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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民宿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促进整体旅

游行业发展的一个有效举措。随着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高度重视与相关政策法规文

件的出台，学界对乡村民宿的行业现状，游客评级，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

探讨。本文运用爬虫技术对途家（全球民宿短租公寓预定平台）APP 上的游客评

论文本进行关键字挖掘，列出游客对乡村民宿最关心的要素，可以发现，主客互

动成为决定游客对民宿体验是否满意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乡村民宿的发展，

主客互动成为游客体验民宿的一个普遍现象。而游客对主客互动之间的的参与，

则会影响游客是否有对民宿进行推荐的意愿。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对乡村民宿主

客互动和游客口碑传播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试图探讨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

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思路如下：本研究以乡村旅游为背景，选取入住过乡村民宿的游客为

研究对象，探究主客互动、游客信任与游客口碑传播意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先，通过阅读与分析相关文献内容，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将主客互动划

分为三个维度：信息互动、商品/服务互动、人际互动。将游客信任划分为游客

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构建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和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

结构方程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结合乡村民宿主客互动的特征修订调查

问卷，收集数据。再次，通过 SPSS26.0 软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本研

究结论为：（1）主客互动能够正向影响游客信任；（2）主客互动能够正向影响游

客口碑传播意愿；（3）游客信任下的情感信任维度能够正向影响游客口碑传播意

愿，游客认知信任维度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本研究对乡村

民宿主客互动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建议：（1）提高民宿主人服务意识，完善民宿基

础设施。（2）加强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3）保持乡村民宿的个性化。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对乡村民宿网上预约平台游客的在线评论进行数

据挖掘和分析，得出乡村民宿主客互动是游客进行乡村民宿体验最为关心的话题，

用数据证明了本研究对乡村民宿主客互动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主客互动 游客信任 口碑传播意愿 乡村旅游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研究

Abstract
Rural home sta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but also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tourism industry. With the high attention paid

by the state to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scus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B & B industry, tourist rating,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o on.

This paper uses crawler technology to mine the keywords of tourist

comments on Tujia (Global short rent apartment reservation platform)

app, and lists the elements that tourist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rural B

& B. It can be found that host guest intera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o determine whether touris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B & B exper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B & B, host guest

interac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for tourists to experience

B & B. The participation of tourist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st and

guest will affect whether tourists are willing to recommend home stay.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 guest interaction and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spread

word-of-mouth,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ost guest interaction

on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spread word-of-mouth.

The idea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This study takes rural tourism

as the background, selects tourists who have stayed in rural B & B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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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 guest interaction, tourist trust and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spread word-of-mouth. Firstly, by read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subject object interac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commodity / service interac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ourist trust i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Tourist cognitive

trust and emotional trust.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host

guest interaction, tourist trust and tourist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Secondl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st guest interaction in rural B & B, revise the

questionnaire and collect data. Thirdly, through spss26 0 and mplus7 The

software analyzes the collected data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s follows: (1) host guest interaction can positively affect tourists'

trust; (2) Host guest interaction can positively affect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spread word-of-mouth; (3) The dimension of emotional trust under

tourists' trust can positively affect tourists'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and the dimension of tourists' cognitive trus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ourists'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host guest interaction of rural home stay: (1) improve the service

awareness of home stay owners and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of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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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2) Strengthen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3) Maintain the personalization of rural B & B.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rough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of the online comments of tourists on the online reservation platform of

rural B & B,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ost guest interaction of rural B & B

is the most concerned topic for tourists to experience rural B & B. the

data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this study on the host guest interaction of

rural B & B.

Key words: host guest interaction；tourist trust；tourists' willingness to

spread word-of-mouth；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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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民宿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的上班群体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他们对于舒适放松的环境的需要越来越多，因此，

乡村旅游行业在此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19世纪 50年代，乡村旅游最早出现在

山东省石家庄村，用于外事接待（贺小荣 200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经济

形势的好转，民众有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他们追求去周边乡村旅游目的地去度

假和娱乐，作为展现地方文化民俗的载体，民宿逐渐成为撬动乡村旅游的重要抓

手（张睿倩 2019）。在乡村旅游的初步发展阶段，出现了以农家乐，小宾馆和招

待所为主的乡村旅游居住设施。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物质文化生活越

来越丰富，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前在乡村旅游背

景下出现的招待所，小宾馆和农家乐，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的乡村旅游民

宿，乡村旅游民宿以其集个性化、亲和力的服务、独特的人文情怀、愉悦的慢生

活体验于一身的优势，赢得了各个年龄阶层的游客的青睐。乡村旅游的发展，表

明乡村旅游民宿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2）乡村民宿为游客与民宿主人的交流提供平台

乡村民宿与传统标准住宿酒店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型酒店，仅仅为游客提

供着单纯的住宿功能，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酒店无非为游客提供着更加舒适的

硬件设施和更加人性化的人文服务，功能仍然比较单一。而乡村民宿除了为游客

提供着住宿，餐饮服务，它更多的为乡村民宿主人与游客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乡村民宿背景下，民宿主人不仅仅扮演着民宿老板的角色，通常也会扮演着临

时的讲解员和导游的角色（郑希付2008）。2019年国家文旅部颁布的《旅游民宿

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2019）对乡村民宿经营者做出明确要求，要求民宿

主必须接待游客，这就为乡村民宿主人与游客的沟通，创造了规章制度方面的保

障。游客进行乡村旅游的目的，就是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或者被地方民俗风

情所吸引，因此，依靠游客自身去探索乡村旅游目的地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往往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文化遗产，这就需要有一个

平台，有较为专业的讲解员，与游客沟通，因此，乡村民宿可以成为民宿主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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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进行沟通的平台。

（3）口碑传播对民宿发展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外部信息的获取中，口碑是主要的途径之一。口碑传播作为最古老的信息

传播方式，现如今依然扮演着信息传播最有效的途径的角色。在信息大爆炸的当

今时代，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出现，信息传播的形式由

口头传播变成了广告，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种角落，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利用广告

来提高自己产品的知名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企业为了自己的业绩来进行虚

假宣传，欺骗顾客，以及信息爆炸式的增长，干扰人们的生活，使得顾客不再相

信这些广告的宣传，甚至对广告产生了厌恶心理。顾客更愿意相信从自己的亲朋

好友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口碑传播再次成为企业宣传自己最有效的途径。

民宿作为一种服务型的企业，他的特殊的产品性质使得利用广告宣传很难取得游

客的信任，很难达到宣传目的。游客在亲身体验过民宿服务的方方面面之后，会

产生对民宿的信任感，进而会有分享的意愿，在网络化的今天，游客会在民宿

APP上记录自己的体验，会在与他人交流中分享自己体验民宿的心得。这种形式

的信息传播，发自于游客内心的意愿。对民宿的传播有正向的影响。因此本研究

站在民宿的角度来探讨，乡村民宿是否可通过主客互动来影响游客对民宿的口碑

传播意愿，以此来达到民宿宣传的目的。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乡村民宿作为非标住宿产业，如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是当前热点话题之一。

主客互动促进旅游者对乡村民宿主的了解，让旅游者对该乡村民宿产生信任，从

而增强为乡村民宿进行口碑传播的意愿。本文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主客互动的

研究，确定主客互动的维度，探究主客互动各维度对旅游者信任及其乡村民宿口

碑传播意愿的影响，以期寻找合适的主客互动方式，正向加强游客对乡村民宿口

碑传播的意愿，实现乡村民宿大发展。研究的目的分为如下几部分:

（1）搜索对应的研究，梳理研究脉络，厘清三者的理论框架，结合乡村民

宿的实际情况，对变量的定义、维度、测量题项等进行整理。构建三者之间的理

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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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统计分析法，对回收的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探究主客互动各维度

对游客信任以及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探究游客信任与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关系。

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探究游客信任能否作为中介变量，对主客

互动和口碑传播产生影响。

（3）基于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的结果和文献研究的结论，对乡村民宿主人提

出符合实际的若干建议。有利于民宿主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获得游客信任，促

进民宿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2.2 研究意义

本文以乡村旅游为研究背景，重在厘清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

愿产生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为扩大乡村民宿知名度，主客之间更加科学互动提

供理论支持。

1.理论意义

（1）扩大了研究视野：现有研究多从游客满意度，游客感知价值以及消费

者重构意愿等方面对乡村民宿主客互动的结果进行研究，而本文将游客口碑传播

意愿作为结果变量，研究结果会反向促进乡村民宿主客之间更有效的互动。丰富

了主客互动结果变量的研究。

（2）丰富了研究领域

学者们目前集中于对我国民宿进行研究，较少关注乡村民宿。而乡村民宿作

为民宿行业一种特殊的形式，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快速发展，本文以此为

背景，研究乡村民宿的主客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乡村民宿领域的主

客互动理论。

（3）引入游客信任作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厘清了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

客口碑传播意愿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理解游客心理和行为意向的关系

提供了理论支持。

2.现实意义

本研究关注目前管理相对零星、无序、自发的乡村民宿，对主客互动及游客

口碑传播意愿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若干建议，在实践层面对提升民

宿主人服务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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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宿是乡村旅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在乡村旅

游大发展背景下，乡村民宿势必会迎来大量顾客，此时主客互动的质量，会直接

影响游客对民宿主以及民宿信任的程度，会决定游客口碑传播的意愿，另一方面，

若游客的口碑传播意愿较大，则会增加民宿的知名度，给乡村旅游目的地带来大

量游客。

综上，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不仅会给民宿主与游客互动提

供更科学的方法，还会扩大民宿的知名度与在行业中的影响力，促进民宿行业健

康发展。最终还会带动民宿所在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1.2.3 研究创新点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运用数据抓取技术，计算分析得出了主客互动是乡村民

宿体验中游客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也证明了本研究将主客互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必

要性。

本文以途家民宿预定平台为研究着入点，在其官方网站上，下载了最近 5

年全国游客在其平台上有过乡村民宿预定经历的评论数据，这些数据包含了游客

的评论网名，评论时间以及所预定的民宿类型。累计下载评论数据 11 万条。通

过筛选，删除了游客对民宿的恶意评论以及途家官网系统自动投递的评论信息后，

总共获得了 9万条有效数据信息，其中城市周边民宿的评论数据 3万条，景区民

宿 2万条，山水风光类乡村民宿 6万条。之后运用结巴分词法，将上述整理之后

的有效数据进行词类处理和词频统计，剩余有效数据 30022 个，参考剌利青对乡

村民宿体验维度的划分，结合上述对乡村民宿体验评论数据的整理，提炼出游客

评论中的高频词，将各高频词进行分类汇总，最后将所有的高频词归类为六个体

验要素，分别是；房源环境，位置交通及周边设施，信息真实，性价比，房间设

施，主客互动及服务态度。基于此，构建了国内游客进行乡村民宿体验的要素维

度体系，运用阿里 AI 对上述评论进行自然语言处理，结果显示，在上述六个体

验维度中，最受游客关心的是主客互动。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乡村民宿相关研究

关于民宿的起源，国内外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民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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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 20世纪中期的英国，在当时英国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乡村居民为了增加收

