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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各国人民对大气污染问题都愈发关注，这种意识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入境旅游决策也包括在内。

学者们关注到这一问题后，相继开展了多视角、多情景下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论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总结出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而展望未来的研究，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较大的助益。

$EVtUac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air pollution, and this awareness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life, including outbound travel decisions. After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scholars have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researc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situations,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combs these research results,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then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which is of great help to the follow-up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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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短期内，雾霾天气形象会影响到入境旅游人数与入境旅

游收入。从长期来看，入境旅游游客人数的降低，使得潜在

入境游客更加难以获得真实的入境旅游体验并据此做出入

境游决策，口碑效应在入境游决策过程中的正向作用进一步

下降，固有的雾霾天气形象在入境游决策中的负面影响将

进一步提升，从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入境旅游业务

逐渐萎缩。学者们关注到这一问题后，相继开展了多视角、

多情景下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论文对这

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出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进

而展望未来的研究，将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较大的 

助益。

2 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2.1 数据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
数据是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数据的质量保证实证研究

结果的准确性与实证研究意图的正确实现。数据的质量需要

从数据的相关性、数据的有效性与数据的时效性三方面去加

以保障。数据的相关性确保了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与实证研究

目的相匹配的，不相关的数据即使数量再多也无法推动实证

研究的有效开展。数据的有效性则保证了数据的指向性、数

据的涵盖范围都符合实证研究的需要。数据的时效性确保了

数据是最新的，并不是滞后于研究需要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中，很多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调查问卷的各部分都

是基于相关文献编制的。这些文献均发表在高级别期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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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大多数学者的一致认同，这保证了基于问卷调查所获得

的数据与研究的相关性。很多研究中的数据搜集是专门针对

该项研究需要而开展的，因此数据的时效性可以满足研究的

要求。但是，困于技术、经费等方面的限制，绝大多数研究

未能编制具有同等效度、信度的多国语言调查问卷，也未能

在更多的国家与地区投放调查问卷，因此数据的指向性与数

据的涵盖范围还存在欠缺，对实证研究结果的精准性带来一

定程度影响，需要在雾霾天气影响入境旅游意愿形成这一细

分领域内的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提升。

2.2 需要更多地融合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

现阶段，很多领域都出现了融合研究的趋势。管理学研

究领域亦不例外。在管理学研究中，愈来愈多的研究与心理

学领域、行为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加速融合。具体到旅游管理

研究范畴，计划行为理论、同群效应理论等心理学领域、行

为学领域的前沿理论不断被引入旅游管理之中来，有力地促

进了旅游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在雾霾天气影响入境旅游意

愿形成这一细分领域内，学者们也逐步将心理学领域、行为

学领域中的相关理论加以引入，并据此展开了实证研究。但

是在大多数的已有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在一些问题的研究

过程中，还可以再进一步融合其他的心理学领域、行为学领

域的前沿理论，这可能会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理论逻辑演绎，

更好地构建实证研究模型，更为明晰地阐释实证研究结果。

这也是雾霾天气影响入境旅游意愿形成这一细分领域中后

续研究要进一步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

2.3 需要更多地应用适用的计量方法

前沿理论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理论逻辑演绎，更好地构建

实证研究模型，更为明晰地阐释实证研究结果。但是这些都

需要适用的、先进的计量方法去加以实现。在已有的研究成

果中，也采用了不同的计量方法。学者们利用倾向值匹配

方法确保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利

用 Logistic 回归探究了雾霾天气形象影响入境旅游意愿形成

的净效应；利用交互项分析方法分析了性别、年龄、个人收

入、教育水平、旅游目的、旅游经历、资源禀赋等因素与雾

霾天气形象的交互影响以及最终对入境旅游意愿形成的综

合作用。但是，伴随着该领域的研究推进，我们认为还有可

能采用更多的适用计量方法，如断点回归分析、数据拟合等

方法，这些方法也是在后续研究中学者们需要加以合理应用

的计量技术。

2.4 需要进一步优化项目的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一项研究的灵魂，直接关乎到研究能否顺利

