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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者西藏旅游风险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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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险认知是心理学的热门研究领域之一"旅游风险认知是旅游者对影响正常旅游活动的各种因素的心
理感受和认识!是测量旅游者对某地旅游心理恐慌的重要指标"关于旅游者对西藏旅游风险认知的研究!可以很
好地为构建西藏旅游危机管理系统服务"本文考察了影响旅游者对西藏旅游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分析了不同因
素对旅游者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旅游危机管理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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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风险在旅游活动中总是客观存在的#它会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决策行为%风险大#人们的出游意愿就
变得比较薄弱+反之#亦然%但是#旅游风险的程度大小与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并非都是呈这种正相关%譬如#

西藏旅游的风险系数大大高于我国其它地区#但是西藏旅游业的发展也是我国最快的地区之一%据国家旅
游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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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西藏自治区入境游客总数为
!"B!E)

人次#比
())"

年增长了
+!"&))G

#而全国的增
长率仅为

+*&)@G

%因此#旅游风险与人们出游意愿之间还应有其它的影响因素存在%这就是旅游者的主
观风险认知#即旅游者对风险的主观认识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影响程度要高于旅游风险本身#更能决定
旅游者的旅游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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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以西藏自治区作为研究目的地#来探究国内旅游者
对去西藏旅游的主观风险认知的相关理论#以期为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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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旅游风险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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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风险定义为'决策中可能的重要结果和!或"不想要的结果有不确定性的存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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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无论是期望的结果还是不期望的结果#它的发生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安辉&付蓉!

())B

"将风险定义为所
有影响目标实现的客观不确定性事件或因素的集合)

!

*

%因此#就旅游消费者而言#风险是指旅游者在其旅游
消费行为中所认知到的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或者说就是旅游者行为发生前的心理预期与客观后果之间的
偏差%

风险认知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风险认知的观念#最早由
K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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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他认为消费者的任何行为#都无法产生确定的预期后果#而且这些后果有可能会是不愉快的#因
而他指出#消费者行为是一风险的承担#并且许多消费者的行为现象可以用风险知觉的观念予以解
释)

F

*

!@*H!*@

%

V$Z

!

+*"F

"有关知觉风险理论的研究指出#当消费者的主观知觉不能确定何种购买最能配合或
满足他可接受的目标水准#或者从事购买后的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时#就会产生风险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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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
旅游风险认知#就是指旅游者对旅游行为发生前的心理期望与旅游行为发生的客观效果之间的偏差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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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价#也叫旅游风险主观认知%对风险的认知#一般有两个观点,一是'风险预期模型(#这种模型是假设
在合理预期的基础上描述事件判断的过程#而不考虑旅游者主观的因素+另一个评估就是消费者风险认知的
主观因素#或称风险主观认知#它以描述性的模型为基础#体现了旅游者个体的差异#具有价值属性%本文以
国内旅游者为对象来研究旅游者对西藏旅游的风险认知#因此采用后一个方法%

二
!

国内旅游者西藏旅游风险认知调查
!一"旅游风险认知的维度设计
风险认知涉及多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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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费者认知到的风险划分成了绩效风险&财务风险&

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五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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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风险划分成了固有风险和可处理风险两
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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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到旅游服务业#风险认知的维度则相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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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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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对服
务的风险类型进行了界定#包括财务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和便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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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E

"从财务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延迟风险等角度对旅游风险认知
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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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西藏旅游产业的实际#本文从七个维度分析国内旅游者
对西藏旅游的风险认知#即,

财务风险!

3̂/0/430%]3:X

"#指购买旅游产品或服务时所花费的金钱成本超过预期时游客感受到的风
险#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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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风险!

[9.1$.60/49]3:X

"#指旅游产品质量没有达到期望值时游客感受到的风险#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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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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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3:X

"#指旅途中因生病&意外事件&治安等因素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风险#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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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

2$430%]3:X

"#指选择的旅游产品不被别人认同而带来的风险#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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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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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3:X

"#指购买某项旅游产品导致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受到损失带来的风险#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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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风险!

