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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研究①

秦远好,　刘德秀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６

摘要: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是影响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利用«中国国内旅游者抽样调查资料»(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７年)、«旅游抽样调查资料»(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的基础数据和研究者的调查资料,定量分析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

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结果发现: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服务质量的认可度非常高,且赞许性评价逐年提高,但对食住

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存在明显差距．城镇居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水平、职业背景、

出游目的等个体特征对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人均旅游花费水平和旅游环境的持续优化对旅游服

务质量感知评价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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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感知评价是影响旅游者满意度和行为的关键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继

Gronröos率先提出感知服务质量概念及模型[１－２],Parasuraman等设计了评估顾客服务质量期望和感知

服务质量的SERVQUAL量表[３]．LehtinenU和 LehtinenJR[４],Edvardsson[５]和 Gummesson[６]认为服务

人员、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是影响顾客感知服务质量评价的关键因素,RustR和 OliverRL提出了由服

务产品、服务交付和服务环境三要素构成的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模型[７]．国内学者骈丽军[８]采用均值比较

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综合评估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５年中国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感知后发现其评价介于

“一般”与“好”之间,且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住宿服务质量是影响评价的首要因素,娱乐和购物服务

质量是影响评价的重要因素;马耀峰等[９]运用旅游服务质量单要素评价模型发现国内游客对西安旅

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存在明显的差异;许丽君等[１０]基于合同服务质量和游客感知服务质量的分

析,确定了导游服务质量的评价要素(生活照料能力、服务态度与规范性、讲解能力、组织与沟通和

应变能力)和评价尺度,构建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马震[１１]构建了包括美观性、安全性、敏感性、有

形性、保证性、环境性和移情性等７个维度的旅游景区感知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汪红娜[１２]从游客感

知的角度分析了导游服务质量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王颖凌等[１３]从游客感知角度评估了海南旅

游公共服务的质量．本文则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整体质

量以及旅游要素服务质量评价的变化规律,探索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的因素,为进一步改

善我国旅游服务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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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以«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７年)和«旅游抽样调查资料»(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

的统计数据以及研究者的调查资料为基础,首先将统计资料中未使用旅游服务的城镇居民从被调查者中剔

除,然后重新计算评价旅游服务城镇居民的百分比;其次将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的刻度“很好”、

“好”、“一般”、“尚可”和“差”分别转换成５分、４分、３分、２分和１分;再将所有参加评价的居民在SPSS
软件中按人口统计特征进行数据还原,以观察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

１２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描述统计法观察给予旅游服务质量不同评价刻度的人群规模以及服务质量评价的年际变化规律;

采用均值比较法观察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的整体水平及其变化态势,分析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采用相关

性分析法分析评估旅游产业环境要素对旅游服务评价的影响程度．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整体质量的感知评价

从给予不同评价等级的城镇居民比例来看,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整体质量的认可度高且赞许性评价逐

年增加．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给予旅游服务整体质量赞许性评价(很好/好)和认可性评价(一般/尚可)的城镇

居民超过９９％,其中,认为旅游服务整体质量“好”或“很好”的城镇居民比例从１９９７年的４１４４％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的７４２２％,增加了３２７８％;给予旅游服务质量“差”(否定性评价)的城镇居民比例均低于１％且呈

下降趋势,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９５％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０６％,减少近０９％;认为旅游服务整体质量“一般”或

“尚可”的城镇居民从１９９７年的５７６２％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５７２％,减少３１９％(图１)．说明随着我国旅游产

业的不断发展、旅游设施的不断完善、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并得到更多城镇居民的认可．

图１　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整体质量的感知评价变化趋势

２２　城镇居民对旅游要素服务质量的评价

旅游产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交通服务、景区服务、导游服务、购物服务以

及娱乐服务等多个要素,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出现质量问题或游客对其服务质量不满意都会影响游客的旅游

