购买野生菌的男性为 55 人，占全体男性样本数的 21.82%，购买野生菌的女性为

51 人，占全体女性样本的 20.73%，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在比例上，购买野生菌的男女性别比均接近 1:1，
在性别上无明显的数量差异。 

2) 年龄 
从表 3 和图 1 可以看出，此次受访者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18~25 岁之间，样本数量达到 341 个，而

从不同年龄段购买野生菌的比率来说，除了 41~50 岁、51~60 岁以及 60 岁以上由于样本数量过少出现 50%
与 0%的比率以外，其余年龄段够买野生菌的最高比率出现在 31~40 岁，为 43.67%，最低比率出现在 18~25
岁，比率为 13.20%。这反映了热衷于旅游活动的青少年，对于购买野生菌的意愿并不强烈。 
 

 
Figure 1. Status of purchasing wild mushroom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图 1. 不同年龄段购买野生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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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quantity of wild mushrooms purchased by different age groups 
表 3. 不同年龄段购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18 以下 18~25 26~30 31~40 41~50 51~60 60 以上 合计 
购买野生菌 8 45 31 12 9 1 0 106 

不购买野生菌 25 296 40 20 9 1 1 392 
合计 33 341 71 32 18 2 1 498 

 
3) 受教育程度 
从表 4 和图 2 可以看出，此次受访者学历主要集中在本科，样本数量为 251 个，而从不同受教育程

度购买野生菌的比率来说，初中及以下学历 26.32%，高中学历为 29.31%，专科学历为 19.10%，本科学

历为 18.11%，硕士及上学历为 28.33%。根据比率分布可以看出，从初中及以下学历到高中学历，购买野

生菌的比率有一定的增长；从高中学历到本科学历，购买野生菌的比率有一定的下降；而从本科学历到

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比率又有所回升，由此可以发现，是否购买野生菌与旅游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并

没有直接的关联。 
 

 
Figure 2. The current status of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educa-
tion levels being able to buy wild mushrooms 
图 2. 不同受教育程度旅游者够买野生菌现状 

 
Table 4. The amount of wild mushrooms that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can buy 
表 4. 不同受教育程度旅游者够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合计 
购买野生菌 5 17 21 46 17 106 
不购买野生菌 14 41 89 205 43 392 

合计 19 58 110 251 60 498 

 
4) 职业 
从表 5 和图 3 可以看出，此次受访者职业主要集中在全日制学生，样本数量为 287 个，而从不同职

业购买野生菌的比率来说，购买野生菌最低的职业是全日制学生，为 14.63%，而购买野生菌比率较高的

为公务员和个体经营者，比率分别为 41.67%和 45.16%，这是因为公务员和个体经营者有着稳定的收入与

闲暇时间，而全日制学生没有经济收入。这表明职业对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意愿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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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fferent occupational tour-
ists being able to buy wild mushrooms 
图 3. 不同职业旅游者够买野生菌现状 

 
Table 5. The amount of wild mushrooms that different professional tourists can buy 
表 5. 不同职业旅游者够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公务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企业工作人员 个体经营者 农民 全日制学生 自由职业 退休人员 其他 合计 
够买 5 10 18 14 1 42 16 0 0 106 

不购买 7 27 64 17 4 245 27 0 1 392 
合计 12 37 82 31 5 287 43 0 1 498 

 
5) 月平均收入 
由表 6 和图 4，因为受访者中有大部分是学生，这也使得依靠家庭收入来源的样本量最多，达到 260

个。随着月平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强，这说明月平均收入对旅

游者是否购买野生菌有着直接的影响。 
 

 
Figure 4.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ts buying wild mu-
shrooms with different monthly average incomes 
图 4. 不同月平均收入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现状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4126


张博文 等 
 

 

DOI: 10.12677/sd.2022.124126 1131 可持续发展 
 

Table 6. The number of wild mushrooms purchased by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monthly average incomes 
表 6. 不同月平均收入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依靠家庭 1~2000 2001~5000 5001~8000 8001~10,000 10,001~12,000 12,001 以上 合计 