W369]3:X

"#指消费者从事购买旅游产品以获得满足时可能发生的时间及精力的不确定损失
带来的风险#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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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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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旅途中使用的各种设施设备的安全性引发的风险#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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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风险认知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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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学者提出了风险认知的衡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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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风险认知
h

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i

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并且#

[9;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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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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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还将风险的几个维度一并纳入考量#即旅游风险认
知

h

财务风险
_

绩效风险
_

身体风险
_

心理风险
_

社会风险
_

便利风险
_

设备设施风险
h

财务风险发生的
不确定性

i

财务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
_

绩效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i

绩效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
_

身体风险发
生的不确定性

i

身体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
_

心理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i

心理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
_

社会风
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i

社会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
_

便利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i

便利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
_

设
备设施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i

设施设备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用公式表示即,

)@!

P

+

E

%

P

+

!

!F

#%

Q

EF

#%

"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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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风险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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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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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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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风险发生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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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风险认知调查问卷设计
在参考及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的要求以及有利于实际操作的前提#本文把问卷设计为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调查+第二部分是旅游者对入藏旅游的旅游风险认知评价量
表+最后是游客对入藏的相关旅游行为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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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的最终确定#还征询了众多心理学&行为学和旅游学方
面专家的意见%量表属性共有

+E

项!见表
(

"#涉及财务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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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共
E

个维度%被调查者需从各项风险发生概率的不确定性和发生后的危害性两个方
面给出回答%问卷中每一风险状况发生概率的不确定程度#依五点尺度之李克特量表!

M3X9.;:40%9

"加以衡
量#由被调查者给予'非常不可能(!

+

分"到'非常有可能(!

B

分"的评价+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也依五点尺度
之李克特量表!

M3X9.;:40%9

"加以衡量#由被调查者给予'非常严重(!

B

分"到'完全无所谓(!

+

分"的评价%

本次调查问卷投放时间为
())*

年
F

$

"

月#投放面向三个地区#分别是西安&广州和成都%其中#广州和
成都是西藏自治区主要的国内客源市场!

#而西安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客源市场#具有较大潜力%西安投放问
卷

*)

份#回收
@(

份#其中有效问卷
E"

份+广州投放
+()

份#回收
+++

份#其中有效问卷
+)F

份+成都投放问
卷

+F)

份#回收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

%因此#此次调查共投放问卷
!B)

份#回收
!(*

份#形成有效问
卷

!))

份#问卷有效率达
@B&E+G

%

本研究的知觉风险由七个维度的风险所构成#为了检测各维度风险间的独立性#用以确定问卷整体的效
度#因而利用相关分析计算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

所示%

表
+̀

赴藏旅游风险认知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

+

#

(

#

!

#

F

#

B

#

"

#

E

#

+

+ (̀") +̀B" +̀)@ +̀B@

R

+̀BB

R

)̀)+

#

(

(̀") + (̀!@

R

!̀FE

R

F̀@*

R

(̀*B

R

)̀B(

#

!

+̀B" (̀!@ + +̀*+

R

+̀+(

R

(̀EF B̀F"

#

F

+̀)@

R

!̀FE +̀*+ + B̀+*

R

+̀+B F̀+)

#

B

+̀B@

R

F̀@*

R

+̀+( B̀+* + +̀!B !̀+B

#

" R

+̀BB

R

(̀*B

R

(̀EF

R

+̀+B +̀!B +

R

)̀@*

#

E R

)̀)+

R

)̀B( B̀F" F̀+) !̀+B

R

)̀@* +

!!

表
+

中#除身体风险与设备设施风险的相关系数为
)̀BF"

#以及社会风险与心理风险的相关系数为
)̀B+*

略高以外#其余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
)̀B

#因此该问卷内部旅游风险认知各维度之间的
区别有一定的效度#即此七项维度可以解释旅游风险知觉%

此外#问卷中知觉风险各维度发生不确定性的信度系数#

!

V.$/?045

0

系数"为
)̀@+B

#各维度发生的危
害性的信度系数!

V.$/?045

0

系数"为
)̀@)E

#旅游知觉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结果危害性相乘汇总后
旅游风险认知量表的信度系数!

V.$/?045

0

系数"为
)̀E@F

#相关信息调查问题的信度系数!

V.$/?045

0

系
数"为

)̀E*E

%以上几个信度系数均位于
)̀E

以上#符合指标要求#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可以使用%

三
!