经历和旅游消费行为．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城镇居民对我国旅游产业各要素服务质量认可度(赞许性评价与认可性评价的城镇居

民比例之和)非常高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旅游餐饮服务赞许性与认可性评价的游客比例从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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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８６％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９９６３％,旅游住宿服务从９７３２％上升到９９８％,旅游交通服务从９７０８％上升

到９９７８％,旅游景区服务从９８７７％上升到９９８８％,导游服务从９５５５％上升到９９４８％,旅游购物服务

从９７４３％增加到９９３８％,娱乐服务从９７７２％增加到９９６４％,也就是说,到２０１０年城镇居民对我国旅

游产业各要素服务质量的认可度均达到了９９％以上．
城镇居民对旅游餐饮服务的赞许性评价呈“升—降—升”的年际变化态势,从１９９７年的３３８３％逐年增

加到２００２年４９８８％,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出现小幅度下滑,２００５年后又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从２００４年的

４６９２％逐年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６３５％,增长了３２５２％．城镇居民对旅游住宿服务的赞许性评价呈“升—

降—升—降—升”的年际变化态势,１９９７年(３７９６％)至２００２年(５６８５％)为赞许性评价持续上升阶段,４
年之中增长了１８８９％;２００３年开始进入有升有降的起伏波动阶段,且增减的幅度明显放缓,均未超过３
个百分点;２００７年后进入持续上升阶段,２０１０年比１９９７年增加了３５１４％,成为赞许性评价增幅最大的行

业．城镇居民对旅游交通服务的赞许性评价旅游呈“升—降—升”的年际变化态势,从１９９７年的４６５３％上

升至２００２年的６７６５％,２００３年出现３２２％的下降,２００４年后进入持续上升阶段．城镇居民对旅游景区服

务的赞许性评价亦呈“升—降—升”的年际变化态势,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３年为持续上升阶段,给予赞许性评价

的城镇居民比例从５４０１％增加到７０８６％,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出现持续下降,２００５年(６８９８％)较２００３年

减少近２个百分点,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呈再次回升．城镇居民对旅游购物服务的赞许性评价总体水平最低且

呈现出“升—降—升”的年际变化态势,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３年持续上升,从３４３％增加到４７３１％,２００４年小

幅下跌(－１８８％),２００５年反弹至４９０７％后进入缓慢增长状态．城镇居民对娱乐服务的赞许性评价呈现

出“升—降—升—降—升”的年际变化态势,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为第１个持续上升阶段,从３９３９％上升到

５６５６％,２００４年小幅下滑,２００５年再次回升到２００３年的评价水平,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又进入连续下降阶

段,２００８年后进入缓慢上升时期．城镇居民对导游服务的赞许性评价呈现出“降—升—降—升—降—升”的

年际变化态势,是赞许性评价波动起伏最具不稳定性的旅游服务要素之一(表１)．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间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体系各要素服务质量的认可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均呈现下降

趋势．其中给予旅游餐饮、住宿、交通、景区、导游、购物和娱乐等服务认可性评价的城镇居民比例分别减

少了２９７６％,３２６６％,２７１１％,２３３１％,１９８５％,１６０４％和２１５５％,同时期给予否定性评价的城镇居

民比例也分别减少了２７７％,２４８％,２７％,１１１％,１９５％,２３４％和３９３％(表１)．

１)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服务质量的认可度逐渐趋于一致．１９９７年城镇居民对旅游产业要素服务质量

的认可度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其中认可度最高的旅游景区服务,达到了９８７７％,最低的导游服务只

有９５５５％,而２０１０年城镇居民对旅游产业要素服务质量的认可度均达到了９９％．

２)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赞许性评价逐年提高．给予旅游服务整体质量以及旅游餐饮、住

