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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线自行车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研究

———基于 ＡＱＡＬ理论视角

王 浩１，２，李立华１


，雷若然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山区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川藏线自行车骑乘是一项艰辛耗时的旅行活动，近年来却始终为广大骑乘者所热衷，骑乘者的动机、体验

在既有研究中多有探讨，但骑乘者深层次的获益感知仍缺乏系统剖析。为探析骑乘者的感知获益特征与规律，文

中基于 ＡＱＡＬ模型四象限框架，利用爬虫程序采集 ４７篇 ３１８川藏线自行车骑乘网络游记，结合扎根理论和文本分

析方法对骑乘者感知获益展开概念模型构建、感知元素提炼与维度关系评价。结果发现：（１）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

模型包含身体获益、心理获益、文化获益和社会获益 ４个维度及 １３个子范畴；（２）骑乘者感知获益元素共聚类为 ４

类，“坚持”“骑友”“信仰”“身体”是骑乘者感知印象最为深刻的 ４大元素，元素与维度呈现一体两面关系；（３）感

知获益以个人化、内生性、四元共生性为典型特征，且无论是内在／外在视角还是个体／群体视角下，心理感知获益

均较突出，“感受”与 ４大元素两两共线后构成稳定的“钻石”状语义网络结构。研究初步界定了骑乘者感知获益

概念，提取出身体获益和文化获益两个新的非物质感知维度，可对旅游感知研究提供思路启示和可能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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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３１８国道川藏线以其绝美壮丽的自然

景观和多元神秘的民族文化，吸引众多自行车骑乘

者前往
［１］
。同时，川藏线也是一条著名的高风险旅

游线路，骑乘者自成都出发，骑行耗时约 ２６～３０ｄ，

常历经逆风、暴雨、冰雹等恶劣天气及滑坡、泥石流、

崩塌等地质灾害，加之高寒缺氧、交通事故频发等多

种威胁，沿途中等危险以上里程达到总里程的

７１７％［２］
。漫长艰辛的旅程给予自行车骑乘者极

大的身心折磨和精神享受
［３］
。有研究表明，川藏线

骑乘等远距离骑乘活动不仅可带来视觉享受与感官

愉悦，还可扩展视野阅历、培养环保意识
［４］
、增加人

际互动
［５］
，并且与朝圣、背包客等其他道路旅行类

似，其能够充分激发骑乘者对道路、身体、情感及环

境等方面的强烈共鸣与深度感知
［６］
，有助于其获得

主观幸福感
［７］
、自我认同与地方认同

［８］
、“自我存

在”意义
［９］
等多重效益，甚至被骑乘者称之为人生的

“过渡仪式”
［８］
。因此，系统剖析骑乘者深层感知获

益，并构建感知获益概念框架，对洞察远距离骑乘者

的个体绩效以及探索旅游的深层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感知获益一般指旅游者对旅游非物质获益

的认知评价
［１０］
。回顾已有文献，既有研究多将旅游

者感知获益作为感知价值的前因或中介变量，引入



① 笔者以“川藏线 ＋骑行”作为主题关键词，分别在百度贴吧（骑行西藏吧、川藏线骑行吧等）、骑行圈（ｗｗｗ．ｑｉｘｉｎｇｑｕａｎ．
ｃｏｍ）、马蜂窝、磨房网（ｗｗｗ．ｄｏｙｏｕｈｉｋｅ．ｎｅｔ）等骑行游记发布平台进行游记检索后发现，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７日，共检索到相关
游记 ５６５４篇（其中，百度贴吧 ５１３２篇、骑行圈 １６５篇、马蜂窝 １５７篇、磨房网 ２００篇）。此外，仅“骑行西藏吧”，关注人数已达
１９９５０１人，累计发帖达 ４３２４６９条。

结构方程模型对相关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检

验
［１０－１３］

，较少考虑感知获益（偏重精神、意义及文

化等非物质层面的价值，与价格、属性及功能等物质

实用价值相对）与感知价值（感知成本与感知获益

相较后得出总体评价）乃至感知收益（常与感知风

险对应，更多地发生在经济收益层面）等概念间混

淆问题，也缺乏运用含有大量骑乘者真实感知信息

的丰富网络游记①，进行骑乘者感知获益质性分析

的尝试；同时，除张安民归纳过旅游地居民的经济、

社会文化和环境３种侧重物质层面的感知获益类型

外
［１４］
，鲜有研究对旅游者感知获益的概念、非物质

获益维度等进行系统理论建构。而脱胎于整合心理

学（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 ＡＱＡＬ理论（ＡＱＡＬ为 Ａｌｌ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ｓ，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的简称），运用“四象限”框架