进藏旅游者旅游风险认知调查分析
!一"旅游风险认知属性评价

表
(̀

赴藏旅游风险认知属性评价表
旅游风险
认知维度 旅游风险认知各属性

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评价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
I90/ 2;>̀ I90/ 2;>̀

财务风险
.

+

旅游产品价格太高造成财务负担
!̀)@@ +̀(F) !̀*+( +̀+"F

购买的旅游产品质价不符
!̀B@@ È@!+ F̀(!B ÈF+)

绩效风险
.

(

旅游的行程安排与期望不符
!̀B@@ È@!+ !̀B(* È@E"

食&宿&娱乐安排与期望不符
!̀!(F È"E" !̀)(* "̀("*

导游人员提供的服务无法令人满意
!̀*F+ +̀)F! !̀*F+ "̀))+

身体风险
.

!

旅游地的政治社会环境不稳定
!̀*F+ È!"+ F̀E!B F̀FE@

旅游地会有自然灾害发生
(̀*E+ *̀)F) !̀*F+ +̀)+!

旅游地会有传染病发生
+̀B@@ "̀B"@ !̀+E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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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风险
.

F

异地环境不熟悉使人感到焦虑
!̀E)" +̀++B !̀+FE +̀F!@

购买的旅游产品与自身的形象不符
(̀!(F @̀F(@ (̀FE+ @̀*B"

社会风险
.

B

旅游产品无法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
!̀("B +̀("! !̀+FE +̀)F@

无法适应团体生活
!̀)(* *̀"@@ !̀++@ +̀))@

便利风险
.

"

相关手续与票据的办理不顺利
+̀"EE È(E) (̀FF+ "̀")(

此次旅行要获得满意的结果会耗费大量
的时间与精力 F̀B@@ "̀)@* !̀B@@ *̀@@F

设备设施
风险

.

E

交通工具的安全性
!̀FF+ È@B* F̀+EE B̀()B

住宿设施的安全性
(̀"+@ @̀+E) !̀!B! "̀*+(

景区景点内娱乐设施的安全性
(̀!B! @̀@!" !̀(*F È+*)

!!

由表
(

可以发现#旅游者认为去西藏旅游'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可能性最大#均值在
F̀B@@

+其次
是'导游人员的服务无法令人满意(和担心'旅游地的社会政治环境不稳定(#均值接近

F

#为
!̀*F+

#说明
())@

年初的'

!̀+F

(事件#使外地游客对西藏的社会政治环境表现出极大的担忧#直接影响他们去西藏旅游
的动机强度+发生可能性得分最低的是'旅游地会有传染病发生(#均值只有

+̀B@@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块净
土(#西藏在这一方面让广大游客十分满意%在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方面#均值超过

F

分的依次是'旅
游地的政治社会环境不稳定(&'购买的旅游产品质价不符(和'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其中#'旅游地的政治
社会环境不稳定(得分在

F̀E!B

#说明广大旅游者对此一风险发生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得分最低的是'相关手
续与票据的办理不顺利(#说明广大旅游者对此一风险的发生表现出较低的担忧%同时可以看出#对'财务风
险(和'绩效风险(的各个属性#广大游客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危害性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均值都在

!

分以上%

!二"旅游风险认知总体评价
表

!̀

赴藏旅游风险认知总体评价表

旅游风险认知维度
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评价 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 旅游风险知觉总体评价

I90/ 2;>̀ I90/ 2;>̀ I90/ 2;>̀

财务风险
.

+

!̀!!@ È"") F̀)EF @̀)@F +!̀*B B̀+("

绩效风险
.

(

!̀"+@ B̀)"E !̀B)) F̀E!( +(̀"B (̀!EE

身体风险
.

!

(̀@!! B̀()" !̀*B+ È(BF ++̀++ (̀BF+

心理风险
.

F

!̀)+B "̀E*" (̀@)* È@@! @̀E(@ F̀+B*

社会风险
.

B

!̀+FE +̀)+( !̀+!( @̀@+E +)̀F( B̀B!B

便利风险
.

"

!̀+!( F̀!+* !̀)+B È+(! *̀B)) (̀@))

设备设施风险
.

E

(̀@)F B̀B+( !̀")@ B̀F++ +)̀)E (̀!)F

!!

由表
!