入将自己多余的房屋租给过路的客人，由此形成了民宿的雏形（Clark,1996）。此

后英国通常用 B＆B作为民宿形态的代表，国际社会也采用 B＆B来代表民宿。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民宿起源于日本。日本民宿最早由登山客和滑雪客借住当地居

民发展而来，日本政府将民宿定义为以城市家庭为单位进行乡村旅游而短暂居住

在当地居民家庭的行为（孙明月，2016）。中国民宿一般被认为起源于日本，而

台湾是中国民宿最早发展的地区。关于国内民宿的起源，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农民，自发举办的庆祝水果丰收节，如西瓜节，荔枝节，

新鲜的水果，吸引了大量城市居民前来观光游玩，晚上居住在当地农户家，由此

形成了我国民宿行业的基本雏形（张辉，2017）。关于民宿的起源，国内外学者

持有不同观点，因此对于民宿的定义，目前学术界还没形成统一的概念。民宿的

发展形态以及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民宿行业，仍然存在着几个共性特征：

一是乡村民宿普遍具有“家”的感觉，民宿始终保留着当地的民俗特色及文化。

二是乡村民宿为民宿主人与游客交流提供了平台。三是乡村民宿规模普遍较少，

大多由乡村旅游地居民自家房屋改建而来。四是乡村民宿大多是个体化经营，自

负盈亏（张广海，孟禺 2017）。

近年来，学者们对乡村民宿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从乡村民宿

旅游者的类型来看，刘法建,郭宗坤（2021）基于“文化中心性”和“体验深度”

文化旅游者的分类模型，将乡村民宿旅游者分为目标明确型、意外发现型、观光

型、随意型和偶然型文化旅游者五种类型

陈志军,徐飞雄（2021）则研究了乡村民宿游客忠诚度的影响因素，将影响

因素分为四个方面，即直接影响因素，间接影响因素，总效应影响因素和二维影

响因素。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较多的学者研究了乡村民宿的发展策略。吴卫东

（2021）在探讨武汉市的乡村民宿发展策略中，认为开发乡村研学旅游产品，增

强旅游目的地和游客情感，加大宣传，激励鼓励社会人才返回乡，加强对从业人

员的专业培训，是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有效途径。王璐,郑向敏（2021）认为乡

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与促进效果明显，而乡村民宿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业

态，因此乡村民宿应以其“有温度的生活”的特别方式，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王英臣，耿潇潇（2021）则将研究焦点放在乡村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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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上，力求寻找一种乡村民宿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新途径。

从而可以实现我国乡村旅游行业的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

1.3.2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的相关研究

在服务业中，服务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服务，服务是一种无形的产品，

通过顾客切身体验来感知质量的好坏，因此，顾客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势必会与

服务提供者产生必要的交流。乡村民宿是典型的服务型产业。游客在乡村旅游的

整个消费过程中，会与民宿主产生必要的交流。本节以主客互动为关键词，通过

查阅大量文献，经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主客互动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

发展阶段，分别是主客互动的定义研究，主客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主客互动

的维度划分。

（1）主客互动定义相关研究

以关键词“主客交往”在知网等数据库中查询，可以知道由于旅游活动最早

发展于国外，所以国外学者最早进行了民宿主客互动等方面的研究。Cohen（1979）

在对跨国旅游领域进行研究时发现，虽然从国外而来的旅行者与旅游目的地的土

著居民有着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热情友好的交

流。并且他们认为沟通与欣赏风景同等重要，这种沟通，对旅游的发展，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Haeckel（1998）认为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无论是人与人之

间，还是人与科技之间，互动都是必不可少的。Surprenant（1987）在对餐馆中

的服务员与顾客之间的互动研究中，将服务员与顾客之间的二元交流定义为服务

互动。Reisingeretal（2004）则将主客互动的研究运用到了旅游领域，他在对乡

村旅游主客互动进行定义时发现，由于前人在旅游领域中对主客互动中的东道主

和客人定义较为模糊，导致其在定义主客互动时有一定的困难。他认为，乡村旅

游主客互动中的主体，是指在游客旅游过程中，给他们提供餐饮，住宿，交通，

讲解，购物，娱乐等服务的旅游行业从业者。客体指旅游者。

国内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杜江（1999）认为乡村旅

游背景下的主客互动，是指游客进行乡村旅游活动时，与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进

行交流，沟通的过程，杜江将主客互动的主体，定义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居民。

随后，国内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乡村旅游情境下的主客互动，并且从不同角度对

主客互动进行定义。梁旺兵（2009）在研究来西安旅游的外国游客与西安当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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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交流的过程中，将主客互动定义为主体与客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文化碰

撞与交流行为。张机、徐红罡（2012）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对主客互动的行为和过

程进行了定义，殷英梅、郑向敏（2017）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对主客互动进行了

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张机，徐红罡（2016）从多角度，如餐馆，家庭旅馆，和旅

游目的地等情境下，分别对主客互动进行了定义。将主客互动总结定义为：服务

提供者，即主体与服务接受者-客体之间发生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和交往过

程。王建芹（2018）在研究乡村旅游民宿，并且试图对乡村民宿情境下的主客互

动进行维度划分时，将乡村民宿定义为乡村民宿主人出于更好的吸引游客和扩大

民宿知名度的目的，与游客或消费者之间发生一切联系的总和，王建芹强调，民

宿情境下的主客互动，包括双方之间一切的交流和沟通。

（2）主客互动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Weietal（1989）认为影响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互动的因素有多种，并且

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互动的过程，结果和质量，会显著受到这些因素的影

响。语言障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双方不同的语言，往往代表着双方不同的文

化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Laxson）1991，Pizam（2000），Thyneet al（2006）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的总结了影响主客互动质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客

体的自我因素，如性格特征，爱好等；主客交往的频率，以及交往真实度等。

Madrigal（1993）认为目的性是影响主客之间交往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人是利益

性的本质，如双方之间的交往会给自己带来利益，则会更加积极的参与到交往过

程中。在乡村民宿中，若民宿主人在与游客的交往中，会给自己带来直接或者简

介的利益，这会大大增加民宿主与游客交流沟通的欲望。

肖洪根从文化交换和跨文化交际角度出发，认为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居

民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以及文化传承，会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与游客的交往意

愿与交往效果（肖洪根，2001）。吴小霞则通过构建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对旅游目

的地主人与游客的互动意愿的影响理论模型，发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能够显著正

向影响旅游目的地主人与游客的互动意愿，进而得出游客的行为能够影响主客互

动的发生（吴小霞，林开淼 2020）。韦瑾,戴光全创新性的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权

力感出发，研究发现居民的权力感下的控制感维度对其与游客交往互动的意愿具

有正向影响（韦瑾,戴光全 2018）。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下，乡村的角色由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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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为旅游目的地，原有村落居民与游客的心理的互容性与冲突性，会对主客

交往产生直接的影响房（房欣怡,张磊 2018）。陈莹盈和林德荣（2015）将“自我”

与“他我”引入对主客互动关系的探讨中，认为不同个性或价值观的旅游者与居

民的互动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3）关于主客互动在旅游行业中的应用

主客互动来源于互动理论，互动理论创立于 20世纪 30年代的美国。最初主

要用来研究人类心理学，但是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该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在

社会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支撑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旅游行业起

步较晚，因此主客互动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也就比较迟，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学者

们将主客互动理论应用于旅游行业，主要集中于最近几年的时间。在乡村民宿发

展的初始阶段，乡村民宿被称为共享型住宿，殷英梅，郑向敏（2017）着眼于共

享型住宿业，研究了共享型住宿行业的主客互动对游客体验的影响。方昌敢（2107）

聚焦与民族节日旅游，研究民族节日旅游中展演活动的主客互动。王学基（2019）

在道路旅游中运用到了主客互动。王金伟，李冰洁（2021）在研究恐惧景观旅游

目的地中运用到了主客互动。黄丽华，曹希绅（2021）在研究民族美食旅游中运

用到了主客互动。王建芹（2021）则运用主客互动研究了乡村旅游目的地主人和

游客之间的交流关系对游客行为的影响。由此可见，由于旅游行业强调信息交流，

文化交流和精神交流的特点，主客互动是学者们在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现将近

期学者在旅游行业运用主客互动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章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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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近期学者在旅游领域进行主客互动相关研究总结

研究对象 时间 学者 研究领域

主客互动 2021 王建芹

杨晶晶

乡村旅游

黄丽华，曹希绅

赵巧艳，曹哲

韦锦，戴光全

民族美食，文化节日

旅游

2017 方昌敢

王金伟，李冰洁 恐惧景观旅游

2019 王学基 道路景观旅游

2018 王建芹

殷英梅，郑向敏

旅游住宿

（4）主客互动维度划分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较少关注主客互动维度的划分，Amir,Ben（1985）通过对主客互动

产生效应的研究发现，主客互动可以对双方产生正面效应，良好的主客互动，可

以改变彼此的态度，给双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或者利益上的增加。Brewer（1984）；

Anastasopoulos（1992）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主客互动会对交流双方产生

负面效应，认为主客之间短暂的交往无法改变双方之间固有的态度，也无法给双

方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Pizametal（2000）认为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游客与旅游

目的地居民之间交流的越频繁，交流的程度越深，游客对该旅游目的地的印象越

好，进而会促进该旅游目的地的发展。Pearce（1988）表示，主客互动对双方产

生的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双方之间的交往，只会对双方的

原本态度起到强化作用。

国内学者关于主客互动维度划分的研究，较为广泛且成熟。李海娥（2015）

将主客互动的维度划分为五类，分别是关注观察，信息互换，体验参与，困难求

助，和随意交谈。张机、徐红罡（2012）对主客互动维度的划分，是以互动场所

的划分为依据的，他们将主客互动根据互动场所的不同，划分为私人空间的互动，

半私人空间的互动，公开场所的互动三个维度。也有学者根据互动过程，或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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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的不同，对主客互动的维度进行划分。梁凤苗,严艳,朱杉杉（2020）在研