开展，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稳定性、可靠性，研究目的与意

义能否真正实现。但是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我

们发现很多研究成果在研究设计过程中还存在可以继续优

化的环节，如对调查数据获得性难度的预估不足，对计量研

究方法适配性考虑不周等问题。这些问题也进而导致了研究

计划完成的延迟、不得不采用不甚理想的替代方法等情况。

希望学者们吸取这些研究成果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

雾霾天气影响入境旅游意愿形成这一细分领域的后续研究

中优化研究设计，为后续研究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3 未来研究的展望

3.1 实现研究方式的多元化

科学研究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方式与观察研究方式。由于

实验研究方式有坚实的理论逻辑，所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

多是采用实验研究方式。而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方法所

限、伦理道德问题等原因，多是采用观察研究方式。观察研

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但是其自

身也有着无法克服的问题。例如，由于观察研究方式无法在

样本抽取时实现真正的随机性，因此在因果关系研究中存在

着天然缺陷。近年来，伴随着实验研究方式新一阶段的发展，

实验研究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可操作性有了明显提升，

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愈发凸显，愈来愈多的社会科学

研究者采用实验研究方式展开相关科研工作。旅游管理领域

中，也已经有学者采用了实验研究方式，并取得了具有一定

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希望在雾霾天气影响入境旅游意愿形

成这一细分领域内，后续相关研究可以通过研究设计将观察

研究方式与实验研究方式更好地加以融合运用，推动研究目

的与研究目标的更好实现。

3.2 研究要更加贴合现实的研究背景

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问题的解决、研究的目标、目的

与意义都是基于研究背景而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研究背景是开展研究的土壤。一旦脱离了现实的研究背景，

研究的目的、意义就将大大降低。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无论

是中国范围内，还是世界范围内，新冠病毒疫情都是一个极

为现实又不可回避的研究背景。具体到中国，我们在开展旅

游管理领域的研究时，必须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间中

国国家形象的变化、后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入境旅游面对

的问题及特点等现实研究背景，并将这些现实研究背景融入

到研究之中，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旅游管理相关研究过程中，

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结论的阐释，相应对策、建议、措施

的提出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3.3 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

管理学领域中，已有文献中的实证研究多是采用计量经

济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有坚实的理论逻辑，推动了管理学

领域的发展。但是计量经济学方法多数要求采用随机抽样，

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随机抽样，大多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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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便抽样代替随机抽样，这就降低了实证研究结果的准确

性与稳定性。一些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被提出，在管理学领

域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去获得接近于实

验研究的比较分析结果。大数据技术目前已经愈发成熟，应

用的场合也愈来愈多。大数据技术可以弥补计量经济学的一

些不足，能以更接近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取数据，增大样本容

量。大数据技术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融合趋势也愈发明显，

已有学者做了这种研究尝试。希望学者们在雾霾天气影响入

境旅游意愿形成这一细分领域内的后续研究中也能更好地

融合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大数据技术，从而提升研究结果的准

确性、稳定性与普适性。

3.4 提升建议、对策与措施的实操性

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出建议、对策与措施，用以解决

实际存在的问题。但是管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一个通病，基

于研究结果提出的建议、对策与措施较多的是面向宏观层面

的，缺乏针对性，落地较难，实操性不强。在雾霾天气影响

入境旅游意愿形成这一细分领域中，已有学者结合了自然旅

游景观禀赋以及文化旅游景观禀赋、旅游住宿、旅游交通、

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展开研究，因此研究较为贴合

具体情景现状，从微观层面提出的建议、对策与措施较具针

对性，较为具体化，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更具实操性。但是这

距离建议、对策与措施的落地尚有差距，还需要在相关细分

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切实保证提出的建议、对策与措施

具有真正的实操性，这也是雾霾天气影响入境旅游意愿形成

这一细分领域内后续研究要努力的方向。

4 结语
世界各国人民对大气污染问题都愈发关注，这种意识已

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入境旅游决策也包括在内。学

者们关注到这一问题后，相继开展了多视角、多情景下的研

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论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

梳理后发现，已有研究存在诸如数据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

需更多地融合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需更多地应用

适用的计量方法、需进一步优化项目的研究设计等不足，并

进而提出了实现研究方式的多元化、研究要更加贴合现实的

研究背景、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提升建议、

对策与措施的实操性等未来研究的展望，希望本文能助益于

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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