购买野生菌 38 7 21 10 11 10 9 106 

不购买野生菌 222 21 55 44 25 14 11 392 

合计 260 28 76 54 36 24 20 498 

 

6) 旅游预计消费 
由图 5 和表 7 可以看出，旅游预期收入在 3000 元以下的样本数量最多，达到 427 个，接近样本总量，

同时从图 5 可以看出，随着旅游者预期消费的不断提高，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加。这表

明旅游者在旅游支出盈余的情况下，原因尝试购买野生菌。 
 

 
Figure 5. The status quo of tourists who are expected to buy wild 
mushrooms in different tourism 
图 5. 不同旅游预计消费旅游者够买野生菌现状 

 
Table 7. The number of wild mushrooms that consumers are expected to buy for different tourism 
表 7. 不同旅游预计消费旅游者够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1000 以下 1001~3000 3001~5000 5001~8000 8001~10,000 10,000 以上 合计 

购买野生菌 27 55 20 3 1 0 106 

不够买野生菌 175 170 40 7 0 0 392 

合计 202 225 60 10 1 0 498 

4.2. 出游特征 

1) 旅游客源地 
由表8可以看出，来自云南省的旅游者与来自云南省外的旅游者分别占旅游者总数的49.8%与50.2%，

二者数量基本相同；云南省外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比例为 27.6%，而云南省内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比例仅

有 14.9%，说明云南省外旅游者相比于省内旅游者有更强烈的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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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number of wild mushrooms purchased by tourists from different source areas 
表 8. 不同客源地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云南 非云南  

购买野生菌 37 69 106 

不够买野生菌 211 181 392 

合计 248 250 498 

 
2) 旅游出行方式 
从表 9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旅游者选择乘坐交通工具出行，极少数选择自驾游与跟团旅游，在现在

交通发达的情况下，乘坐交通工具自助旅游会使旅游者更加的方便实惠。从不同出行方式购买野生菌的

消费比率来看，自驾游购买野生菌比率为 27.27%，跟团旅游购买野生菌的比率为 30%，乘坐交通工具自

助旅游购买野生菌的比率为 19.26%，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跟团旅游的过程中会有导游推荐旅游者

去购买野生菌，从来使得跟团旅游者购买的比率要高于其他出行方式的旅游者。 
 
Table 9. The number of wild mushrooms purchased by tourists who take different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表 9. 乘坐不同交通工具的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自驾游 跟团旅游 乘坐交通工具自助旅游 合计 

够买野生菌 27 6 73 106 

不够买野生菌 72 14 306 392 

合计 99 20 379 498 

 
3) 旅游停留天数 
从表 10 可以看出，来滇旅游者停留 7 天以上人数最多，达到 221 人，这是因为这是由于受访人群大

多为 18~25 岁的青年学生，大多来自云南省内的学校，因疫情影响开展的就地旅游活动；其余旅游者因

假期时限，因此停留时间大多为 3 至 5 天。从不同停留天数购买野生菌的比率来看，购买野生菌比率最

高的是旅游停留 5~7 天的旅游者，从停留天数来看也间接反应了该类型旅游者资金充足，有能力在旅游

之外进行野生菌消费活动；购买野生菌比率最低的是停留 1~3 天的旅游者，因为停留时间太短，该类型

旅游者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去体验购买野生菌。 
 
Table 10. The number of wild mushrooms purchased by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lengths of stay 
表 10. 不同停留天数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数量 

分类 1~3 天 3~5 天 5~7 天 7 天以上 合计 

够买野生菌 10 30 27 39 106 

不够买野生菌 75 96 48 173 392 

合计 85 126 75 212 498 

4.3. 认知程度 

对野生菌的认知程度也会影响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意愿。从表 11 可知，除去因样本过少导致本出现

购买野生菌比率等于 0%的情况，可以发现，随着旅游者了解野生菌功能越多，其购买野生菌的比率由

18.82%上升到了 27.27%；参加过野生菌相关节日或活动的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比率达到了 65%，而没

听过野生菌相关节日的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比率仅有 16.02%。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4126