宿、交通、景区、导游、购物和娱乐等要素服务质量赞许性评价的城镇居民比例分别增长了３００８％,

３２５２％,３５１４％,２９８％,２４３１％,２５４８％,２１８１％和１８３８％．一般而言,给予赞许性评价意味

着旅游者对旅游服务质量满意,说明城镇居民对我国旅游服务整体质量以及各要素服务质量的满意

度在逐年提高．

３)城镇居民对旅游产业要素服务质量的赞许性评价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城镇居民的赞许性评价由高

到低分别是景区服务、交通服务、娱乐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导游服务和购物服务,１９９７年赞许性评

价水平最高的景区服务为５４０１％,而最低的导游服务只有３２６％,相差２１４１％;到２０１０年赞许性评价

水平最高的旅游景区服务(７８３２％)和最低的旅游购物服务(５６１１％)之间的差距仍然高达２２２１％,说明

在我国能够获得城镇居民赞许的优质旅游服务存在明显的行业差距,是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

价水平与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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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城镇居民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统计表

年份 样本数/人 评价/％ 整体质量 餐饮 住宿 交通 景区 购物 娱乐 导游

１９９７ ８２４９ 赞许性 ４１４４ ３３８３ ３７９６ ４６５３ ５４０１ ３４３０ ３９３９ ３２６
认可性 ５７６２ ６３０４ ５９３６ ５０５６ ４４７７ ６３１２ ５７９９ ６２９５
否定性 ０９５ ３１４ ２６８ ２９２ １２３ ２５７ ２６２ ４４５

１９９８ ８５４１ 赞许性 ４４７７ ３６４９ ４２４１ ５１２５ ５９６３ ３７６３ ４４８７ ３９６９
认可性 ５４４７ ６１０９ ５４９９ ４７１２ ３８９２ ５９８６ ５２６７ ５５１５
否定性 ０７６ ２４２ ２６０ １６３ １４６ ２５１ ２４６ ５１５

１９９９ ８５３６ 赞许性 ４９６１ ３９３４ ４５１３ ５５６２ ６０６５ ４０６１ ４６５２ ３８６５
认可性 ４９４１ ５８８８ ５３１３ ４２８７ ３８４２ ５７２３ ５１８９ ５８４０
否定性 ０９８ １７８ １７４ １５１ ０９３ ２１５ １５９ ２９４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６７ 赞许性 ５１５２ ４２１３ ４８８２ ５８３１ ６１６２ ４１１５ ５０００ ４３３８
认可性 ４７８５ ５５８９ ４９７９ ４０２１ ３７２７ ５７４２ ４８６４ ５３８９
否定性 ０６３ １９８ １３９ １４８ １１０ １４４ １３６ ２７４

２００１ １１１５４ 赞许性 ５７８４ ４５８５ ５２３８ ６４３８ ６６０６ ４３９２ ５４２４ ４９５５
认可性 ４１６３ ５１６３ ４５９０ ３４４５ ３３５２ ５４７８ ４３９１ ４８２０
否定性 ０５２ １５２ １７２ １１６ ０４２ １３０ １０５ ２２５

２００２ １２３０４ 赞许性 ６１０８ ４９８８ ５６８５ ６７６５ ６８８７ ４６８６ ５５５２ ５４３６
认可性 ３８４０ ４９３１ ４２３１ ３１６１ ３０８６ ５２０４ ４３９１ ４３９８
否定性 ０５２ ０８１ ０８４ ０７４ ０２７ １１０ ０５７ １６６

２００３ ９８０１ 赞许性 ６１２２ ４９４２ ５６４２ ６４４３ ７０８６ ４７３１ ５６５６ ５６３２
认可性 ３８０５ ４９２９ ４２３９ ３４５２ ２８６１ ５１２７ ４２０９ ４１３８
否定性 ０７３ １２９ １１９ １０５ ０５３ １４２ １３５ ２３０

