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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昆明市西山森林公园游客
满意度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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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举措, 森林公园是践行 “两山理论” 的重要载体, 对社

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以昆明市西山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参与观察法对西山森林公园游憩及

游客满意度开展研究, 构建出森林旅游形象、 感知质量、 感知价值、 游客满意度共 4 个逻辑变量对西山森林公园

游客满意度进行测评。 结果显示: 游客的满意度和森林公园的旅游形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联系; 森林公园的

环境和设施会直接影响游客的体验和满足感; 森林公园的游客满意度越高, 它的感知价值就越高。 在此基础上,
提出根据景区实际发展及发展前景制定发展策略、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来提升森林公园游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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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achieve
 

long-
term

 

peace
 

and
 

stability. Forest
 

park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actic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Xishan
 

Forest
 

Park
 

in
 

Kunm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ecreational
 

and
 

tourist
 

satisfaction
 

of
 

Xishan
 

Forest
 

Park. Four
 

logical
 

variables,namely
 

forest
 

tourism
 

image,reveived
 

quality,rev-
eived

 

value, and
 

tourist
 

satisfaction, were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tourist
 

satisfaction
 

of
 

Xishan
 

Forest
 

Park.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the
 

tourism
 

image
 

of
 

forest
 

parks;The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of
 

forest
 

parks
 

directly
 

affect
 

the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of
 

tourists;The
 

higher
 

the
 

satisfaction
 

of
 

tourists
 

in
 

forest
 

parks,the
 

higher
 

their
 

received
 

value. On
 

this
 

basis,suggestions
 

are
 

pro-
posed

 

to
 

develop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the
 

scenic
 

area
 

to
 

enhance
 

tourist
 

satisfaction
 

in
 

forest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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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1] 。 森林旅游作为绿色发展的载

体, 通过有效开发和利用森林资源, 能够保护生态

环境, 有效地降低能源消耗,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 森林不仅可以维持原有

的自然环境, 还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 包括科

学研究、 教育、 旅游观光[2] 。
国内外的森林旅游研究已经不断深入, 不仅仅

是探讨森林旅游者的消费意向、 利益相关者的矛盾

和管控, 更是着眼于探讨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森林旅

游的发展, 以及如何实现森林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3] 。 健康旅游与森林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 通过有效地协调森林经济活动, 可以充分发挥

森林的旅游和健康价值[4]
 

, 森林不仅仅可以作为

一个旅游胜地, 而且还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康养休

闲场所, 森林在保护人类健康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5] 。 如果森林旅游管理部门能够采取有效措

施, 加强对稀有物种的保护, 将会大大改善森林景

观, 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6] 。 近年来,
国内对森林旅游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最初

的理论研究转变为实践案例, 从单纯的质性分析发

展到结合定量分析和质性分析的综合性研究[7] ,
并且在森林旅游产品开发[8] 、 森林环境保护[9] 、
森林旅游影响[10] 、 评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11] 。 一些学者通过定量分析, 深入探索了制度

改革前后的经济、 资源、 生态、 社会及政治等 5 个

层面的影响[12] , 同时也着重于森林资源丰富的地

区的发展, 以及森林旅游扶贫的实际效果[13] 。 对

于森林公园旅游形象, 有研究认为森林公园形象感

知整体以积极情感为主[14] , 从需求角度来分析旅

游者的偏好感知是开发与创新旅游产品的重要基

础[15] 。 森林公园旅游领域的相关论文数量呈上升

趋势, 表明随着森林公园旅游实践的不断深入, 中

国学术界正在加大对其理论研究的力度。 但也存在

不足之处, 过度关注环境影响和评估, 忽略了作为

森林公园参与主体的游客感知以及综合考量。
本研究能够反映生态文明时代特点, 基于宏观

政策, 观察个体行为对森林旅游良性发展的影响。
通过参与观察、 问卷调查等途径围绕西山森林公园

游憩以及游客满意度进行研究, 在对游客满意度影

响因素的研究上,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

析, 构建出森林旅游形象、 感知质量、 感知价值、
游客满意度 4 个逻辑变量对西山森林公园游客满意

度进行测评。 指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旅游资

源开发不足、 规划不尽合理、 旅游基础设施老化,
探讨如何在森林旅游产业中增强其竞争力, 并为此

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改进建议。

1　 研究区域概况

西山森林公园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郊(24°57′
~ 24°59′N、 102°37

