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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的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促进防城港市旅游经济发展。 

 

 

 

 

 

 

 

 

 

 

 

 

 

 

 

 

学生签字......................................................指导老师签字............................................................. 



 iv 

目录 

             

              页 

致谢 i 

英文摘要 ii 

中文摘要 iii 

目录 iv 

表目录 viii 

图目录 ix 

 

第 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2 

1.2.1 深化和丰富中国边境旅游的研究体系 2 

1.2.2 促进防城港市边境旅游资源优化 3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3 

1.3.1 研究内容 3 

1.3.2 可能创新点 4 

1.3.3 技术路线 5 

 

第 2章 边境旅游吸引力相关研究综述 6 

2.1 概念整理 6 

2.1.1 边境旅游相关概念整理 6 

2.1.2 旅游吸引力相关概念整理 7 

2.2 边境旅游相关研究 8 

2.2.1 边界效应理论 8 

2.2.2 边境效应对边境旅游的影响 9 

2.2.3 边境旅游的影响因素 10 



 v 

目录（续） 

 

页 

2.2.4 边境旅游合作与目的地管理 10 

2.2.5 边境旅游的特点相关文献整理 11 

2.3 旅游吸引力相关研究 12 

2.3.1 旅游系统论 12 

2.3.2 比较优势理论 13 

2.3.3 游客感知理论 14 

2.3.4 ..IPA分析法 15 

2.3.5 旅游吸引力组成和影响因素 16 

2.3.6 吸引力模型研究 18 

2.4 研究综述 19 

2.4.1 边境旅游研究以定性为主,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 19 

2.4.2 边境旅游集中选取发展较成熟的地区（城市） 19 

2.4.3 没有将边境旅游与旅游吸引力相结合，缺少研究模型。 19 

2.5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图构建 20 

2.5.1 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20 

2.5.2 边境旅游吸引力指标逻辑关系及总体框架设计 23 

 

第 3章 研究方法 25 

3.1 研究问题点及研究对象介绍 25 

3.2 研究方法 25 

3.3 研究设计 26 

 

第 4章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现状分析 29 

4.1 旅游自然环境 29 

4.2 旅游社会环境 33 



 vi 

目录（续） 

 

页 

4.3 旅游资源 35 

4.4 基础设施服务 36 

4.5 客源市场 38 

4.6 人文历史环境 40 

4.7 区位交通 41 

4.8 政府决策 42 

4.9 分析综述 43 

 

第 5章 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数据分析 45 

5.1 信度检验 45 

5.2 效度检验 46 

5.3 描述性统计 49 

5.4 旅游现状统计 50 

5.5 重要性分析 51 

5.6 表现性分析 52 

5.7 吸引力各维度 IPA分析结果 54 

5.8 吸引力维度下各题项 IPA分析结果 57 

5.9 本章小结 64 

 

第 6章 结论与展望 66 

6.1 研究结论 66 

6.2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提升建议 67 

           6.2.1 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养，建设高素质旅游团队            67 

           6.2.2 完善市内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设计旅游线路              67 

           6.2.3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回游率                        68 



 vii 

目录（续） 

 

页 

           6.2.4 加强营销，建立品牌                                  69 

           6.2.5 明确目标市场，提升海外游客人数                      69 

6.3 不足与展望 70 

  

参考文献 72 

  

附录 广西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调查问卷 76 

  

个人简历 80 

 

  



 viii 

表目录 

 

页 

表 

3.1   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影响指标 27 

4.1   防城港市气候舒适表 31 

5.1   问卷信度检测数据表 45 

5.2   问卷效度检测数据表 46 

5.3   问卷效度检测数据总表 47 

5.4   问卷效度检测数据细表 48 

5.5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 49 

5.6   旅游现状信息统计表 50 

5.7   重要性分析结果总表 51 

5.8   表现性分析结果总表 52 

5.9   主要因素 IPA分析结果表 54 

5.10  主要因素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 54 

5.11  各题项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 57 

5.12  各题项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 59 

5.13  编号标记编码表 61 

 

 

 

  



 ix 

图目录 

 

页 

图 

1.1  技术路线图 5 

2.1  重要性—表现性（IPA）二维四方图 16 

2.2  张文彬、李松林的旅游地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 17 

2.3  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           24 

4.1  许文龙生理气候评价指标分级表 30 

4.2  防城港市 2012-2017年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表 34 

4.3  防城港市 2012-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表 34 

4.4  2013-2017年防城港市旅游人数统计图 38 

4.5  2013-2017年防城港市旅游收入统计图 39 

5.1  主要因素 IPA图 56 

5.2  各影响因子 IPA数据图                                           62 

 

 



 

 

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学者对边境旅游的研究多集中在边境旅游类型、中国边境地区因受自

然、地理、历史及国际政治军事等因素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关

心并支持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2016年，国务院颁布《国务

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需要重点开发

边境城市。2018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设立

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边境城市发展旅游业对促进城

市经济的发展、增加居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李瑞等, 

2012），能够加强内陆对沿边地区的了解和联系，有利于开辟更多内陆与沿边合

作的途径，并增强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相互了解和联系，创造更多的经济合作机

会，逐渐成为中国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赵磊等, 2011）。边境旅游是国

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边境旅游是依托在国

家边境线上的自然、人文等资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旅游方式。可以在传统产

业条件较差的边境地区，建立一种以旅游业为龙头和核心的相关行业，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产业群体，成为联结国内旅游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纽带和桥梁（陈桂秋, 

2004）。发展边境旅游不仅可以繁荣边境地区的经济，巩固边境的稳定，对整个

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经贸合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防城港市作为中国少有的沿边、沿海城市，边境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防城港

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是一座滨海边关港口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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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南、西南、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同时也是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地带，西南

与越南相连，是中国唯一一个与东盟国家具有海陆相通的城市。旅游统计的数据

显示，2017 年防城港接待国内游客 202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5%，旅游收入

178.9亿元，增长 30.9%。旅游经济占比的持续增长，促进防城港市经济的发展。

但随着沿边开放城市国家政策的鼓励扶持和经济发展，边境旅游产业的竞争逐渐

激烈。防城港市旅游资源开发时间偏短，地区经济基础稍弱，边境旅游吸引力稍

显不足。因此，研究边境旅游吸引力主要影响因素，找出优势资源，挖掘旅游的

潜力，是促进防城港市旅游经济持续发展关键。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研究： 

 

1）边境旅游吸引力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2）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发展现状如何？ 

 

3）如何有效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 

 

中国边境地区旅游特征不同于内陆腹地和沿海地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表现

出特殊性和典型性。因此，深入开展本项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边境旅游吸引力进行分析，以期为防城港市政府主管部门、

旅游企业、旅游研究机构制订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促进

边境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1.2 研究意义  

 

1.2.1 深化和丰富中国边境旅游的研究体系  

 

中国学者对边境旅游的研究多集中在边境旅游类型、特点、驱动机制及边境

旅游合作等方面，研究方法均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系统深入的定量研究。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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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关研究基础，构建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图，拓展了旅游吸引力的研究

领域，深化和丰富中国边境旅游研究体系。通过对边境旅游主要影响因素与游客

感知间的实证研究，可以为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1.2.2 促进防城港市边境旅游资源优化  

 

边境旅游实验区的设立，使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发展获得广泛关注，起到先行

示范作用。中国的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复杂，旅游资源背景、市场条件以及旅游业

的发展差异巨大，随着沿边开放城市国家政策的鼓励扶持和经济发展，边境旅游

产业的竞争逐渐激烈。研究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提出切合实际的边境旅游

吸引力提升建议，对促进防城港市边境旅游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城市发展竞争力，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1.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拟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哪些因素吸引力强，哪些因素吸引力弱？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第一章，绪论。主要分析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第二章，边境旅游吸引力相关研究综述。对边境旅游吸引力概念界定，梳理

相关研究理论，从边境旅游和旅游吸引力力两个方面回顾主要的研究成果，指出

目前研究的不足，为后文的研究理清脉络，奠定基础。 

 

第三章，研究方法。本章主要是在理论框架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构建防城

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影响指标表，并说明相关研究方法在本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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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现状分析。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防城港市边境旅游

发展现状。 

 

第五章，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数据分析。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收集，进行

信效度分析通过检验后，构建 IPA重要性—表现性方格图，探究主要影响因素的

重要性与实际表现性相关关系，得出结论。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对论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分析和总结，结合所得结论，

提出边境旅游吸引力提升建议。最后分析本文的研究缺陷，提出对该研究领域的

展望。 

 

1.3.2 可能创新点  

 

当前，边境旅游研究文献多是停留在边境旅游的类型、特点、影响因素以及

边境旅游合作等方面的定性描述上，侧重大尺度研究；旅游吸引力的研究主要是

对目的地吸引力结果的分析。两方面研究都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关于边境旅游

吸引力的研究文献目前尚属空白。 

 

本文以旅游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将边境旅游和旅游吸引力结合考虑，建立

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图，丰富和拓宽了边境旅游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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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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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边境旅游吸引力相关研究综述 

 

2.1 概念整理 

 

2.1.1 边境旅游相关概念整理 

 

1997年《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提出关于边境旅游的权威定义，指经批准

的旅行社组织和接待中国及毗邻国家的公民，集体从指定的边境口岸出入境，在

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的旅游活动，这是中国首次从法律层面对边境

旅游进行界定。基于该基础，中国学者不断更新和完善对于边境旅游定义的研究。

2006 年，Sofield 第一次提出边境旅游（Border tourism）的概念，但没有给出明

确的定义。中国学者对边境旅游定义的探讨研究成果较完善。根据现有文献，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进行归纳，把边境旅游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  

 

狭义的边境旅游主要是指人们通过边境口岸出入境，在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

和期限内进行的跨境旅游活动，此定义中边境旅游为跨境旅游。采用此定义的学

者有张广瑞（1997）将边境旅游定义为人们通过边境口岸所进行的跨越国境的旅

游活动；姚素英（1998）认为边境旅游是指：相邻两国或地区的居民，在双方接

壤的对外开放的城市或地区相互进行短程旅行的行为，是国际旅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罗名义（2002）认为边境旅游是相邻国家之间相互开放水陆边境口岸，按照

一定的协议和约定，允许相邻国家的居民互相出入境所进行的旅游方式。将边境

旅游局限于相邻两国人民的之间相互进行的短程旅游活动，范围较窄，不能够再

适应时代的发展。随着边境旅游的范围日趋扩大，参游对象范围也在不断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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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补充完善了边境旅游的定义，由原先本国及毗邻国家公民参与到第三国或

其他地区的公民加入。熊礼明（2005）扩大了边境旅游的参数范围，允许第三国

和地区的旅游者参加边境旅游。 

 

广义的边境旅游去除了必须跨越边境口岸的限制，扩大了边境旅游范围，包

含本国边境地区游和跨口岸边境地区旅游两方面。刘小蓓（2004）将边境旅游定

义为旅游者采取某种旅游方式在边境地区开展旅游活动或是从指定边境口岸出

入境，在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的旅游活动。韦国兆（2008）强调本

国居民前往本国边境地区的旅游活动也属于边境旅游，其在指定区域和时限内通

过边境口岸所进行的跨境旅游活动或在边境地区进行的旅游活动，都属于边境旅

游的范畴。随着学者对边境旅游概念的认识在加深，李日欣（2011）经批准的旅

行社组织和接待中国及毗邻公民，在边境区域内所进行的旅游活动。徐鹏（2015）

在本国边境城市或相邻的国家一级边境城市所做的短期旅游活动，都是属边境旅

游。 

 

根据本文所研究的边境旅游范畴，参考学者刘小蓓和韦国兆的定义，将边境

旅游定义如下：旅游者在边境地区进行的旅游活动。本文中的研究范围包括所有

以防城港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 

 

2.1.2 旅游吸引力相关概念整理 

 

追根溯源，旅游吸引力这一概念的来源有许多，而业界往往把 1999 年吴必

虎和 2003 年聂献忠的论文奉为圭臬，后续旅游吸引力理论的发展都是基于此二

人的言论。 

 

吴必虎（1999）在《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中指出，所谓的旅游

吸引力就是游客所选的旅游目的地对于选择此处的游客们的吸引，诱使他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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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百忙之中的假期花在这些地方上，而具体的吸引原因多种多样，多依据当地的

旅游资源，如独特的景观、完善的服务或是业内良好的口碑等等，亦或是这些的

综合。聂献忠（2003）在《现代城市与旅游业经营》中的意见更为明确，他指出

旅游吸引力就是游客所选的旅游目的地所带有的独特旅游资源。不管是景观绝美、

服务高端还是口碑绝佳，一切都是这个地区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包括其各种人文

优势和其他政策扶持，这些事项对游客的吸引程度不一，但综合起来就是旅游业

常说的旅游吸引力概念。本文引用该定义对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进行评价。 

 

2.2 边境旅游相关研究 

 

普雷斯科特（1987）提出，边界是一个国家十分重要的防御手段，通过边界

能让国家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能够控制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员物品进出，能让国

家实现对与国际交流的完全控制，防御手段不单单是指军事防御，还有包括了人

才进出和贸易战，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舆论攻击。所以，把握好边界的控制，能

够更好的实施对国家的掌控。 

 

2.2.1 边界效应理论 

 

我们应该把“边界效应”一词提出，用来描述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于本国或本

地区的边界进行有效使用，使其发挥出防御、过滤、控制以及沟通的作用，并对

本国和邻国乃至世界造成的影响（李铁立, 2005），而屠年松（2015）认为具体

有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两种。所谓屏蔽效应指边界发挥了它专有的屏蔽作用，使

其发挥防御、过滤等功能，保护所属国家或地区免受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上的打

击。这种屏蔽有的是处于对本国或本地区的保护，有的是为达到国家目的对某国

进行制裁，是边界自带的天然属性。而张旭（2008）则对另一种的中介效应进行

了很好的阐述，他提出中介效应发挥的是边界的沟通作用，边界作为一个媒介和

桥梁来进行对外的沟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边界的中介效应被越来越多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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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平年代需要进行足够的沟通，与世界其他国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能够

带动本国或者本地区的更好发展。边界的屏蔽效应被使用的次数也在逐渐减少，

毕竟全球化的进程日渐加快，未能赶上全球化的浪潮那势必会更加停滞不前，必

须要大力发挥边界的中介效应，取得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中的优先发展。 

 