２００４ １１９６０ 赞许性 ６０１５ ４６９２ ５４４５ ６５６２ ６９６４ ４５４３ ５４６８ ５３６７
认可性 ３９５４ ５１６９ ４４６５ ３３７５ ２９８４ ５３０８ ４４３６ ４４００
否定性 ０３２ １３９ ０９０ ０６３ ０５２ １５０ ０９６ ２３３

２００５ １３８３６ 赞许性 ６２０９ ５０００ ５７４０ ６５８８ ６８９８ ４９０７ ５６５６ ５５１３
认可性 ３７４９ ４８８４ ４１８２ ３２４９ ３０７６ ５０００ ４３０５ ４２８１
否定性 ０５２ １１６ ０７８ ０６３ ０２７ ０９３ ０３９ ２０５

２００６ １６４８４ 赞许性 ６４０２ ５１４４ ５６０９ ６８２２ ７０７０ ４９８５ ５５７０ ５１７９
认可性 ３５７８ ４７５６ ４３２８ ３１２６ ２９１７ ４９４２ ４３７５ ４７２３
否定性 ０２０ １０ ０６３ ０５２ ０１３ ０７３ ０５５ ０９８

２００７ １７６６９ 赞许性 ６６４０ ５４０５ ５９８０ ６８４５ ７１０９ ５０７４ ５５４５ ５４６３
认可性 ３３４０ ４５１７ ３９４９ ３１０３ ２８７８ ４８５２ ４４１８ ４４７８
否定性 ０２０ ０７８ ０７１ ０５２ ０１３ ０７４ ０３６ ０６０

２００８ ３５０５７ 赞许性 ７１６２ ５７１７ ６５１２ ７２０７ ７４０７ ５０９６ ５５９１ ５５１８
认可性 ２８１５ ４２２１ ３４３６ ２７５０ ２５８５ ４８１３ ４３６７ ４４２３
否定性 ０２２ ０６２ ０５２ ０４３ ００８ ０９１ ０４２ ０５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４４８ 赞许性 ７３７５ ６１５８ ６８９４ ７３９２ ７７２１ ５２４８ ５６３２ ５７０５
认可性 ２６１８ ３８０１ ３０７４ ２５６８ ２２６９ ４６６４ ４３３５ ４２４５
否定性 ００７ ０４１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８８ ０３３ ０５０

２０１０ １９６９２ 赞许性 ７４２２ ６６３５ ７３１０ ７６３３ ７８３２ ５６１１ ５７７７ ５８０８
认可性 ２５７２ ３３２８ ２６７０ ２３４５ ２１４６ ４３２７ ４１９５ ４１４０
否定性 ００６ ０３７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１２ ０６２ ０２８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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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影响城镇居民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的因素

２３１　城镇居民的个体特征

由于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等个体特征不同,其在旅游过程中选择的旅游服

务项目、参与的旅游活动以及对旅游活动的认知程度都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对旅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也

会存在一定差异．
均值比较发现,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对城镇居民的服务质量感知评价没有明显影响,从表２

可以看出,不同教育程度的男女性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均值绝大多数年份趋于一致,不存在明

显差异．年龄、家庭月收入水平和职业等个体特征则对其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２５~４４岁的年轻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明显低于６５岁以上的老年和１４岁

以下的少年城镇居民(表２);家庭月收入高于５０００元和低于１０００元的城镇居民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３年间对

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明显低于１０００~４９９９元的城镇居民,２００４年后城镇居民的评价均值与家庭月收入

呈正相关,有研究显示,家庭月收入超过５０００元的城镇居民的人均花费最高．国内旅游兴起的初期阶段,
付出高代价并不一定能够购买到称心如意的旅游产品,甚至愿意付费也不一定能购买到自己满意的旅游产

品与服务,但随着国内旅游的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产品与服务越来越丰富,旅游者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
其满足旅游者需求的能力不断增强,付费水平高的旅游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也会越来越好;２００３年后家庭

月收入低的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也低,由于付费水平低,能够接触或购买到的旅游产品或服务的层次相