 

~102°38′E,), 距离 “高原明珠”
滇池 15 km, 从碧鸡关延伸到晖湾, 由碧鸡山、 华亭

山、 太平山、 罗汉山等山峰组成, 地势由北往南逐

渐升高, 公园最高峰海拔达 2
 

507. 5 m, 占地面积

889 hm2 [16] 。 西山植物种类繁多, 分布着 167 个科、
594 个属、 1

 

086 种灌乔木和其他植物, 药用植物多

达 90 余种[17] 。 西山风景区分布着 11 处国家、 省市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有华亭寺、 太华寺、 三清

阁、 龙门石窟等宗教胜地, 有升庵祠、 徐霞客纪念

馆等文化建筑及诸多近代名人墓园。 西山风景区是

综合型多功能的名胜区, 集休闲旅游、 度假餐饮于

一体, 不仅是当地人闲暇时常去之地, 也是省外来游

客的必游之地。 2023 年国庆假期, 西山区共接待游客

149. 17×104 人次, 平均每日游客接待量为 18. 65×104

人次, 西山森林公园游客量年均达 300 多万人次[18] 。

2　 研究方法

2.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图 1　 昆明西山森林公园游客满意度的评测模型

Fig. 1　 Model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in
 

Kunming
 

Xishan
 

Forest
 

Park

2. 1. 1　 研究模型

基于费耐尔逻辑模型(Fornell)的顾客满意指数

模型(ACSI)模型[19] , 对西山森林公园的旅游产品

与服务进行深入分析, 并将其与其他研究成果进行

比较, 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西山森林公园

游客满意度测评体系(图 1)。 西山森林公园旅游形

象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旅游者感知质量, 以及

游客满意度, 旅游者正面感知亦增加旅游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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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并提升满意度。
2. 1. 2　 研究变量

西山森林公园的游客满意度测量体系包含 4 个

变量。 前提变量包括森林公园旅游形象、 游客的感

知质量和感知价值, 结果变量为游客的满意度

(表 1)。

表 1　 昆明西山森林公园游客满意度测量指标

Tab.
 

1　 Measurement
 

index
 

of
 

tourist
 

satisfaction
 

in
 

Kunming
 

Xishan
 

Forest
 

Park

游客满意度评价项目 游客满意度评价维度 衡量题项

森林公园旅游形象
旅游地期望(B1)

象征性(B2)

景点布局合理
文化内涵深厚
活动项目布局合理
知名度较高

游客感知质量

卓越性(Q1)

可靠性(Q2)

一致性(Q3)

植物丰富充足
整体景观具有特色和观赏性、 舒适惬意, 适合游览
购物、 餐饮、 租车等基础设施完善, 游览场所安全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专业体贴
游览路线科学合理
景区引导标志物清晰

感知价值
货币性 景区内的商品价格合理
情感性 该森林公园的服务物超所值

游客满意度 顾客满意度总体满意度 此次旅游体验的满意程度

2. 2　 数据收集与分析

以西山森林公园为调查区域, 将游客作为研究

对象。 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发放问卷, 以获取第一

手信息。 2022 年 3 月到 5 月, 连续两次到西山森

林公园开展问卷调查。 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320 份,
置信水平达 95%, 允许估计误差为 5%, 除去无效

问卷之后, 有效问卷数量达到 308 份, 有效率达到

96%。 应用 SPSS
 

26. 0 软件, 采用信度分析、 正态

分布检验分别对数据的真实性、 量表题项有效性进

行验证。 通过描述性统计、 因子分析、 二元回归方

法验证研究提出的模型及假设, 以及游客满意度对

森林公园发展的影响, 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3　 结果与分析

3. 1　 人口统计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308 份, 其中男性 162
人, 占 52. 33%; 女性 146 人, 占 47. 67%, 男性人