而在本研究中，边界效应主要分两个部分，屏蔽效应主要是指能成为阻碍旅

游流空间相互作用的因素（陈浩，2014），而中介效应主要说明边界能够发挥沟

通桥梁的作用来促进相邻两国或者两地曲间的交流，以及人员、物资的流通与互

换。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屏蔽效应主要为因为中国与越南的语言与经济差异，导致

交流会存在阻碍，但本文仅以防城港市作为研究对象，故屏蔽效应的显现可忽略。

中介效应是因为防城港市边境与越南贸易往来密切，交往频繁，能够促进两国的

交流，带动国际旅游客源的互动。 

 

2.2.2 边境效应对边境旅游的影响  

 

蒂莫西（2003）提出世界旅游业深受边境效应的影响。整个边境会对边境旅

游有着正反两个背道而驰的方向的影响，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边境本身

所处的地位很特殊，是一个国家的最外界线，所以它会成为国家对外防御的第一

道防线，所以一定程度上会通过边境来限制外来人员和物品的流入，会起到边境

的屏蔽效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迎合全球化的浪潮，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加

大本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使用边境的中介效应，有甄别的进行人才和物品的流通。

而这时边境旅游就会受到边境效应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多种方面，比如两国之

间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的不同，以及两国游客的阅历和素养等等（诺尔斯，2009）。

经济方面包括税收、两国物价差异以及货币汇率；文化方面指语言、传统习俗以

及民风；政治方面则包涵两国之间的政策差异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Knowles 

& Matthiessen, 2009）。边境手续的复杂性也是主要影响因素（Knowles & 

Matthiessen, 2009）。学者认为边境效应的影响主要分为阻碍作用和吸引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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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可以将某些阻碍因素转化为吸引力。例如，文化障碍可以增强游客好

奇心理。本文参考使用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进行防城港市边境旅游研究思路图

的构建。 

 

2.2.3 边境旅游的影响因素  

 

与前文所述，边界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用处，这就使得边境旅游就具有极强

的不确定性。屏蔽效应让边境旅游在政策上就无法顺利通行，就算能够照常运转，

当跨越边境后就会因为其他种种禁令而处处制肘；而边境的中介效应就会极大的

推动边境旅游，加大毗邻两国的人力物力的沟通，使边境旅游能够蓬勃发展（赵

多平等, 2012）。Timothy（1995）认为美国和加拿大跨界购物是旅游业的发动机。

Lord（2007）关注到边境的文化差异对边境旅游会产生影响。格尔曼（2011）提

出游客把边界区域设为自己旅游目的地会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

影响。所以，边境旅游目的地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存在差异可能会带来经济

效益但也有阻碍的因素存在的可能。 

 

王庆生（2008）认为，影响边境城市旅游发展主要因素为：旅游业发展状况、

国家扶持政策、人文特点以及文化背景等。赵多平等（2012）依据边界的屏蔽效

应和中介效应提出旅游资源丰度、旅游开放度、贸易比重、距离与市场占有率五

个指标。根据学者提出的主要因素，本文将参考借鉴，关注防城港市旅游资源丰

富度、区位条件、文化差异、旅游成本等影响因素。 

 

2.2.4 边境旅游合作与目的地管理  

 

在边境旅游繁荣的地区，毗邻的两国往往会进行跨境旅游合作，具体是指相

邻国家利用各自拥有的边境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将旅游路线共同规划、开放地区

共同商议、接壤景观共同开发的旅游业上的合作，这种国际的旅游合作会呈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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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大于二的态势，对于两国的边境旅游来说都是一大益处（程大兴, 2011）。

所以，国境线绵长的中国应当更加注重和邻国进行边境旅游合作工程，充分发挥

中国边境地区的旅游资源。因为中国有很大范围的边境区域是至今还处于落后状

态的，但是活用它们靠近国境线的优势就可以为其争取到发展的机会，更会带动

中国整个旅游业的发展（石美玉，2009）。而在中国专家对边境旅游合作进行探

究时，均提出完善相关政策，简化出入境手续，增加特色旅游产品对边境旅游的

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赵壮等（2009）把吉林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当地政府应当与

邻国共同规划旅游路线，共同商议开放地区，将接壤景观共同开发，在旅游业上

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并因此带动整个吉林省内的旅游发展，给其他国家展现中

国的人文文化，融入到整个世界旅游业中；而赵爱华（2004）则是将中朝的边境

旅游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中朝双方应当为两国的边境旅游进行政策上的扶持，尤

其是两国接壤区域陆地面积极大，而且两国在边境都有对方国家的移民，加大边

境旅游应该更是手到擒来，不会受到民众的阻碍；肖扬（2009）、杨佩群（2011）

将广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广西应当着重发展与越南的边境旅游，广西与越

南接壤陆地面积极大，且双方在自己区域均有名声在外的优秀旅游资源，更应该

通过政府扶持进行边境旅游合作，将两者的优秀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并且绘制科

学的跨境旅游路线，进行严谨的科学设计，使这一线旅游成为远近闻名的优秀旅

游景点。边境旅游合作是边境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相关政策，简化办理手

续，加强市场宣传，对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起着推进作用。  

 

2.2.5 边境旅游的特点相关文献整理 

 

姚素英（1998）、刘永明（2008）认为边境旅游有五个特点：跨国境线、范

围不大、时间简短、政策扶持、花费较少；刘小蓓（2004）、杨飞（2008）、王庆

生（2008）等提出，边境旅游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优势：政策扶持较大、连通两国

交往、共享资源发展以及促进人员交流。学者们总结的边境旅游特点较为相似，

具有共性。本文将参考借鉴边境旅游的政策、费用、口岸文化、区域等特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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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边境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杨丽（2001）将云南作为了边境旅游的研究对象，她

得出整个云南没有将自己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边境旅游的直接效果，但凭借西

双版纳在中国的知名度和扶持政策，云南的边境旅游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

对于新疆，其当前边境旅游的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将原有的政治沟通

桥梁逐渐转变为经济合作基地，二是将原有的活动区域较小的边界旅游往中国内

部腹部纵深发展，三是逐渐将新疆的边境旅游固定下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经营

模式，四是原本的单向旅游通道逐渐开放为双向互通（苟中林，2005）；而赵迎

（2009）的观点是，中俄两国的边境旅游已经出具规模，在两国相应政策的指引

下，人口物资流通畅通无阻，两国的合作日益密切，不仅能使两国相接壤的边境

地带得到发展，更是能直接带动两国整个国内行业的进步。所以，总结前面专家

们的研究，可以得出边境旅游具有时间性、地域性、多样性和政策性等特点，能

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2.3 旅游吸引力相关研究 

 

2.3.1 旅游系统论 

 

学者吴必虎在 2001 年，提出旅游系统论。其中旅游系统构架主要包括四个

部分，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客源市场系统主要是

以旅游者旅游的距离等为指标，将客源市场划分国内客源以及国际客源。吴必虎

指出，在政府或旅游企业中，客源市场问题也占据工作中重要位置。出行系统是

强调保证或促使旅游者离家出行、前往目的地的几个基本机制性因素，其中包括

运移游客的交通设施；由政府、旅游目的地或旅游销售商向旅游者提供信息服务；

以及旅游目的地规划和主办的意在激发潜在的游客出行动机的旅游宣传、营销等

子系统。目的地系统主要是指已经到达出行终点游客提供游览、娱乐、经历体验、

食宿、购物、享受或某些特殊服务等旅游需求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体，是旅游系统

中与旅游者联系最密切的子系统。吴必虎认为，目的地系统主要由吸引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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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三方面要素组成。吸引物是在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程度的开发形成

的。设施子系统包括除交通设施以外的基础设施、接待设施等。服务子系统是造

成目的地吸引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它大部分情况下是非形态的，却可起到举

足轻重的作用。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和目的地系统共同组成一个结构紧密的

内部系统，在其外围还形成一个由政策、制度、环境、人才等因素组成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不能独立的存在，而是依附于其它三个子系统，并对三个子系统同时或

分别发生重要作用，成为旅游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防城港边境旅游是一个完整的旅游系统，因此本文主要参考旅游系统框架四

个部分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发展现状分析评价。 

 

2.3.2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理论认为，自由贸易会

引起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生产条件。它们

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上处于比其它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

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

有效的利用，每个国家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 

 

随后，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提出了比较优势

理论；他认为，决定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不是绝对成本，而是相对成本，各国应该

把资本和劳动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利用国际分工和贸易完成彼此之间

的互补。20 世纪以来，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界比较优势这一主

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

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和批判继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观点，而其他学者又在批评这一新主力观点的基础

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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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拓展。  

 

比较优势理论在旅游学上的应用主要是强调资源禀赋条件，旅游比较优势是

指一个目的地的自然和人工禀赋条件，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要素禀赋——人力资源、

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由于旅游是完全可交易的、基于产品因素

的禀赋条件，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用于本文边境旅游吸引力评价。明确防城港

市边境旅游的比较优势，有助于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 

 

2.3.3 游客感知理论 

 

游客感知理论最早是来源于顾客价值研究。Zaithaml 在 1988 年提出，顾客

感知价值就是顾客所能感知到的利益与其在获取产品或者服务时所付出的成本

进行权衡之后对产品或者服务效用的总体评价，包含两层含义：不同顾客对同一

产品或服务所感受到的价值不相同，顾客会综合自己感受的价值做出购买决策。 

 

笔者认为，对游客而言，感觉是认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起点。感觉与知觉都

属于主观范畴，感知活动存在与每个人的任何活动中。感知的过程可分为选择性

注意、理解、保持三个阶段（欧琼，2011），在旅游活动中，游客个人的爱好会

使得游客有选择性的注意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方面，而主动过滤掉一些信息。游客

感知理论是旅游者行为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刘婷，2009），旅游活动中，感知

是游客通过自身感官获得对旅游目的地的主观认识与感受，包括有对旅游距离、

交通、设施、资源、环境、服务等感知，这些感知也共同决定了游客对旅游目的

地的选择。 

 

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内在推力主要来源自游客的感知，依赖于游客的心理状态

和内在评价，是市场吸引力的体现。因此游客感知理论可以应用于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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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IPA分析法 

 

学者分析普遍采用因子分析法和 IPA 分析法来研究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李会云（2011）利用数据分析法，使用定量计算的方法将旅游吸引力进行计算分

析，分析出了六个能对目的地的旅游吸引力产生影响的部分。而杨文娟（2013）

使用数据分析法将汤旺河国家公园的吸引力系统进行剖析，认为文化资源、自然

资源、基础设施是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吴晓山（2014）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影

响旅游吸引力的三个因素：资源特点、区域旅游环境以及旅游政策环境。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分析法，重要性-感知表现、重要性-绩效、

重要性满意度分析法。由 Martilla 和 James（1977）所提出。在 IPA 方格图中，

横轴表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纵轴表示其表现性，即满意度。以研究对象的重要

性、表现性的总平均值为 X轴、Y轴的分割线，将空间分为四个象限。IPA方法

可以得到两种评价结果：一种是得出各评价指标在旅游者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与

实际旅游者感知间的差距；第二种是可以通过对散落在 IPA方格图内各指标的位

置分布，分析出哪些因素是游客认为重要的也是非常满意的优势因素，哪些是游

客认为重要但实际目的地表现较差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以及

无关紧要的因素。 

 

IPA 方法的优点在于，将所要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与它的实际表现在一个二维

四分图中进行体现，这种方法较其他方法来评价旅游吸引力的大小更能揭示出实

际问题。不仅使数据的解释力度得到提高，更能使管理者清楚决策应集中在哪些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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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重要性—表现性 IPA二维四方图 

数据来源：宋子斌，2006 

 

学者认可应用 IPA分析法进行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本文将参考现有旅游地的

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学者经验，将旅游吸引力主要影响因素与边境旅游的

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将重合点总结形成本文的边境旅游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 

 

2.3.5 旅游吸引力组成和影响因素 

 

Jinyang D（2002）是旅游吸引力系统的开创者。陈岩英（2004）对旅游吸引

力系统进行了补充，认为其由资源、服务和环境三方面构成。谌贻庆（2005）则

表示旅游吸引力是两种推拉力的作用，其中推力是人们在城市这个钢铁森林中日

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所产生的疲惫，诱使人们愿意拿出假期时间去寻找荒山野岭亦

或是鸟语花香的地方陶冶情操放空自己；而拉力就是各地旅游景点以及独特的新

奇活动对游客的吸引，是的游客心甘情愿的来到这个，享受旅游的乐趣。这两者

的结合就产生了旅游吸引力。笔者引用谌贻庆学者论点，进行边境旅游吸引力研

究思路图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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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资源开发系统中，旅游吸引有着两种推拉力，积极因素推动旅游业的

发展，消极因素拉着当地旅游资源开发的脚步。梅奥（1973）发现美国的游客在

选择旅游去处的时候回着重看重当地的自然风景与天气情况，自然风景是积极因

素，天气情况就会因为不同地区的情况而或成为积极因素或成为消极因素。Kale 

S.Katherine W（1986）发现美国游客往往会因为文化气息而选择印度作为旅游目

的地。本文将气候条件归纳入自然资源条件的影响因素中的影响因子。 

 

张文彬、李松林（2005）建立的旅游地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本文研究具有

参考作用。 

 

 

图 2.2 张文彬、李松林的旅游地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 

数据来源：张文彬、李松林的《模糊数学在旅游吸引力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J0yEJRMZPCpZButZ8Ep8NW49A_2Txam9VdAzvopKisu_94VZLEG4B6Fe4T7h6gfAOveGW2e37DlSoper1TPkqllLPNQsR0BwMLLH28IJz6Bu7dL3pN1TDaqyAa9gwykZc23TFaw-4khIt8-v_0K6yAwDFBN38NFQ4XmifbQq7es6ISvhRXUVSizmnX1zGo0upnc178y6pxJRE8VdtnIpXp2ULoQO1ox-Fz3m5JzADW8O4-T9qG3tCmZ2j2jU4skAcJqLu4OnaKiiWyw7RCSXj2GXpaVm1e2iUpBvizKGmcCr2kEMsIcg7p3-_tk2bgEZ7RQ1y-J_Ahwj-xO4RlPjBIb9rm8XhYdq6aTONkDly7emmxNR5l1ZsWOAyFLUfOqw8Nr_G_YknzPGTEo03MvlLR8-gwKleS_3MSdFQ5YuSvMDTxC8ieRF99p7dd8G6E5LCj88dBnNPXNqcwfJdefPK&wd=&eqid=ab03fd5c00260abb000000065ca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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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燕、厉新建（2006）认为旅游吸引力是分主体、辅助和最终形成的整体吸