解释宇宙存在的思维方式严谨而深刻，也启发我们

需重新考量作为意识重要功能的感知问题
［１５］
，即旅

游者感知可能存在其他非物质获益的事实。

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对 ＡＱＡＬ理论进行简介，同

时以４７篇川藏线骑乘者网络游记为数据材料，运用

扎根方法初步构建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再采

用文本分析方法识别出感知获益维度具体元素；最

后尝试运用 ＡＱＡＬ理论对骑乘者感知获益语义网络

进行解读，厘清感知获益各维度间关系，以期进一步

夯实感知获益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旅游者感知研究

提供可能的创见。

１　ＡＱＡＬ理论概述

基于全观视域和整合之道解释和分析宇宙空

间、人类社会存在是整合心理学关注的核心议

题
［１５］
。在整合理论框架下，威尔伯借用“全子”

（Ｈｏｌｏｎｓ）来表征既是整体也作为部分的宇宙任一存

在
［１６］
，又利用内在／外在和个体／群体两个维度构成

的自我与意识、文化与价值观、社会系统与环境、大

脑与机体“四象限，九层级”ＡＱＡＬ模型（图 １）来解

释“全子”。其中，“大脑与机体”是个体外在（它）

的物理存在、运动、行为等，“自我与意识”则代表个

体内在（我）的思维、心理、观念等
［１５］
；“文化与价值

观”代表群体内在（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意义

和道德准则等，也被称作“文化象限”；而所有的文

化要素则扎根于“社会系统与环境”中，构成群体外

在（它的）有形的、制度化的社会形式
［１６］
。此外，每

个象限之内都有着不同的发展层次，象限内的各个

层次之间符合“包含并超越”的原则：上层具有下层

的所有内容，并且具有自己层面更深刻复杂的内容，

且随着层级的升高，复杂度也逐渐增加
［１５］
。威尔伯

还提出，每个“全子”是否“健康”主要看各个象限层

级的适配情况，如果适配，就是健康的并且可以向更

高的层次超越
［１７］
。此外，四大象限具有“四元共生

性”，呈现相互决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如社会制度

往往会对人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而文化价

值观又会限制个体思想，这种个体思想又会在大脑

身体系统中留下烙印
［１８］
。

图 １　ＡＱＡＬ理论四象限模型［２０］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ｆｏｕｒ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ＱＡＬ［２０］

ＡＱＡＬ理论目前被广泛运用于医学、商业管理、

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并取得多项成果
［１９］
。同时，也被

广泛运用于健康医疗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整合式

营养、整合式伦理、整合式养育、整合式关系、整合式

沟通等多种健康实践方法。ＡＱＡＬ理论用最基本的

整合模式揭示出经验碎片形成整体认知的机理，已

９７３Ｖｏｌ．３９，Ｎｏ．３ 川藏线自行车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研究



成为探索人类认知方式的重要方法论
［２０］
。值得一

提的是，威尔伯在《生活就像练习》中重点提及露

营、度假、远足等其他与自然交流的方法也是重要的

整合式生活练习方法，认为深度放松、玩耍以及在大

自然中度过的自由时光可带来观念改变、辅助决策、

重新“充电”等诸多益处
［２１］
。由此，川藏线骑乘作

为骑乘者与身体、心理、地方文化、沿线他者互动实

践的方式，较符合整合式生活练习的实际旨意，可理

解为 ＡＱＡＬ理论所蕴含的整合思维的一种具体实

践，因而运用 ＡＱＡＬ理论解析骑乘者的感知获益将

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和有效性。

２　研究设计

#"!

　数据来源

研究利用马蜂窝、骑行圈、骑行川藏吧等网络平

台，以“３１８”“川藏线”“骑行”等主题词进行游记检

索，再运用 ＰＨＰ语言编写网络爬虫程序，对主题相

关游记的出发时间、地点、出行天数等游记信息进行

爬取并进行人工筛选：一是剔除带有宣传性质的广

告、旅游攻略、纯图片博文等无分析意义的游记，二

是以“字数 ２０００以上，发布时间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浏览量在１０００次且点赞数为１００以上”为筛选标准

进行游记质量控制。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３０日，共获

取高质量游记 ４７篇，共计 ２５５１６２字，保存为 ｔｘｔ格

式文件。

#"#

　研究方法

第一，扎根理论分析。对游记文本进行反复阅

读、比较，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轴向编码和选择性

编码，最终形成编码结果，对旅游者感知获益维度进

行归纳总结，初步构建旅游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第

二，文本分析。分析借助 ＲＯＳＴＣＭ６软件，该软件集

成中英文分词、词频统计、社会网络语义分析等多项

功能，可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已广泛用于目的

地形象感知
［２２］
、游客感知

［２３］
、景区意象评价

［２４］
等

多个旅游研究领域。文章主要运用其中文分词功能

对高频关键词进行整理，并对游记文本进行语义网

络分析，以方便厘清各维度间的关系特征。

３　感知获益维度的扎根分析及模型构建

$"!