究遗产旅游者与目的地的情感互动中，将情感互动划分成了情感欢迎、情感亲密、

情感认同、共情理解 4个维度，其中情感凝聚直接影响着的游客的信任与体验。

杨倩,杨珩,朱胜君,张可心,黄芙（2019）在研究旅游目的地与游客双方在社会交换

过程中的相互感知情况中，将主客互动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分为爱、钱、地位、信

息、物、服务 6个维度。王建芹（2018）运用扎根理论，对乡村民宿情境下的主

客互动进行维度的划分，通过实证研究，王建芹认为，乡村民宿情境下的主客互

动维度，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人际互动，商品或服务互动，以及信息互动。

同时，这三个维度都包括具体的测量题项，这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借鉴依

据。通过对文献的整理，目前学术界对主客互动维度的划分没有形成统一的结果，

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主客互动有不同的维度划分。本研究根据本文研究的主题，

借鉴王建芹对主客互动维度的划分，将主客互动划分为信息互动，商品服务互动

以及人际互动，以此展开对本文的研究。

表 1.2 主客互动维度划分

学者 维度划分

Amir & Ben 正面效应，负面效应

李海娥 随意交谈、信息咨询、困难求助、体验与

参与、关注与观察

张机、徐红罡 互动场所、互动时间、互动过程

王建芹 信息互动，商品服务互动以及人际互动

1.3.3 游客信任的相关研究

以游客信任为关键词搜索学术界对游客信任的研究，发现针对于游客对民宿

信任有关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扩大搜索范围，搜索学者们关于游客对旅游目

的地信任的文献。Mc Knight（2012）认为信任是个体对信任目标表现出善意、

能力、诚实的程度，以及对其可预测行为的信心。Sirdeshmuetal（2002）认为信

任是顾客的期望，认为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认为其会履行承诺。McAllieter

（1995）区分了认知型和情感型两类人际信任，马克斯-韦伯(1999）从信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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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发，将信任归为特殊（情感性）信任和普通（工具性）信任两个维度，

Blau（1964）、Maayer,Davis（1995）、Bhattacherjee（2002）等学者则认同信任包

括善意、正直和能力三个维度。

姚延波等（2013）认为旅游目的地信任是游客认为目的地有意愿按照自身的

方式行事，且游客愿意因此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感知状态；王治国（2014）认为

是游客在对旅游景区自然风光、人文内涵以及服务水平理性分析基础上的肯定、

认可和信赖；孙九霞,庞兆玲（2020）认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信任，是自身主

动行为和旅游目的地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行动—结构交互作用的结果。

国内关于游客信任的维度的划分研究较多。吴亚倩（2013）在研究拉萨民俗旅游

业对游客信任影响时，首次提出将游客信任划分为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包括游客

认知信任和游客情感信任。认知信任体现为消费者的理性思考，认知信任是通过

消费者对企业或者被信任理性的考量之后形成的。若消费者对企业或者被信任者

产生了认知信任，通常意味着企业或者被信任者在专业领域的表现，是符合大众

期待或者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情感信任体现了消费者的感性，消费者在对企业或

者被信任者进行考量时，是将感性和情感放在第一位的，情感信任通常是在认知

信任之后形成的。这种认知信任，会比情感信任对消费者有着更明显的行为驱动

力。程成（2010）、宋亚培（2014）在吴雅倩对消费者信任两维度的划分基础上，

加上了契约信任，因此他们认为消费者信任包括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和契约信任

三个维度。贺爱忠和李钰（2010）认为消费者信任包括可靠性信任和意图信任两

个维度。陈増祥和姚延波（2013）、许春晓和曹文萍（2014,2015）将消费者信任

划分为感知善意，感知正直和感知能力三个维度。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提出

了信任维度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个维度

本文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主题，即游客与乡村民宿主的互

动对游客信任的影响，采用吴亚倩对信任维度的划分，将信任划分为认知性信任

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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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游客信任维度划分

1.3.4 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相关研究

（1）口碑传播概念相关研究

传播学奠基人 Hovland（1949）最早研究发现，单一的大众传播改变受众已

有观念的程度极为有限。Katz（195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两阶

段扩散理论，认为人际传播在投票者意向和决策方面比大众传媒更具有影响力，

并提出意见领袖在人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口碑传播，Arnd（1967）指出，

口碑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传播，与商业性无关。之后，Anderson（1998）则

进一步指出，口碑传播是消费者私下向他人传达自身对产品功能的态度的过程，

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口碑传播意愿则是指在口碑传播进行过程中，

信息发送者发送该信息的意愿强烈程度，对口碑传播的实现起关键作用。

Zeithaml（1996）认为，顾客传播意愿是顾客主动推荐、鼓励他人消费商品或服

务的想法，对顾客自身的多次购买行为和他人的购买决策具有显著影响。Brown

（2005）研究指出，口碑传播分为意愿与行为两个步骤，意愿是早于行为的意识

动作并起到决策作用。

（2）口碑传播在旅游学中的运用

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口碑传播最早产生于营销领域，企业用来宣传自己企业

产品，后来扩展到旅游领域，在国内，追根溯源，中国古代很早就将口碑传播运

用于旅游领域，例如古人对苏州杭州的赞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黄山的

赞美“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对黄河的赞美“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无数的文人墨客，用他们一生的阅历，留下的这些诗句，告

诉天下游客这些地方的美。以至于这些旅游景点至今都吸引着中外游客。Maser，

Weiennair（1998）经过研究发现，口碑传播的巨大影响，对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发

学者 维度划分

McAllieter 认知型信任

情感型信任

马克斯－韦伯 特殊信任 普通信任

Blau 善意信任 正直信任 能力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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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影响，但是口碑传播在服务行业中的作用，尤为显著，甚至可以说，口碑传

播直接决定着服务行业的生与死。Bristor（1990）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消费者

口碑传播在服务行业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服务行业中，良好的口碑传播，不

仅能减少消费者对于品牌的选择成本，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帮助企业树立品

牌威望，消费者口碑是联系好的企业和消费者的纽带。Woodside，Moore（1987）

在研究酒店发展策略时，发现口碑传播是吸引消费者入住酒店，同时帮助酒店快

速树立品牌形象的最有效途径。澳大利亚学者 Shanka，Pope（2002）在研究本

国的旅游行业发展现状时发现，吸引游客进行旅游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人对游

客的口头宣传。

国内将口碑传播运用在旅游行业起步较晚。梁滨（2006）在研究乡村休闲旅

游的发展策略时，将口碑传播视为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方法，分析了口碑传播对

乡村休闲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梅蕾,张景（2015）基于拉斯韦尔模式，利用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企业提升网络口碑效果的策略，进而影响游客的旅游消费行

为的结论。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游客口碑传播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传统

的口头传播，个体传播和一对一人际直接交往的传播，转变成了线上传播，即游

客在网络上面记录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经历给网友。口碑传播分为两个维度，正

面口碑传播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意愿，消费者的愤怒情绪会显著降低游客的旅游

意愿，并且促成负面口碑传播意愿（涂红伟,骆培聪 2017）。孙莉艳,袁勤俭（2016）

则基于新浪微博，研究了微博负面口碑传播对旅游景点的影响，研究发现"意见

领袖"和其他用户之间的交互大大强化了负面口碑的影响力，旅游景点微博负面

口碑的传播对公众的出行意愿会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臧如心,黄安民（2021）

在网红经济的背景下，研究了游客体验和游客感知价值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游客的体验感和感知价值均对游客的口碑传播具有正向影响。

1.3.5 主客互动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研究

学术界对消费者信任研究较多的是将消费者信任作为前因变量，研究消费者

信任，从信息接受者角度和信息传播者角度两个方面，探究消费者信任对口碑传

播意愿的影响以及口碑传播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刘卫梅，林德荣 2018）。而在

主客互动对消费者信任影响的研究方面，（Narus，Anderson）在研究影响消费者

信任的因素中，发现沟通和互动因素，能够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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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与消费者的沟通来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从而维持稳定的消费者群

体。只有当消费者对一个企业足够信任时，消费者才会产生向周围人推荐该产品

的欲望，而消费者在推荐产品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这意味着消费

者是在经过自己亲身的体会，对产品产生足够的信任之后的理性行为（温飞，沙

振权 2011）。Hunt,Morgan在研究消费者信任对自身行为-承诺的关系中，认为存

在三个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信任，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沟通，机会主义行为和消费

者价值观。在供应商和采购商关系的研究中，吴长顺和齐成斌认为，供应商与采

购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供应商组织特征和人员素质等，会显著影响采购商对

供应商的信任程度。而在乡村民宿背景下，由于旅游活动本身就需要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来实现旅游活动目的的性质，主客之间的互动，会更加显著影响游客的信

任。

1.3.6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民

宿，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口碑传播等均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乡村民宿起源的

研究，最早起源于国外，之后首先出现在中国台湾，其次在大陆发展起来，关于

乡村民宿内容的研究，主要有对民宿定义，类型以及发展策略方面的研究，但是

缺少对乡村民宿的定义，所以本文在学者对民宿的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国家颁布

的有关民宿的法律法规，概括定义了乡村民宿。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最早运用

发展于企业的营销学中，研究内容主要有主客互动的定义，主客互动的影响因素，

主客互动的作用以及主客互动的划分维度。

关于主客互动的定义，本文主要借鉴了学者对主客交往的定义。在随后的发

展中，学者对主客互动的研究集中于主客互动的影响因素与主客互动的划分维度。

国内外学者对主客互动的维度划分，站在不同的角度，有多种维度的划分。根据

所要研究的主题，本文选取王建芹对主客互动的划分维度作为本文的划分维度。

通过知网等数据库可知，学者们对乡村民宿的主客互动的研究较少，本文把乡村

民宿和主客互动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关于游客信任的研究，主要

参考学者们对消费者信任度研究，消费者信任起源于营销学，后来发展到服务行

业，但是学者们对旅游行业游客信任的研究仍然比较少。本研究根据学者们对游

客信任维度的划分，确定了本文的游客信任的划分维度，即认知性消费者信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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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消费者信任。

关于口碑传播意愿的研究，兴起于 20世纪 4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信息传播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学者们逐渐放弃了对口碑传播意愿的研究，但是随

着信息爆炸危机的出现，游客对爆炸式的广告不再信任，口碑传播再次进人人们

的视野，因此口碑传播这种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重新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

因此，通过对以上三者的研究，可以确立本研究的主题及理论模型，即在乡村旅

民宿的背景下，探究主客互动三个维度通过游客信任的两个维度的中介效应的影

响，最终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论将直接指导乡村民宿主人与游客的互动，进而可以扩大乡村民

宿的知名度，带动乡村民宿行业的发展，以及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对乡村民宿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的研究共分为六章，具体的章节

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

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框架以及本文的创新进行介绍。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对乡村民宿，主客互动，游客口碑

传播意愿和游客信任的理论概念和相关的文献研究的回顾。以此为本研究提供理

论支撑。

第三章，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通过上述理论深入分析现有关于主客互动对

口碑传播影响的不足，构建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影响的研究模

型，以游客对民宿主的信任为中介变量，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明确研

究方法、设计与修正问卷及对样本来源进行描述。

第四章，研究设计与数据搜集。本部分分为两步，第一步，将收集回来的问

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 Amos21.0 和 SPSS 统计软件依次进行信度分析