引力三层次的。而聂献忠（2006）认为旅游吸引力不是单一的结构，其囊括了所

有有关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等等，并且在论文中详细列出了如何提升当地

旅游竞争力的方法。 

 

2.3.6 吸引力模型研究 

 

1966年，克郎朋（Crampon）将吸引力模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表达式为： 

 

 𝑇𝑖𝑗 = 𝐺 𝑃𝑖𝐴𝑗𝐷𝑖𝑗𝑏  

 𝑇𝑖𝑗表示 i地（客源地）前往 j地（目的地）的旅游需求量；𝑃𝑖是客源地 i的人

口规模、经济水平或者旅游倾向的某种量度；𝐴𝑗表示目的地 j 的旅游吸引力或容

量；𝐷𝑖𝑗表示客源地 i与目的地 j相隔的距离；G是引力系数，b为大于 0的经验

系数。这个基本引力模型被研究者接受，后期基本是在此模型上进行修正，推导

出相关的旅游吸引力模型。1986年，张凌云以日本为例，仿物理学上点电荷吸引

公式，构造旅游吸引力模型： 

 

 E = K 𝑅𝑄𝑟2  

  

其中，R 为资源丰度指数，Q 为客源丰度指数，r 为距离，K 为系数。1992

年，保继刚将引力模型的研究引入中国，他在克郎朋模型基础上通过建立距离、

经济发展程度、教育水平三个指标，来进行游客数量的预测。 

 

马耀峰（1998）、车裕斌（2011）、张立生（2010）等多位学者都给出旅游吸

引力模型，虽然参数不同，但其基本形式基本相同。虽然这些模型在预测游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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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具有科学依据，但旅游现象复杂而多样，形式多变，旅游吸引力有需要结合旅

游目的地情况进行考虑，计算结果并不具有广泛性。故本文研究不引用吸引力模

型进行计算论证，仅参考其模型指标进行研究模型的构建。 

 

2.4 研究综述 

 

2.4.1边境旅游研究以定性为主，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 

 

边境旅游研究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多集中在边境旅游类型、特点、影响因素

以及多国跨国境合作等方面，为边境旅游这一概念铺平了道路。但现今的研究不

够深入，大多浮于表面，浅尝辄止就不再继续深入了，而且多是使用定性分析，

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严谨的定量分析，目前取得较高水平的研究极少。 

 

2.4.2 边境旅游集中选取发展较成熟的地区（城市） 

 

目前进行的有关边境旅游的研究很少有能将城市利用起来，大多是对整个中

国或某个省份进行研究，很少有针对城市范围的系统地边境旅游发展研究。现有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云南（中缅）和黑龙江（中俄），对于经济基础薄弱，边境

旅游发展起步较晚的边境城市关注较少。研究的成果分析及强调边境旅游对地区

发展的意义，缺少对边境旅游发展改善和提升方法深入探讨，对大部分旅游业亟

待发展的边境城市没有借鉴作用。对于边境城市发展旅游，只有将研究落实到具

体的某个城市上才有意义，只是浮于表面的笼统研究不发取得实际的指导意义，

这是目前的专家们需要努力的。 

 

2.4.3 没有将边境旅游与旅游吸引力相结合，缺少研究模型 

 

旅游吸引力模型构建的研究和边境旅游研究均较为成熟，但应用视角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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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局限。查找现有文献资料，缺少对边境旅游吸引力的研究，缺乏相应吸引力

研究模型。通过分析边境旅游吸引力影响因素，能发现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更为科学地对边境城市旅游发展提出参考建议。 

 

综上所述，将边境旅游与旅游吸引力结合进行研究，是研究边境旅游发展的

新思路。边境地区作为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市场互动活跃。但因为

边境城市地理特殊性及边界的天然封闭属性，旅游发展影响因素较为特殊。旅游

系统是个全面的概念，包括旅行会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由客源市场系统、支持

系统、出行系统和目的地系统组成。不同系统的影响因素不同，边境旅游吸引力

研究模型构建结合四部分影响因素综合考虑。通过比较边境旅游各影响因素的吸

引力强弱，找出发展较为薄弱的因素，结合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各影响因素的感知

进行综合评价，改善边境旅游发展中，重要性高但但实际表现性较差的影响因素，

对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有重要作用。 

 

2.5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图构建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图构建是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的基础。通

过边境旅游及旅游吸引力的研究综述，发现边境旅游吸引力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

目前仍无统一的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图。本章将结合相关理论基础，总结边

境旅游吸引力影响因素，针对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发展的特点，构建符合实际的边

境旅游吸引力评价研究思路图。 

 

2.5.1 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边境旅游吸引力是众多的影响因素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综合作用的结果。

笔者将边境旅游吸引力主要影响因素分为八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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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自然环境  

 

气候、地貌景观、植被水文等组成的自然环境是游客所能直接感受与体验的

（董锁成，2009），是边境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舒适的旅游自然环境

条件是边境旅游赖以持续发展和保持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2）社会环境 

 

边境地区因为政治环境特殊性，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影响边境旅游发展的

重要因素（杨芳，2010）。边境旅游安全性对保持行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边境

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董锁成（2009）认为只有拥有高于平均线的经济发展

基础才能更好的实现游客的吞吐，才能将游客的数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所

以整体上来说，当地的发展水平越高、经济社会基础越好，就更能快速的发展边

境旅游。 

 

3）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所有旅游项目的根据，只有有优秀的旅游资源边境旅游才能够得到

发展，而旅游资源的优秀程度决定着这个目的地对于游客的吸引力以及周围围绕

旅游业所形成的各种市场和伴生产业的繁盛程度（时雨晴，2014）。  

 

4）旅游服务设施  

 

服务人员是整个旅游服务的轴心，服务质量决定旅游产品的价值，高素质的

服务人才是发展旅游业的关键。只有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才能提高旅游目的地

对于游客的吸引力，而且会使游客在游玩过后对目的地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也是

旅游景点能够有众多回头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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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文历史环境  

 

旅游文化是人类内心价值观、审美观等精神因素的外在表现，旅游业的精髓

和灵魂，是旅游业提高吸引力的关键因素（谢春山, 2001）。随着世界经济持续

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趋势，旅游文化价值将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

费，是旅游竞争中的无形力量。 

 

6）旅游区位交通  

 

李雪（2009）认为旅游区位的交通会很大程度的决定着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因为旅游产品有着固定无法移动的特点，所以旅游区位在很大程度上能直接决定

边境旅游发展的条件、地位、作用。优秀的旅游区位能从根本上减少游客在旅途

中浪费无谓的时间，并会因此提高边境吸引力水平。旅游区位交通因素包括有边

境城市在整个区域中区位优势度、道路连通度和对外可达性等状况。 

 

7）政府政策  

 

首先旅游资源是国家的财产，那么政府就必然拥有对旅游资源的控制能力，

所以政府的政策会从很大程度上对旅游业产生极大的影响。当地政府通过旅游政

策的设定来对当地旅游的布局和规划进行宏观调控，对旅游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

作用者。政府通过制定旅游政策及旅游管理体制会为边境旅游发展提供战略指导，

为边境旅游发展创造稳定的旅游社会环境。  

 

8）旅游市场需求  

 

旅游市场需求是指游客对边境城市旅游资源、旅游产品的需求，决定着对于

当地旅游吸引力的发展前景和内部潜力。所以旅游市场需求就成为了制约边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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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的要素，但又同时是边境旅游能够再次发展的落脚点。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在客观反映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特征的基础上，考虑

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尝试构建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模型。  

 

2.5.2 边境旅游吸引力指标逻辑关系及总体框架设计  

 

为了能够更好地体现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内涵和特点，较为全面反映影响边境

旅游吸引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准确客观的刻画边境旅游各个影响因素吸引力强弱，

本研究结合防城港市边境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

原则，初步构建了边境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思路图。 

 

根据中国学者谌贻庆的论点，将市场吸引力分成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两部分。

内在推力是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最终表现，一般用旅游市场的吸引力来衡量。外在

拉力是内在在推力的来源或决定因素，能够更加具体的反映实际旅游吸引力状况。

通过研究相关文献得出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外在拉力分为支持力和驱动力，

支持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旅游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服务、

人文和历史环境、区位交通，这些因素是边境旅游的主要外部条件，是发展旅游

业的基础。驱动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府决策和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及市场需要

共同驱动边境旅游的发展。不同的模块吸引力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决

定着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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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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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点及研究对象介绍 

 

本研究拟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

响？哪些因素吸引力强，哪些因素吸引力弱？主要分为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两个

部分进行分析。 

 

防城港市是中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在对外贸易方面有突出成绩，

在边境旅游方面也具备独特的资源，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2018年 4月，中国国

务院同意在广西防城港设立边境旅游试验区，国家把防城港市当作边境旅游开放

开发的试点城市，将对防城港边境旅游有促进作用，为处于沿海沿边的防城港市

带来发展机遇。边境旅游实验区的设立，使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关

注。防城港的旅游资源开发时间偏短，地区经济基础稍弱，边境旅游吸引力的研

究更具有典型性和参考价值，故本文选取防城港市作为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的研

究对象。 

 

3.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际的数据计算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针对边境旅游和

旅游吸引力的相关文献收集归纳，建立研究架构，根据文献的回顾和主要影响要

素的分析设计了问卷内容。从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两个部分对防城港市边境旅游

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假设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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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拉力，主要是通过防城港市边境旅游统计局数据和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

析，得出边境旅游发展现状，总结边境旅游吸引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外在拉力表

现。内在推力是旅游需求推力，需要从游客感知角度出发，进行问卷调查，收集

相关研究数据。研究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信效度检测，并使用 IPA分析法

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得到各影响因素及其组成的影响因子在游客感知下的重要

性和表现性。 

 

研究问卷收集时间为 2018年 12月 10号至 25号，通过在景区进行实地纸质

问卷的发放和网络进行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400份。实地问卷发放的对象选

择在：金滩、十万大山森林公园、金花茶保护区、红树林景区、东兴口岸、京族

博物馆、大板瑶、中越友谊大桥（大清国一号界碑），参与旅游活动的游客散客。

以上是在防城港市旅游统计局网站公布游客的数量排名前八的旅游景区，游客的

调查数据较具有代表性。选择以散客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较合理的规避因旅游团的

游客基数较大，数据倾向雷同的问题。网络问卷发放主要针对广西省内游客，在

旅游类型的微信群里进行数据收集，能够更为详细了解区内游客对防城港市边境

旅游吸引力的评价。问卷内容请参考附件。 

 

3.3 研究设计 

 

通过整理相关学者关于边境旅游和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成果，本文将边境旅游

外在拉力影响因素初步归纳八大类：自然景观环境、社会环境、旅游资源、设施

服务、人文和历史环境、区位交通、政府决策和客源市场。其中，因客源市场在

问卷收集中难以测评，不具有代表性，内在推力部分不进行分析，外在拉力分析

数据来源统计局网站收集获取。 

 

外在拉力的自然景观环境参考李秋等多位学者，使用人体舒适指数、自然风

光旅游资源，旅游社会环境使用城市经济水平、邻国关系、贸易交流关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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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使用旅游线路丰富程度，基础设施服务使用各类软硬件设施，客源市场使用

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人文历史环境找出独特的具有旅游价值的，区位交通使用

交通网络与外部的连接性，政府决策使用各类支持政策。内在推力是将上述的六

大类因素细分为 32 个指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自然景观环境指标及人文环境指

标的选取，来源自防城港市旅游统计局网站游客的数量排名前八的景区，数据结

果使用 SPSS21.0进行信效度检测和生成 IPA二维四方图，为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表 3.1 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影响指标表 

构
面 

因素 
指标
编号 

指标描述 

防
城
港
市
边
境
旅
游
吸
引
力
构
成
要
素 

自然
景观
环境 

A1 金滩的沙质细软金黄，滩平浪静，是优良的海滨浴场 
A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万大山森林公园风景秀丽 
A3 世界唯一的国家级金花茶自然保护区令人心驰神往 
A4 中国最大、最典型的海湾红树林景观独特 
A5 防城港舒适不闷热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环境空气优良率高 

社会
环境 

B1 口岸景观独特，边关互市（口岸商贸）繁华 
B2 防城港市社会安定、治安和谐 
B3 防城港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B4 防城港市市民热情好客，综合素质较高 

旅游
资源 

C1 景区有多种边境民俗文化特色可参与的活动和特色小吃 
C2 防城港市中越合作旅游产品（旅游线路设计）可选择性较多 
C3 景区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 
C4 景区融入异国风情、有越南特色的产品可供挑选 

基础
设施
服务 

D1 景区票价较为合理 
D2 防城港市餐饮住宿费用合理，令人满意 
D3 边境旅游交通费用及旅游花费较为合理 
D4 各景点交通便捷度较高 
D5 景区工作人员专业化的服务和良好的态度 

人文
和 
历史
环境 

E1 
京族和越南的风情特色显著，京族博物馆展现京族传统文化
魅力 

E1 大板瑶山地文化令人惊叹 

E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族独玄琴 

E3 
古镇建筑遗址遗迹保存较好，中越友谊大桥、大清国一号界
碑等 

E4 游客对越南民族文化差异（语言、衣着等）好奇和普遍接受 

区位
交通
环境 

F1 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动车、飞机、 汽车）时间较短 
F2 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动车、飞机、 汽车）费用合理 
F3 防城港市至越南下龙湾海上旅游航线交通便捷 
F4 防城港市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城市，市场距离短 
F5 防城港市是广西省南北黄金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 

政府
决策 

G1 通关（签证）手续的便捷性和简易程度 
G2 国家边境旅游政策的扶持重点项目 
G3 政府对景区财政资金的支持 
G4 宣传部门对景区的宣传力度 



 28 

因为 IPA分析法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能研究旅游吸引力的方法，所以本文将

引用对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进行评价研究。本文主要将边境旅游主要影响因素

分为：自然景观环境、社会环境、旅游资源、设施服务、人文和历史环境、区位

交通、政府决策和客源市场八个大类。 

 

首先通过防城港市统计局的公布数据和相关研究文献对以上八个大类中的

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得出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发展现状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的外在的