　开放式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的操作原理，首先需对游记文本

进行开放式编码，为确保编码科学性，笔者采取对游

记文本逐句进行特征词提取的方式形成初始代码。

开放式编码共历经三轮，首轮编码对３０篇游记进行

分析，共形成５６２个初级代码，鉴于特征词提取所提

选的代码存在较多相似，第二轮编码对首轮编码结

果合并整理，共归纳出４８１个代码，最后一轮对剩下

的１５篇游记进行编码以检验现有编码饱和性，最终

共得到有效编码 ４４７个。其中，两轮编码相同代码

为３８４个，内部一致性为 ８６％，满足 Ｍｉｌｅｓ提出的内

部一致性需大于 ８０％的编码要求［２５］
，最后就以上

代码做进一步提炼，形成 １３个初始范畴，实际提取

过程如表１所示。

$"#

　轴向编码

轴向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后形成的初始范畴进

一步聚类
［３２］
。按照轴向编码要求，研究者需就尚无

联系的各独立范畴进行语义、类属等的划分，以提炼

出更大的范畴类别。本研究对比网络文本资料，将

１３个初始范畴展开反复比较，最终归纳出 ４大主范

畴，并列出初始编码次数，结果详见表２。

表 １　开放式编码举例

Ｔａｂ．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ｏｐ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原始语句示例 代码 初始范畴

身体比以前强壮多了，回来后养成了每周骑行的习惯 身体、强壮 身体素质

骑行带给我的改变是由内而外透出的自信，这种自信是毋庸置疑的 改变、自信 自我效能感

回头的代价不小，回头就是一无所获，前进才是希望 回头、前进 价值观教育

视野更开阔了吧，心胸更广大了，更会包容他人 视野、包容 视野阅历

那些信众“磕长头”的场景真的令人心生敬佩 磕长头、敬佩 文化敬畏

整个人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感受不到这么多生活的乐趣 心态、乐趣 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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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轴心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其关系

Ｔａｂ．２　Ｍａｉ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ｃｏｄｉｎｇ

主范畴 初始范畴 编码次数 范畴含义

身体感知获益

身体素质 ２４
骑乘者身体机能的增强，如：睡眠质量、心肺功能、肌体耐力等方面的提升以及疾病罹

患次数的减少等

身体意识 １９
骑乘者身体意识提升，表现为更加了解身体感受、悦纳身体以及规律作息、锻炼增多等

有益健康的活动增多

心理感知获益

自我认同 ５１ 骑乘者自我认同、自我肯定等自我价值感知显著增强

愉悦感 ４２ 骑乘者情绪水平提升，可感受到更多愉悦

成就感 ３７ 骑乘者因自己的旅游经历而感到愉快和成功

自我效能感 ３１ 骑乘者对自己各方面能力充满信心

意志独立性 ２３ 骑乘者意志不易受他人的影响，坚定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文化感知获益

文化认同 １８ 骑乘者领略到川藏线沿线文化底蕴，产生对西藏少数民族文化的依恋、肯定等情感

文化敬畏 ２３
骑乘者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神秘与神圣对心灵的洗涤，产生对其文

化的敬畏感

价值观教育 １５
骑乘者接受到同伴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等正向价值观的洗礼，获得的一种积极文化教

育效益

社会感知获益

视野阅历 ２６ 骑乘者在个人知识、视野阅历等方面的提升

人际关系 ２９ 骑乘者学会与家人、亲人、朋友或陌生人融洽相处

社会责任感 ２４ 骑乘者产生遵从社会规范、积极履行环保义务等社会责任

合计 ３６２

$"$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分析中获得核心范畴

的关键性步骤，该过程主要将轴向编码所得主范

畴进行逻辑脉络的梳理，从而确定最高层次的核

心范畴。依此原则，本研究在该阶段初步梳理得

到核心范畴为川藏线骑乘者感知获益。由此可构

建以川藏线骑乘者感知获益为核心范畴，身体感

知获益、心理感知获益、文化感知获益以及社会感

知获益为主范畴的骑乘者感知获益模型（图 ２）。

骑乘者感知获益模型为四象限结构，“骑乘者”作

为感知主体位于四象限核心位置，两种视角（内

在／外在与个体／群体）将骑乘者感知获益划分为

四个象限，构成模型主框架。由此，川藏线自行车

骑乘者感知获益即可被认为是骑乘者对旅游活动

所产生的身体、心理、文化及社会 ４方面个体非物

质效益的感知和评价。

具体而言，身体感知获益指骑乘者获得的身体

机能方面的效益，以及身体感受能力、健康观念等方

面的精进与完善。身体感知在旅游者感知中最为直

图 ２　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观和明显，在沿途恶劣的骑行条件下，骑行者需同时

调动多个感官，踩踏、握把、锁向、呼吸调整等多个动

作同时进行，这使得旅游者习惯关注身体体验，并由

关注自己的感官舒适、动作节奏、运动频率，逐渐上

升至对身体意识及生命健康等更加宏观层面的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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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资料来源：“放肆青春，勇敢逐梦———３１８川藏线之行”游记，ｈｔｔｐ牶／／３６０．ｍａｆｅｎｇｗｏ．ｃｎ／ｔｒａｖｅｌｓ／ｉｎｆｏ．ｈｐ牽ｉｄ＝２０１９２０７牞２０１９－０９－２７．