和效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来验证本研究数据的合理

性以及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对本研究的中介变量-游客信任进行中介效

应的检验。

第五章，实证研究。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和讨论，从影响游客口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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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意愿的主客互动各维度出发，提出民宿主和游客互动更为科学的措施。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主要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以及该领域未来

的研究展望。

1.4.2 研究主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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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第一章：绪论

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及意义 研究综述

研究内容与框架 研究方法 研究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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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来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通过查阅国内外现有知名的

数据库，如 SCI，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就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和游

客口碑传播意愿等相关主题，提炼国内外学者的文献与观点。具体来说，本文梳

理了乡村民宿，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口碑传播的相关文献资料，归纳和总结各

变量的核心概念、测量方法与相关关系研究进展等内容，总结现有文献在相关方

面的研究不足与局限，梳理学者们关于本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与逻辑，构建本研

究的假设与理论模型，为实证研究的开展做好理论铺垫。

（2）实证研究法

1）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进行实证研究较为科学与普遍的方法，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学者

对本研究主题较为成熟的量表，涉及调查问卷，以有过乡村民宿住宿经历的游客

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2）统计分析法

本研究对问卷调查收集回来的数据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基本

分析。以此来验证本研究的假设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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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乡村民宿

乡村民宿属于传统标准住宿行业的一个分支，因此乡村民宿与传统标准住宿

在概念的界定上，有一定的联系，对乡村民宿下定义，可以先研究传统酒店的定

义。本研究通过上述整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乡村民宿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乡村民

宿虽然源自于酒店，但是两者在经营方式，游客体验，住宿功能上，有着明显的

不同。传统标准住宿业，如酒店等，多是集团化经营，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而

乡村民宿多是以家庭经营为单位，自负盈亏，为吸引游客入住，乡村民宿更多的

实行了个性化经营。在游客体验方面，传统住宿酒店，仅仅为游客提供了单一的

住宿功能。而乡村民宿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目的地，客户也都是进行乡村旅游的

游客，游客除了要欣赏当地的景色，还要更深层次的体验当地的民俗特色。这就

决定了乡村民宿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功能以外，还要满足游客对乡村生活的体验

需求。在住宿功能上，乡村民宿还承担着信息传播者的角色，乡村民宿主人需要

充当临时的导游角色，为游客提供基本的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习俗讲解服务。

通过查阅文献可知，目前国内外学者较少对乡村民宿的定义进行研究。

Alastair（1996）从物理形态和心理状态两方面来对集团化经营酒店和乡村民宿

进行对比，将乡村民宿定义为以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房屋为载体，通过自己改造

设计，为乡村游客提供服务的家。乡村民宿与酒店最大的不同就是经营方式的不

同，乡村民宿以自主经营为主，民宿主人通过对自己的房屋进行改造，融入地方

文化特色，吸引游客前来居住。在对乡村民宿进行概念界定时，需要区分乡村民

宿和农家客栈、农家乐的区别，农家客栈，农家乐属于乡村民宿的范畴，但是不

能代表乡村民宿。因此，本研究将乡村民宿定义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将自有房

屋或者租来的房屋进行改造，在设计风格上融入当地特色文化和民俗风情，以此

来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以及衍生的更进一步的服务的小规模乡村生活

住所。

2.1.2 主客互动

通过查阅文献，可知目前学者们对主客互动理论进行了大量全方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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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主客互动的起源，概念界定，以及应用范围。在对主客互动的概念定义上，

Blumer 认为主客互动的本质就是符号互动。客体是由符号组成的，主客之间的

互动，通过被双方赋予特定意义的符号来实现交流。客体的价值，由在与主体的

互动中产生。即在主客互动中，主体通过符号赋予了客体价值。这意味着，在主

客互动中，主体的认知以及经验决定了互动的质量以及客体价值的产生质量。但

是本研究所提到的主体，并不是单纯的指主人，本研究提到的客体，也不是仅仅

指客人。在主客互动的多领域研究中，主客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变的。在乡村旅游

民宿主客互动的研究中，主体既可以指民宿主人，也可以指来住宿的游客，同样，

客体既可以指游客，也可以指乡村民宿主人。

因此，本研究的主题-乡村民宿主客互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主客互动，其本

质上，也是一种符号互动，乡村民宿主客互动过程中所产生一切价值，都符合符

号互动的本质。本研究以乡村民宿为研究背景，将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定义为：乡

村民宿主人与游客在不损害双方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彼此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

彼此之间产生价值的过程。

2.1.3 游客信任

对于信任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社会学领域，20世纪 90年代以来逐渐扩展到经

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等领域，学者们对于信任概念的研究，多是站在不同的角

度对信任进行定义，目前对信任的研究还没形成统一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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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不同科学视角下信任的内涵

学科视角 研究对象 本质 定义或说法

心理学 个体间的信任 个人特质的一部分，

是一种心理状态

是指源于对客体的某种

意图和行为的良好预

期，并愿意承受可能的

伤害和损伤

社会学 个人与社会交往

过程中产生的

是一种社会现象和

一种保障机制

个体以自身在社会交往

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为

基础，所产生的一种对

客体行为表现的预期

经济学 经济人 个体内心的一种理

性计算过程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

本”，它可以减少监督与

惩罚的成本,因此，信任

缺少感情、功于计算

管理学 个人与组织或组

织之间
一种现象或状态 相信双方利益相关，任

何一方采取行动之前会

考虑自身行为对另一方

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针对游客信任定义方面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于消费者信任，学

者对于消费者信任的定义为消费者根据自己所接受的服务，与自己内心所期望接

受到的服务对比之后的心理活动，表现为消费者对服务提供方的信任，即为消费

者信任。综上，本文对游客信任的定义是游客对乡村民宿主人所提供服务的意图

和行为持良好心理预期，对其有信心并依赖的一种心理状态（态度）。

2.1.4 口碑传播意愿

对于口碑传播意愿概念的界定，可以参考 Zeithaml（1996）提出的顾客传播

意愿，他认为顾客传播意愿是指顾客在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达到自己预期的期望时，

主动将该产品和服务以口头传播或者其他形式，推荐给别人的行为。在顾客传播

意愿的启发下，结合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可以给口碑传播意愿下定义，本研究的

口碑传播意愿是指乡村旅游游客在接受民宿服务，获得深层次的体验之后，主动

向外界，以口头传播方式为主的推荐，宣传行为。2.2 相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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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社会交换理论

（1）社会交换理论起源

社会交换理论主要起源于功利主义交换思想，随后受到文化人类学的交换思

想和社会传统交换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当今的成熟的社会交换理论。功利主义交

换思想认为经济利益是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人类的一切活动围绕经济利益而展

开。

詹姆斯·弗雷泽作为文化人类学交换思想的代表人物，在功利主义交换思想

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完成交流，并且在交流中形成了特定的

有文化制约的社会交往模式。斯金纳研究并创立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被称为行

为心理学交换思想的代表人物。该理论认为人生理的满足是人需求得到满足最主

要的因素。在多种交换理论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交换理论。

（2）现代社会交换理论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 Homans 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研究现代社会交换理

论。Homans 构建了行为主义交换论。认为个人的行为以利益为宗旨，受到利益

的支配。此后，学者布劳在行为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社会

交换理论由社会吸引，个人表现，利益追逐和权利分化四个部分构成，组成了社

会交换理论体系。社会吸引指，个人会受到利益的影响，若利益报酬越多，个人

就更倾向于从事这种活动。自我表现是指，个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在

与外界交换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表现，来取得信任，进而获得最大利益。利益

追逐是指个人在参与社会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追逐利益的过程。权利分化是指

在利益追逐的过程中，权利分化为整合或者对立两种形态。

（3）国内的社会交换理论

我国的社会交换理论，受历史文化影响，立足于人情社会，既不认为经济利

益是社会交换的主要驱动因素，也不完全以经济学为导向。中国本土化的社会交

换理论，被称为人情社会。人情的交换，虽然不是物质，金钱等有形资源的直接

交换，但是个人通过人情交换最终获得的还是利益，因此我们将中国的人情交换

现象称为中国的社会交换理论。在本研究中，乡村民宿主人与游客的各种形式之

间的交换，比如物质交换，信息交流，文化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双方的

人际关系网络。符合我国本土化的社会交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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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起源于象征互动理论。象征互动理论最早由 Brummer 进行研究，

该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传播特定符号来完成的。随后，库利提出

了“镜中自我”的概念，该理论认为我们通过与别人的交流和沟通，来实现对自

己的认识。而符号互动理论，则是米德在学习“镜中自我”理论后，受到启发总

结得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符号互动，是人们之间发生交流沟通等相互作用的独特

特征。即人们通过被赋予特殊意义的行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不是直接

通过行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镜中自我理论得到快速发展之后，乔

治·赫伯特·米德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主我与客我”理论，该理论认为

世界上有两个我，一个是已经在世界上客观存在的自己，即“主我”另一个则是

符合社会期待的自己，指的是“客我”。乔治·赫伯特·米德主张自我通过与他

人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实现从主我到客我的转变。此后，符号互动理论得到发展，

并且被专家学者运用到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在乡村民宿的背景下，乡村民宿主人

与游客之间的交流沟通，则是双方通过对具体符号的解读，来实现沟通，并且在

沟通过程中，通过对方的态度与评价，来实现主我到客我的转变。

2.2.3 价值共创理论

价值共创理论最早由管理学大师普拉哈拉德（2000）研究，普拉哈拉德认为

价值共创理论是企业价值的基础。企业价值的产生，依赖于企业和顾客之间的互

动。企业与顾客在互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服务的过程，叫价值共

创理论。自此，价值共创理论得到发展，并且被学者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目前，

学术界对价值共创理论中价值的创造者是谁，持有三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个性化体验过程的创造是由企业与顾客共同创造的，

企业与顾客在互动的过程中，创造了消费者个性化体验价值。第二种观点同样认

为消费者个性化体验价值是由企业和顾客共同创造的，同时认为，在企业生产产

品和提供服务时，顾客主动参与到生产过程，帮助企业一起实现了价值的创造。

第三种观点，同样保持了企业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原则，但是在谁参与谁创造

价值的观点上，第三种观点认为，是企业帮助顾客，创造了价值，企业扮演了参

与者的角色，如 Gronroos（2008）认为在消费者体验价值创造过程中，企业帮

助顾客创造了价值。以上三种观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是狭义的理解，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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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以企业为中心，或者两者同等重要。认为顾客体验价值有企业创造，顾客