数略高于女性。 游客年龄在 20 ~ 50 岁的人数最多,
占比高达 58. 44%, 这些年龄段的人群构成了最重要

的群体, 青年、 中年游客成了公园游客中的主体。
3. 2　 信度分析

使用 SPSS
 

26. 0 对量表的克隆巴赫(Cronbach)
系数进行分析(表 2), 结果表明: 内部一致性及稳

定性均超 0. 7, 由此可明量表的可靠性是十分

高的。

表 2　 问卷变量信度分析

Tab.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variables

变量 公园旅游形象 游客感知质量 感知价值
测量项 4 6 2
α 系数 0. 761 0. 723 0. 783

3. 3　 因子分析

使用 SPSS
 

26. 0, 通过多维度的数据分析, 探

究量表中的 4 个关键指标。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及方差最大化正交旋

转法, 提取出出公因子并进行旋转, 从而获得更准

确的解释。 根据特征根(Eignvalues)的大小, 提取出

了 2 个公共因素, 这与公园旅游形象的二维度理论

构想完全一致。 经过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68. 765%,
这表明原有变量的信息保存完整, 分析结果十分理

想。 公因子 B1 为功能形象, 反映了游客对旅游目的

地的预期, 而公因子 B2 为象征形象, 反映了该目的

地的象征意义, 包括其在公众心中的声誉。
3. 3. 1　 公园旅游形象量表的均值及因子分析

从表 3 可知: 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

于 0. 4, 意味着研究项和因子之间的关联性较强,
因子能够有效地提取出相关信息。 因子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 “景点布局合理” “文化内涵深厚” “活动

项目布局合理” “知名度较高” 4 项对应的共同度

值均高于 0. 4, 意味着研究项和主成分之间有着较

强的关联性, 即 “景点布局合理” “文化内涵深

厚” “活动项目布局合理” 与公园旅游形象的旅游

地期望有着较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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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量表均值及因子分析

Tab.
 

3　 Mea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the
 

Park
 

tourism
 

image
 

scale

公因子 均值 标准差 共同度(公因子方差) 特征值 贡献率 / %

旅游地期望(B1)
景点布局合理 3. 880 0. 775 0. 455
文化内涵深厚 3. 740 0. 580 0. 732
活动项目布局合理 3. 331 0. 808 0. 692

1. 867 46. 670

象征性(B2) 知名度较高 3. 182 0. 972 0. 872 1. 331 22. 100

3. 3. 2　 感知质量量表的均值及因子分析

从表 4 的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植物丰富

充足” “整体景观具有特色和观赏性、 舒适惬意,
适合游览” “购物、 餐饮、 租车等基础设施完善,
游览场所安全”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专业体贴”
“游览路线科学合理” “景区引导标志物清晰” 6
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 0. 4, 意味着研究项和主

成分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即 “植物丰富充足”

“整体景观具有特色和观赏性、 舒适惬意, 适合游

览” “购物、 餐饮、 租车等基础设施完善, 游览场

所安全” 与公园感知质量的景区内部环境有着较

强的关联性,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专业体贴” 与

公园感知质量的员工服务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游

览路线科学合理” “景区引导标志物清晰” 与公园

感知质量的游览路线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表 4　 感知质量的均值及因子分析

Tab.
 

4　 Mea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the
 

perception
 

quality
 

scale

公因子 均值 标准差 共同度(公因子方差) 特征值 贡献率 / %

卓越性(Q1)

植物丰富充足 4. 666 0. 549 0. 950
整体景观具有特色和观赏性、
舒适惬意, 适合游览

4. 302 0. 579 0. 722

购物、 餐饮、 租车等基础设施

完善, 游览场所安全
3. 782 0. 611 0. 948

2. 868 47. 794

卓越性(Q2)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专业体贴 3. 286 0. 852 0. 689 1. 063 17. 710

