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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ＰＳＳ的工业旅游感知分析———以柳州市为例
颜丽虹，程道品

（桂林工学院 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假日经济时代的来临使旅游形式日趋多样化，开发工业旅游市场将成为旅游环境容量分
流及挖掘旅游资源内涵的重要措施．以柳州市的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ＳＰＳＳ统计软
件对调查结果中人们对柳州工业旅游的感知评价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工业旅游的细分市

场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从而形成一套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旅游市场开发体系．
关键词：ＳＰＳＳ；工业旅游；感知；柳州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①

１ 区域背景

柳州市是广西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

其工业旅游资源相当丰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
当全国各大城市刚刚兴起工业旅游热时，柳州市

就瞄准了这块市场，在市旅游局和市企业文化促

进会的倡导和支持下，于１９９９年６月开辟了五菱
—美陶—两面针—柳钢的工业旅游线路．

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柳州工业旅游的持续发展，

２００４－０３－１７召开的全市旅游工作会议将现代工
业观光旅游线列为重点推介的５条线路之一，并力
争柳钢、柳烟工业旅游项目通过评审，继柳州五菱

汽车工业旅游项目之后成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

２ 样本选择和问卷设计

在旅游决策和旅游行为理论中，旅游感知是

影响潜在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１］．
因而，对工业旅游这一新型旅游项目的开发研究

过程中对游客的感知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２１　样本选择

我国的工业旅游客源集中在两个细分市场：专

业市场和学生市场．所以将调查对象的重点首先确
定在学生这个消费群体上，其次放在工业企业的职

工群体上，其它市场也要涉及并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年龄结构上，工业旅游产品客源凸显年轻

化，调查对象应首选３０岁以下的群体．但是，考
虑到客源市场的拓展需求，仍需把中青年、中老

年这两部分群体的需求状况反映出来．本次问卷
调查将地点分为柳州市区的学校、工厂企业、旅

游景点、饭店、购物中心等地．
２２ 问卷设计

鉴于笔者是从受众目标的角度来评价工业旅

游产品的各种功能，针对潜在的游客，这是此次

问卷调查的核心．内容大体上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受众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口

地理学特征 （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家庭经

济情况）、旅游目的、旅游方式、停留天数以及获

取旅游信息的渠道．
第二部分为受众对象的感知和认知评价．分

别从工业旅游的直观性、观赏性、奇异性、知识

性、经济便捷性、产品的可替代性、总体相对地

位以及对子女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的影响

力等方面请被调查者来进行自己的评价．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样本分析

此次问卷调查共发放 ６１２份，回收有效问卷
５５０份，主要调查对象为柳州的游客、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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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职工和当地居民 （表１）．
以上的样本统计结果符合此次抽样调查样本

量设计技术的基本要求，也符合人口学以及居民

的社会经济特征，因而保障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为工业旅游感知研究打下了科学的实证分析基础．
３２　工业旅游感知的总体评价

本文的问卷调查采取的是数值尺度法，即在５
个阶段上配以适当的程度副词，以探求回答者意见、

态度．笔者把这种定距测量尺度分为５级，即由强到
弱的均匀渐进过程，并赋予分值为５，４，３，２，１分．

评价共选取 ８个感知因子，分别为 Ａ１（参与
性）、Ａ２（观赏性）、Ａ３（奇异性）、Ａ４（经济性）、Ａ５（便
捷性）、Ａ６（产品可替代性）、Ａ７（社会功能性）、
Ａ８（知识性）．其中，参与性指的是游客参与工业旅
游的几率有多大，经济性指游客对工业旅游产品所

花费用的承受力，社会功能性包括对子女实践能力

培养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等方面．
在统计数据结果出来以后，采取加权平均的方

法得出每一个因子的平均值：

表１　受众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项目类别 频度
有效百

分比／％
累计百

分比／％

性别
男 ３３６ ６１．１ ６１．１
女 ２１４ ３８．９ １００

年

龄

１１～２０ ８８ １６ １６
２１～３０ ２２４ ４０．７ ５６．７
３１～４０ １５４ ２８ ８４．７
４１～５０ ５５ １０ ９４．７
５１～６０ ２５ ４．６ ９９．３
６０以上 ４ ０．７ １００

