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52023 年第 6 卷第 07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法与应用

游客风险感知对民宿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
张译匀　聂美娟　莫洋洋　邓　巧

（桂林旅游学院与酒店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1006）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影响

民宿消费者风险感知的因素，团队通过收集 430 份问卷，运用

SPSS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服务质量风险、身体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设

施风险、功能风险等风险感知维度均与民宿消费意愿显著相关；

（2）风险感知与民宿消费意愿呈负相关关系，风险感知越高，民

宿消费意愿越低；（3）心理风险维度与民宿消费意愿相关性最强，

最能影响民宿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研究有助于民宿业主抓住提高

并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点，降低游客风险感知，提高游客消

费意愿，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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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游客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

识，并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的影响。

而游客风险感知指的是，游客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实际发生危险

的可能性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相关学者都对该概念有所划分，

例如在从丽等多人的研究中，将其分为体验质量、舒适性和身体

安全 3 个维度等。但目前的研究视角没有关注到游客为主体的风

险感知，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游客风险感知对民宿消费意愿的影响，

参考姚延波的游客风险感知的 7 个维度来进行调查和分析。本研

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一步提高游客的民宿消费意愿，帮助

民宿经营者增加收入。

（二）民宿消费意愿

消费意愿是指消费者从事特定消费行为的主观几率的高低。

在文献搜索中，民宿消费意愿的相关研究较少，多侧重于影响消

费者对民宿消费意愿的因素以及某些因素与民宿再次消费的关系。

在旅游领域中，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主要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消

费者首次消费与重复消费的可能性，二是消费者在参与旅游之后

的宣传意愿。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民宿消费意愿分为两部分：一

是自身愿意购买民宿产品和服务，二是愿意向他人推荐该民宿。

二、问卷设计与收集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意见法设计游客风险感知维度调

查问卷。问卷分为游客对旅游的态度、游客风险感知、民宿消费

意愿、人口基本统计信息等四部分。为了降低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

问卷引言部分向受访者说明这是一次匿名调查，且数据仅会被用

于学术研究。问卷发放的具体步骤是：（1）询问身边的潜在旅游

消费者，并提出问卷数据收集意向，如果同意的话就可以进行数

据收集。（2）身边的潜在旅游消费者可以将该问卷分享给自己的

朋友们进行填写。（3）在网络上发表推文，让旅游爱好者填写问

卷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进一步收集问卷数据。团队在 2023 年 2 月至

4 月完成问卷数据收集，剔除无效问卷 10 份后，最终得到 430 份

有效问卷。

三、结果分析

（一）信效度分析

借助 SPSS26.0 软件，本研究对游客风险感知，民宿消费意愿

量表的信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游客风险感知以及民宿消费意

愿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 0.954，0.807，均超过 0.7 且远大于 0.7，

因此，本研究问卷调研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通常还需要考察量表的取样适切性量

数（Kaiser-Meyer-Ollkin，简称 KMO），用以检查变量间的相关性。

KMO 值越接近 1，各题项越适宜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KMO 为

0.955，大于 0.6，且显著性数值低于 0.0，说明该调查问卷适合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各题项的公因子方差在 0.446-0.751 之

间，说明各题项和共同因素的关联较为紧密。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整理本次问卷收集的数据结果，对填写本次问卷的受访

者背景进行基本的统计说明。参与本研究问卷调查的男女比例相

对均衡，分别为 44.2% 和 55.8%，问卷涉及被调查者的年龄范围

覆盖较广，小于等于 20 岁到 31-40 岁年龄范围的人数占比达到

87.6%，整体偏向年轻，其中本专科学历达到 67.4%，职业以学生、

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职员、教师为主。月收入样本数据主要集

中在 3000 元以下，占比达到 55.6%，3000-5000 元与 5000 元 -8000

元分别占比 17.9%、17.0%，8000 元以上少量占比。家庭情况则主

要以未婚或已婚有子女为主，占比达到 81.8%。

（三）相关性分析

通过 SPSS26.0 进行相关分析，研究游客风险感知与民宿消费

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用 Pearson 系数表示相关情况，结果显示，

游客风险感知的七个维度均与民宿消费意愿呈现出 0.01 的显著性，

相关系数为 -0.133、-0.164、-0.167、-0.207、-0.185、-0.155、-

0.133，说明游客风险感知与民宿消费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其中，心理风险与社会风险最为显著，通过相关分析明确了游客

风险感知和民宿消费意愿之间的相关方向以及相关程度。

（四）回归分析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探究游客风险感知与民宿消费意愿之间的

因果关系。结果显示，VIF<5，样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徳宾 -

沃森为 1.853，接近于 2，说明样本独立性非常好。显著性系数

均小于 0.05，互相显著影响。通过个案诊断未发现异常数值，因

此根据数据得出回归模型，民宿消费意愿 =2.886+0.041× 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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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风险 +0.004× 身体风险 +0.044× 财务风险 +0.185× 心理风险