张博文 等 
 

 

DOI: 10.12677/sd.2022.124126 1133 可持续发展 
 

Table 11. The number of wild mushrooms purchased by touris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cognition 
表 11. 不同认知程度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数量 

项目 类别 
频数 够买野生菌/类别 

总样本数(%) 够买野生菌 不购买野生菌 

了解云南野生菌功能 

小于等于 1 64 276 18.82% 

大于 1 小于 4 42 112 27.27% 

大于等于 4 0 4 0 

是否了解“南华县野生菌美食节”

或“云南野生菌贸易会” 

参加过 13 7 65% 

听过 39 102 27.66% 

没听过 54 283 16.02% 

是否吃过云南野生菌 
吃过 56 209 21.13% 

没吃过 50 183 21.46% 

 
此外，是否食用过野生菌对旅游者的购买意愿存在的特殊的影响。吃过野生菌的旅游再次购买的比

率为 21.13%，而没吃过野生菌的旅游者购买比率为 21.46%，二者之间的比率基本一致。这是因为体验过

野生菌的旅游者了解其美味、营养等优势，会再次购买，而没有体验过野生菌的旅游者，会被自己所了

解的有关野生菌的内容所驱使，即对野生菌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旅游者进行消费。 

5. 实证研究 

5.1. 变量赋值 

本研究主要探讨影响来滇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影响因素，因此将是否够买野生菌作为因变量(Y)，其

中愿意购买野生菌赋值为“1”，不愿意购买野生菌赋值为“0”。 
对模型中所涉及的自变量，将其分为了个人特征、出游特征、认知程度三部分，其中个人特征包括

性别(X1)、年龄(X2)、受教育程度(X3)、职业(X4)、月平均收入(X5)以及旅游预计消费(X6)；出游特征包括

旅游者客源地(X7)、旅游出行方式(X8)以及旅游停留天数(X9)；认知程度包括是否了解云南野生菌功能(X10)、
是否了解知道“南华县野生菌美食节”或“云南野生菌贸易会”(X11)以及是否吃过云南野生菌(X12)，其

中关于了解云南野生菌功能这一自变量，了解其功能小于等于一个为“不太了解”，了解两个或者三个

为“了解”，大于等于四个为“非常了解”。自变量具体赋值表见表 12。 
 
Table 12. Argument assignment description 
表 12. 自变量赋值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个人特征 

X1 “男”为 0，“女”为 1 

X2 18 以下为 1，18~25 为 2，26~30 为 3，31~40 为 4，41~50 为 5，51~60 为 6，60 以上为 7 

X3 初中及以下为 1，高中为 2，专科为 3，本科为 4 硕士及以上为 5 

X4 
公务员为 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 2，企业工作人员为 3，个体经营者为 4，农民为 5， 
全日制学生为 6，自由职业为 7，离退休人员为 8，其他为 9 

X5 
依靠家庭为 1，1~2000 元为 2，2001~5000 元为 3，5001~8000 元为 4，8001~10,000 元为

5，10,001~12,000 元为 6，12,001 元及以上为 7 

X6 
1000 元及以下为 1，1001~3000 元为 2，3001~5000 元为 3，5001~8000 元为 4，8000~10,000
元为 5，1 万及以上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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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出游特征 

X7 云南为 0，云南以外为 1 

X8 自驾游为 1，跟团旅游为 2，乘坐交通工具自助旅游为 3 

X9 1~3 天为 1，3~5 天为 2，5~7 天为 3，7 天及以上为 4 

认知程度 

X10 不太了解为 1，了解为 2，非常了解为 3 

X11 参加过为 1，听过为 2，没听过为 3 

X12 吃过为 1，没吃过为 2 

5.2.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 Logistic 二元回归时，为了降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使得回归结果更加准确科学，故对个人

特征、出游特征以及认知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 
1) 个人特征相关性分析。由分析结果(表 13)可以看出，X2、X5、X6 皆成显著正相关。X2 与 X5 呈显

著正相关(r = 0.590, p < 0.01)，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旅游者的月平均收入在增加，X2 与 X6 成显著正