拉力表现，总结分析找出影响旅游吸引力提升的薄弱要素。然后分析问卷调查的

数据，使用 SPSS 软件进行问卷信效度分析，以保障研究数据的真实和相关性。

运用 IPA分析法，研究数据对比 T样本计算分析，数值进行排序，生成二维四方

图，可知有哪些因素是游客认为重要的也是非常满意的优势因素，有哪些是游客

认为重要但实际目的地表现较差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因素，得到各影响因素在游客

感知下的表现情况。最后，将第四、五章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总结，得到准确的

符合实际的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发展现状。针对相关薄弱点提出建议，以有效提升

防城港是边境旅游的吸引力。 



 

第 4章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现状分析 

 

防城港市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南端和西南沿边起点的交汇处、广西北部湾之滨，

是座极具特色的港口城市、边关城市、海湾城市。本章主要通过防城港市统计局

的公布数据和相关研究文献，从旅游自然环境，旅游社会环境、旅游资源、基础

设施服务、客源市场、人文历史环境、区位交通、政府决策，八个主要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得出边境旅游发展现状，总结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主要影响因素

的外在拉力表现。 

 

4.1 旅游自然环境 

 

旅游的自然环境包括气候环境和自然风光旅游资源，是游客能直接感受与体

验到的重要吸引力影响因素。优良的天气资源不仅能创造出引人入胜的景观，还

能制造令人心旷神怡的气候环境，由于地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疾风徘徊于

山地和海洋之间，使得防城港市既没有严寒也没有酷暑（许文龙，2007）。中国

气象网统计数据显示，防城港市不存在严寒的情况,相比整个中国其余北方城市冬

天时的天寒地冻，防城港市的避寒能力简直让北方城市羡慕，而一年中很少出现

35℃以上的天气情况，鲜有酷热天气,夏季是游客避暑的一大胜地。气候舒适度对

旅游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李秋、仲桂清（2005）等多位学者提出，人体舒适度

是气候舒适度评价的标准，采用温湿指数 THI 和风效指数 K 来科学评价人在某

种天气下的舒适感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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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温湿指数 THI的计算公式为：THI= T -0.55(1 - f)(T - 58) , T =1.8t+32。式

中，THI由奥利弗（J.E.O liver , 1987）提出，其物理意义是指湿度订正以后的温

度，T是华氏温度， f是空气相对湿度（以百分比表示，t是摄氏温度。 

 

风效指数 K的计算公式为：K =-(10 V+10.45 -V)(33 - t)+ 8.55s其中，V 是风

速（m/s），t是摄氏温度， s是日照时数（h /d）。 

 

人体舒适度指数是为了从气象角度来评价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人的舒适感，本

文以防城港市的四项指标：气温、风速、相对湿度、日照时数，数值参考广西气

象局气象资料，用近 10 个系列年的各月平均值作为分析基础。因为数据计算如

果仅参考 18年的月份数值进行计算，可能存在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异，

会加大了有关人体舒适度的评价分析误差，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在进行人

体舒适度计算时，主要利用气象多年月平均值进行计算，可以减少误差，同时也

提高分析结果的真实性。根据公式可计算出 12个月份的温湿指数（THI）和风效

指数（K）值，参考许文龙学者提出的生理气候标准可分别确定出 THI 和 K 对

应人体感觉程度,将算出的 THI和 K 值对应的级别进行综合,得到下表。 

 

 

图 4.1许文龙生理气候评价指标分级图 

     数据来源：许文龙《广西防城港市旅游气候资源评价及其利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4%BD%93%E8%88%92%E9%80%82%E5%BA%A6%E6%8C%87%E6%95%B0/1088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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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防城港市气候舒适表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舒适期（月数） 

温湿指数 THI A A A B D D D D D C A A 7 

风效指数 K B B A C C C C C C C B A 7 

注：数据来源自广西防城港市气象局网 

 

据 THI和 K 对应的感觉程度可综合确定出气候舒适程度。计算的数据结果

比对相关学者对防城港市气候的研究成果，基本相似，代表数据具有参考价值。

防城港温湿指数 THI数值范围在 55—80之间，全年的人体感觉程度较为舒适，

其中 1、2月份全市均为清，感觉舒服；3月份为凉,感觉非常舒服；4、10月份为

偏热，较为舒服； 5、6、7、8 和 9 月共计 5 个月则均为闷热，感觉不舒服。

从风效指数分析， K 值范围在 – 50 ~ -512之间，1、2、3、12月感觉最为舒服；

4、11 月份感觉为暖， 5、6、7、8、9、10 月均为暖热感觉。综合 THT 和 K

值来看,防城港市各地区均无极不舒适感觉。从晚秋一直到来年早春，感觉程度均

为非常舒适或较为舒适，是冬春时节避冬旅游的理想场所。5—10 月份舒适度感

觉较不舒适的主要原因为湿度偏大，感觉闷热，但是作为海滨城市的防城港，游

泳是重点旅游项目，天气感觉闷热影响并不明显。可以说，防城港市一年四季气

候宜人，是理想的旅游之地。防城港冬暖夏凉，适宜旅游时间长，尤其具开发避

暑、避寒旅游的独特气候优势。 

 

自然风光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防城港市自然旅游资源可以概括为

“山、海、河”。 “山”指十万大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海”指防城港市辽阔

海岸线的滨海，最出名的是其中的金滩，且金花茶园与红树林景区也是两大奇景；

“河”指北仑河，为保护红树林而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

园山峰嶂嶙峋，重叠连绵，山势雄奇险峻，森林遮天, 覆盖率达 85. 9%（陈铭斌，

2006）。有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呈现出幽静、神秘、峻险、古野的自然景观（彭

建，2000）。其中拥有纯天然的亚热带森林，空气清新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因其含氧量高被誉为“华南第一天然氧吧”（刘忠伟，2001）。森林旅游区增加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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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的多样性，对增强自然环境吸引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滨海旅游方面，金

滩面积 15 平方公里，因沙色金黄而得此名。金滩之沙金黄、细腻而柔软，海滩

坡缓、水暖，海水清澈无污染，日照充足，宜于海水洗浴的季节长达 8 个月之

久（陈铭斌，2006）。纯天然的沙滩延绵数十里，站在金滩上，迎着海风、隔着

蔚蓝色的海水，可以遥望西南方向水天一色的越南海景。长滩、碧海、阳光，构

成如画景色，是天然滨海旅游度假胜地，已被列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依山傍

海的自然风光是防城港边境旅游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优势，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区

别于其他城市的旅游体验，满足多样化的旅游需求。防城港的旅游资源不仅仅有

山有海，还有独特的美景。独具一格的金花茶公园是世界唯一的国家级金花茶自

然保护区，金花茶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世界上最珍贵的

山茶科植物 , 分布范围极其狭窄, 素有“茶族皇后”、“植物界的大熊猫”之称（郝

革宗，2006），全世界 90%的野生金花茶仅分布于中国广西防城港市十万大山的

兰山支脉一带，保护区拥有世界上品种最齐全、数量最多的金花茶基因库，同时

也是世界金花茶的分布中心（廖南燕，2016）。每年 12月至次年 3月是金花茶盛

开的季节，漫山遍野的独特的金色花朵能把游客带入一个美妙神奇的世界。金花

茶公园具有观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是有生态教育意义的科普旅游景区。2004

年，有“红树林之城”美誉的防城港市被联合国环境署批准列为全球三大 GEF

红树林国际示范区。防城港红树林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海湾红树林和中国惟一

的边界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海底森林, 生长在海洋潮间带 , 其种子在离开母树

之前就已长出了根系和小叶, 是一种少见的胎生植物；种子一经掉落海底，即可

立即扎根生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红树林是绿色的海岸卫士，其锚状根深深扎

人海底淤泥中 , 保护海岸免遭海洋潮汐的侵蚀，也是国际间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

（熊小菊，2018）。成片的红树林生长在海滩上，树高约 2m，退潮时，林片全露，

象一幅幅巨大的绿毯铺在海面上。海水涨潮时，把整片红树林淹没，故又称“海

底森林”。防城港红树林独特的景象随着潮水的变化有不同的呈现，加上保护区

有许多栖息的白鹭，使红树林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能让游客感受到自然

的和谐和美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8A%B1%E8%8C%B6%E8%87%AA%E7%84%B6%E4%BF%9D%E6%8A%A4%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8A%B1%E8%8C%B6%E8%87%AA%E7%84%B6%E4%BF%9D%E6%8A%A4%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2%E5%9F%8E%E6%B8%AF%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1%E4%B8%87%E5%A4%A7%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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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游客能直接感受与体验到的防城港市气候环境和自然风光旅游资源

的分析，笔者认为，防城港市旅游自然景观独特性较高，自然资源丰富，旅游的

产品结构较为多样，可选择性大。气候环境冬暖夏凉,适宜旅游时间长,独特气候

优势适合进行多种旅游产品的开发。因此，具有较强的自然环境吸引力。 

 

4.2 旅游社会环境 

 

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安全、治安管理可能会出现某些缺失。社会环境

处于高度敏感的政治环境中，邻国的政治和经济差异性对城市旅游业会产生间接

的影响。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前提，虽不是边境旅游吸

引力的直接决定性因素，但作为支撑环境，关系到旅游地的发展，决定旅游印象

的评价。夏金花（2015）郑雪霏（2016）等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对旅游社会

环境进行评价：社会治安、居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因为涉

及边境邻国，参考边界效应理论，将增加与邻国的贸易交流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学者们在旅游吸引力的研究中，仅经济的发展水平

评价使用统计局的公开数据，社会治安与居民素质这两个指标均是通过调查问卷

得出相关数据结果，故笔者参考使用该方法，在本章仅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

与邻国的贸易交流关系两方面内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反映城市经济状态，

经济状态将关系旅游地的发展。通过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防城港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7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741.62亿元，增长 6.7%，

人均生产总值 793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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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防城港市 2012-2017年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图 

数据来源：中国广西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网站 

 

因为 2018 年数据还未进行公布，故参考 12年至 17 年的官方统计数据进行

描述。从图表中可以看出，防城港市生产总值逐年持续的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状

况较好，但增速逐渐降低，需要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以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消费开支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常用来衡量一个城市生活水

平的变化情况。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网站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4.3 防城港市 2012-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图 

数据来源：中国广西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网站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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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表示防城港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综合以上两个数据可知，防城港的经济发展平缓，持续增长。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对于社会稳定及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增速逐年降低，总体发展水平较差。 

 

本文研究的邻国的贸易交流关系主要针对越南的边关互市（口岸商贸）数据

进行研究。根据广西防城港人民政府网公布数据，2018年，防城港边境小额贸易

93.32亿元，增长 9.4%，随着边境贸易规模的不断壮大，2018年参与互市边民达

1.04万人，实现边境贸易进出口货物总量 68万吨，进出口总额 82.2亿元。边关

互市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与邻国越南的交流。 

 

政策的支持推动防城港口岸商贸的繁华。 边关互市的繁华又促进了防城港经

济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旅游景观。在边境口岸，可以购买到很多具有越

南特色的产品和看到等待排队过关的货物，这是边境旅游独有特色点，跨境商品

的物美价廉能吸引很多本地人和游客到这里来逛一逛。 

 

通过综合分析防城港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与邻国的贸易交流关系两方面内容，

笔者认为防城港市旅游社会表现较为普通。居民生活较稳定，口岸商贸发展繁荣，

但经济增长水平较差。 

 

4.3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以其数量、质量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影响，它决定着旅游业的市

场规模以及旅游业收入情况。边境旅游的丰富程度和参与性强弱决定了边境旅游

产业链的延长度，是旅游者做决定在旅游目的地停留天数时考虑的重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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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主要有四大主题旅游线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滨海休闲游主要

是依托金滩，将海滨度假，海上娱乐以及海洋文化展览作为滨海休闲游的主要特

色；边境跨国游依托于国家级的海岸口、沿海港口以及边境市场等区域，将边境

的发展历史、边贸市井历史文化以及边贸市井的独特风格作为旅游的重要特色，

形成了中越边境旅游与北部海上旅游等种类。民族风情游是将特色的少数民族文

化作为旅游主题的一种形式，以京族与瑶族作为民族旅游目标，在旅游中欣赏少

数民族风情。生态养生游是将环境优美的生态资源作为基础，开展的一种养生度

假旅游，生态养生游形成了国家森林公园、金花茶公园和红树林保护区的科普休

闲游线路。旅游资源数量及线路设计，可选择性较大，可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多

种需求，增加旅游者在防城港的停留天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想要发展旅游

展业，增长旅游产业链就需要保证能够留住顾客，旅游景区只有拥有较为经典、

核心的经典或者是线路等，才可以留住旅客。只有让旅客在防城港内游玩浏览的

时间增长，才有机会让旅客进行各种消费，从而做到能够让旅客进的来，玩的高

兴，买的开心，才会保证整个旅游产业链的稳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附加值。

防城港旅游资源数量极具优势，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防城港市边境旅游资源的吸

引力的基础较好，有多样化的旅游线路作为支撑。因数据资料来自学者相关研究，

统计网未有相关调查数据可供查找研究，基于科学客观性，本文使用游客问卷调

查的方式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分析。 

 

4.4 基础设施服务 

 

边境城市的基础建设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旅游业想要得到快速

发展，离不开边境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防城港市连接区外的公路、铁路、

海运相辅相成，防城港市与东盟等地的交通较为便捷，因此联系方便，是促进旅

游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之一。但防城港市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整体发展水平

较低，需要不断完善，旅游、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黄璐，2014）。防城港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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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统计年报数据显示，防城港市现有旅行社 14 家及星级饭店 11 家，勉强

能达到旅游业发展的需求。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限制了边境旅游规模进

一步扩大。通过总结熊小菊（2018）汪宇明（2016）等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发

现防城港旅游区主要存在有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景区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景区间衔接性较差。景区道路的

等级偏低，道路较窄，极易堵车，且建设缺乏科学的规划，停车场建设、环卫设

施较为落后，限制了客流的进入性。没有豪华的宾馆以及商业街，旅游需要的基

础设施不完善及所配套服务项目吸引力较差，致使旅游资源不能有效地吸引游客

影响游客在景区停留时间和消费，使特色的旅游产品不能有效地进入市场。景区

间的交通便捷度较低，路程花费较高，降低游客的消费欲望。影响了旅游经济的

潜能发挥。 

 