得知#广大游客对赴藏旅游的七项风险评价里#财务风险得分最高#其次是绩效风险#下来依次是
身体风险&社会风险&设备设施风险&便利风险#最低的是心理风险%其中#绩效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大#设备
设施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小+财务风险的危害性最大#心理风险的危害性最小%同时#也可以发现#旅游者对
赴西藏旅游的诸多风险的危害性评价总体得分要高于可能性评价的总体得分#说明广大旅游者不仅仅担心
风险的发生#更担心的是风险发生后对自身的影响%

!三"人口统计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方差分析
在有效回收的

!))

份问卷中#人口统计方面的基本资料如下,性别方面#男性
+B)

名!占
B)G

"#女性
+B)

名!占
B)G

"+年龄方面#以
(+

周岁到
F)

周岁为最多#共
+@B

人!占
"+̀@G

"#

F+

周岁到
")

周岁的
@)

人!占
("̀BG

"+婚姻状况方面#已婚者
+*F

人!占
"F̀EG

"#其他
"(

人!指未婚但有固定男0女友"!占
()̀"G

"+教育
程度方面#大专及本科学历的

+B)

人!占
B)G

"#本科以上的
++B

人!占
!@̀(G

"+职业方面#以工商业者和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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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居多#共
+F+

人!占
FÈ+G

"+月收入方面#

j!)))

以上的
+!(

人!占
FF̀+G

"#

j()))

$

!)))

的
E+

人!占
(!̀BG

"%

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旅游者对赴藏旅游风险认知差异性的显著性分析#见表
F

%分析表明#旅游者性别
不同#对旅游风险认知基本上无显著性区别!

[

,

)̀)B

"#只是对便利风险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别!

[

-

)̀)B

"#主
要原因在于便利风险中'此次旅行要获得满意的结果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属性对男女而言#由于生理
特征的区别而有一定的差异%年龄的不同#旅游者对绩效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认知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

)̀)+

"#对心理风险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

-

)̀)B

"%婚姻状况对旅游者入藏旅游风险认知的选择无显著性影
响!

[

,

)̀)B

"#而不同学历的旅游者对赴藏旅游的绩效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

)̀)+

"%在职业方
面#不同职业的旅游者对财务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

)̀)+

"#对社会风险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

-

)̀)B

"%月收入的不同#对旅游者对财务风险的认知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

-

)̀)+

"#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则
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

-

)̀)B

"%

表
F̀

人口统计因素下的赴藏旅游风险认知方差分析表
旅游风险
认知维度

性别因素 年龄因素 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 职业状况 月收入
^ 2;>̀ ^ 2;>̀ ^ 2;>̀ ^ 2;>̀ ^ 2;>̀ ^ 2;>̀

财务风险
.

+

)̀)) F̀*! +̀!EB (̀"F +̀*E" +̀B" !̀"+ È)) F̀+B( )̀)!

..

"̀!"B )̀)+

..

绩效风险
.

(

+̀FF !̀)E "̀!B*

)̀))

..

ÈE( F̀E+ È"*+

)̀)(

..

+̀((( !̀(" È(* B̀E*

身体风险
.

!

+̀!(* (̀B@ +̀F+" (̀F* +̀(+ È@" !̀!( È() +̀""! +̀"( +̀B"E (̀)*

心理风险
.

F

+̀)@E !̀)B !̀!B! )̀+E

.

!̀*F "̀E@ *̀+! F̀+( +̀*!) +̀)B +̀*E* +̀(F

社会风险
.

B

*̀)B !̀F@ F̀(B( )̀)B

..

+̀)+ "̀)F "̀*F B̀)E !̀!E* )̀++

.

!̀(*@ )̀(F

.

便利风险
.

"

(̀FF*

)̀(E

.

(̀!"@ )̀"B +̀@+E +̀E* "̀*! B̀)@ (̀!!* )̀BF (̀+@ *̀("

设备设施风险
.

E

F̀!) B̀+E È@B B̀"* +̀+)E !̀F! F̀BF "̀!* @̀E! B̀F+ *̀)+ F̀E"

!!

注,'

.

(表示
[

-

)̀)B

#'

..