　　心理感知获益，指骑乘者在自我与意识方面的

成长与发展，包括愉悦感、成就感、自我效能感、意志

独立性５个子范畴。骑乘者在旅游之后，身体痛苦

记忆往往快速磨灭，而骑行过程中的人车合一、时间

感与疲惫感消失等酣畅淋漓的愉悦体验却历久弥

新。骑乘者大多认为骑乘体验是自我沉淀的重要方

法，其在时空转换中获得心理疗愈，更有甚者将骑乘

川藏线视为人生的“分水岭”和“过渡仪式”，认为通

过苦难历练与自我反省，可寻找到自我认同和自我

价值，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感等方面明显提升。

文化感知获益，指骑乘者获得的文化与价值观

方面的精神增益，如文化认同、文化敬畏、价值观教

育等。在骑乘活动中，骑乘者受到藏区少数民族厚

重神秘的佛教文化和朝圣行为感染而产生文化认同

和文化敬畏，同时团队结伴骑行过程中队友间互帮

互助，彼此也可获得价值观关照与团队精神教育。

社会感知获益，指骑乘者通过与旅游社会系统

与环境的接触，获得视野、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理

念等方面的促进和提升，包括视野阅历、人际关系、

社会责任感等子范畴，这是由于骑乘者多习惯结伴

而行，在艰苦的骑乘环境下互帮互助，可感受到团队

的归属感与友谊的可贵，且在沿途陌生人的鼓励和

认同中，可强化其对于社会的情感依恋与对家人和

朋友乃至社会的心理依附。

值得注意的是，受环境复杂性及自身感知能力

等因素影响，人的感知往往并不纯粹，即４类感知获

益范畴间并没有明显界限，而是具备共生性特征，一

种感知的出现往往伴随其他感知的产生。这可从旅

游者游记表述中窥知一二，如有游记提到“骑车爬

山已经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每次登顶前都会经历体

力的透支，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最后几公里的

畅快体验，那是一种完全感觉不到累的状态，浑身轻

松，心里说不出的满足，一直延续到登顶，感觉山好

像就是我，山在一点点长高，这时总是忍不住拍很多

照片，好想和朋友们分享我的快乐，真的太享受、太

幸福了。”②

４　骑乘者感知获益维度元素提炼

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在感知事物时会不自觉地

寻找一个或几个关注点，而忽略没有吸引力的其他

元素
［２６］
。因此，骑乘者着墨较多的内容往往代表着

其感知获益的关键元素。运用 ＲＯＳＴＣＭ６整理出频

次排名前１００的游记高频词，剔除“他的”“怎么”等

无关无意义的词汇，合并“自信”“信心”等相近词，

此外，“川藏线”“川藏”等目的地背景词频次虽高，

但无法笼统归属到各获益主范畴中，故也做删除处

理，最终归纳出骑乘者感知获益高频词共计 ８２个，

对其进一步聚类可得到骑乘者感知获益高频词聚类

（表３）。

从表 ３可见，骑乘者感知获益高频关键词共可

聚类为５类，分别为感知行为、身体感知、心理感知、

文化感知与社会感知。其中，感知行为与上述模型

中的核心范畴川藏线骑乘者感知获益相对应，主要

以“感受”“享受”等感知活动与“规则”“生命”“未

来”“无限”等感知对象为代表，这些高度抽象词凸

显出骑乘者感知内容具有主题多元、层次深刻的特

征，但感知行为并不作为单独的一类感知存在，仅表

示感知活动发生的状态，故骑乘者感知获益元素共

可聚类为４类，各词汇的词频反映出骑乘者对感知

获益要素的深刻度。整体来看，“坚持”“骑友”“信

仰”“身体”等词词频较高，均为 ２００次左右；４大感

知主范畴所涵盖的总词频及词量呈现心理感知

（２５７４，４１．５４％）＞社会感知（１４１５，２２．８３％）＞文

化感知（８７０，１４．０４％）＞身体感知（６１２，９．８８％）”