相关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旅游者的旅游预期消费在不断提高，X5与 X6呈显著正相关(r = 0.539, p < 0.01)，
表明旅游者月平均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其旅游预期消费在不断提高；X3 与 X4 呈现显著负相关(r = −0.131, 
p < 0.01)，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旅游者所取得的职位越好，同时 X4 与 X5 (r = −0.605, p < 0.01)、X4

与 X6 (r = −0.379, p < 0.01)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其职位越好，其月收入以及旅游预期消费越高。因此，

可以剔除 X2、X4 以及 X6，保留 X1、X3 以及 X5 三个自变量。 
 
Table 13.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3. 个人特征相关性分析 

 X1 X2 X3 X4 X5 X6 

X1 1      

X2 −0.167** 1     

X3 −0.038 −0.066 1    

X4 0.021 −0.319** −0.131** 1   

X5 −0.143** 0.590** −0.006 −0.605** 1  

X6 −0.93* 0.284** 0.071 −0.379** 0.539** 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2) 旅游者出游特征相关性分析。由表 14 可以看出，X7 与 X8 成显著正相关(r = 0.114, p < 0.05)，这表

明云南省的旅游者因为距离原因大多数喜欢自驾游，而云南省外旅游者为了更加方便节省，大多数选择

跟团游或者乘坐交通工具。因此，剔除 X8，保留 X7 与 X9 两个自变量。 
 
Table 1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ourist travel characteristics 
表 14. 旅游者出游特征相关分析 

 X7 X8 X9 

X7 1   

X8 0.114* 1  

X9 0.036 0.081 1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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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野生菌认知程度相关性分析。由表 15 可以看出，X11 与 X12 呈显著正相关(r = 0.221, p < 0.01)，这

表明参加过云南野生菌相关活动的旅游者，大多数都吃过野生菌。因此剔除 X11，保留 X10 与 X12 两个

自变量。 
 
Table 1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wild mushroom cognition level 
表 15. 野生菌认知程度相关性分析 

 X10 X11 X12 

X10 1   

X11 −0.064 1  

X12 −0.040 0.221** 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5.3. Logistic 回归结果分析 

1)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由于问卷调查的数据难免存在一定的误差，也为了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

量，因此将模型的 p 值放宽到 0.1 [22]。将经过相关性分析筛选出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起利用 SPSS 进行

Logistic 二元回归分析，采用全部进入变量回归方法[23]，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表 16 可知，月平均收入(X5)、旅游者客源地(X7)以及对云南野生菌功能(X10)的了解程度三个变量

的 p 值均小于 0.1，即都对来滇旅游者是否购买野生菌产生显著影响。 
 
Table 16.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food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 
表 16. 美食旅游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Logistic 回归模型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B) 
EXP 的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X1 0.068 0.229 0.087 1 0.768 1.070 0.683 1.676 

X3 −0.153 0.115 1.787 1 0.181 0.858 0.686 1.074 

X5 0.185 0.061 9.052 1 0.003 1.203 1.066 1.357 

X7 0.804 0.281 8.171 1 0.004 2.235 1.288 3.881 

X9 0.080 0.103 0.606 1 0.436 1.084 0.885 1.327 

X10 0.393 0.220 3.177 1 0.075 1.481 0.962 2.282 

X12 −0.208 0.254 0.669 1 0.413 0.812 0.493 1.337 

常量 −2.181 0.711 9.409 1 0.002 0.113   

 
2) Logistic 回归结果分析。根据公式(2)以及 X5、X7 及 X10 三个自变量建立来滇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意

愿 Logistic 回归模型： 

( ) 5 7 10logit ln 2.181 0.185 0.804 0.393
1

i

i

p
p X X X

p
= = − + + +

−
                    (2) 

由(2)式可以看出，来滇旅游者月平均收入水平每上升一个档次，购买野生菌的概率就会上涨 18.5%，

二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云南作为旅游大省，对大多数来滇的旅游者来说，首要的旅游产品或者旅游目