(表示
[

-

)̀)+

%

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旅游者对各维度风险认知的具体评价#参见表
B

%从表
B

中可以看出#女性旅游者
对赴藏旅游的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和便利风险认知较高+已婚旅游者对绩效风险的认知较高#有固定男0女友
而未婚的旅游者对财务风险的认知较高#均值达到

+"̀@"

+

()

岁以下的旅游者对赴藏旅游的财务风险认知较
高#均值达到

+"̀@@

#而
"+

岁以上的旅游者对心理风险和便利风险的认知均值分别达到
+È))

和
()̀(B

+中
学学历以下的旅游者比较关注财务风险和绩效风险#均值分别达到

+B̀(B

和
+"̀!!

+在职业差异方面#学生
最关注财务风险#公务员对财务风险认知度最低#均值只有

È)))

#从事农业的旅游者对心理风险和社会风
险的认知度最低#均值分别为

"̀)))

和
F̀B))

+在月收入方面#基本上收入越高对财务风险的认知程度越低#

即月收入与财务风险认知度呈反相关#但同时注意到月收入在
j+B))

$

()))

的旅游者对财务风险认知的均
值最大!可以认定所调查对象受到了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月收入最高的旅游者对心理风险的认知
最低#均值只有

"̀"!!

%

表
B̀

人口统计因素下的赴藏旅游风险认知评价表

人口信息

风险维度财务风险
.

+

绩效风险
.

(

身体风险
.

!

心理风险
.

F

社会风险
.

B

便利风险
.

"

设备设施风险
.

E

I90/ I90/ I90/ I90/ I90/ I90/ I90/

性别
男

+!̀*" +(̀B) ++̀"+ È*@B *̀B+B @̀E"B +)̀!!

女
+!̀*F +(̀@) +)̀"+ *̀FE+ ++̀!( +)̀(F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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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已婚

+(̀EB +!̀)( ++̀(B *̀()B +)̀"@ *̀*@* +)̀)@

未婚
+B̀+B ++̀@( ++̀)F È@B +)̀FB *̀@)) ++̀((

其他
+"̀@" +(̀)" +)̀E) È@BE *̀BE+ ÈEB) *̀(((

年龄

()

岁以下
+"̀@@ *̀B)) *̀((( +)̀B) +@̀+! *̀"(B +)̀B)

(+

$

!)

岁
+B̀*B +(̀E) ++̀"! È@F+ *̀+!" @̀(*B *̀*(*

!+

$

F)

岁
++̀+B ++̀() +)̀)* È)(B È@)) *̀!B) *̀)E@

F+

$

B)

岁
+!̀EB +B̀"+ +)̀FE ÈB)) @̀@+! @̀(B) +)̀@+

B+

$

")

岁
+B̀F) +F̀E+ +(̀+" ++̀)B +(̀EB +(̀!B ++̀)(

"+

岁以上
+)̀EB ++̀"E +!̀@* +È)) +(̀+! ()̀(B ++̀B"

学历
中学以下

+B̀(B +"̀!! ++̀FE *̀B"! ++̀*F +)̀!@ *̀+"E

大专本科
+!̀(( +(̀)@ +)̀EB *̀FE+ ++̀+! *̀@(F +)̀!E

本科以上
+F̀B) +(̀(" ++̀FE ÈB)) *̀)() @̀@)@ *̀*BE

职业

学生
+"̀*! +(̀+! +)̀E+ *̀!(+ +F̀++ @̀@*! +)̀"(

军人
+F̀)) +!̀!! +)̀++ +F̀)) +(̀(B +B̀EB +F

工商业
++̀EB +!̀B" +)̀B! È!"+ ÈF+E *̀!!! +)̀+B

农业
+(̀)) +!̀!! +!̀!! "̀))) F̀B)) +)̀B) +)̀@*

教师
+F̀B@ ++̀*" +(̀B( È@!! ++̀"E *̀"(B +)̀))

公务员
È))) +)̀FF @̀@+B È!!! "̀+"E "̀@!! @̀@B(

退休人员
+(̀*) +F̀(E +!̀)( +!̀(B +B̀() ++̀"B *̀*B"

其他
+)̀)) ++̀)) @̀@@* B̀))) !̀EB) È))) ÈEE@

月收入
!

j

"

+)))

以下
+@̀)) ++̀E( È@@* *̀))) +@̀)) @̀+(B @̀*FF

+)))

$

+B)) +È)) +(̀!E ++̀EF +)̀(B +(̀+E +)̀F( +(̀+B

+B))

$

())) +*̀*( +(̀"B +(̀(F +)̀BF ++̀*( *̀@!! +)̀F+

()))

$

!))) +(̀FE +!̀@" ++̀@( +)̀"" +(̀B! *̀B*F *̀FFF

!)))