应要低一些,因此,他们对旅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水平也就低一些．本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年龄、
家庭月收入水平和职业等个体特征对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城镇居民的性别和受教

育程度对旅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没有明显影响(表３)．
表２　城镇居民旅游服务质量评价均值比较

类　　　别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性别 男 ３４６ ３５９ ３６３ ３６５ ３６１ ３６６ ３６８ ３７１ ３８２ ３８５ ３９０
女 ３４９ ３５８ ３６６ ３６４ ３６３ ３６５ ３６８ ３７２ ３８５ ３８８ ３９１

教育程度 高等 ３５１ ３５９ ３６３ ３６３ ３６２ ３６８∗ ３６９ ３７４ ３７８ ３８７ ３７１
中等 ３４７ ３５７ ３６４ ３６３ ３６０ ３６３ ３６７ ３７１ ３７５ ３８７ ３９１∗∗∗

初等 ３５０ ３６１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５∗ ３６６ ３６９ ３７０ ３７４ ３８４ ３９２∗∗∗

年龄/岁 ＞６５ ３５３∗ ３６０ ３６４ ３６８∗ ３６１ ３７１∗ ３７５∗ ３７２ ３８０ ３９０ ３９３
４５~６５ ３５１∗∗∗ ３６０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８ ３７０ ３７４ ３８７ ３９３
２５~４４ ３４５ ３５６ ３６２ ３６０ ３５９ ３６４ ３６６ ３７０ ３７５ ３８４ ３９０
１５~２４ ３５２∗∗∗ ３５８ ３６４ ３５８ ３６０ ３６９ ３６８ ３７６ ３８２ ４１１∗∗ ４０１∗

＜１４ ３５２∗∗ ３６６∗∗ ３７０∗∗ ３７２∗∗ ３７０∗∗ ３７３∗∗ ３７５∗ ３８０∗ ３８５∗ ３８０ ３８７

出游形式 团队 ３４９ ３５９ ３６０ ３６１ ３６２ ３６５ ３６８ ３７０ ３８３ ３８５ ３９０
散客 ３４９ ３６０ ３６５ ３６５ ３６２ ３６６ ３６９ ３７１ ３９２∗ ３９３∗ ４０２∗

　　注:① 标有下划线的均值与组内带∗的均值之间有统计学意义;② ∗ 表示００５≥p≥００１,∗∗ 表示００１≥p≥

０００１,∗∗∗表示０００１≥p≥００００．
表３　不同家庭月收入城镇居民国内服务质量评价均值比较

收入/元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５０００ ３３０ ３３７ ３５０ ３６２∗ ３６２ ３５２ ３６９∗∗ ３７１∗∗ ３７１∗ ３７６∗∗∗ ３７９ ３８９∗∗ ４０７∗∗∗ ４０７∗∗

４０００~４９９９ ３５８∗∗∗ ３６１∗∗∗ ３６１ ３６９∗∗ ３５９ ３５９ ３６１∗∗３６９∗∗ ３６９∗ ３７７∗∗∗ ３８１ ３８８∗∗ ３９５∗∗

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３５７∗∗∗ ３６２∗∗∗ ３６２ ３６９∗∗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６０∗∗３６８∗ ３７０∗ ３７４∗∗ ３８７∗∗３８９∗∗ ３９３∗∗ ３９３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３５６∗∗∗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７０∗∗ ３６５∗∗ ３６４∗∗∗３６６∗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１∗∗ ３８６∗∗３７５ ３９０∗∗ ３９０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 ３５０∗∗∗ ４０８∗∗∗ ４０８∗∗∗ ３６５∗ ３６４∗∗ ３６２∗∗３６３ ３６３ ３６３ ３６２ ３７５ ３８３ ３８４

＜１０００ ３３５ ３４０ ３５２ ３５５ ３６２∗∗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５７ ３７７ ３８６ ３８１