一致性(Q3)
游览路线科学合理 3. 740 0. 580 0. 763
景区引导标志物清晰 3. 331 0. 808 0. 635

1. 003 12. 965

3. 3. 3　 感知质量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表 5), 发现模型中的方

差膨胀系数( VIF)值小于 5, 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

题; 其中 D-W 值接近 2, 说明模型没有自相关性,
样本数据之间没有关联。 模型较好。 具体分析

可知:
“植物丰富充足”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146( t =

5. 289, P = 0. 000 < 0. 01), 意味着 “植物丰富充

足”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整体景观具有特色, 舒适惬意, 适合游览”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388 ( t = 10. 467, P = 0. 000 <
0. 01), 意味着 “整体景观具有特色, 舒适惬意,
适合游览” 会对游客满意度非常好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
“购物、 餐饮、 租车等基础设施完善, 游览场

所安全”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099 ( t = 3. 742, P =
0. 000<0. 01), 意味着 “购物、 餐饮、 租车等基础

设施完善, 游览场所安全会” 对游客满意度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专业体贴” 的回归系数

值为 0. 148( t = 4. 795, P = 0. 000 < 0. 01), 意味着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专业体贴” 会对游客满意度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游览路线科学合理”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103

( t= 3. 164, P = 0. 002<0. 01), 意味着 “游览路线

科学合理”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景区引导标志物清晰”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158( t= 5. 836, P= 0. 000<0. 01), 意味着 “景区

引导标志物清晰”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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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感知质量回归分析

Tab.
 

5　 Regression
 

analysis
 

on
 

revived
 

quality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 Beta
t p VIF R2 调整 R2 F

常数 -0. 056 0. 165 - -0. 34 0. 734 -

植物丰富充足 0. 146 0. 028 0. 158 5. 289 0. 000∗∗ 1. 124

整体景观具有特色和观赏
性、 舒适惬意, 适合游览 0. 388 0. 037 0. 415 10. 467 0. 000∗∗ 1. 980

购物、 餐饮、 租车等基础
设施完善, 游览场所安全 0. 099 0. 026 0. 120 3. 742 0. 000∗∗ 1. 283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
专业体贴 0. 148 0. 031 0. 184 4. 795 0. 000∗∗ 1. 857

游览路线科学合理 0. 103 0. 033 0. 118 3. 164 0. 002∗∗ 1. 747

景区引导标志物清晰 0. 158 0. 027 0. 217 5. 836 0. 000∗∗ 1. 737

0. 761 0. 756
F(6, 301)=

159. 338,
P= 0. 000

　 注: 因变量为游客满意度, D-W 值为 2. 037, P<0. 05;
 ∗∗P<0. 01。

3. 3. 4　 公园旅游形象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中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值都小于 5, 这

表明没有共线性问题。 D-W 值
 

接近数字 2, 这表

明模型具有良好的多重共线性特征(表 6)。 经过分

析, 发现该模型没有自相关性, 并且样本数据之间

没有关联, 因此该模型表现良好。 具体分析可知:
“景点布局合理”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161( t =

5. 556, P = 0. 000 < 0. 01), 意味着 “景点布局合

理”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化内涵深厚”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298( t =
0. 324, P = 0. 000 < 0. 01), 意味着 “文化内涵深

厚”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活动项目布局合理”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253

( t= 0. 404, P= 0. 00<0. 01), 意味着 “活动项目布

局合理”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知名度较高”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115 ( t =

3. 389, P= 0. 001<0. 01), 意味着 “知名度较高”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6　 公园旅游形象回归分析

Tab.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k
 

tourism
 

image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 Beta
t p VIF R2 调整 R2 F

常数 0. 793 0. 239 — 3. 319 0. 000∗∗ —

景点布局合理 0. 161 0. 029 0. 247 5. 556 0. 000∗∗ 1. 048

文化内涵深厚 0. 298 0. 041 0. 041 0. 324 0. 000∗∗ 1. 024

活动项目布局合理 0. 253 0. 029 0. 404 0. 404 0. 000∗∗ 1. 102

知名度较高 0. 115 0. 034 0. 153 3. 389 0. 001∗∗ 1. 079

0. 427 0. 419
F(4, 303)=

56. 408,
p= 0. 000

　 注: 因变量为游客满意度, D-W 值为 1. 953, P<0. 05
 ∗∗ , P<0. 01。

3. 3. 5　 感知价值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中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值不到 5, 说明