+0.121× 社会风险 +0.007× 设施风险 +0.081× 功能风险。综上，

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游客风险感知与民宿消费意愿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其中心理风险对于民宿消费意愿的影响最大。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资料查询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了基础数据和资料，以

游客为研究对象，以风险感知理论为研究理论，探索游客风险感

知对民宿消费意愿的影响。经实证检验，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 游客风险感知对民宿的消费意愿的显著相关。通过多个维

度与民宿消费意愿的相关系数的分析得出游客风险感知与民宿消

费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即游客风险感知越强，民宿消费意愿越弱。

在回归分析当中分析得出，游客风险感知的回归系数为（β=-

0.206，p<0.01），当游客风险感知每增加 1 单位，对民宿的消费

意愿就减少 0.206 个单位。综上，游客对于服务质量、身体、财务、

心理、社会、设施、功能等方面考虑越多，风险感知越强，选择

消费民宿的意愿就越弱。

2. 在游客风险感知的多个维度当中，心理风险对游客对民宿

消费意愿的影响最大，游客认为民宿与酒店集团提供的产品及服

务存在一定差距，尤其在安全方面，消费者更加相信酒店集团的

标准化服务。并且在本研究的相关分析当中，团队根据游客风险

感知的不同维度与民宿消费意愿的相关性大小，得出规律，游客

风险感知对民宿消费意愿呈现过程性，影响最为强烈的心理风险

与社会风险决定了游客是否要进行外出旅游，并且根据数据调查

显示，有意愿入住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民宿的人占 73.48%，注重安

全管理的民宿会更加吸引游客，激发游客消费意愿。

3. 游客对于民宿产品的风险感知呈现多样性，服务质量、身

体健康、财务、心理、社会、设施设备、功能等多个维度的风险

感知既体现出游客对于新时期民宿消费有了更高的要求，民宿对

员工的安全管理，对于设施设备的检查是否全面，防护是否到位

以及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乱收费多收费等现象都会影响游客的消

费意愿，又体现了消费者对于民宿这一行业的需求。

（二）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结论总结，影响游客对于民宿消费意愿的

风险感知是多维度的，其中心理风险与社会风险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对于有效提高游客对民宿的消费意愿，具体对策与建议如下。

1. 制定政策法规，构建民宿安全管理评价体系

新时期文旅行业迎来复苏，亟需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

办法，民宿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民宿的规模与提供的服务品

类参差不齐。为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一要规范民宿的经营行为

和安全管理，明确责任和义务；二要加强监管力度，定期检查和

评估民宿的安全管理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安全隐患；三是要建

立投诉和举报机制，及时处理民宿安全管理方面的投诉和举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行业需要不断构建和完善民宿安全管理

评价体系，通过等级划分与评价，规范民宿经营、管理、服务模式，

提高民宿品质与服务质量，降低健康、安全风险，提升民宿消费

体验，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2. 开发康养民宿产品，促进民宿业振兴乡村

根据调查分析显示，消费者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感知尤为重

要，康养民宿的概念也不断凸显。因此，为满足消费者对于民宿

健康安全的高标准，高要求，民宿首先要加强自身安全管理方面

的管理力度，保证好民宿的卫生环境。在民宿产品方面，地方特

色与体验项目是民宿主要卖点，同时设计低碳绿色，以人为中心，

从消费者健康角度设计民宿，加强对周边生态文化整合利用的力

度，发展产品体验个性化，文化主题化，打造吸引游客的民宿健

康养生文化。

3. 优化民宿营销渠道内容，消除游客社会心理顾虑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人们的心理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感知

对于民宿消费意愿的影响最为明显。外出旅游的安全问题始终存

在，并且亲朋好友的意见也会对旅游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民宿

一是要增强宣传意识，加强宣传内容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安全健康，

高质量管理方面，突出宣传民宿基础设施，让游客迈出心理上的

第一步；二是优化营销方式，利用数字营销发展社群宣传渠道，

挖掘潜在顾客；三是加强与旅游相关平台的合作，积极参与各类

旅游推广活动，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让更多的客人了解到民宿

的优质服务和安全保障措施。

4. 提升服务质量，完善安全管理

游客对于民宿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更加注重服务体验与性

价比，民宿方面的规范标准尚未广泛实施推广，民宿要脚踏实地，

积极应对，提高员工的稳定性，提高自身内外在品质，服务一直

是酒店以及民宿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服务方面民宿管理者要树

立起“主人翁”意识，做到服务温情化，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服务，

高品质的服务是民宿竞争的软实力，对于吸引游客和影响游客选

择以及二次消费等都起到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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