第二个问题，旅游从业人员整体专业素质较低。防城港旅游发展的时间较短，

基础偏弱，导致专业旅游外语和旅游专业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不高。防城港市各

景区内导游学历层次、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偏低，中高级导游人才匮乏，这与海

内外旅游市场对导游服务的要求不相适应；没有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人才，导致无

法对于自身旅游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无法对于自身旅游进行较好的推广宣传，

导致了旅游品牌形象较差。虽然防城港旅游景区景点层次多，类型齐全，但缺乏

专业人才的整体规划，无法形成产业放大效益。严重影响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 

 

防城港旅游的基础交通和服务设施不完善，导致边境旅游的市场难以打开，

许多优势旅游资源未能被游客认识，缺乏国际国内的旅游市场吸引力。基础设施

服务应作为防城港边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改善项目，引入相关专业人才进行科学的

规划，支撑边境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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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客源市场 

 

客源市场是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了的重要因素，了解客源流向才能够更加有

针对性进行旅游产品的规划和市场营销宣传。防城港市的主要客源市场以广西、

广东、贵州、云南等的周边省份和区内短途客流为主。海外客源市场开拓的重点

是越南，其它东南亚各国将作为客源机会市场进行逐步开拓（田芬，2015）。 

 

近年来防城港市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根据防城港市人

民政府网站近五年的公开数据显示： 

 

 

图 4.4 防城港市 2013-2017年旅游人数统计图 

数据来源：中国广西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网站 

 

因 2018年统计数据暂未进行公布，故采用 17年数据进行分析。2017全年防

城港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034.01 万人次，增长 28.3%。可以由统计图看出，防

城港客源流量主要来自国内游客，游客总量逐年显著增加。但海外游客人数的占

比特别低，应关注海外游客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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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防城港市 2013-2017年旅游收入统计图 

数据来源：中国广西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网站 

 

2017全年旅游总收入达 169.10亿元，增长 30.9%。有明显增长趋势。但是国

际旅游人数与国际旅游收入的提升不明显，所占比重特别低。应考虑改善提升。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使边境旅游的吸引力不断提升，防城港的游客数量

不断增加，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防城港旅游产业的边境旅游为主，国家

政策的扶持和地方政府持续关注使边境旅游稳步发展，成为防城港市的支柱产业。

从统计局数据可知，防城港旅游旺季是节假日，要充分抓住“假日旅游消费经济”

的机遇借助地缘优势, 吸引区内外更多省市的游客。 

 

综上所述，防城港游客结构以区内游客和附近省份的游客为主，远距离省份

游客吸引力较弱，人数较少。海外游客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特别底，应加强

该方面的宣传工作，并设计相应的旅游产品。创新开拓边境旅游宣传，抓住假日

旅游消费经济机会进行宣传，才能更有效的提升客源市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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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文历史环境 

 

人文和历史环境吸引力，人们在生活之中，在自然风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属于自己民族的与自然风景向结合的文化自然景观。是人类内心价值观、审美观

等精神因素的外在表现，也是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防城港市与越南紧紧相接，两地的陆上交界处约有二百多千米，水上交界处

以北仓河为分界线。防城港市与越南的水上分界线上建有彰显两国友谊的中越友

谊大桥。顺着两地边界有多个互市贸易市场，其中东兴口岸因其地理位置优越，

成为中国通往越南及东南亚的重要通道。鸦片战争后，法国侵占了越南。清朝政

府在同法国几次交战后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中法越南条约》, 承认法国占领越南。

随后，中国与法国对于边界进行界定，在两国边界上设立了界碑。有北仓河至炯

中镇之间的边界上总共设立了三十三块界碑。第一块界碑位于北仓河河口，称为

大清一号界碑，大清一号界碑也可以称为中国边界最西部的标志。一直到今天为

止，设立于两国边界上的界碑依然耸立。 

 

防城港市的京族三岛是中国唯一的京族聚居区，有独特的民族风情。统计的

数据显示，18年京族三岛接待旅游人数 125.1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2.62亿元。京

族生活在海上，他们主要靠捕鱼为生，因此京族人的生活中穿的服装、节日庆祝

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有着独特的海上风味。京族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便是“哈

节”，他是在每年的农历八月份。在京族的语言中，“哈”就是“唱歌”的意思，

这个节日是为了对于海神公的出生进行庆祝纪念的。京族人将海神公作为他们的

守护神，他们每年的这段时间，都会到海边将海参迎接回去进行供奉，希望海神

可以保佑京族五谷丰登。哈节一般举办三天，京族人全部穿着民族的传统服饰，

在哈亭内进行迎神、祭祀、庆祝、送神的各种传统活动。京族人擅长歌舞，在每

年的这个日子中，会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游玩。京族文化有别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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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京族文化包含丰富多样的特色元素，具有独特优势，开发潜力大，把这些

民族特色融合在旅游之中，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Knowles & Matthiessen和 Timothy & Tosun学者提出，文化差异会对边境旅

游产生影响。游客对越南民族文化的好奇心，也是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因

素之一。越南民族除了与中国语言不同，其他文化和中国没什么大差别。越南民

风淳朴，人民文明礼貌。见面时习惯打招呼问好，或点头致意，或行握手礼按法

式礼节相互拥抱，多以兄弟姐妹相称。越南服饰穿着具有特色，正式的场合男士

着西装，女士着民族式“长衫”（类似旗袍）和长裤。民族文化既存在差异，又

有接近相同的地方，使游客有好奇感的同时又有亲切感。能够增强对游客边境旅

游的吸引力。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参与中越跨境旅游游客 17.51万人次，同比

增长 16.85%。防城港人文和历史环境资源丰富，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应充分利用

开发，能加快防城港市边境特色旅游的发展进程。 

 

4.7 区位交通 

 

因为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其旅游发展受到了旅游区的交通情况影

响，交通便利可以极大的促进旅游区的发展，能够极大的缩短游客到达旅游地点

的时间，从而提高边境吸引力水平。 

 

防城港市位于中国沿海西南端，南临北部湾，西与越南接壤。交通条件良好，

防城港市已经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交通网，目前防城港市交通网将公路作为主要交

通方式，与铁路及海陆相互配合，形成了便捷的交通环境。钦防高速与钦州、北

海相互连接，并且与南华公路连接。南方铁路与南方告诉可以直接连接港口区域，

并且跟南北大道、东西大道相互连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也成为了中国

南部各个省市连接东南亚的重要交通道路。目前建立的防城巷在防城港市北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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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距离越南市约 150海里，距离香港约 500海里，成为了连接东南亚的主要海

上通道。 

 

防城港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

奠定了基础。 

 

4.8 政府决策 

 

一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政府进行合理的调

控才可以为边境旅游吸引更多的游客，保证边境旅游的健康发展。政府的宏观调

控可以引导边境旅游的走向，保证边境旅游的合理发展。 

 

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并且政府已经将广西北部发展进行了相

关的战略规划，对于北部湾旅游区的发展做出了规划，要将防城港地区建设成为

一个国际旅游景区，这些充分预示着当地旅游业会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并且，中

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外出旅游，社会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 

 

防城港市旅游地位较为重要，他是广西旅游业的构成部分之一，也是北部海

湾边境旅游的组成部分。广西省将防城港市列为了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随着中

国“泛珠三角洲”以及北部湾相关经济区域的建设，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建设自

由贸易市场，防城港边境旅游业将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随着防城港市与东盟各国的相互合作，可以促进各个国家的游客进入防城港市，

从而给防城港市该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2018年 4月，经国务院同意，防城港市获批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为深入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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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部等 10 部门关于印发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发挥防城港市沿边沿海优势，充分发挥旅游业作用、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能加快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

主要出台以下两项政策利好： 

 

第一项，试行口岸 24 小时通关制度；推进中国防城港—越南芒街跨境旅游

合作区申报和建设工作，持续推进十万大山森林康养综合体、防城港至越南下龙

高速客轮航线等一批文旅重大旅游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使试验区在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和边境旅游合作开放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二项，重点突破实现更优惠入境的免签政策，延长入境游客免签停留时间，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下龙旅游业务，争取游客与边境居

民享受同等的边境贸易政策，将边贸互市点提升打造成为特色跨境旅游商贸区，

初步构建试验区“陆、海、空”立体的旅游模式。推进十万大山、金花茶特色小

镇、京族海洋小镇等一批景区、酒店、旅游道路等重大旅游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以旅兴城，以旅促城，防城港市成为边境旅游示范区。国家政策的出台对防城港

市边境旅游发展有推进作用，简化边境旅游的手续，扩大宣传力度，对于边境旅

游知名度和吸引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家的宏观旅游政策给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关注度，提升了边境的

吸引力。防城港边境旅游的政府决策因素具有较强优势。 

 

4.9 分析综述 

 

参考相关学者对边境旅游各影响要素的分析进行总结可知，防城港市的自然

环境、旅游资源条件、旅游区位、人文历史环境和政府决策，这五个因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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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社会环境因素不突出。服务设施吸引力较差，需要进行改进。市场需求的

推动力和政府政策的鼓励，是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发展的利好因素，应把握机会，

进行改进提升。但因为本章内容仅参考政府公开数据及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进行

分析，结果较为主观。故本文第五章将针对边境旅游研究模型里的影响因素进行

游客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与本章结论进行客观比对分析。



 

第 5章  

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数据分析 

 

本章主要通过分析问卷调查数据的方式，对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的主要

影响因素的表现性与重要性进行分析。2018年 12月 10号至 25号，通过在防城

港市旅游统计局网站游客数量排名前八的景区进行实地纸质问卷的发放和通过

在旅游类型的微信群进行网络问卷发放，总共发放问卷 400份。剔除没有去过防

城港市旅游的和答案缺失的无效问卷 83 份，总共回收有效样本 317 份，通过该

数据分析，得出边境旅游各主要影响因素在游客感知下的表现情况，总结防城港

市边境旅游吸引力主要影响因素的内在推力表现。 

  

5.1 信度检验 

 

本篇论文使用 SPSS21.0对于测量表进行评价。Cronbach α系数为 0~1，当系

数小于 0.6时，为信度不足；当信度在 0.7~0.8时，为具有一定信度；当信度大于

0.8时，为信度非常好。 

 

表 5.1 问卷信度检测数据表 

维度 题项 Cronbach's Alpha 

自然景观环境 5 0.912 

0.807 

社会环境 4 0.844 

旅游资源 4 0.867 

基础设施服务 5 0.758 

人文和历史环境 5 0.759 

区位交通 5 0.828 

政府决策 4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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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信度值均大于 0.6，政府决策数值偏低，但因为

政府决策对于边境旅游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问卷的整体量表进行

分析，得到其信度为 0.81，这表明了调查问卷的整体信度非常好，通过了信度检

测，可用于下一步研究。所以对政府决策部分题目不进行改动。 

 

5.2 效度检验 

 

首先利用 SPSS21.0 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如图所示，分析

结果表明，量表部分的 32个题项 Bartlett 球形检验 ²值为 7482.495（自由度 496，

sig=0.000），32个题项反映的信息具有一定的重叠，具备因子分析的必要。KMO 

检验用于考察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取值在 0-1之间，KMO统计量越接近于 1，变

量间的偏相关性越强，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本研究 KMO 值为 0.837，表示其

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5.2 问卷效度检测数据表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837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上次读取的卡方 7482.495 

自由度 496 

显著性 .000 

 

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来对于这些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在对于这些因素进行

分析时，需要依据特征值大于 1的要求进行，在其中抽取公因子 6个，得到的结

果方差为 60.513%，这一结果大于规定的 60%以上的标准，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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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问卷效度检测数据总表 

 

采用最大方差法来对于公因子结构进行检验。可以得出：自然景观为第一公

总方差解释 

组件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5.016 15.676 15.676 5.016 15.676 15.676 3.702 11.567 11.567 

2 3.501 10.940 26.616 3.501 10.940 26.616 2.992 9.351 20.919 

3 2.875 8.985 35.601 2.875 8.985 35.601 2.857 8.928 29.847 

4 2.340 7.312 42.913 2.340 7.312 42.913 2.740 8.564 38.411 

5 2.256 7.049 49.962 2.256 7.049 49.962 2.611 8.158 46.569 

6 1.963 6.133 56.095 1.963 6.133 56.095 2.593 8.103 54.672 

7 1.414 4.418 60.513 1.414 4.418 60.513 1.869 5.841 60.513 

8 .863 2.697 63.210       

9 .804 2.513 65.723       

10 .763 2.384 68.107       

11 .722 2.255 70.362       

12 .690 2.158 72.519       

13 .657 2.054 74.573       

14 .637 1.991 76.564       

15 .596 1.862 78.425       

16 .579 1.810 80.236       

17 .564 1.762 81.998       

18 .540 1.687 83.685       

19 .524 1.637 85.322       

20 .475 1.484 86.806       

21 .471 1.471 88.277       

22 .445 1.391 89.668       

23 .433 1.353 91.021       

24 .407 1.271 92.292       

25 .376 1.175 93.467       

26 .361 1.128 94.595       

27 .341 1.067 95.662       

28 .313 .977 96.639       

29 .289 .904 97.543       

30 .283 .883 98.426       

31 .261 .814 99.240       

32 .243 .760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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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区位交通为第二公因子；资源为第三公因子；社会环境为第四公因子；人

文历史为第五公因子；景区基础设施为第六公因子；政府行为为第七公因子。对

于抽样检查的因子的因子载荷进行系统分析，得到其载荷超过 0.5，所以说明了

本次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表 5.4 问卷效度检测数据细表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组件 

1 2 3 4 5 6 7 

A1 .838 .049 -.001 .086 .004 .111 .080 

A2 .826 .011 .055 .094 .030 .119 .036 

A3 .854 .059 .016 .075 -.008 .105 .126 

A4 .847 .041 -.007 .064 -.048 .091 .060 

A5 .860 .054 .033 .084 .031 .086 .036 

B1 .043 .050 -.023 .817 -.042 .020 .106 

B2 .096 .071 -.073 .835 .000 .037 .023 

B3 .094 .066 -.054 .798 .018 .132 .008 

B4 .132 .039 -.007 .799 -.054 .088 .029 

C1 -.016 -.021 .857 -.063 .059 .096 .020 

C2 .035 -.028 .833 -.044 .015 .088 -.070 

C3 .078 .007 .807 -.039 .126 .112 -.055 

C4 -.009 .037 .833 -.013 .173 .071 -.020 

D1 .127 .053 .013 .027 .009 .726 .100 

D2 .108 -.002 .128 .055 -.007 .688 .083 

D3 .062 .048 .055 .070 .127 .682 .046 

D4 .069 .036 .043 .027 .056 .698 .085 

D5 .080 .091 .107 .086 .003 .675 .065 

E1 -.056 .027 .087 -.057 .716 -.004 .066 

E2 .004 .028 .052 -.023 .658 -.010 .072 

E3 .019 .004 .048 .014 .744 .080 .005 

E4 .052 -.024 .031 -.007 .711 .039 -.013 

E5 -.017 .058 .109 .002 .696 .079 .085 

F1 .067 .775 -.033 -.010 -.006 .059 .007 

F2 .018 .763 .007 .081 .007 .005 .086 

F3 .015 .751 .002 .109 .043 .049 .016 

F4 .051 .802 -.008 .008 .023 .053 -.011 

F5 .036 .734 .025 .033 .032 .063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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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问卷效度检测数据细表（续） 