　　注:① 标下划线的均值与组内带∗的均值之间有统计学意义．② ∗ 表示００５≥p≥００１,∗∗ 表示００１≥p≥０００１,∗∗∗ 表示０００１≥p≥００００．

③２００８年始家庭月收入调整为＜１０００元,１０００~２４９９元,２５００~４９９９元,５０００~９９９９元,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元,＞１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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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的出游目的与出游形式不同,旅游过程中参与的服务项目、接触到的旅游从业人员与旅游服务

设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因此,其对旅游服务质量的知觉也会有所不同．
从出游形式看,２０００年前以团队形式出游的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明显高于以散客形式出

游的城镇居民,而在２０００年后散客形式出游的城镇居民的评价高于团队形式出游的城镇居民,且差异日趋

明显,这说明出游形式对城镇居民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的影响日益弱化(表２)．从出游目的看,以探亲访

友和宗教朝觐为目的的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明显低于以观光游览、健康疗养、公务会议和

文教科技交流等为旅游目的的城镇居民．此外,２０００年后,以商务目的出游的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

感知评价均值也明显低于以观光游览、健康疗养、公务会议和文教科技交流等为旅游目的的城镇居民(表

４),这说明出游目的对城镇居民旅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具有一定的影响．
表４　不同出游目的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服务质量评价均值比较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观光游览 ３５２∗∗∗ ３５２∗∗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８∗∗∗ ３６８∗∗ ３６５∗∗ ３６５∗ ３６３∗∗∗ ３６３∗ ３７０∗∗∗ ３７０∗∗∗

探亲访友 ３４２∗ ３４２ ３５２∗ ３５２ ３５７∗∗∗ ３５７ ３５８ ３５８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６０∗∗∗

疗养度假 ３５６∗∗∗ ３５６∗∗ ３６８∗∗∗ ３６８∗∗∗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９∗∗∗ ３６９∗∗ ３６７∗∗∗ ３６７∗∗

公务会议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１∗∗ ３６１∗∗ ３７０∗∗∗ ３７０∗∗∗ ３５７ ３５７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６６∗∗∗ ３６６∗∗

商务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８ ３４８ ３５１∗∗∗ ３５１ ３６０∗ ３５７∗∗ ３５３∗∗∗ ３５３

科技交流 ３５５∗∗ ３５５∗ ３６２∗∗ ３６２∗ ３６７∗∗∗ ３６７∗∗ ３６４∗∗ ３５７∗∗ ３６２∗∗∗

宗教朝觐 ３２７ ３３９ ３２７ ３５３ ３４６ ３３８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观光游览 ３７０∗∗∗ ３７０∗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９１∗∗ ３９１∗ ３９９∗∗∗ ４０８∗∗ ４０８∗

探亲访友 ３６２∗∗∗ ３６２ ３６８∗∗∗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８４
疗养度假 ３７４∗∗∗ ３７４∗∗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８９∗ ３９６∗∗∗ ３８６
公务会议 ３８１∗∗∗ ３８１∗∗∗ ３７３∗∗∗ ３７３∗ ３８４ ３８４ ３７９ ３９８∗∗ ３９８

商务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４ / / / / /
科技交流 ３６３∗∗∗ ３６３ ３７１∗∗∗ / / / / /
宗教朝觐 ３４５ ３５１ / / / / /

　　注:① 标下划线的均值与组内带∗的均值之间有统计学意义．② ∗ 表示００５≥p≥００１,∗∗ 表示００１≥p≥０００１,∗∗∗ 表示０００１≥p≥００００．③

２００８年后商务、科技交流和宗教朝觐不再调查．

２３２　旅游花费水平

旅游花费的多少决定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旅游产品或享受到的旅游服务数量与品质,而旅游产

品与服务的品质优劣又将影响旅游者的服务质量评价．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间,城镇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从