特征；从个体／群体视角而言，骑乘者的个体感知获

益（包括“心理感知”“身体感知”，二者总词频和百

分比为３１８９和５１．４１％）的深刻度远高于群体感知

获益（包括“文化感知”“社会感知”，二者总词频和

百分比为 ２２８５和 ３６．８７％）；从内在／外在视角看，

则呈现内在感知获益（包括“心理感知”“文化感

知”，二者总词频和百分比 ３４４４和 ５５．５８％）高于外

在感知获益（包括“身体感知”“社会感知”，二者总

词频和百分比为２０２７和３２．７１％）的特点。

从感知获益的具体元素来看，心理感知获益方

面，以“坚持”一词词频最为突出，高达 ２８１次之多，

其与“开心”“自我认识”“不怕挑战”等高频词共同

勾勒出旅游者的积极心理面貌，这与川藏线恶劣的

自然环境与艰苦的骑行条件不无关系，大多数骑乘

者在克服重重骑乘障碍归来后，获得心灵成长与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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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骑乘者感知获益高频词聚类表

Ｔａｂ．３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感知类别
高频词类别

频次／次 占比／％
高频词（频次／次）

身体感知 ６１２ ９．８８ 身体（２８５）；锻炼（１６４）；灵活（５４）；保重（３３）；戒烟（２９）；结实（２８）；睡得香（１９）。

心理感知 ２５７４ ４１．５４

坚持（２８１）；成就感（１２１）；自信（１２１）；开心（９６）；自我认识（９５）；期待（９４）；我可以（９４）；

心胸开阔（９１）；不怕挑战（９０）；包容（９０）；看淡（８９）；磨炼（８７）；干劲儿（８６）；自在（８５）；

认同（８５）；不惧（８２）；独立（８０）；成长（６９）；设立目标（６６）；相信（６５）；意志力（６２）；成功

（６０）；能够（６０）；坚强（５９）；自己做（５９）；不放弃（５５）；厉害（５４）；做到（５４）；畅快（４９）；

实现（４９）；渺小（４６）。

文化感知 ８７０ １４．０４
信仰（１９５）；天葬（８９）；寺庙（８３）；少数民族（８５）；佛教（７７）；磕长头（６５）；团队（４４）；敬畏

（３９）；藏民（３６）；经幡（３４）；热情（３４）；信念（３３）；仪式（３１）；团建（２５）。

社会感知 １４１５ ２２．８３

骑友（２４４）；视野（１０６）；友谊（８６）；关心（７１）；珍惜（６９）；阅历（６３）；保护自然（６２）；和谐

（６２）；纯净（５４）；环境（５４）；责任（５２）；同伴（４６）；分享（４６）；当地人（４５）；陌生人（４４）；

游客（４３）；志同道合（３９）；感动（３８）；帮助（３７）；机会（３２）；亲近自然（３３）；见识（３０）；合

群（３０）；一起（２９）。

感知行为 ７２６ １１．７２ 感受（３０９）；未来（９６）；规则（８９）；自然（８７）；享受（７７）；生命（６８）。

变；社会感知获益层面，旅游者更为关注的是“视

野”“骑友”两个要素，川藏线无数自然美景与独特

人文风情交织，并与骑乘者一起“流动”，为骑乘者

带来难忘的视觉饕餮体验；同时，出于安全等因素考

虑，多数骑友选择结伴而行，在旅途中建立的深厚友

谊，也在特定时空作用下被放大，成为骑乘者的记忆

珍藏；文化感知和身体感知获益层面，二者在总词频

及词量上均较小，文化感知方面以“信仰”一词词频

最高，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具有１８００多年前的藏传佛

教历史，孕育出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每年大量信众

沿川藏线，以“磕长头”方式前往拉萨朝圣践行自己

的信仰，骑乘者受此启发，也往往将坚持骑行至拉萨

视为心灵的“朝圣”之旅；身体感知方面的词量最

少，但“身体”一词的词频却高达 ２８５次，骑行者以

身体驱动车轮，流动速度和节奏由自己自由掌控，使

得旅游者对身体释放的疼痛等感知信号格外敏感。

由此可见，感知获益元素是骑乘者感知获益话

语中“重点”，体现为骑乘者游记中多次反复提及的

文本“碎片”———高频词，这些元素表征出骑乘者感

知获益４种类型的内涵和意义，也是感知获益模型

中的１３个子范畴的所指与延伸，而４种类型或者说

４个主范畴则是这些元素词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故

感知获益要素常出现在以文本为表征的话语体系之

中，是骑乘者感知获益模型的“正面”，易被人们分