 

5.3 描述性统计 

 

表 5.5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 

 

 组件 

1 2 3 4 5 6 7 

G1 .101 .052 -.067 -.029 .053 .109 .650 

G2 .036 -.065 -.048 .072 .024 .035 .699 

G3 .125 .074 -.044 .115 .186 .039 .690 

G4 .016 .081 .046 .005 -.021 .161 .613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6 次迭代后已收敛。 

人口学变量 分类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51 47.6 

女 166 52.4 

年龄 

18岁以下 31 9.8 

19-30岁 105 33.1 

31-40岁 126 39.7 

41-50岁 27 8.5 

51岁以上 28 8.8 

学历 

高中及以下 47 14.8 

专科 41 12.9 

本科 114 36 

硕士研究生 97 30.6 

博士研究生及以上 18 5.7 

职业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52 16.4 

教育科研人员 29 9.1 

企事业单位员工 95 30 

学生 99 31.2 

私营工商业主 32 10.1 

农林牧渔工作人员 2 0.6 

其他 8 2.5 

月薪 

3000元以下 136 42.9 

3000-5000元 71 22.4 

5000-8000元 68 21.5 

8000元以上 4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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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人口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参与防城港市边境旅游的游客男女

比例较均衡，以 19—40 岁游客为主，游客学历较高，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占较大

比重，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学生。月薪偏低，代表主要游客群体消费水平偏

低，应着重设计能够吸引年轻消费群体及价格实惠的旅游线路。 

 

5.4旅游现状统计 

 

表 5.6 旅游现状信息统计表 

现状 分类 频率 百分比 

旅游经历 

1次 272 85.8 

2~3次 32 10.1 

3次以上 13 4.1 

旅游目的 

休息放松 58 18.3 

欣赏其边境风光 96 30.3 

对其历史文化感兴趣 37 11.7 

结伴亲友 66 20.8 

对中越边境民俗感兴趣 21 6.6 

商务活动 39 12.3 

信息渠道 

旅行社 99 31.2 

电视广播 10 3.2 

旅游网站 58 18.3 

旅游 APP 67 21.1 

微信、微博等平台推荐 44 13.9 

其他 39 12.3 

 

游客的回游率较低，应考虑不断的创新设计旅游线路，增强游客的回游频率。

旅游目的主要为欣赏边境风光、结伴亲友和休息放松，旅游线路的设计应着重考

虑这两方面的因素。以对中越边境民俗感兴趣目的旅游游客人数较少，应考虑需

要加强该方面的宣传及在旅游线路设计中，增加民俗体验的参与度，提高游客的

兴趣度。通过信息渠道的数据可知，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宣传的信息渠道主要以旅

行社宣传为主，较为传统。应考虑到旅游人群的年龄阶层，加强微信、微博等平

台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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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重要性分析 

 

表 5.7 重要性分析结果总表 

 

题项 样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C1_重要性 317 1 5 4.25 1.198 

C3_重要性 317 1 5 4.24 1.207 

C4_重要性 317 1 5 4.22 1.226 

C2_重要性 317 1 5 4.18 1.178 

A5_重要性 317 1 5 4.04 1.287 

E2_重要性 317 1 5 4.04 1.107 

A4_重要性 317 1 5 4.02 1.236 

A3_重要性 317 1 5 4.01 1.220 

A1_重要性 317 1 5 3.99 1.244 

E4_重要性 317 1 5 3.99 1.154 

E3_重要性 317 1 5 3.97 1.170 

A2_重要性 317 1 5 3.96 1.225 

E5_重要性 317 1 5 3.96 1.151 

E1_重要性 317 1 5 3.92 1.207 

D3_重要性 317 1 5 3.92 1.232 

D1_重要性 317 1 5 3.89 1.217 

D4_重要性 317 1 5 3.89 1.217 

D5_重要性 317 1 5 3.84 1.221 

D2_重要性 317 1 5 3.82 1.243 

G4_重要性 317 1 5 3.71 1.149 

G3_重要性 317 1 5 3.67 1.108 

F4_重要性 317 1 5 3.58 1.206 

F3_重要性 317 1 5 3.57 1.211 

F2_重要性 317 1 5 3.57 1.196 

F5_重要性 317 1 5 3.56 1.201 

B1_重要性 317 1 5 3.53 1.254 

G1_重要性 317 1 5 3.52 1.157 

B3_重要性 317 1 5 3.51 1.237 

F1_重要性 317 1 5 3.50 1.184 

B4_重要性 317 1 5 3.49 1.259 

G2_重要性 317 1 5 3.46 1.123 

B2_重要性 317 1 5 3.43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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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对 32 项指标进行重要性统计，按照均值降序排序可

以知道旅游资源维度重要性较高。其中旅游资源下的 C1（景区有多种边境民俗

文化特色可参与的活动和特色小吃）、C3（景区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C4（景

区融入异国风情、有越南特色的产品可供挑选）、C2（防城港市中越合作旅游产

品（旅游线路设计）可选择性较多），依次排在重要性前四位，重要性最低的是

B2（防城港市社会安定、治安和谐），其均值为 3.43，但是大于 3，说明还是这

32项均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通过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可知，游客以对中越边境民俗感兴趣为旅游目的的

比率较低，但通过旅游体验后，觉得民俗文化特色活动非常重要，所以应将文化

风情作为防城港边境旅游的特色进行宣传。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特色产品及

旅游线路可选择性较大是直接关系到游客的直观体验感受，让旅游内容更为丰富，

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社会安定指标重要性较低，说明游客对防城港的社会环境能

较为放心，了解中越两国间的关系，政治环境利于边境旅游的发展。 

 

5.6 表现性分析 

 

表 5.8 表现性分析结果总表 

题项 样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A4_表现性 317 1 5 4.04 1.086 

A1_表现性 317 1 5 4.03 1.136 

A5_表现性 317 1 5 4.02 1.213 

A2_表现性 317 1 5 3.98 1.170 

A3_表现性 317 1 5 3.91 1.221 

C4_表现性 317 1 5 3.84 1.270 

C1_表现性 317 1 5 3.83 1.229 

C2_表现性 317 1 5 3.82 1.250 

C3_表现性 317 1 5 3.75 1.299 

E4_表现性 317 1 5 3.73 1.277 

E1_表现性 317 1 5 3.66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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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表现性分析结果总表（续）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对 32 项指标进行表现性统计，对于这些数据进行分

析可以发现，游客对于各项数据的表现性评价较重要性评价低，说明防城港市边

境旅游的发展存在上升的空间。表现性指标按照均值降序排序可以知道自然景观

环境维度表现性较高，其中自然景观环境维度下的 A4（中国最大、最典型的海

湾红树林景观独特）、A1（金滩的沙质细软金黄，滩平浪静，是优良的海滨浴场）、

A5（防城港舒适不闷热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环境空气优良率高）、A2（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十万大山森林公园风景秀丽）、A3（世界唯一的国家级金花茶自然保

护区令人心驰神往）排在表现性前五位，表现性最低的的是 F3（前往防城港市的

交通（动车、飞机、 汽车）费用合理），其均值为 3.22，但是大于 3，说明还是

这 32项均具有一定的表现性。 

题项 样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E2_表现性 317 1 5 3.65 1.317 

E3_表现性 317 1 5 3.63 1.295 

G2_表现性 317 1 5 3.61 1.268 

E5_表现性 317 1 5 3.61 1.352 

G3_表现性 317 1 5 3.59 1.308 

G1_表现性 317 1 5 3.57 1.280 

G4_表现性 317 1 5 3.54 1.298 

B1_表现性 317 1 5 3.41 1.428 

B2_表现性 317 1 5 3.38 1.361 

B4_表现性 317 1 5 3.38 1.383 

D2_表现性 317 1 5 3.37 1.222 

D1_表现性 317 1 5 3.35 1.167 

F2_表现性 317 1 5 3.33 1.357 

D4_表现性 317 1 5 3.33 1.183 

F5_表现性 317 1 5 3.32 1.452 

B3_表现性 317 1 5 3.31 1.380 

D5_表现性 317 1 5 3.31 1.174 

F1_表现性 317 1 5 3.28 1.402 

D3_表现性 317 1 5 3.27 1.202 

F4_表现性 317 1 5 3.24 1.444 

F3_表现性 317 1 5 3.22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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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旅游体验，游客对防城港市的气候较为满意，旅游景点：海湾红树林、

金滩、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和金花茶自然保护区的评价较高，说明防城港市对于自

然景观环境的旅游开发较好，能够吸引游客。但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费用的指标

表现性较低，说明和游客的感知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应加强相关的建设，提高

便捷度，降低游客前往防城港市的费用。 

 

5.7 吸引力各维度 IPA分析结果 

 

表 5.9 主要因素 IPA分析结果表 

 

表 5.10 主要因素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 

配对样本统计 

 

平均值
(E) 数字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自然景观环境_重要性 4.0032 317 1.16938 .06568 

自然景观环境_表现性 3.9956 317 .88266 .04958 

配对 2 社会环境_重要性 3.4882 317 1.13387 .06368 

社会环境_表现性 3.3691 317 1.04857 .05889 

配对 3 旅游资源_重要性 4.2240 317 1.00548 .05647 

旅游资源_表现性 3.8076 317 1.06626 .05989 

配对 4 基础设施服务_重要性 3.8719 317 .90965 .05109 

基础设施服务_表现性 3.3256 317 .76374 .04290 

配对 5 人文和历史环境_重要性 3.9754 317 .79047 .04440 

人文和历史环境_表现性 3.6530 317 .95452 .05361 

配对 6 区位交通_重要性 3.5558 317 1.07706 .06049 

区位交通_表现性 3.2757 317 .93772 .05267 

配对 7 政府决策_重要性 3.5915 317 .75494 .04240 

政府决策_表现性 3.5757 317 .89178 .05009 

配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
度 

显著性 

（双
尾） 

平均
值(E) 

标准
偏差 

标准
误差
平均
值 

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配对 

1 

自然景观环境_重
要性 - 自然景观
环境_表现性 

.00757 
1.6163

5 
.09078 

-.1710

5 
.18619 .083 316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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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主要因素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续） 

 

首先对各个维度的重要性和表现性进行，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数据公式来自 SPSS系统内置），比较重要性和表现性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

异。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知道对于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服务、人文和历史环境和

区位交通，这四个维度而言，其显著性均小于 0.05，说明重要性和表现性在这四

个方面有着较大的区别，通过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了解到，重要性要高于表现

性，说明这四个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于自然景观环境、社会环境和政府

决策而言，显著性分别为 0.934、0.813、0.813，均大于 0.05，说明重要性和表现

性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配对差值 

t 
自由

度 

显著性 

（双

尾） 

平均

值(E) 

标准

偏差 

标准

误差

平均

值 

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配对 

2 

社会环境_重要性 

- 社会环境_表现

性 

.11909 
1.5896

9 
.08929 

-.0565

8 
.29475 1.334 316 .183 

配对 

3 

旅游资源_重要性 

- 旅游资源_表现

性 

.41640 
1.6334

7 
.09174 .23590 .59691 4.539 316 .000 

配对 

4 

基础设施服务_重

要性 - 基础设施

服务_表现性 

.54637 
1.3229

3 
.07430 .40018 .69256 7.353 316 .000 

配对 

5 

人文和历史环境_

重要性 - 人文和

历史环境_表现性 

.32240 
1.2278

0 
.06896 .18672 .45808 4.675 316 .000 

配对 

6 

区位交通_重要性 

- 区位交通_表现

性 

.28013 
1.4562

9 
.08179 .11920 .44105 3.425 316 .001 

配对 

7 

政府决策_重要性 

- 政府决策_表现

性 

.01577 
1.1859

2 
.06661 

-.1152

8 
.14682 .237 316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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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自然景观环境、社会环境和政府决策三个主要影响因素较为满意，能

符合旅游的预期，但对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服务、人文和历史环境和区位交通这

四个维度在实际体验与感知间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作出改进。以下通过将各维度

数据代入 IPA的二维四方图对重要性与表现性进行详细的分析。 

 

 

图 5.1 主要维度因素 IPA图 

 

在图中的显示的 1-7标号分别表示自然景观环境、社会环境、旅游资源、基

础设施服务、人文和历史环境、区位交通、政府决策。 

 

其中落入第一象限的因子有自然景观环境、旅游资源、人文和历史环境，说

明这三个方面做的还比较满意，重要性和表现性均超出人们预期，需要继续保持。 

 

落入第二象限的因子为政府决策，第二象限为供给过度区，说明需要维持现

状，但是不需要加大投入，浪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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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第三象限的因子为社会环境、基础设施服务、区位交通，第三象限为优

先顺序较低区，说明旅游者们对这三个方面的评价不是太在乎和不很满意，所以

需要对这三部分进行一定的提升和改善。 

 

落入第四象限的因子没有，第四现象为重点改善区，说明 7个因子不存在重

点改善的方面。 

 

但因为各吸引力维度下，包含题项较多，该结果仅作为参考，需要进一步检

测吸引力各维度下各题项的 IPA分析结果。 

 

5.8 吸引力维度下各题项 IPA分析结果 

 

表 5.11 各题项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 

配对样本统计 
 平均值(E) 数字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A1_重要性 3.99 317 1.244 .070 
A1_表现性 4.03 317 1.136 .064 