的地并不是野生菌，而是其他的一些自然景点，野生菌只是作为一种附加产品被消费，因此野生菌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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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旅游者在游览完首要景点后所剩余的旅游资金。 
旅游客源地也是影响来滇旅游者是否购买野生菌的一项重要变量。云南省外的旅游者相比于云南省

内的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几率更大，主要是因为云南省内的旅游者对野生菌比较容易获得，非旅游时

期也可以在住所周围采摘或者购买野生菌，而云南野生菌作为云南特产，使得云南省外的旅游者较难获

得，因此云南省外的旅游者来滇旅游时，有更大的意愿去购买品尝野生菌。 
野生菌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既有食用价值又有药用价值，所以旅游者对于野生菌功能的了解程度，

也会影响旅游者的购买意愿。旅游者对野生菌功能了解的越多，野生菌对于旅游者的吸引力便会越大，

从而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意愿也会不断加强。 
3) 来滇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意愿概率分析。由表 17，表 18 可见：来滇的旅游者，在同一月平均收入

的水平下，对野生菌的功能认知程度越深，购买野生菌的意愿越强烈；同时在对野生菌功能认知程度相

同的情况下，月平均收入越高，购买野生菌的意愿越强烈；但是在某一因素相同的条件下，随着另一项

影响因素的加深，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几率虽然在增加，但是却呈现一种缓慢增加的态势。 
此外，云南省内的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最低概率为 0.167，最高概率为 0.573；省外的旅游者购买

野生菌的最低概率为 0.310，最高概率为 0.750。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月平均收入和对野生菌功

能认知程度相同的条件下，云南省外的旅游者比省内购买野生菌的概率要大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旅游客源地这一影响因素要比月平均收入以及对野生菌功能认知程度更为重要。 

 
Table 17.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buy wild mushrooms in Yunnan Province 
表 17. 云南省内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意愿概率分布 

月平均收入 
野生菌功能认知程度 

不太了解 了解 非常了解 

依靠家庭 0.167 0.230 0.306 

1~2000 元 0.195 0.264 0.347 

2001~5000 元 0.226 0.302 0.390 

5001~8000 元 0.260 0.342 0.435 

8001~10,000 元 0.297 0.385 0.481 

10,001~12,000 元 0.337 0.436 0.527 

12,001 元 0.379 0.475 0.573 

 
Table 18.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buy wild mushrooms in Yunnan Province 
表 18. 云南省外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意愿概率分布 

月平均收入 野生菌功能认知程度 

不太了解 了解 非常了解 

依靠家庭 0.310 0.400 0.497 

1~2000 元 0.351 0.443 0.543 

2001~5000 元 0.394 0.491 0.588 

5001~8000 元 0.439 0.537 0.632 

8001~10,000 元 0.485 0.583 0.674 

10,001~12,000 元 0.531 0.627 0.714 

12,001 元 0.577 0.669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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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获取的一手数据，以是否购买野生菌作为因变量，将旅游者的个人

特征、旅游特征以及认知程度三个方面所包含的多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应用 Logistic 二元回归模型

研究影响来滇旅游者购买野生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旅游者的客源地、月平均收入以及对

野生菌的功能认知程度均对其购买野生菌的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旅游停留天数

以及是否吃过野生菌对旅游者购买野生菌意愿影响不显著，但是，根据统计描述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

除了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旅游停留天数以及是否吃过野生菌这两项因素对旅游者购买野生菌的意愿仍存

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依据分析结果，为助推云南野生菌消费增长提出以下建议：1) 建立网络传播矩阵，增强野生菌品牌

的宣传力度，增强野生菌知识的传播，使更多人了解云南野生菌的功能，吸引更多的云南省外旅游消费

者；2) 野生菌作为云南省一项重要的美食旅游资源，要合理定价，适应自身的消费对象，避免出现欺客

宰客现象，维护好自身品牌优势；3) 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旅游服务和管理体系，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

的建设，积极开办野生菌相关节日或者活动，给众多消费者近距离了解、品尝野生菌的机会，让野生菌

真正以实惠、健康、美味的形态走入旅游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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