参与，或者共同创造。第三种观点是对顾客体验价值广义的理解。认为顾客体验

价值的创造是以顾客为核心的。企业应当以顾客为中心，了解顾客所思所想，最

大程度满足顾客的要求，将要求投入到产品输出前的生产阶段，配合顾客，共同

创造顾客消费体验价值。上述价值共创理论的思想，在乡村旅游民宿情境下，体

现为在乡村民宿主人与游客互动的过程中，通过满足游客的需求，提高游客的体

验价值，进而实现价值的共创。

2.2.4 互动仪式链理论

兰德尔.柯林斯在 2009 年首次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互

动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是进行一切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点。互动仪式链理论以

情感关系和互动为核心，重点研究社会人在特定情境下的互动。兰德尔.柯林斯

认为人们在社会中的互动主要包括四个情境，第一个方面是：在一个特定场所，

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即使他们没有互相关注到对方，也能通过自身的活动而与他

人产生相互影响。第二个方面是：存在一个无形的边界，场所内的人知道哪些是

场内的人，哪些是场外的人。第三个方面是场内的人被一个共同的焦点所吸引，

并且通过彼此的互动，来增进情感联系。第四个方面是：彼此分享自己的观点，

情绪，来满足自身互动的需求（陈麦池，2018）。

格雷本(Graburn，1977)提出，旅游是众多互动仪式中一种特殊的仪式，旅

游活动要求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与他人在旅游特定场所有相比于工作更多的互动，

因此，将互动仪式链理论引进旅游学范围，用来支撑本研究乡村民宿主客间的互

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将该理论运用到旅游领域的并不多见。

在国内，谢彦君（2016）将该理论引入旅游领域，与旅游神圣仪式论结合起来。

研究了旅游情感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郑向敏（2017）则将互动仪式链理论引入

到乡村民宿的研究中，验证了该理论在乡村民宿领域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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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3.1.1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对主客互动和游客口碑传播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

多。Gremler（2001）通过对个体企业的员工与客户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员工

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效互动越多，越容易帮助顾客建立起对产品的信任，进而会激

发顾客对产品推荐行为意愿的产生。黄耀佳（2016）认为影响顾客口碑传播意愿

的因素较多，其中，顾客参与度会通过顾客满意度和关系质量间接影响顾客的口

碑传播意愿，主客互动可以直接影响顾客的口碑传播意愿。胡孝平和李玺（2017）

在研究旅行社中游客的互动行为和信息分享行为时，发现游客之间的互动越多，

越容易促进游客对旅行社的推荐行为的发生。金虹和 Park（2016）则研究了微

信等社交软件中的顾客的互动行为，其结果仍然证明，主客交流与互动对自身口

碑传播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以上的研究集中于探讨服务行业中顾客或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互动

对消费者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而旅游业作为典型的服务行业，以上理论在服务

行业可能同样适用，在本研究中，民宿主人即为服务提供者，游客即为消费者，

因此有必要研究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做出如下

假设：

H1：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有正向影响。

3.1.2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信任的影响

乡村民宿在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相比于传统酒店行业，乡村民宿的

管理和服务大多由缺乏专业经营理念的农民经营，因此游客在选择民宿入住时，

受民宿主的影响占主导作用，因此游客与民宿主的互动，对游客的信任有着一定

的影响。Harvey(2002)认为消费者信任是消费者以自身对产品或服务的期望为标

准，认为服务提供方以消费者为行为导向，不惜牺牲服务提供方利益的一种感知。

综文庙（2021）以生鲜农产品行业为例，研究了影响消费者认知信任的主要因素，

得出了六个影响消费者认知信任的因素，其中包括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即消费

者通过交流与沟通形成的对企业的信任。Anderson 和 Narus（1990）经过研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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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中包括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的沟通。吴

长顺和齐成斌（2007）采用实证研究法，实地调查了 152 位采购人员，调查研究

供应商与采购人员之间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供应商内部组织文化，人员

性格，以及供应商销售人员与下流采购人员的互动，都对采购人员对供应商的信

任有显著影响。王雪芳和张红霞（2017）研究在全行业危机的情况下，企图通过

沟通策略重新选择来重建消费者信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当采取一系列新的

沟通措施，来重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由此表明，主客互动对消费者信任是有影

响的。在乡村民宿的背景下，主客之间的互动会因为这种背景而更加广泛和深入。

因此本研究做出如下研究假设：

H2：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信任有正向影响

H2a:乡村民宿主客信息互动对游客认知信任有正向影响

H2b:乡村民宿主客商品/服务互动对游客认知信任有正向影响

H2c:乡村民宿主客人际互动对游客认知信任有正向影响

H2d:乡村民宿主客信息互动对游客情感信任有正向影响

H2e:乡村民宿主客商品/服务互动对游客情感信任有正向影响

H2f:乡村民宿主客人际互动对游客情感信任有正向影响

3.1.3 游客信任对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

目前学者多站在信息接受者的角度，研究消费者口碑传播会正向影响潜在消

费者对产品或者服务的信任，而较少将消费者信任作为消费者口碑传播意愿的前

因变量。刘卫梅和林德荣（2018）采用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研究信任作为旅游者口

碑传播意愿的前因变量，对旅游者口碑传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旅游者对旅游

目的地的信任正向影响旅游者对该旅游目的地的口碑传播。崔雪莲，那日萨（2020）

则研究了消费者的信任对消费者在线口碑传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的信

任度的提升会显著促进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在线口碑传播意愿，尤其当提高陌

生人之间的信任度时，口碑传播的意愿会更加强烈。吴阿珍，范向丽（2020）将

游客信任划分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探讨了游客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

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是否有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游客信任对口碑传播意愿有着正

向影响，其中善意信任对游客口碑传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能力信任对游客

口碑传播的影响效果不显著。本研究总结前人对消费者信任的划分维度，结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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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乡村民宿的实际情况，选择游客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作为本研究

的划分维度，并提出如下假设：

H3：游客信任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有正向影响。

H3a:游客认知信任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有正向影响

H3b:游客情感信任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有正向影响

3.1.4 游客信任的中介作用

温飞，沙振权（2011）研究消费者对网络商店的商品，服务的感知价值对消

费者信任和线上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并研究消费者信任对在线口碑传播的影响

和消费者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信任在感知价值和口碑传播两个

变量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企业往往通过增加消费者的信任，来维持消费者对

企业的忠诚度，消费者只有建立对企业的信任，才能克服消费者本身对商品或服

务的怀疑态度，同时向别人推荐信息，通常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消费者在建立对

企业的信任之后，用自己亲身经历来消除这种风险，然后具有向别人推荐的意愿。

Morgan R M 和 Hunt S D（1994）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总结得出了信

任-承诺理论，该理论认为关系营销学的核心即为承诺和信任，信任在维持企业

和顾客的关系中，起着桥梁作用。即消费者信任在企业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该理论有效的证明了消费者信任的中介效应。乡村旅游者在乡村旅游过

程中，通过入住民宿，与民宿主产生互动，这种互动可能会影响游客对民宿主和

民宿的信任，这种信任一旦建立，游客会对民宿有着一定程度的忠诚，使得游客

产生向别人推荐该民宿的意愿。基于此，本研究将游客信任作为研究乡村民宿主

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的中介变量。

3.2 理论模型

根据上述对有关学者关于相关变量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及影响的研究的

整理，结合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了三个变量之间关系影响的理论模型。

如图 3.1，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以及价值共创理

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将乡村民宿作为前因变量，游客口碑传播作为结果变量。

其次，本研究将游客信任引入，作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探讨游客信任是否在两

个变量之间起到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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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影响理论模型

口碑传播意愿信息互动

商品/服务互动

人际互动

认知性信任

情感性信任

主客互动
游客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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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设计与数据搜集

4.1 研究工具

4.1.1 相关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共需要对乡村民宿主客互动，游客口碑传播意愿以及游客对乡村民宿

以及民宿主的信任这三个变量进行测量，在保证研究过程科学严谨的前提下，本

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上述三个变量已经研究过且较为成熟的量表，同时考虑

到了与本研究的适用性，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三个变量的量表进行了适当修改，本

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1、主客互动测量题项

本研究关于主客互动的测量题项，借鉴了王建琴（2018）对乡村民宿主客互

动维度的划分，王建琴将乡村民宿背景下的主客互动划分为三个维度 15 个测量

题项，因为本研究与王建芹的研究，都是基于乡村民宿背景下的研究，所以，本

研究关于主客互动的测量题项的选择，借鉴了王建芹的研究成果。

2、游客信任的测量题项

目前关于消费者信任的研究较多，对消费者信任的维度的划分也比较成熟，

本研究根据学者们对消费者信任的研究以及结合本研究的实际背景，确定了游客

信任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其中认知信任参考 Ateljevic（2007）、

Bosgue 和 Martin（2008）的量表设计，共三个测量题项。情感信任参考程成（2013）

的量表设计，共三个测量题项。

3、口碑传播意愿测量题项

目前关于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测量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需要参考两位学

者对口碑传播意愿的量表，我们引用 Gilly（1995）对于游客口碑传播意愿量表

中的两个测量题项，即“如果有人向我咨询民宿，我愿意推荐这一家”和“我愿

意主动向亲朋好友推荐这家民宿”。引用谢兴政（2018）在研究网络游客口碑传

播意愿中提出的量表，即“我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如微博，微信，第三方评分

APP 等分享这家民宿”。

4、控制变量量表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共设置了 8个，具体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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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薪酬水平，和谁一起来旅游，住民宿的频率。性别变量中 1代表男性，

2代表女性。年龄共设置了 20 岁以下，20-30 岁，31-40 岁，41-50 岁和 51 岁及

以上 5个选项。职业变量包括公司员工，政府和事业单位，学生，自由从业者和

退休人员。由于乡村旅游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旅游，属于较小众旅游，因此进行乡

村旅游的游客的境界区别较大，因此本研究选择游客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包括高中及以下，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本研究还选择游客婚姻状况作为

控制变量，以此来探讨婚姻是否对本研究的结果有所影响。游客的薪酬水平直接

决定了游客旅游目的地的选取，是研究本项目不可忽视的因素，本研究共设置了

2001-4000 元，4001-6000 元，6001-8000 元及 8001-10000 元及 10000 元以上。

游客进行乡村旅游的同行者，可能是游客与民宿主进行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此将游客的同行者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包括自己，家人，同事或朋友，旅行团，

团建活动。游客入住民宿的频率，会形成自己对民宿的独特的见解，可能会对游

客口碑传播意愿产生影响，该控制变量以年的单位，包括 1-2 次，3-10 次，10-20

次，20 次以上。

4.1.2 问卷设计

本研究通过对以上各变量题项的整理与归纳，设计问卷，以此来获得本研究

的相关数据。为了满足论文严谨，科学的要求，此问卷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共三个问题，为限制性问题。主要目的为筛选满足调查要求的游客。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为调查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因此只