类和察觉，而 ４个维度则多潜藏在“背面”，隐形地

划分和规定着骑乘者的感知获益要素，二者可理解

为一体两面关系。

５　感知获益维度间的关系

为直观了解骑乘者的感知获益各维度元素间的

语义关系，可运用 ＲＯＳＴＣＭ６绘制骑乘者感知获益

整体评价语义网络图（图３）。图中节点大小代表该
词在语义网络中的中心度，频次、中心度越高，该词

节点也越大。可以发现，“感受”一词代表着旅游者

的感知行为与活动状态，成为该语义网络的主中心；

“身体”“坚持”“骑友”“信仰”分别代表旅游者的身

体、心理、社会、文化４个感知维度，成为较突出的次

中心。此外，在 ４个次中心中，个体／内在象限的交
集———心理感知获益的“坚持”这一节点也较为突

出。根据 ＡＱＡＬ理论，外在认知（包括身体感知、社
会感知）被认为是通过客观经验可以被看到的“表

层”单元，而内在认知（包括心理感知与文化感知）

则必须通过深层次的交流才可被解析
［２６］
。藉由网

络文本，笔者发现骑乘者在心理感知方面较为突出，

骑乘者的感知获益呈现明显的个人化、内生性特点，

即骑乘者透过网络文本表达出的是内在深层认知，

是其通过骑行“自我修炼”、不断自我对话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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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骑乘者感知获益高频词语义网络

Ｆｉｇ．３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精神独白，而不仅仅是对骑乘境遇、感官刺激的浅层

表征。

同时，各高频词还通过连线展现出彼此的语义

关系，连线数值代表二者关联度大小，数值越大、连

线越粗，两者间联系也越强。整体而言，该语义网络

以“感受”为中心呈稳定的“钻石”状结构分布，“感

受”（代表感知行为）与“身体”（代表身体感知）、

“坚持”（代表心理感知）、“骑友”（代表社会感知）、

“信仰”（代表文化感知）两两共线后形成感知获益

钻石状结构的多个切面。其中，联系最为紧密的是

“坚持—感受”（相关度为 ２４０），这是因为川藏线骑

行旅程长达２１００ｋｍ、全程耗时长达２０ｄ以上，对旅

游者身体和意志力的考验较大，心态上的坚持成为

完成骑乘的关键；此外，“感受—骑友”（相关度为

２３５）、“信仰—骑友”（相关度为 １９０）等元素间的相

关度也较高，表明骑乘者身体、心理、社会、文化四大

感知维度作为旅游者感知获益的代表性感知范畴，

维度间的四元共生性特征明显。这与前述列举的游

记内容相一致：骑乘者熟练地踩踏、转向、爬升至山

顶，挑战与技能匹配时的身体会感到非常轻松自在，

心理上也易出现高峰体验（狂喜、激动、时间感消失

等深度愉悦体验），在这种愉悦的情绪体验中，对地

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将更加悦纳和依恋，也更

愿意积极地去结交同伴好友，共同分享登顶的成功

与喜悦。正如 ＡＱＡＬ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感知均

具有身体的、心理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四种特性，它

们相互作用、相互决定，每个象限既是其他象限的原

因，又是其他象限的结果，威尔伯将其形容为“一个

象限受伤，四个象限全都会“出血”
［１６］
。

６　结论与讨论

2"!

　结论

借鉴 ＡＱＡＬ理论四象限框架，结合游记文本数

据，本研究创新提出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既是

对 ＡＱＡＬ理论效度和普适性的再次检验，也填补了

旅游者感知获益研究的部分理论空白。实践证明，

该理论在划分旅游者感知获益维度方面具有天然的

契合性：

（１）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由 ４类感知获益

１３个子范畴构成。基于内在／外在、个体／群体两种

视角可划分出身体感知获益、心理感知获益、文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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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获益和社会感知获益 ４种类别，其中身体感知获