５９９８元增加到８８３元,同期他们对旅游服务整体服务质量感知评价均值从３３５提升到３９２,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５)也表明,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与其旅游花费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

随着人均旅游花费的逐年增加,旅游者有能力享用到更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其对旅游服务质量的感

知评价也会越来越好．

２３３　旅游产业要素的持续优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旅游产业迅猛发展,旅游接待设施规模迅速扩大,满足旅游者需求的

能力不断增强．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间,我国的旅游星级饭店从２７２４家增加到１３９９１家,旅行社从３９９５家

增加到２２７８４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从１１９家增加到２０８家,国家级森林公园７４７个．新推出国家地质公

园１４４个,国家水利风景区４２３个,AAAA级旅游区７８６个,AAAAA级旅游区１００余个,全国工农业旅

游点６３０个．与此同时,涉旅部门在确保旅游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旅游服务质量能得到同步提升,先

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规范旅游产业要素发展的国家标准、部门标准或行业标准,这些标准的施行不仅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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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旅游产业持续快速的发展,而且全面优化了旅游服务质量,成为影响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服务整体质量

和旅游要素服务质量评价的主要因素(表５)．
表５　城镇居民服务质量感知评价与人均旅游花费、旅游产业要素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人均旅游花费 旅游星级饭店 旅行社 国家级旅游景区

服务质量感知评价 ０８６９∗∗ ０９６２∗∗∗ ０９４２∗∗∗ ０８９５∗

　　注:∗ 表示００５≥p≥００１;∗∗ 表示００１≥p≥０００１;∗∗∗ 表示０００１≥p≥００００．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　论

１)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服务质量的认可度非常高且逐渐趋于一致．

２)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整体质量及其要素服务质量的赞许性评价逐年提高,但对各要素服务质量的

赞许性评价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说明我国旅游产业要素服务质量仍然参差不齐．

３)均值比较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职业背景、出游目的等个体特

征对城镇居民的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旅游花费水平和旅游产业要

素的持续优化对其旅游服务质量感知评价具有显著影响．

３２　建　议

１)进一步优化旅游产业要素,全面提升服务质量．① 进一步强化和优化旅游产业的相关规范与标准,

使旅游行业服务有章有循,推动旅游产业快速有序的发展,确保旅游服务质量持续改善;② 在继续改善旅

游景区、旅游交通等领域的服务质量的同时,全力提升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购物和导游服务的质量,

努力缩小旅游产业要素服务质量之间的差距,从而全面提升国内旅游服务的整体水平,方能赢得更多城镇

居民的赞许．

２)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努力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

价水平,除旅游行业持续改善服务质量外,还需要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不断增加国民的收入,使他

们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提高城镇居民对旅游服务质量的感知评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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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UrbanResidentsPerceptionand
EvaluationofDomesticTourismServiceQuality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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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urismservicequalityevaluationisapivotalfactorwhichinfluencestouristsconsumerbehavＧ

ior．ThispaperusesthebasicdatainTheSamplingSurveyDataofChineseDomesticTourism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andTheSamplingSurveyDatumofChineseTourism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andtheauthorsowninvestiＧ

gationtoquantitativelyanalyzedomestictourismservicequalityperceptionofurbanresidents．Theresult

indicatesthaturbanresidentsacceptancedegreetodomestictourismservicequalityisveryhighandtheir

laudatoryevaluationisincreasingyearbyyear,butobviousgapsexistinqualityevaluationofcatering,acＧ

commodation,traffic,tourguide,scenicspots,shoppingandentertainmentservices．TheindividualcharＧ

acteristicsoftheurbanresidentsintheirage,educationalbackground,familyincomelevel,occupationand

tourism motivationhaveconsiderableinfluenceontheirevaluationoftourismservicequality,andtheirperＧ

capitatourismexpenditureandcontinualimprovementoftourismenvironmenthavesignificantinfluence．

Keywords:urbanresident;domestictourismservice;qualityevaluation;influencing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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