它们没有共线性问题。 D-W 值(表 7)接近 2, 说明

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 分析可知, 样本数据之间不

存在明显关联, 因此模型表现良好。 具体分析

可知:
“景区内的商品价格合理” 的回归系数值为

0. 396( t= 10. 157, P = 0. 000 < 0. 01), 意味着 “景

区内的商品价格合理” 会对此次旅游体验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
“该森林公园的服务物超所值” 的回归系数值

为 0. 239 ( t = 5. 552, P = 0. 000 < 0. 01), 意味着

“该森林公园的服务物超所值” 会对游客满意度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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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感知价值的回归分析

Tab.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ceived
 

value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 Beta
t p VIF R2 调整 R2 F

常数 1. 681 0. 148 - 11. 382 0. 000∗∗ -
景区内的商品价格

合理
0. 396 0. 039 0. 502 10. 157 0. 000∗∗ 1. 426

该森林公园的服务

物超所值
0. 239 0. 043 0. 274 5. 552 0. 000∗∗ 1. 426

0. 478 0. 474
F(2, 305)=

139. 495,
p= 0. 000

　 注: 因变量为游客满意度, D-W 值为 1. 962, P<0. 05,
 ∗∗

 

P<0. 01。

4　 讨论与结论

4. 1　 讨论

本文重点关注西山森林公园的游客满意度, 森

林旅游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 承载着全新的使命、
特性和愿景。 全国森林旅游蓬勃发展, 要想在同类

森林公园中脱颖而出, 如何应对多样化变动的游客

游憩需求成为重中之重。 相较同类研究, 针对森林

旅游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 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游客

在公园内的体验和满意度, 使用科学的、 客观的数

据来进行分析, 探讨如何提高游客的游览体验。 研

究者受时间、 精力和知识积累所限, 研究的宽度和

深度均不够深入, 有待下一步进行深入的探讨。
4. 2　 结语

4. 2. 1　 游客满意度与西山森林公园的旅游形象呈

显著正相关

　 　 游客满意度与西山森林公园的旅游形象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性, 其中文化内涵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

最大, 而景区活动布局则是次要的因素。 根据

“景点布局合理” 和 “文化内涵深厚” 的评价, 西

山森林公园的旅游形象受到了游客的高度认可, 其

平均值分别为 3. 88 和 3. 74, 这表明游客对西山森

林公园的期望值极高。 而认同度最低的是 “知名

度较高”, 均值为 3. 182, 这说明西山森林公园的

游客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西山森林公园的旅游形象。
表明西山森林公园的宣传力度和知名度都不够, 资

源规划不尽合理。
4. 2. 2　 西山森林公园的感知质量对游客满意度

影响显著

　 　 游客满意度与游客对西山公园的产品和服务的

感知质量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这表明, 随着游

客对公园产品和服务的感知质量的提升, 游客对公

园的满意度也会有所提升。 西山森林公园游客对其

公园感知质量的景区内部环境和游览路线认同度比

较高。 评价最低的是 “工作人员管理及服务专业

体贴”, 均值为 3. 286, 对员工服务认同度较低,
这与西山森林公园景区服务水平不高有着很大的

关系。
4. 2. 3　 游客满意度与西山森林公园的感知价值存

呈正相关关系

　 　 游客对森林公园的感知价值与游客的满意度之

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即随着感知价值的提

升, 游客的满意度也会相应增加。 未来发展中, 应

积极开发森林旅游的优势, 以释放其潜在的经济价

值[20] 。 依托西山独特的生态优势, 大力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 将低碳、 环保、 无废理念等融入森林公

园和森林旅游景区建设当中, 提升森林质量和生态

系统质量、 提升森林碳汇能力, 大力发展资源友好

型的生态旅游, 以期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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