益包括身体素质等 ２个子范畴；心理感知获益包括
愉悦感等５个子范畴；文化感知获益包括文化认同

等３个子范畴；社会感知获益则包括视野阅历等 ３
个子范畴。

（２）骑乘者感知获益元素与感知获益维度呈现
一体两面关系。高频词聚类下的心理感知、社会感

知、文化感知和身体感知４类元素，分别与感知获益

模型的４个维度对应，并以感知获益模型为“体”，
二者构成该模型的“两面”，且这些元素分别可能受

骑行环境、人际互动、地方文化、具身体验等因素

影响。

（３）骑乘者的感知获益以个人化、内生性、四元
共生性为典型特征。心理获益（以“坚持”为代表）

不仅代表“个体”视角，还处于“内在”象限，集成了

二者的突出特征；同时，扎根理论与文本分析结果均

表明，骑乘者的四维度感知获益具有共生性特征，突

出体现为“感受”与“身体”“坚持”“骑友”“信仰”两

两共线后构成稳定的钻石状语义网络。

!"#

　讨论

川藏线骑乘者的骑行实践是对 ＡＱＡＬ理论的重
要实践，是威尔伯提出的整合式生活的重要练习方

法，骑乘者在感受自然魅力的同时，身心得以放松，

对地方、生活、他人的认知和对社会的态度得到改

观，其获益主要可归纳为身体、心理、文化、社会４种

类型的非物质感知获益。这与张安民识别出的旅游

目的地居民感知获益以“经济、环境等物质感知维

度为主”相区别
［１４］
，可能与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

角色差异及停留时长有关，旅游者一般并不以赚取

经济收益为目的，且停留目的地的时间较短。同时，

本研究部分呼应了黄杰等人提出的旅游者体验价值

感知具备知觉性、情感性、社会性与精神性 ４大维
度

［２７］
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旅游者对于非物

质感知获益的重视。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

清晰界定了旅游者感知获益及其具体类型，认为感

知获益是较感知价值乃至感知收益等概念更能代表

旅游非物质绩效的旅游概念；另一方面，研究识别出

旅游者文化感知获益和身体感知获益两种新的感知

类别，这可能与川藏线沿线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及

骑行运动具备强烈具身性等因素有关，同时本文还

对感知获益概念模型展开验证并给出 ＡＱＡＬ视角的

解释，从而更系统地为旅游者感知研究寻找到契合

的分析框架与理论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骑乘者感知获益概念模型的四

个象限并非“封闭”空间，各维度的“主次”关系有待

进一步探究。本研究所建立的概念框架在四个象限

中均留有“余地”（在图１中用省略号表示），用来表

征尚未识别出的各维度子范畴。同时，ＡＱＡＬ理论

认为，认知的 ４个象限为“平行”关系，并不存在主

次之分
［１９］
，因此，各维度节点大小与上述元素词频

可能仅反映出骑乘者对各感知维度印象深刻程度，

各维度是否存在主次之分还有待运用其他旅游案例

和更丰富的样本材料做进一步探究。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对骑乘者的感知获益维

度进行初步划分，整合理论认为意识除象限分类外，

还存在层次、路线、状态、类型 ４个构面的差异［１６］
，

未来研究可从这些方面进一步深化。此外，网络文

本数据仅能反映部分表达意愿较强烈的骑乘者的感

知获益情况，无法凸显未撰写游记的骑乘者感知，后

续研究可采取参与式观察、问卷等方法对骑乘者感

知获益的维度、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评价方法等内

容加以量化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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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４７（６）：６４－７３］ＤＯＩ：１０．

１３７３４／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８

［１０］ＫＩＬＮ，ＨＯＬＬＡＮＤＳＭ，ＳＴＥＩＮＴＶ，ｅｔａｌ．Ｐｌａｃ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ｓａ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２０１２，２０（４）：６０３－６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６６９５８２．

２０１１．６１０５０８

［１１］ＨＡＮＨ，ＨＷＡＮＧＪ．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ｉｎ

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ｏｔ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５：１００－１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ｈｍ．２０１３．

０５．０１１

［１２］郭安禧，张一飞，郭英之，等．旅游者感知价值维度对重游意向

的影响机制———基于团队旅游者的视角［Ｊ］．世界地理研究，

２０１９，２８（１）：１９７－２０７．［ＧＵＯ Ａｎｘｉ，ＺＨＡＮＧ Ｙｉｆｅｉ，ＧＵＯ

Ｙｉ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ｔｅａｍ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Ｊ］．Ｗｏｒ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８（１）：１９７－

２０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４７９．２０１７２７８

［１３］程绍文，张捷，徐菲菲，等．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

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对中国九寨沟和英

国 ＮＦ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０，２９（１２）：

２１７９－２１８８．［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ｏ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ＸＵＦｅｉｆｅｉ，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ｍｐａｃｔ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ａｎｄｔｈｅＵＫｓＮｅｗ Ｆｏｒｅ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ｓ［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２９（１２）：２１７９－２１８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２１／

ｙｊ２０１０１２０００７

［１４］张安民．特色小镇旅游获益感知对居民参与的影响———基于

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５８（１３）：１８４－

１８９．［ＺＨＡＮＧＡｎｍｉ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ｏｗ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ｕｓｔ［Ｊ］．Ｈｕｂｅ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５８（１３）：

１８４－１８９］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８８／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０４３９－８１１４．２０１９．１３．

０４０

［１５］徐卓，彭凯平．全观视野和自我超越———整合心理学理论和实

践综述［Ｊ］．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０，２（６）：３２５－３４１．［ＸＵ

Ｚｈｕｏ，ＰＥＮＧＫａｉ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ｉｆ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２０，２（６）：３２５－３４１］ＤＯＩ：１０．３５５３４／ｔｐｐｃ．０２０６０２５

［１６］肯·威尔伯．万物简史［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１２１－１２２．［ＷＩＬＢＥＲＫ．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２１－１２２］

［１７］肯·威尔伯．整合心理学———人类意识进化全景图［Ｍ］．合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５：７６－７８．［ＷＩＬＢＥＲＫ．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ｏｆ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Ｍ］．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５：

７６－７８］

［１８］肯·威尔伯．性、生态、灵性［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１４－１９．［ＷＩＬＢＥＲＫ．Ｓｅｘ，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１４－１９］