配对 2 A2_重要性 3.96 317 1.225 .069 
A2_表现性 3.98 317 1.170 .066 

配对 3 A3_重要性 4.01 317 1.220 .068 
A3_表现性 3.91 317 1.221 .069 

配对 4 A4_重要性 4.02 317 1.236 .069 
A4_表现性 4.04 317 1.086 .061 

配对 5 A5_重要性 4.04 317 1.287 .072 
A5_表现性 4.02 317 1.213 .068 

配对 6 B1_重要性 3.53 317 1.254 .070 
B1_表现性 3.41 317 1.428 .080 

配对 7 B2_重要性 3.43 317 1.268 .071 
B2_表现性 3.38 317 1.361 .076 

配对 8 B3_重要性 3.51 317 1.237 .069 
B3_表现性 3.31 317 1.380 .078 

配对 9 B4_重要性 3.49 317 1.259 .071 
B4_表现性 3.38 317 1.383 .078 

配对 10 C1_重要性 4.25 317 1.198 .067 
C1_表现性 3.83 317 1.229 .069 

配对 11 C2_重要性 4.18 317 1.178 .066 
C2_表现性 3.82 317 1.250 .070 

配对 12 C3_重要性 4.24 317 1.207 .068 
C3_表现性 3.75 317 1.299 .073 

配对 13 C4_重要性 4.22 317 1.226 .069 
C4_表现性 3.84 317 1.27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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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各题项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续） 

 平均值(E) 数字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4 D1_重要性 3.89 317 1.217 .068 
 D1_表现性 3.35 317 1.167 .066 

配对 15 D2_重要性 3.82 317 1.243 .070 

 D2_表现性 3.37 317 1.222 .069 

配对 16 D3_重要性 3.92 317 1.232 .069 

 D3_表现性 3.27 317 1.202 .067 

配对 17 D4_重要性 3.89 317 1.217 .068 

 D4_表现性 3.33 317 1.183 .066 

配对 18 D5_重要性 3.84 317 1.221 .069 

D5_表现性 3.31 317 1.174 .066 

配对 19 E1_重要性 3.92 317 1.207 .068 

E1_表现性 3.66 317 1.328 .075 

配对 20 E2_重要性 4.04 317 1.107 .062 

E2_表现性 3.65 317 1.317 .074 

配对 21 E3_重要性 3.97 317 1.170 .066 

E3_表现性 3.63 317 1.295 .073 

配对 22 E4_重要性 3.99 317 1.154 .065 

E4_表现性 3.73 317 1.277 .072 

配对 23 E5_重要性 3.96 317 1.151 .065 

E5_表现性 3.61 317 1.352 .076 

配对 24 F1_重要性 3.50 317 1.184 .067 

F1_表现性 3.28 317 1.402 .079 

配对 25 F2_重要性 3.57 317 1.196 .067 

F2_表现性 3.33 317 1.357 .076 

配对 26 F3_重要性 3.57 317 1.211 .068 

F3_表现性 3.22 317 1.460 .082 

配对 27 F4_重要性 3.58 317 1.206 .068 

F4_表现性 3.24 317 1.444 .081 

配对 28 F5_重要性 3.56 317 1.201 .067 

F5_表现性 3.32 317 1.452 .082 

配对 29 G1_重要性 3.52 317 1.157 .065 

G1_表现性 3.57 317 1.280 .072 

配对 30 G2_重要性 3.46 317 1.123 .063 

G2_表现性 3.61 317 1.268 .071 

配对 31 G3_重要性 3.67 317 1.108 .062 

G3_表现性 3.59 317 1.308 .073 

配对 32 G4_重要性 3.71 317 1.149 .065 

G4_表现性 3.54 317 1.298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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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各题项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 

  

配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

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

值(E) 

标准

偏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配对 1 A1_重要性 - 

A1_表现性 

-.041 1.788 .100 -.239 .157 -.408 316 .683 

配对 2 A2_重要性 - 

A2_表现性 

-.025 1.849 .104 -.230 .179 -.243 316 .808 

配对 3 A3_重要性 - 

A3_表现性 

.107 1.915 .108 -.104 .319 .997 316 .319 

配对 4 A4_重要性 - 

A4_表现性 

-.025 1.763 .099 -.220 .170 -.255 316 .799 

配对 5 A5_重要性 - 

A5_表现性 

.022 1.905 .107 -.188 .233 .206 316 .837 

配对 6 B1_重要性 - 

B1_表现性 

.120 1.927 .108 -.093 .333 1.108 316 .269 

配对 7 B2_重要性 - 

B2_表现性 

.047 1.888 .106 -.161 .256 .446 316 .656 

配对 8 B3_重要性 - 

B3_表现性 

.199 1.910 .107 -.012 .410 1.853 316 .065 

配对 9 B4_重要性 - 

B4_表现性 

.110 1.919 .108 -.102 .322 1.025 316 .306 

配对 

10 

C1_重要性 - 

C1_表现性 

.423 1.852 .104 .218 .627 4.065 316 .000 

配对 

11 

C2_重要性 - 

C2_表现性 

.363 1.846 .104 .159 .567 3.498 316 .001 

配对 

12 

C3_重要性 - 

C3_表现性 

.492 1.930 .108 .279 .705 4.539 316 .000 

配对 

13 

C4_重要性 - 

C4_表现性 

.388 1.946 .109 .173 .603 3.549 316 .000 

配对 

14 

D1_重要性 - 

D1_表现性 

.543 1.854 .104 .338 .748 5.209 316 .000 

配对 

15 

D2_重要性 - 

D2_表现性 

.451 1.822 .102 .250 .652 4.409 3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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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各题项 IPA配对分析结果表（续） 

 

配对差值 

t 

自由

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

值(E) 

标准

偏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配对 

16 

D3_重要性 - 

D3_表现性 

.650 1.856 .104 .445 .855 6.235 316 .000 

配对 

17 

D4_重要性 - 

D4_表现性 

.555 1.754 .099 .361 .749 5.635 316 .000 

配对 

18 

D5_重要性 - 

D5_表现性 

.533 1.780 .100 .336 .730 5.333 316 .000 

配对 

19 

E1_重要性 - 

E1_表现性 

.268 1.828 .103 .066 .470 2.611 316 .009 

配对 

20 

E2_重要性 - 

E2_表现性 

.388 1.737 .098 .196 .580 3.977 316 .000 

配对 

21 

E3_重要性 - 

E3_表现性 

.338 1.740 .098 .145 .530 3.454 316 .001 

配对 

22 

E4_重要性 - 

E4_表现性 

.265 1.638 .092 .084 .446 2.880 316 .004 

配对 

23 

E5_重要性 - 

E5_表现性 

.353 1.747 .098 .160 .546 3.601 316 .000 

配对 

24 

F1_重要性 - 

F1_表现性 

.224 1.910 .107 .013 .435 2.088 316 .038 

配对 

25 

F2_重要性 - 

F2_表现性 

.237 1.785 .100 .039 .434 2.359 316 .019 

配对 

26 

F3_重要性 - 

F3_表现性 

.353 1.949 .109 .138 .569 3.227 316 .001 

配对 

27 

F4_重要性 - 

F4_表现性 

.341 1.826 .103 .139 .542 3.323 316 .001 

配对 

28 

F5_重要性 - 

F5_表现性 

.246 1.910 .107 .035 .457 2.294 316 .022 

配对 

29 

G1_重要性 - 

G1_表现性 

-.044 1.728 .097 -.235 .147 -.455 316 .649 

配对 

30 

G2_重要性 - 

G2_表现性 

-.142 1.699 .095 -.330 .046 -1.487 316 .138 

配对 

31 

G3_重要性 - 

G3_表现性 

.082 1.726 .097 -.109 .273 .846 316 .398 

配对 

32 

G4_重要性 - 

G4_表现性 

.167 1.695 .095 -.020 .355 1.756 316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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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各个维度下各指标的重要性和表现性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需比较

重要性和表现性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知道对于旅游资

源 C1-C4、基础设施服务 D1-D5、人文和历史环境 E1-E5、区位交通 F1-F5，这

四个维度而言，其显著性均小于 0.05，说明重要性和表现性在这四个维度方面有

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于自然景观环境 A1-A5、社会环境 B1-B4和政府决策 G1-G4

而言，显著性均大于 0.05，说明重要性和表现性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以下通过将

各维度数据代入 IPA的二维四方图对重要性与表现性进行详细的分析。 

 

表 5.13 编号标记编码表 

标记 编码 题项 

1 A1 金滩的沙质细软金黄，滩平浪静，是优良的海滨浴场 

2 A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万大山森林公园风景秀丽 

3 A3 世界唯一的国家级金花茶自然保护区令人心驰神往 

4 A4 中国最大、最典型的海湾红树林景观独特 

5 A5 防城港舒适不闷热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环境空气优良率高 

6 B1 口岸景观独特，边关互市（口岸商贸）繁华 

7 B2 防城港市社会安定、治安和谐 

8 B3 防城港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9 B4 防城港市市民热情好客，综合素质较高 

10 C1 景区有多种边境民俗文化特色可参与的活动和特色小吃 

11 C2 防城港市中越合作旅游产品（旅游线路设计）可选择性较多 

12 C3 景区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 

13 C4 景区融入异国风情、有越南特色的产品可供挑选 

14 D1 景区票价较为合理 

15 D2 防城港市餐饮住宿费用合理，令人满意 

16 D3 边境旅游交通费用及旅游花费较为合理 

17 D4 各景点交通便捷度较高 

18 D5 景区工作人员专业化的服务和良好的态度 

19 E1 
京族和越南的风情特色显著，京族博物馆展现京族传统文化

魅力 

20 E2 大板瑶山地文化令人惊叹 

21 E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族独玄琴 

22 E4 
古镇建筑遗址遗迹保存较好，中越友谊大桥、大清国一号界

碑等 

23 E5 游客对越南民族文化差异（语言、衣着等）好奇和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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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编号标记编码表（续）  

 

图 5.2各影响因子 IPA数据图 

 

其中落入第一象限的题项有 A1-A5﹑C1-C4﹑E1-E5，共 14个因子，分别是

自然景观环境的所有因子，旅游资源的所有因子和人文和历史环境的所有因子。

相关题项与之前的三个维度一致，重要性和表现性均超出人们预期，需要继续保

标记 编码 题项 

24 F1 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动车、飞机、 汽车）时间较短 

25 F2 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动车、飞机、 汽车）费用合理 

26 F3 防城港市至越南下龙湾海上旅游航线交通便捷 

27 F4 防城港市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城市，市场距离短 

28 F5 防城港市是广西省南北黄金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 

29 G1 通关（签证）手续的便捷性和简易程度 

30 G2 国家边境旅游政策的扶持重点项目 

31 G3 政府对景区财政资金的支持 

32 G4 宣传部门对景区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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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是游客最关注的项目，防城港市

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能直观的吸引游客的关注。旅游资源题项

体现游客的活动参与度，旅游体验中的民俗文化活动参与性较高，旅游线路可选

择性较大，游客较为满意。这三个因素与游客的关系最为贴近，现阶段防城港市

的旅游环境让游客较为满意，在日后的发展中要进行保持。 

 

落入第二象限的题项有 G1-G3，第二象限为供给过度区，说明只需要维持现

状，不需要加大投入，浪费资源。分布在第Ⅱ象限的有 G1 通关（签证）手续的

便捷性和简易程度、G2国家边境旅游政策扶持项目、G3政府对景区财政资金的

支持。这是游客认为不是特别重要，但满意度很高的一个方面。因为目前，防城

港市通关手续已较为简化，2014 年，国家旅游局商公安部为了进一步便捷边境

游办证及口岸通关验放程序，经过调研后对防城港现行的办证流程进行了优化，

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减少了办证环节，提高了办事效率，促进中国-东盟商旅人

员出入境和跨国旅游的便利化。通过本文第四章的分析，可以知道，国家边境政

策的扶持和政府对景区财政资金的支持也非常到位。景区的各项政策和资金都比

较完善，这也是表现性较高原因。 

 

落入第三象限的是机会区，分别为 B1-B4﹑F1-F5﹑G4，共有 10个因子，是

社会环境的所有因子，区位交通的所有因子及 G4 宣传部门对景区宣传力度。第

第三象限是优先顺序比较低，也表明了对于被采访的游客来说，并不关心这三个

方面，也不是很满意。结合第四章的分析结果可知，防城港市的经济增长水平较

差，影响游客对社会环境的评价。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费用偏高，而游客的年龄

层次偏年轻，收入水平偏低，价格会是影响区位交通评价的原因。景区的宣传还

停留在传统方式，在新型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等的渠道的宣传发布较少，缺少创

新的宣传方式，与游客的年轻年龄城市关注的宣传渠道较为不契合，所以宣传力

度表现性差。但是因为以上因素集中在第三象限，游客对于以上问题的改善的迫

切性并没有那么高，旅游景区的管理人员在这些方面可以不用投入太多的精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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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变，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到需要重点改善的方面。这种做法并不是放弃

这些不重要的区域，而是优先解决重点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重要区域

也会因为某些因素成为重点解决区域，到时候再着重进行这些区域的改善。 

 

落入第四象限的因子有 D1-D5，是基础设施服务的所有因子。第四现象为重

点改善区，说明基础设施服务维度下的各题项，都需要进行重点改善。景区消费、

餐饮住宿费用、交通花费、景区间的便捷程度及专业服务，与游客旅游活动的关

联性较高，是游客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由描述性统计可

知，游客的收入水平适中偏低，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出行费用较高，且景点间便捷

程度较差，使游客评价较不满意。旅游出行活动，结合第四章边境旅游发展现状

的基础设施分析结果，两者相符。说明这是防城港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需要重

点去改善的地方。 

 

5.9 本章小结 

 

通过相关文献研究整理，防城港市边境旅游有八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

自然环境、旅游资源、区位交通、社会环境、服务设施、人文历史环境、旅游市

场需求及政府政策。根据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外在拉力的表现分析可知，防

城港市边境旅游的自然环境吸引力较强，中越两国的边关互市繁华，形成了安全

稳定的旅游社会环境，但社会经济总体表现不突出。旅游资源数量较多，具有特

色，可选择性较大，总体的质量较高。但基础设施的服务偏差，主要存在景区内

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景区间的衔接性较差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专业素质较低

两个问题，制约了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通过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网站

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客源市场的吸引力较强，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逐年保持增

长的势头，客源以国内游客为主，但海外游客数量特别低，应加以改善。人文历

史环境方面，防城港市有中国唯一的京族聚居区，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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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大桥、大清一号界碑景点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越南民族的文化差异能够激

发游客的好奇心，促进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防城港市南领北部湾，西与越南

接壤，区位交通条件优越，为边境旅游吸引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防城港市是广

西壮族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城市，2018年 4月，国务院同意，

防城港市获批首批中国边境旅游实验区更是推动了防城港边境旅游业的发展。 

 