有有过乡村民宿住宿经历，并且有过和民宿主人互动经历的游客，才满足本研究

对象的前提条件。

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部分，包括三个变量，其中主客互动三个维度，游客

信任两个维度，共 26 个测量题项。均依据相关学者的成熟量表来设置本问卷的

测量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 1到 5。将问卷调查结果量化来进

行后续统计分析。

第三部分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部分，主要是调查游客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

年龄，职业，学历，收入，同行者以及住宿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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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样本选取与搜集

4.2.1 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因此对

于问卷样本的选择，为了保证问卷数据收集的谨慎性和代表性。笔者实地调研走

访了全国较为代表性的民宿聚集区，结合查阅大量文献，笔者最终决定选择北京

房山民宿区，浙江莫干山民宿区和甘肃榆中浪街民宿区和网络来进行问卷调研。

这三个民宿区，概括了我国民宿的总体类型。北京房山民宿区代表了城市高端消

费人群的民宿体验类型，浙江莫干山民宿区代表了向往祖国大好河山的游客的民

宿体验类型，甘肃榆中浪街代表了普通百姓的民宿体验类型。

4.2.2 数据搜集

本问卷采用实地发放为主，网络发放为辅的思路。笔者于国庆节假日分别前

往三个民宿区进行问卷发放和搜集，同时将问卷星，微信，微博作为网络发放问

卷的平台。将问卷链接发放到这些平台。

2021 年 9 月开始进行实地发放问卷，随后开始进行网上问卷发放和搜集。

历时三个月，最终在 11 月底完成问卷的调查工作。通过对收回来的问卷进行数

据提统计，共收到 404 份问卷，经过整理，对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如雷同，没有

填写完整，或者所有选项都一样的问卷进行剔除，最终有 389 份有效问卷。有效

问卷数符合统计学要求，有效问卷数大于问卷题目数的 5倍以上，可以进行后续

的数据处理。调查问卷的进本情况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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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样本统计

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24 83.29% 婚 姻 状

况

未婚 125 32.13%

女 65 16.71% 已婚 264 67.87%

年龄

20岁以下 125 32.13%

薪 酬 水

平

≤2000 元 41 10.54%

21-30 岁 75 19.28% 2001-3000

元

111 28.53%

31-40 岁 61 15.68% 3001-4000

元

78 20.05%

41-50 岁 62 15.94% 4001-5000

元

59 15.17%

51及以上 66 16.97% 5001-6000

元

50 12.85%

职业

公司员工 59 15.17% ≥6001 50 12.85%

公务员 68 17.48%

同行者

自己 124 31.88%

自由从业

者

89 15.17% 家人 203 52.19%

学生 125 32.13% 同事或朋

友

35 9%

退休人员 48 20.05% 旅行团 22 5.66%

教育程度

中学及以

下

125 32.13% 团建活动 5 1.29%

专科 90 23.14%

民 宿 住

宿频率

1-2 次 220 56.56%

本科 93 23.91% 3-10 次 125 32.13%

硕士及以

上

81 20.82% 10-20 次 26 6.68%

20 次以上 18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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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研究

5.1 信度和效度检验

5.1.1 量表的信度检验

数据的信度检验，通常用来测量搜集到的数据是否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

可靠性，当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科伦巴赫系数 Cronbach’s来进行数据信度分析。当

科伦巴赫系数值大于 0.7时，表明该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达到了较好的内部一

致性，同时数据的真实性与科伦巴赫系数值成正比。如表 5.1，本研究的三个变

量：乡村民宿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和口碑传播意愿的科伦巴赫系数值均大于 0.7，

说明三个变量的选择，均符合数据处理要求。

表 5.1 信度分析结果

量表 项数 Cronbach Alpha

主客互动 15 0.884

游客信任 8 0.780

口碑传播意愿 3 0.804

5.1.2 量表的效度检验

效度分析用来检验收回来的问卷数据是否合理，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

部分。因为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因此具有较好的

内容效度。本研究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对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因子分析包括探

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下表 5.2所示，因为数据的 KMO值为 0.944，

大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最低要求 0.6，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为 0.000，小于探索性

因子分析的标准最大值 0.05，所以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效度主要包

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反应的是问卷具体测量题项对抽象概念是否准确反应。

收敛效度用因子载荷与 AVE（平均变异抽取量）来测量，当因子载荷大于 0.6，

AVE大于 0.5时，说明问卷数据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研究的是数据的

排他性问题，通过变量概念的 AVE的平方根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衡

量，当 AVE平方根大于各相关系数时，说明数据具备较好的区别效度。如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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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各变量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 0.6以上，AVE也均大于 0.5，各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 AVE的平方根，如表 5.4所示。因此样本数据的结构效度

较好，为进行假设检验提供支持。

表 5.2 KMO和 Bartlett 检验

KMO值 0.944

Bartlett球形

检验

大约卡方 3175.620

df 325

显著性 0.000

表 5.3量表效度分析

变量名称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组合信度 AVE

主客互动

SOI1 0.677

0.9426

0.5233

SOI2 0.718

SOI3 0.764

SOI4 0.767

SOI5 0.700

SOI6 0.750

SOI7 0.734

SOI8 0.717

SOI9 0.714

SOI10 0.671

SOI11 0.683

SOI12 0.703

SOI13 0.707

SOI14 0.792

SOI15 0.742

游客信任 TT1 0.742

0.89 0.5035

TT2 0.719

TT3 0.664

TT4 0.705

TT5 0.684

TT6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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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量表效度分析

变量名称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组合信度 AVE

TT7 0.723

TT8 0.766

游客口碑传播

意愿

WST1 0.723

0.7705 0.5281WST2 0.732

WST3 0.725

5.2 变量的相关分析

在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达到要求之后，需要对数据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验

证，相关性分析是为了研究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本研究通过

SPSS22.0软件，运用 Pearson验证法对三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通过验证，本研究涉及的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均低于 0.9，说明三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得出，乡村民宿主客

互动，游客信任和游客口碑传播意愿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可以进行下一

步的假设检验。

表 5.4 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主客互动 游客信任 口碑传播意愿

主客互动 3.358 0.785 0.723

游客信任 3.357 0.791 0.622*** 0.710

口碑传播意愿 3.641 1.080 0.538*** 0.495*** 0.727

注：***为 P＜0.01，**为 P小于 0.05，*为 P＜0.1水平上显著

5.3 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性分析

5.3.1 独立样本 T 检验

为了检验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变量是否对游客的口碑传播意愿产生影响，本研

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5.5所示，各变量的方差齐次 Levene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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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P值均大于 0.5，表示方差具有齐次性，而且假设方差的齐次的 P值（双侧）

都高于 0.05，这表示性别变量对本研究的假设以及结果没有影响。

由于性别对各变形的显著性均大于 0.1，因此性别对各变量不存在显著影响，

即无论游客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在入住乡村民宿时，对于主客之间的互动，以

及由于互动产生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还有他们因为信任而产生的对民宿的宣

传意愿，是没有显著差别的。

表 5.5 性别与研究变量独立 T检验分析表

变量名称 假设条件 方 差 齐 次 的

Levene检验

均值相等的 t检验

F Sig t df Sig(双

侧)

主客互动 假设方程相等 0.083 0.774 0.833 387 0.405

假设方程不相等 0.792 87.405 0.431

游客信任 假设方程相等 0.037 0.848 0.160 387 0.873

假设方程不相等 0.158 90.376 0.875

口碑传播意愿 假设方程相等 0.615 0.433 -0.580 387 0.562

假设方程不相等 -0.610 96.236 0.544

5.3.2 单因素方差分析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游客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薪酬水平，同行者，民宿住宿频率是否对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口碑传播意愿产

生显著差异，如表 5.6可知，被调查者的年龄，职业，学历，婚姻，薪酬，同行

者，以及住宿频率，对本研究模型中的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

而游客的薪酬，同行者，住宿频率三个因素对他们的口碑和传播意愿没有显著性

的差异。说明这几个因素对本研究的结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应该将游

客的年龄，职业，学历，婚姻状况，同行者以及住宿聘礼等控制变量加入到后续

的回归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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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年龄 职业 学历 婚姻 薪酬 同行者 住宿频率

主客互动 F 69.322 69.213 92.966 278.620 18.947 2.726 28.723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29 0.000

游客信任 F 59.071 59.125 78.350 235.342 18.133 2.823 20.785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25 0.000

口碑传播意愿 F 5.746 3.957 5.165 15.560 1.238 0.876 2.084

Sig 0.000 0.004 0.002 0.000 0.291 0.478 0.102

5.4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根据表 3.1的研究理论模型，本部分需要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依次对主效应，

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即对本研究提出的 10个基本假设进行验证。

5.4.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按照数据分析设计的步骤，本部分主要运用 SPSS22.0来对假设 H1,H2，以

及主效应进行检验。如表 5.7，模型M1中的方程，自变量为问卷设计中的年龄，

性别，学历，婚姻，教育，同行者，住宿频率，薪酬 8个控制变量，因变量为游

客信任。模型M2在模型M1的基础上，引入乡村民宿主客互动为自变量，游客

信任为因变量，探究主客互动对游客信任的影响，由模型M2的结果可知，主客

互动与游客信任两个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 r=0.502,P＜0.01，由此可知主客互动显

著正向影响游客信任，假设 H2成立。模型M3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游客口碑

传播意愿为因变量。模型M4在模型M3的基础上，将游客信任作为自变量，因

变量依然为口碑传播意愿，由模型M4得出的数据可知，r=0.344,P＜0.01，可得

结论游客信任对口碑传播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假设 H3得到验证。模型M5中，

自变量为主客互动，因变量为口碑传播意愿，由表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

r=0.447，P＜0.01，因此主客互动正向显著影响游客的口碑传播意愿，本研究的

主效应 H1得到验证。

一个变量是否在一个模型中起到中介作用，需要满足如下条件：自变量显著

影响因变量，自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中介变量显著影响结果变量，且自变量

和中介变量共同影响结果变量，同时回归系数下降。在模型M7中，主客互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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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信任共同影响口碑传播意愿，且主客互动的回归系数 r=0.349，相比模型M5

的回归系数下降，游客信任的回归系数 r=0.196，相比于模型M4的系数下降。

因此，本模型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 5.7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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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变 量