以上
++̀() +(̀+@ +)̀B@ "̀"!! È!!! *̀!+E +)̀)+

!!

!四"旅游行为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方差分析
旅游行为因素影响下的赴藏旅游者旅游风险认知方差分析表明!见表

"

"#旅游者曾经赴藏的旅游次数
不同#对赴藏旅游的心理风险和便利风险认知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

[

-

)̀)+

"#对财务风险的认知有较为
显著的差异!

[

-

)̀)B

"+旅游者在西藏的停留时间的不同#对赴藏旅游的风险认知没有显著的差异!

[

,

)̀)B

"+而消费金额的不同#对旅游者的心理风险和便利风险认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

-

)̀)B

"#对社会风险
的认知则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差异性很大!

[

-

)̀)+

"+旅游者对西藏旅游信息的搜集渠道#也影响了其旅游
风险认知#尤其体现在绩效风险的认知!

[

-

)̀)+

"%

表
"̀

旅游行为因素下的赴藏旅游风险认知方差分析表

旅游风险认知维度
旅游次数 停留时间 消费金额 信息搜集

^ 2;>̀ ^ 2;>̀ ^ 2;>̀ ^ 2;>̀

财务风险
.

+

F̀!*" )̀++

.

+̀+)F !̀"! (̀E+) )̀"! +̀)BE F̀)B

绩效风险
.

(

"̀*B B̀"( "̀+" "̀+) B̀(E "̀"E F̀*+"

)̀)(

..

身体风险
.

!

+̀"!F (̀)( B̀@* "̀(E +̀F) *̀!B +̀B)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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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风险
.

F

"̀)+( )̀)(

..

"̀B( B̀@@ !̀+EB )̀!@

.

+̀E(F +̀"(

社会风险
.

B

@̀*+ F̀BE (̀++* +̀+* B̀*!! )̀)!

..

(̀F"F )̀BE

便利风险
.

"

B̀*"! )̀)!

..

+̀BF! (̀(F !̀@(+ )̀()

.

+̀@"@ +̀!(

设备设施风险
.

E

(̀*() )̀B) B̀F* "̀B! +̀F!F (̀B( +̀!FF (̀EB

!!

注,'

.

(表示
[

-

)̀)B

#'

..

(表示
[

-

)̀)+

%

不同旅游行为的旅游者对各维度风险认知的具体评价#见表
E

%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旅游者对财务风
险认知度最高#均值达

(+̀B)

+财务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认知的均值都随着旅游次数的增加而减少+而
在便利风险方面#去过西藏两次的旅游者评分最高#说明西藏旅游的确耗费旅游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随着
停留时间的增加#旅游者对财务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认知都逐渐减弱#而其他几个维度的风险认知基本没有大
的变化%在消费金额上#消费额在

j+)))

以下的旅游者最为关注财务风险#均值达到
()̀)@

#而便利风险基
本随着消费金额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同时消费金额在

j()))

以上的旅游者对社会风险和便利风险的认知最
低#均值分别为

B̀"@(

和
ÈBFB

%从相关团体获取西藏旅游信息的旅游者对财务风险和绩效风险的评价最
高#根据自身的旅游经验获取信息的旅游者对其他几个维度风险的认知最高%

表
È

旅游行为因素下的赴藏旅游风险认知评价表

旅游行为

风险维度 财务风险
.

+

I90/

绩效风险
.

(

I90/

身体风险
.

!

I90/

心理风险
.

F

I90/

社会风险
.

B

I90/

便利风险
.

"

I90/

设备设施风险
.

E

I90/

旅游
次数

)

次
(+̀B) +(̀@E +)̀@* +È+! +"̀)) *̀)+) *̀"B!

+

次
+F̀B! ++̀!* +)̀"! +B̀EB +B̀+! @̀*B@ +)̀F!