通过对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内在推力的表现分析可知，游客对防城港市

边境旅游的自然景观环境、旅游资源和人文历史环境的表现较为满意，需要继续

保持。防城港跨境旅游的通关手续及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发展等都已较为完善，

不需要进行特别的优化，体验感较好，所以游客普遍认为只需要维持现状。社会

环境、交通区位及旅游景区的宣传力度游客不是非常满意，需要进行完善，但现

阶段游客对其的关注度还不够高，且社会环境和交通区位的提升也较为困难，需

要整体的统筹规划，且短时间内，提升效果不明显，游客感知不会有明显变化。

旅游宣传渠道的拓宽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暂时应该将关注度放在

需要重点改善的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根据 IPA 重要性—表现性的分析结果显示，

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整体的发展水平不高是影响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

提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的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表现结果较为一

致。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不完善，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旅游需求，是影响防城

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提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能有效提升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

引力，政府主管部门、旅游企业和旅游研究机构应予以重视，加快旅游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体系的建设。 



 

第 6章  

结论与展望 

 

在之前的研究中，本文通过详细的理论阐述及构建边境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思

路图进行了实证研究，阐述了顾客感知下与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本章中，将会针对前文所得到的结论进行概括性的总结，并根据结论对当前防城

港边境旅游提出合理的提升意见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 

 

1）边境旅游吸引力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2）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发展现状如何？ 

 

3）如何有效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有八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自然环境、旅游资源、区

位交通、社会环境、服务设施、人文历史环境、旅游市场需求及政府政策。综合

评价，边境旅游的发展现状较好，但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整体的发展水平不

高是影响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提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升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有助于游客能成对旅游目

的地的认同感，对边境旅游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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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提升建议 

 

通过分析研究结果，笔者认为防城港市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

的建设，增加游客的回游率并提高海外游客的人数。针对以上需要重点改善的问

题，提出以下建议： 

 

6.2.1 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养，建设高素质的旅游团队 

 

防城港市边境旅游需要吸引更多游客，旅游业从业人员需要素质的提升，使

游客感受到高质量的旅游服务。需要专业的高素质旅游团队拓展海外游客市场，

带动防城港市边境旅游经济的发展。防城港市相关部门应实施新型旅游人才引进

与培养机制，对于旅游团队的人才进行培养。政府与旅游管理部门需要利用自身

的管理引导能力，针对旅游业的人才培养进行改革。设立旅游专业，建立针对性

的旅游人才培养机构，从而可以为旅游行业提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以这种方式

来提高旅游业人员的整体水平。旅游业需要完善自身的体制，通过较高的条件来

吸引高级人才的进入，对于旅游业人员提供学习晋升的机会，不断更新其服务知

识及专业技能，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为边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动力，

从而满足游客的各种服务需求。 

 

6.2.2 完善市内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设计边境旅游线路 

 

基础设施是旅游服务的基础，需要能够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要，才能够吸引

游客增加停留天数，带动经济消费。根据《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文件精神要求，

相关部门应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兴建旅游饭店，在各个旅游景点附近建造不同规格

的酒店饭店等餐饮设施，全面提升旅游接待服务水平。积极建设城市旅游综合体，

将服务作为旅游业的重点，对于旅游景点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设施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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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而符合旅客需要，吸引各个市场层次的游客。 

 

旅游线路需要进行充分考虑，合理设计。只有合理的旅游路线才可以最大程

度的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从而能够提升该地旅游业的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健

康发展，因此科学合理的旅游线路十分重要。在对于旅游线路进行设计时需要考

虑旅游区域的自身情况，注意以下两点：首先需要站在旅游供给的方面来对于路

线进行设计，保证各个地区的线路畅通。其次需要站在旅游需求的方面来进行线

路设计。需要对于游客的喜好进行调查，从而能够保证设计的线路可以符合游客

的旅游习惯。充分整合“边、海、山、民”资源，统筹边境旅游的各景区和旅游线

路相互协调和配合，形成竞争合力。科学的旅游线路，对景区吸引客流，提升边

境旅游吸引力，有着重要的作用。以扩大市场，保证游客的旅行时间增长，提高

游客在旅游区域的消费，从而使得边境旅游能够快速的发展。 

 

防城港市相较于其他旅游城市，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以及边区人文景观，具

有较强的竞争力。防城港市需要进行招商引资，保证获得更多的资源进行发展，

与国内外的各大集团进行旅游项目的合作，形成一批旅游重点项目，吸引国内外

游客的注意力。完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各类旅游专项规划，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边

境旅游产品。 

 

6.2.3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旅游回游率 

 

根据调查现实，防城港旅游区的旅客回头率较低，这是因为大部分旅客在防

城港旅游区游览过之后认为值得重新一游的景点较少。但是如果旅游中含有体验

式旅游则会大大不同，因为体验式旅游拥有特色的活动，能够让旅客流连忘返，

从而游览过一次之后还希望再次浏览。可以站在游客的满意度方面进行考虑，对

于游客进行分类，了解不同类型游客的不同需要，针对于游客的需要而提出各种

适合的旅游活动或者是产品，吸引游客关注。防城港需要对于民族特色，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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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购物区域、餐饮区域以及住宿区域等进行相关的改进，从而提高游客的回访

率。 

 

6.2.4 加强营销，建立品牌 

 

中国与东盟进行合作的重要区域之一便是防城港市，防城港市拥有独特的民

族文化，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在这个区域融合碰撞，防城港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随着防城港市的发展，其旅游业已经获得了一定成绩。有许多独特性、地域性的

旅游资源。防城港市应挖掘出核心景点，深入挖掘京族文化，形成一个良好的旅

游形象，从而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准确定位与传播旅游品牌，首先要明确旅游者的需求和动机。防城港市是中

国京族这个海洋民族的生存之地，可以对于京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寻找能够

展示京族文化的各种事物，将京族文化作为当地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让游

客能够在这里浏览到独特的海洋民族文化。在防城港市旅游业的发展中，也需要

重视当地旅游业的宣传推广，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例如进行广告宣传，或者

是向大众推送各种信息新闻或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交流合作等方式，为防城

港市做好宣传工作。 

 

6.2.5 明确目标市场，提升海外游客人数 

 

重视国外市场，在中国政府的引导支持下，防城港旅游业需要积极与国外进

行相关的旅游项目合作，从而能够开发海外市场，吸引海外旅客进入。防城港市

与其他国家相接，因此需要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保证能够拥有稳定的国

外旅客客源。与美国进行旅游合作时，可以将游客吸引到防城港市进行历史游览；

与越南等进行旅游合作时，可以进行第三国营销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互助共赢。

针对于国外游客的习惯，设置符合他们需求的线路。加大对于国际旅游市场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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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形成成熟的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网络。防城港市应该抓住中国与东盟进行自

由贸易区建立的这一个重要机会，加大对于国际市场的宣传，与国外相关机构建

立起稳定的旅游项目合作，获得更多的国外客源，从而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占据一

定地位。防城港市的主要客源市场主要集中在区内和周边省市。应注重海外客源

市场开拓的重点是越南，其它东南亚各国可以作为客源机会市场逐步开拓。 

 

防城港市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一项边境旅游项目，防城港市的旅游行业正在面

临着巨大的机遇。本篇论文对于防城港市的边境旅游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

分析了防城港市的旅游优势以及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针对于防城港市旅游业的

发展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为防城港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防城港市

拥有着十分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资源禀赋较高，边境旅游前景十分广阔，通过

科学的资源布局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合理设计边境旅游线路，增加具

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同时，合理规划市内交通设施，提高通往各个景点间交通的

便捷度。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素质，能有效提升边境旅游吸引力，带动城市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防城港旅游业必将发展地又快又好。 

 

6.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深度有待提高，笔者力图通过定量化方式对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

进行研究，但由于数据和资料获取的限制，在研究中仅考虑主要影响因素：自然

环境、旅游资源、区位交通、社会环境、服务设施、人文历史环境、旅游市场需

求和政府政策。对旅游组织结构、技术与制度创新、邻国边境旅游发展状况等考

虑的较少，没有细分以男性女性游客的不同感知对数据进行细化的分析。有待于

今后研究时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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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内容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本文仅针对防城港市的

边境旅游吸引力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今后，应进一步深入剖析不同类型边境旅游

吸引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升华。但希望通过文中对防城港边境旅游的分析，

有助于促进防城港市边境旅游特色化，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城市发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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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研究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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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参与本次问卷调查！学术科研需要，需

要研究广西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特进行此调查。 

本次问卷为意愿感知问答，答案无对错之分。您的意见和真实感受,将对本次

研究提供莫大帮助，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与配合。本次调查保证所获取的信息

将仅用于学术研究，对您的信息将绝对保密，请您放心！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一、个人基本情况调查 

（填写说明：请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将选择答案的数字填入题后的括号内） 

1、请问您的性别是（   ） 

A.男       B.女 

2、请问您的年龄是（   ） 

A.18岁以下 B.19-30岁   C. 31-40岁D. 41-50岁    E.51岁以上 

3、请问您的学历是（   ） 

A.高中及以下 B.专科  C.本科  D.硕士研究生  E.博士研究生及以上 

4、请问您的职业是（   ） 

A.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B.教育科研人员   C.企事业单位员工  D.学生 

E.私营工商业主    F.农林牧渔工作人员   G.其他  

5、请问您目前的月薪是（   ） 

A.3000元以下    B.3000-5000元   C.5000-8000元    D.8000元以上 

6、请问您此前是否曾经到过防城港旅游（   ） 

A. 没有来过       B.1次         C.2~3次         D.3次以上 

7、请问您此次前来防城港边境景区旅游的目的是（   ） 

A.休息放松     B.欣赏其边境风光        C.对其历史文化感兴趣 

D.结伴亲友     E.对中越边境民俗感兴趣   F.商务活动 

 

 



 78 

8、请问您了解防城港边境旅游信息的渠道是（   ） 

A.旅行社     B.电视广播     C.旅游网站      D.旅游 APP 

E.微信、微博等平台推荐     F.其他 

 

二、防城港市边境旅游吸引力调查 

“重要性”要求您根据自己的判断与期待觉得该因素对于吸引你来防城港边

境旅游重要性大小，在最能代表您意见的选项上打“√”，下列选项分别表示：

1.很不重要；2.不太重要；3.一般重要；4.比较重要；5.非常重要。 

“实际状况”评分：请您根据防城港边境旅游景区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在最

能代表您意见的选项上打“√”，下列选项分别表示： 1.非常不满意；2.不太满

意；3.一般满意；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编号 防城港边境旅游吸引力影响因素描述 重要性 实际情况 

自

然 

景

观 

环

境 

A1 
金滩的沙质细软金黄，滩平浪静，是优

良的海滨浴场 
1  2  3  4  5 1  2  3  4  5 

A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万大山森林公园

风景秀丽 
1  2  3  4  5 1  2  3  4  5 

A3 
世界唯一的国家级金花茶自然保护区

令人心驰神往 
1  2  3  4  5 1  2  3  4  5 

A4 
中国最大、最典型的海湾红树林景观独

特 
1  2  3  4  5 1  2  3  4  5 

A5 
防城港舒适不闷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环境空气优良率高 
1  2  3  4  5 1  2  3  4  5 

社

会

环

境 

B1 
口岸景观独特，边关互市（口岸商贸）

繁华 
1  2  3  4  5 1  2  3  4  5 

B2 防城港市社会安定、治安和谐 1  2  3  4  5 1  2  3  4  5 

B3 防城港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1  2  3  4  5 1  2  3  4  5 

B4 防城港市市民热情好客，综合素质较高 1  2  3  4  5 1  2  3  4  5 

旅

游

资

源 

C1 
景区有多种边境民俗文化特色可参与

的活动和特色小吃 
1  2  3  4  5 1  2  3  4  5 

C2 
防城港市中越合作旅游产品（旅游线路

设计）可选择性较多 
1  2  3  4  5 1  2  3  4  5 

C3 景区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 1  2  3  4  5 1  2  3  4  5 

C4 
景区融入异国风情、有越南特色的产品

可供挑选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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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填写完毕，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祝您生活愉快！ 

 

基

础

设

施

服

务 

D1 景区票价较为合理 1  2  3  4  5 1  2  3  4  5 

D2 防城港市餐饮住宿费用合理，令人满意 1  2  3  4  5 1  2  3  4  5 

D3 
边境旅游交通费用及旅游花费较为合

理 
1  2  3  4  5 1  2  3  4  5 

D4 各景点交通便捷度较高 1  2  3  4  5 1  2  3  4  5 

D5 
景区工作人员专业化的服务和良好的

态度 
1  2  3  4  5 1  2  3  4  5 

人

文

和

历

史

环

境 

E1 
京族和越南的风情特色显著，京族博物

馆展现京族传统文化魅力 
1  2  3  4  5 1  2  3  4  5 

E2 大板瑶山地文化令人惊叹 1  2  3  4  5 1  2  3  4  5 

E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族独玄琴 1  2  3  4  5 1  2  3  4  5 

E4 
古镇建筑遗址遗迹保存较好，中越友谊

大桥、大清国一号界碑等 
1  2  3  4  5 1  2  3  4  5 

E5 
游客对越南民族文化差异（语言、衣着

等）好奇和普遍接受 
1  2  3  4  5 1  2  3  4  5 

区

位

交

通 

F1 
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动车、飞机、汽

车）时间较短 
1  2  3  4  5 1  2  3  4  5 

F2 
前往防城港市的交通（动车、飞机、汽

车）费用合理 
1  2  3  4  5 1  2  3  4  5 

F3 
防城港市至越南下龙湾海上旅游航线

交通便捷 
1  2  3  4  5 1  2  3  4  5 

F4 
防城港市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

城市，市场距离短 
1  2  3  4  5 1  2  3  4  5 

F5 
防城港市是广西省南北黄金旅游带上

的重要节点 
1  2  3  4  5 1  2  3  4  5 

政

府

决

策 

G1 通关（签证）手续的便捷性和简易程度 1  2  3  4  5 1  2  3  4  5 

G2 国家边境旅游政策的扶持重点项目 1  2  3  4  5 1  2  3  4  5 

G3 政府对景区财政资金的支持 1  2  3  4  5 1  2  3  4  5 

G4 宣传部门对景区的宣传力度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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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会计学 2017年 

硕士：泰国兰实大学 

课程名称：M.B.A. 2019年 

永久住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省南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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