名称

游客信任 口碑传播意愿

M1 M2 M3 M4 M5 M6

控

制

变

量

性别 0.009*** 0.017 -0.019 -0.022 -0.012 -0.015

年龄 0.070 0.024 0.087 0.063 0.046 0.041

职业 -0.015 0.008 -0.078** -0.073** -0.057 -0.059

学历 0.054 0.066 -0.050 -0.069 -0.040 -0.053

婚姻 -0.875 -0.439*** -0.719*** -0.419*** -0.330*** -0.244**

薪酬 -0.041 -0.035 -0.012 0.003 -0.006 0.001

同 行

者

0.064** 0.046* 0.002 -0.020 -0.015 -0.024

频率 0.001 0.023 -0.087** -0.087** -0.067* -0.072*

自

变

量

主 客

互动

0.502*** 0.447*** 0.349***

中

介

变

量

游 客

信任

0.344*** 0.196***

R² 0.650 0.724 0.526 0.567 0.585 0.596

调整 R² 0.643 0.718 0.516 0.557 0.575 0.585

F值 88.290 110.621 52.752 55.251 59.362 55.682

注：***为 P＜0.01，**为 P小于 0.05，*为 P＜0.1水平上显著

5.4.2 变量下各维度之间的假设检验

本研究共提出了 11个假设，上文主要论证了主客互动，游客信任和口碑传

播意愿三个总体变量之间的假设。本部分将对剩余的假设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如

表 5.8中的模型MA，将问卷调查中的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游客信任下的认知

信任作为因变量，模型MB则将控制变量和主客互动之下的信息互动，商品服务

互动和人际互动作为自变量，游客认知信任作为因变量，探究主客互动之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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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和游客认知信任的关系，其中，信息互动与认知信任之间的相关系数 r=0.216，

P＜0.01，所以主客信息互动正向显著影响游客认知信任，假设 H2a成立。主客

商品/服务互动与游客认知信任的 r=0.235，P＜0.01，因此假设 H2b成立。主客

人际互动与游客认知信任之间的回归系数 r=0.022，P＞0.1，说明两者之间不存

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假设 H2c不成立。模型MD中，控制变量和主客互动

为自变量，游客情感虚信任为因变量。主客信息互动与游客情感信任之间的回归

系数 r=0.195，P＜0.01，因此假设 H2d 成立。主客商品/服务互动与游客情感信

任的 r=0.191，P＜0.01，主客商品/服务互动正向显著影响游客情感信任，假设

H2e成立。主客人际互动与游客情感信任的回归系数 r=0.159，P＜0.01，因此假

设 H2f成立。模型ME中，自变量为控制变量和游客认知信任，结果变量为口碑

传播意愿。两者之间的回归系数 r=0.084，P＞0.1，所以游客对民宿产生了认知

信任，并不会有意愿对民宿进行推荐，所以假设 H3a 不成立。模型ME 将控制

变量和游客情感信任作为自变量，口碑传播意愿作为因变量，由变种数据可知，

游客情感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口碑喜欢意愿，假设 H3b成立。

表 5.8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研究

41

变

量

名称 认知信任 情感信任 口碑传播

MA MB MC MD ME MF

性别 0.000 0.006 0.015 0.023 0.047 0.049

年龄 0.114** 0.080 0.012 -0.031 -0.114 -0.122

职业 -0.042 -0.026 0.015 0.038 -0.015 -0.009

学历 0.081 0.080 0.017 0.026 -0.023 -0.027

婚姻 -0.900*** -0.529*** -0.697*** -0.270*** -0.194 -0.218*

薪酬 -0.044 -0.035 -0.031 -0.025 0.053 0.053

同行者 0.050 0.028 0.067* 0.049 -0.086* -0.081

频率 0.056 0.074** -0.056 -0.034 -0.032 -0.045

主

客

互

动

信息互动 0.216*** 0.195***

商品互动 0.235*** 0.191***

人际互动 0.022 0.159***

游

客

信

任

认知信任 0.084

情感信任 0.143**

R² 0.551 0.613 0.543 0.614 0.067 0.530

调整后² 0.542 0.601 0.534 0.603 0.045 0.510

F值 58.355 54.231 56.474 54.526 3.037 33.35

注：***为 P＜0.01，**为 P小于 0.05，*为 P＜0.1水平上显著

5.4.3 研究假设结果汇总表

本研究包括乡村民宿主客互动，游客信任，游客口碑传播意愿三个变量，主

客互动划分为信息互动，商品服务互动，人际互动三个维度，游客信任划分为游

客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共提出 11个研究假设。经过上述系统严谨的

数据统计分析，针对 11个研究假设得出了研究结论，现将研究结论汇总于如下

表 5.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研究

42

表 5.9 研究结果汇总表

序号 研究假设 是否成立

H1 主客互动正向显著影响游客口碑传播意愿 成立

H2 主客互动正向影响游客信任 成立

H2a 信息互动正向影响游客认知信任 成立

H2b 商品/服务互动正向影响游客认知信任 成立

H2c 人际互动正向影响游客认知信任 不成立

H2d 信息互动正向影响游客情感信任 成立

H2e 商品/服务互动正向影响游客情感信任 成立

H2f 人际互动正向影响游客情感信任 成立

H3 游客信任正向影响游客口碑传播意愿 成立

H3a 游客认知信任正向影响游客口碑传播意愿 不成立

H3b 游客情感信任正向影响游客口碑传播意愿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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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价值共创理论，结合国内外相关

学者们对乡村民宿领域的文献，重点研究乡村民宿主客互动对游客口碑传播意愿

的影响，创新性的引入游客信任作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构建出本研究的理论模

型，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检验，最后根据实证分析

结果，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验证。

6.1.1 乡村民宿主客互动正向影响游客口碑传播意愿

在上表 5.7中，由模型M5可知，乡村民宿的主客互动（β=0.447，P＜0.01）

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对所住民宿的口碑传播意愿。因此本研究的主假设 H1成立，

相关性显著。说明在乡村民宿的背景下，游客与主人互动越多，包括信息互动，

商品或服务的互动以及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越多，游客就对该民宿的口碑传播的

意愿就越强烈。

6.1.2 游客信任的中介作用

在上表 5.8中，由模型MB可知，乡村民宿主客互动中的信息互动（β=0.216，

P＜0.01）显著性的正向影响游客的认知信任，即主客之间基本的信息互动，会

使得游客产生对民宿的认知性的信任。主客之间的商品或者服务之间的互动（β

=0.235，P＜0.01）也会正向显著影响游客的认知信任，商品或者服务互动比信

息互动对游客信任的相关性更强一些，这表明主客之间的商品或者服务互动更能

加深游客对民宿的认知信任。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β=0.022，P＞0.1）对游客

的认知信任没有相关性。所以由以上数据可知，游客对民宿的认知信任，主要由

主客之间的信息互动和商品服务互动决定。因此本研究的假设 H2a,H2b 成立，

假设 H2c不成立。

由上表 5.8模型MD可知，主客信息互动，会正向显著影响游客对民宿的情

感信任（β=0.195，P＜0.01）。即游客在入住民宿时，所接受到的基本的信息互

动，会直接影响游客对该民宿的直观感觉，促进游客产生对该民宿的情感信任。

因此假设成立。主客之间的商品或服务互动，也会正向影响游客的情感信任（β

=0.191,P＜0.01）。因此假设 H2e成立，这表明民宿主人对游客的最基本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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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告知游客入住时间，入住规章制度等，都会直接影响着游客的体验感觉，若

民宿主人提供了温馨的信息商品服务，则游客会产生对民宿的情感信任，会认为

这家民宿的服务很有人情味。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如民宿主人与游客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也会正向显著影响游客的情感信任（β=0.159，P＜0.01）。这说明，

民宿主人除了提供基本的服务之外，若与游客进行了闲谈，为游客讲解当地文化，

或者为游客解答旅游途中的疑惑，则会直接影响游客对该民宿的情感上的信任。

由上表 5.8模型ME可知，游客对民宿的认知信任，对游客关于民宿口碑的

传播意愿没有显著影响（β=0.084，P＞0.1），假设 H3a不成立，这表明，游客

对一个民宿产生了认知上的信任，只能表明该民宿的基本服务达到了游客的预期

标准，并不会促使游客产生对该民宿进行宣传的意愿。由模型MF可知，游客对

民宿产生的情感上的信任，正向显著影响着游客对该民宿进行宣传的意愿（β

=0.143，P＜0.01），假设 H3b成立。这表明，只有当游客产生了对民宿情感上的

信任之后，游客才有对民宿进行宣传的意愿，这也符合了好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即游客产生了对民宿的认知信任，只是游客对民宿服务要求的保健因素，而游客

对民宿的情感信任，才是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才会促进游客对民宿进行宣

传的意愿。

6.2 管理启示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明确得出，乡村民宿主客之间的有效互动，

可以显著的影响着游客对民宿的信任，进而促进游客对民宿进行宣传的意愿。因

此乡村民宿要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积攒良好的口碑，主客之间进行科

学有效的互动，是有必要的。由结论可知，主客之间的信息互动和商品服务互动，

起到保健因素，这种互动只能满足游客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由于乡村旅

游的地方特色文化环境因素，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对游客信任和口碑传播意愿

起到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民宿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6.2.1 提高民宿主人服务意识，完善民宿基础设施

乡村民宿与传统酒店等标准住宿不一样，乡村民宿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景区，

多以乡村居民自行开发经营，因此民宿主人为游客提供面对面的服务，成了乡村

民宿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乡村居民的服务意识，目前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

民宿主人缺乏专业化的培训，对游客需求把握不够精准，缺少相关行业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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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民宿健康繁荣发展，因此，乡村民宿主人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对游客提

供专业化，温情化的特色人文服务。

一是乡村民宿主人要积极参加行业内培训。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与国际服

务行业接轨，作为民宿主人，要把游客当成自己的好友来招待，想游客之所想，

把每一项服务，在客人需要时，提前准备好。例如，关于本研究中提到的信息互

动和商品服务互动，乡村民宿主人可以在游客预定之时，便主动与客人取得联系，

提前告知游客关于本民宿的基本信息，如民宿位置信息，当地的饮食习惯以及当

地的天气情况，民宿房间内已经备好的服务设施以及游览本旅游目的地需要携带

的物品等。除此之外，民宿主人还要构建专业化的服务技能体系，做为乡村旅游

民宿经营者，民宿主人的身份要比传统标准酒店的负责人要更加多样性，由于乡

村旅游的特殊性，乡村旅游景点最能体现一个地方最特色的地域文化，游客对乡

村旅游景点的陌生性，使得民宿主人有责任不仅做好民宿服务，更要承担起一个

文化讲解者的重要角色。所以民宿主人的服务意识，不能仅仅局限于做好自己的

客房服务工作，还要在获得游客的同意的情况下，主动为游客讲解本地的特色文

化，或者神话传说，或者民宿习性。概括的说，由于乡村民宿服务的特殊性，民

宿主人应比标准住宿具有更多，更专业，更温情的服务。

二是乡村民宿的基础服务设施要更加多样化和创意化。在本研究中关于乡村

民宿的概念中，乡村民宿更偏向于一种游客临时的家的定义。因此我们对于乡村

民宿的硬件设施的要求，要远远高于传统的标准住宿。首先，乡村民宿的硬件设

施，要足够保障游客的生活需求，不仅要有传统酒店的必备物品，还要有居家的

生活保障物资，如医药箱，厨房的日常蔬菜供应等，这不仅能提高游客的旅游幸

福感，还能使游客快速融入新的环境。其次，乡村民宿的建筑风格和基础设施，

要实现当地特色和现代风格相融合，这样既能保障游客的较高生活品质，也能使

当地文化具像化的呈现在游客面前，加速游客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如兰州市榆中

县较为出名的黄河驿民宿，典型的现代服务和古老窑洞建筑结合的民宿风格。内

蒙古草原深处的蒙古包民宿，将草原人民古老而经典的住宿风格，同现代服务设

施结合起来。这样的设计，可以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一种直观上的震撼与惊喜。最

后，乡村民宿服务体系的核心是人，民宿主人要将自己精致温情的服务和冰冷的

设施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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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加强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