(

次
+!̀B +!̀!! +!̀)" @̀@!! *̀*+E +B̀@@ +F̀((

(

次以上
*̀)@! +!̀!! +B̀B" ÈEB) *̀*F) +(̀(B +)̀++

停留
天数

+

$

!

天
+È(B +!̀@" *̀"*F *̀B)) +B̀FF @̀*!@ *̀EB)

F

$

E

天
+F̀+E +(̀!@ ++̀F@ *̀++F +)̀!" +)̀+) *̀@B*

@

$

+B

天
++̀*) +(̀(E +)̀E" @̀(B) *̀")) *̀))) ++̀!+

+B

天以上
++̀!! +!̀B* +)̀@B B̀""E B̀B)) "̀""E +)̀))

消费金
额!

j

"

+)))

以下
()̀)@ +!̀@+ +)̀@B ++̀@! +!̀@! ++̀EB ++̀!!

+)))

$

+B)) +F̀+F +!̀)! ++̀F! +)̀"+ +!̀)B *̀@"F *̀**)

+B))

$

())) ++̀+E +(̀)" ++̀(! @̀FFF ++̀@" +)̀"* +)̀*F

()))

以上
+F̀!" +(̀F( +)̀EB "̀((E B̀"@( ÈBFB *̀+)+

信息
来源

广告客观资料
+F̀+@ +(̀"" +)̀EB ÈF)* ÈEB) *̀+!" *̀FFF

产品展示询问
++̀@! ++̀)( +)̀B" ÈFB@ *̀!!! @̀""E +)̀+B

旅游经验
++̀(B ++̀+F +F̀+* +!̀"* +È"! +(̀"! +(̀(@

相关团体意见
+"̀F) +B̀E! +)̀"E *̀")) +(̀)) +)̀E) +)̀+!

产品知名度
+(̀EB +F̀)! ++̀(( È@EB *̀"@@ È@EB +)̀@+

其它
+È!+ ++̀!! +)̀(@ *̀)"! +)̀*F @̀EB) @̀""E

!!

四
!

研究结论及其对危机管理的启示
文章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国内旅游者赴藏旅游风险认知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赴藏旅游风险认知应该

包括
E

个维度&

+E

个属性%研究的结论显示,第一#广大国内旅游者认为赴藏旅游的财务风险和绩效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最高#而认为西藏的旅游设备设施最为安全#发生风险的可能性最低%具体到各个风险属性来
说#旅游者认为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有'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导游人员的服务无法令人满意(和'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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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的社会政治环境不稳定(%而这三点也正是目前制约西藏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旅游产品分布不集
中&高原反应&旅游人才匮乏以及敏感的政治环境$

%第二#旅游者对赴藏旅游风险认知的认识受到人口统
计因素以及旅游者旅游行为的影响%其中#旅游者的年龄对赴藏旅游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下来依次是月收
入&职业&学历&性别#而婚姻状况对旅游者的赴藏旅游风险认知则没有显著的影响#还有就是旅游者的旅游
次数&旅游消费金额和旅游信息的来源渠道对他们的赴藏旅游风险认知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停留时间则没有
显著的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对西藏旅游业发展的危机管理来说#无论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还是旅游企业都应当做
到,第一#特别关注旅游者对赴藏旅游风险认知的结构问题#尤其应该关注旅游者对赴藏旅游风险认知中的
危害性评价#及早做好预防措施+第二#注重提高西藏旅游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尤其要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服
务技能和良好服务意识的导游队伍#重视西藏旅游信息在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之间的传播#保持旅游经营者
和旅游者之间信息的畅通+第三#通过对旅游产品的调整&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多元化整合来提升西藏旅游
业的自身免疫力#还有就是在本地民众中加大旅游意识的宣传#使之认识到旅游业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性#从而更大程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降低人为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旅游社会政治
环境%

注释!

!

数据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提供%

"

感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魏来老师&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王瑀老师和陕西远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许文龙组
长#他们在问卷的投放&回收及整理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0

系数的值位于
)&*B

1

)&**

之间#测验可靠性强+

0

系数位于
)&*

1

)&*F

之间时#是通常的最佳结果+

0

系数位于
)&@

1

)&*

之间#测量信度较好+

0

系数位于
)&E

1

)&E*

#可以使用+

0

系数位于
)&E

以下#表明误差太大#该测量不能使用%

$

参见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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