［１９］肯·威尔伯．全观的视野：肯·威尔伯整合方法指导［Ｍ］．北

京：同心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６２－２９５．［ＷＩＬＢＥＲＫ．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ＫｅｎＷｉｌｂｅｒ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ｇｕｉｄ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ｘｉ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２６２－２９５］

［２０］ＥＳＢＪ?ＲＮＨＡＲＧＥＮＳ．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ａｌ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ＥＳＢＪ?ＲＮ

ＨＡＲＧＥ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ｕｎｎ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３３－６１．

［２１］肯·威尔伯．生活就像练习：肯·威尔伯整合实践之道［Ｍ］．

北京：同心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２－９２．［ＷＩＬＢＥＲＫ．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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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ｅｎＷｉｌｂｅｒ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ｘ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８２－９２］

［２２］刘超，胡梦晴，林文敏，等．山岳型景区旅游形象感知研究：基

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黄山网络游记分析［Ｊ］．山地学报，２０１７，３５

（４）：５６６－５７１．［ＬＩＵＣｈａｏ，ＨＵ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ＮＷｅｎｍｉｎ，ｅｔ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ｓｏｒｔ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ｗｅｂ ｔｒａｖｅｌｎｏｔｅｓｆｏ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Ｊ］．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３５（４）：５６６－５７１］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８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８－２７８６．０００２５４

［２３］何月美，邹永广，莫耀柒．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的安全感知研

究———基于网络文本分析［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２８（６）：

２００－２１０．［ＨＥＹｕｅｍｅｉ，ＺＯＵＹ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ＭＯＹａｏｑｉ．Ｓａｆｅｔ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ｕｔｂｏｕ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ｂ

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Ｗｏｒ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８（６）：２００－

２１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４７９．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１８２１３

［２４］蔡礼彬，罗威．基于扎根理论与文本分析的海洋旅游目的地意

象研究———以夏威夷为例［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２８（４）：

２０１－２１０．［ＣＡＩＬｉｂｉｎ，ＬＵＯＷｅ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ｃａｓｅ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Ｊ］．Ｗｏｒ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８（４）：２０１－

２１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４７９．２０１９．０４．２０１８１２０

［２５］靳代平，王新新，姚鹏．品牌粉丝因何而狂热？———基于内部

人视角的扎根研究［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６（９）：１０２－１１９．［ＪＩＮ

Ｄａ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Ｘｉｎｘｉｎ，ＹａｏＰｅｎｇ．Ｗｈｙａｒｅｂｒａｎｄｆａｎｓｓｏ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ｒｏｏ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９）：１０２－１１９］ＤＯＩ：

１０．１９７４４／ｊ．ｃｎｋｉ．１１－１２３５／ｆ．２０１６．０９．００９

［２６］金帅岐，李贺，沈旺，等．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三元交互模型［Ｊ］．情报科学，２０２０，

３８（６）：５３－６１＋７５．［ＪＩＮＳｈｕａｉｑｉ，ＬＩＨｅ，ＳＨＥＮ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ｓｅｒ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８（６）：５３－６１＋７５］ＤＯＩ：１０．

１３８３３／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７６３４．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８

［２７］黄杰，马继，谢霞，等．旅游者体验价值感知的维度判别与模型

研究———基于新疆游客网络文本的内容分析［Ｊ］．消费经济，

２０１７，３３（２）：８５－９１．［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ＭＡＪｉ，ＸＩＥＸｉａ，ｅｔａｌ．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Ｊ］．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３３（２）：８５－

９１］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ｉｂｅｔＬｉｎｅ，Ｃｈｉｎａ：
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Ｑ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ＮＧＨａｏ１，２，ＬＩＬｉｈｕａ１，ＬＥＩＲｕｏｒａｎ１，２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ａｚａｒｄ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ｙｃｌ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ｉｂｅｔｌｉｎｅｉｓａｎａｒｄｕｏｕ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ｔｒａｖｅ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ｉｔ
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ａｐａ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ｙ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ｉ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ｌａｃｋ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ｏｏｒ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
ｃｙｃｌ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ｉｂｅｔｌ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ＡＱＡＬｍｏｄｅｌ，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４７

ｔｒａｖｅｌｂｌｏｇ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ｂｙａｃｒａｗｌ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ＰＨＰ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ｍｕ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１）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１３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２）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ｒ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ｏ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ｉｎ，ａｎｄ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ｅａｍｍａｔｅ”

“ｂ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ｏｕｒ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ｈａｔｒｉｄｅｒｓｈａ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ｅｍｂａｒ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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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ｒ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ｗｈｉｃｈｐｌａｙ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ｕｐａｓｔａｂｌ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ｉｋｅａ“ｄｉａｍｏｎｄ．”Ｔｈｕ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ａ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ｎｄｔｗｏ

ｎｅｗｎ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ｗｅ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ｂ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ｙｃｌｉｓｔ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ａｔｈ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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