本研究通过对上述的实证分析可知，在主客互动的三个维度中，对游客口碑

传播意愿影响最大的维度就是主客人际互动，因此要想促进乡村民宿的长远发展，

核心因素便是加强乡村民宿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关于加强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

本研究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创新交流平台。

乡村民宿吸引游客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乡村景区的那份宁静与惬意，这对整

日饱受工作压力和生活中其他压力的城市游客来说，是一种休养生息的绝佳场所。

当游客在外出游览结束时，需要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休息场所来供游客放松心境，

这种场所可以是茶吧，咖啡桌或者桌球台，因此这种场所，为民宿主人与游客之

间更深层次的交流提供了机会。游客可以与民宿主人诉说着自己的心思，以此来

排解游客内心的苦闷或者压抑，民宿主人可以和游客交流旅游心得，讲解当地的

特色文化和美食，因此，这样的交流平台对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来说，是必要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交流平台的形式，也可以从线下转为线下和线上结合

的方式，民宿主人可以建立微信群，也可以建立抖音账号，还可以注册微博，每

日在平台为游客分享当地的美食，风景，游客可以通过评论，实现与民宿主人长

期的互动。可以直接增加游客对民宿的情感信任，不仅实现游客对民宿的宣传，

还可以增加原来游客的忠诚度。

2、要让游客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主客人际互动，是一种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单纯民宿主的思想输出，是达不

到交流目的的。民主主人可以在游客入住之间，就取得游客的联系方式，要及时

的告知入住的基本信息，强化信息互动和商品互动，取得游客的认知信任，有利

于打开游客的心理，实现民族主人与游客更深入的交流。

3、保持后续联系

对于乡村民宿来说，服务是区别于传统标准住宿最显著的特征，传统标准住

宿的服务集中于游客入住之前的手续办理以及退房时的手续办理，而乡村民宿的

服务理念，则是贯穿于游客入住的整个期间，从游客预定房间开始，直到退房结

束的整个期间，且服务质量始终保持做好的状态。而根据本研究的结论，主客互

动需要更加重点的关注与主客之间的人际互动。这就要求民宿主人与游客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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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期间，要延长到游客旅行结束，保持与游客良好的长期关系。

4、突出民宿主人的个性化

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民宿主的个人魅力，也是影响主客人际互动的一个重

要因素，无论是有志热血青年，充满浪漫主义的艺术家，还是享受当下的温柔老

人家，民宿主个人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态度，会无形中在民宿的设计装修以及服

务中体现出来，间接的表达给游客。这为民宿增加了人道主义的光辉。吸引着游

客对民主主人更大的好奇心。因此民宿主人要提高自己的个人魅力，加强与游客

的人机互动。

6.2.3 保持乡村民宿的个性化

当前乡村民宿行业还不成熟，虽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趋成熟，但是行业的发

展仍然不成熟，许多人或者处于观望状态，或者盲目开发，目前，开发商们不顾

当地独有的民俗文化和习俗，盲目照搬别人的成功模式，结果搞的乡村民宿毫无

特色可言，或者只学到了别人的形，没学到别人的神，硬件设施跟上了，但是没

有互动，极大的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因此在乡村民宿开发过程中，要始终保持

乡村民宿开发的个性化。

6.3 研究不足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研究了乡村民宿主客之间的互动对游客

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以及验证了游客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中提到了研究假设，

基本得到了验证。并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具体的建议。

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民宿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本研究仍

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乡村民宿的主客互动，着重研究的是乡村民宿，因此

本研究的结论，对其他类型的民宿，如城市民宿以及标准住宿行业是否适用，仍

有待考量。本研究关于主客互动的讨论，针对的是有乡村民宿住宿经历的游客，

因此本结论对于普通短时间游览的旅客和景点经营者之间的互动是否适用，也是

未知的。

2、本研究只研究了主客互动，游客信任与口碑传播意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

系，并没有引入调节变量来丰富本研究的假设模型，例如关于游客信任和口碑传

播之间，也许因为游客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影响着游客的传播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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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问卷发放方面，本研究采用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进行，在线下方面，

本研究主要选取了三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民宿聚集区进行发放问卷，虽然本研究选

取了三个民宿聚集区类型涵盖了我国乡村民宿的范围，但是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生活习性各异等问题，本研究的选取的三个民宿聚集区仍然有一定的

局限性。

6.4 研究展望

我国乡村旅游民宿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以及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乡村民宿的发展处于一个无序，

混乱，和同质化严重的阶段。因此希望以后的学者，多多关注乡村民宿这一小众

行业。为乡村民宿的发展出谋划策。本研究结论处，提到了关于促进乡村民宿主

客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为民宿主人的个人魅力，因此以后关于乡村民宿主客

互动的研究中，可以多加研究这一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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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我是一名游管理专业的的学生，就读于兰州财经大学。目前在进行有

关有关毕业论文的调查问卷。为了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质量，促进乡村民宿行业

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了解游客在乡村民宿住宿时与民宿主人的互动情况，以及

您对与民宿主人交流之后的信任问题，所以需要您帮忙填此调查问卷。本问卷采

用不记名的方式进行信息收集，不会泄露您的任何个人隐私，请放心填写。对于

您的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问卷中相关概念解释：

乡村民宿：坐落于乡村旅游景区，由当地居民或者专业人员利用当地房屋或

者新建房屋，结合当地文化特色，为游客提供的小规模住宿场所。

主客互动：在乡村民宿住宿的游客，与民宿主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包括基本

信息的交流，或者闲谈，甚至结伴同游的行为。

第一部分

1、您的性别

（1）男 （2）女

2、您的年龄

（1）20 岁以下 （2）21-30 岁 （3）31-40 岁 （4）41-50 岁

（5）51 岁及以上

3、您的职业

（1）公司员工 （2）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 （3）自由从业者

（4）学生 （5）退休人员

4、您的受教育程度

（1）中学及以下 （2）专科 （3）本科 （4）硕士及以上

5、您的婚姻状况

（1）未婚 （2）已婚

6、您的工资薪酬水平（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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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元 （2）2001-4000 元 （3）4001-6000 元

（4）6001-8000 元 （5）8001-10000 元 （6）≥10001

7、您和谁一起来

（1）自己 （2）家人 （3）同事或朋友

（4）旅行团 （5）团建活动

8、您住乡村民宿的频率（次/年）

（1）1-2 （2）3-10

（3）10-20 （4）20 次以上

第二部分

1、您是否有过乡村民宿住宿经历

(1) 是（继续做答） （2）否（停止作答）

2、您是否与民宿主人有过互动行为

（1）是（继续做答） （2）否（停止作答）

3、您与民宿主人互动了多长时间

（1）10 分钟以内 （2）10-30 分钟 （3）1-2 个小时 （4）2小时以上

第三部分

请您根据乡村民宿住宿经历对以下选项进行评价

（打√即可）1-5 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一

般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主客互动相关问题

我会主动告知民宿主人我的到达时间及需求信息 1 2 3 4 5

我会向民宿主人咨询如何到达民宿 1 2 3 4 5

我会向民宿主人了解当地的气候特点 1 2 3 4 5

我会向民宿主人打听当地美食 1 2 3 4 5

我会向民宿主人咨询旅游线路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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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主人按照我的到达时间准备好房间 1 2 3 4 5

民宿主人按照我的要求布置房间 1 2 3 4 5

民宿主人会在我入住时说明住宿的规章制度 1 2 3 4 5

民宿主人按照我的要求提供餐饮服务 1 2 3 4 5

民宿主人能够处理好突发情况 1 2 3 4 5

我会与民宿主人互相打招呼和问好 1 2 3 4 5

我会与民宿主人交流生活状况 1 2 3 4 5

我与民宿主人之间随意聊天气氛轻松 1 2 3 4 5

通过民宿主人介绍，我加深对当地民俗文化了解 1 2 3 4 5

通过民宿主人介绍，我认识了其他朋友 1 2 3 4 5

游客信任相关问题

我觉得该民宿可信度较高 1 2 3 4 5

我觉得该民宿的广告宣传可信 1 2 3 4 5

我觉得该民宿的相关配套服务不会令我失望 1 2 3 4 5

我觉得该民宿主人是热情好客且善意的 1 22 3 4 5

我比较倾向于选择该民宿 1 2 3 4 5

我觉得该民宿主人的服务态度诚恳 1 2 3 4 5

觉得该民宿提供的服务很有地方特色 1 2 3 4 5

我觉得该民宿主人提供的服务很有人情味 1 2 3 4 5

游客口碑传播意愿相关问题

如果有人向我咨询，我愿意推荐这家民宿 1 2 3 4 5

我愿意主动向亲朋好友推荐这家民宿 1 2 3 4 5

我愿意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入住这家民宿的消费

体验并推荐这家民宿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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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及录用学术论文

1.郭浩元.山西王莽岭景区优化升级策略[J].西部旅游,2021(11):00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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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荏苒，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虽然有对未

来无限的憧憬，但是此刻的我，黯然神伤，在兰州财经大学生活的点滴往事，逐

渐浮上心头，舍不得那个位于学校角角的餐厅，还有那每日必去的图书馆四楼自

习室。回想这三年以来，我尝遍了学习和生活上的酸酸甜甜。有遗憾，但是更多

的是收获。而我的收获，离不开每一位支持我，鼓励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黄怡教授，一位温柔且认真细腻的教授。我的论文

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老师给我耐心的指导。从选题，到写作方法，技巧，以及

灵感的启发，都离不开黄怡老师的帮助。同时，还要感谢工商管理学院全体老师

们，在开题上面给我的论文提供针对性且科学有效的修改建议，让我的论文能够

健康茁壮的成长起来。再一次向老师们表示忠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其次，感谢我的两个舍友焦旭强和吴国铨，每天一起去图书馆四楼的自习室，

也会每天一起去王者峡谷转几圈，也会说走就走去远方。在这片远离家乡的土地

上，能有一两个陪着自己热爱生活且为未来一起干杯的知己，实属人生中幸运的

事。同时也感谢我那时时刻刻催我写作的师姐，感谢师姐以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毫

无保留的热情，帮助我的学术更加专业和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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