职

业

工人 ９３ １６．９ １６．９
干部 ８６ １５．６ ３２．５

商业服务者 ４２ ７．６ ４０．１
个体经营者 ５６ １０．２ ５０．３
学生 １４１ ２５．６ ７５．９
教师 ２３ ４．２ ８０．１

科技人员 ３６ ６．５ ８６．６
其它 ７３ １３．４ １００

学

历

高中及以下 １２１ ２２ ２２
大专 １５４ ２８ ５０
大学 ２５９ ４７．１ ９７．１

硕士及以上 １６ ２．９ １００

家庭

经济

收入

２万元以下 ２５６ ４６．５ ４６．５
２～４万元 １７４ ３１．６ ７８．１
４～６万元 ６９ １２．６ ９０．７
６～８万元 ５１ ９．３ １００

住 址
城市 ３８６ ７８．３％ ７８．３
村镇 １０７ ２１．７ １００

合 计 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Ｐ＝∑
ｎ

ｉ＝１

ｎｉ
Ｎ×Ｇｉ． （１）

其中：Ｐ为加权平均值；Ｎ为样本总数；ｎｉ为所选择
的第ｉ项的样本数；Ｇ为所选择的第ｉ项的分数值．

根据公式计算得到被调查者对工业旅游感知

的总体评价分值（表２）．

表２　被调查者对工业旅游总体评价
Ｔａｂｌｅ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

类别
分　　值

５分 ４分 ３分 ２分 １分
均值

Ａ１ ６９ １９０ １４７ ７０ １７ ３．４５
Ａ２ ８４ ２３１ １１２ ５１ １５ ３．６５
Ａ３ １３０ ２０５ １０８ ４６ ４ ３．８３
Ａ４ １３９ １７８ １１８ ５１ ７ ３．７９
Ａ５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５７ ７５ １８ ３．５１
Ａ６ ７８ １８０ １２２ ９９ １４ ３．４２
Ａ７ １４７ ２５７ ７３ １２ ４ ４．１６
Ａ８ １６０ ２２５ ７９ ２１ ８ ４．０３

３３　感知因子的主成分和聚类分析
根据表１可以把８个感知因子结合影响旅游需

求的诸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更全面、有效地进行

市场开发．整个分析过程从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经
济收入４个不同的角度入手，进行主成分分析以及聚
类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确定市场开发方向．
３３１ 主成分分析方法　 在原始变量的 ｍ维空
间中，找到新的 ｍ个坐标轴，新变量与原始变量的
关系可以表示为

　　　

Ｐ１＝ｌ１１ｘ１＋ｌ１２ｘ２＋… ＋ｌ１ｍｘｍ，

Ｐ２＝ｌ２１ｘ１＋ｌ２２ｘ２＋… ＋ｌ２ｍｘｍ，

Ｐ３＝ｌ３１ｘ１＋ｌ３２ｘ２＋… ＋ｌ３ｍｘｍ，

　　……　　　　……
Ｐｍ ＝ｌｍ１ｘ１＋ｌｍ２ｘ２＋… ＋ｌｍｍｘｍ










．

（２）

这ｍ个新变量中可以找到１个新变量（１＜ｍ）
能解释原始数据大部分方差所包含的信息．包含的
信息量是原始数据包含信息量的绝大部分．其余 ｍ
－１个新变量对方差影响很小．称 ｍ个新变量为原
始变量的主成分．每个新变量均为原始变量的线性
组合．其中，第ｉ个主成分的方差在数值上等于第 ｉ
个特征值，即

　　Ｓｐ１＝（∑
ｍ

ｉ＝１
（Ｐｉ－Ｐｉ）２）／（ｎ－１）＝λｉ， （３）

　　累计贡献率 ＝∑
ｋ

ｉ＝１

λｉ
ｍ． （４）

通常取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８０％来确定取前ｋ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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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征值大于１的成分为该研究问题的主成分［２］．
３３２ 分析过程　由于计算的过程比较复杂，数
据量比较大，这里就以年龄因素为例介绍分析的过

程，其余的因素分析过程与之相同．
（１）计算出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表３）．
（２）计算出提取公因子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

（表４）．它刻划了全部公共因子对于变量ＸＩ的总方
差所作的贡献，说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变量

信息的百分比．例如，提取公共因子后，Ａ１的共同度
为０．９５，即提取的公共因子对Ａ１的方差做出了９５％
的贡献．从Ｃ行的数据看出，各个变量的共同度都比
较大，说明变量空间转化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

多的信息，因此，因子分析的效果是显著的．
表３　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Ａ８
Ａ１ １．００００．９４４ ０．９７２ ０．９６９ ０．３６７ ０．８３９ ０．８０７０．４２５
Ａ２ ０．９４４１．０００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３ ０．２３０ ０．９０９ ０．８７３０．３２５
Ａ３ ０．９７２０．９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５ ０．３４４ ０．８６８ ０．８０５０．４０６
Ａ４ ０．９６９０．９９３ ０．９９５ １．０００ ０．３１３ ０．９０１ ０．８３５０．３８９
Ａ５ ０．３６７０．２３０ ０．３４４ ０．３１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４６ ０．２１５０．９４２
Ａ６ ０．８３９０．９０９ ０．８６８ ０．９０１ ０．３４６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６０．３６９
Ａ７ ０．８０７０．８７３ ０．８０５ ０．８３５ ０．２１５ ０．６９６ １．００００．０５８
Ａ８ ０．４２５０．３２５ ０．４０６ ０．３８９ ０．９４２ ０．３６９－０．０５８１．０００

表４　变量提取公因子前后的共同度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Ａ８
Ｂ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Ｃ ０．９５００．９９１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５ ０．９８９ ０．８３９ ０．９５２０．９４８

　注：Ｂ为原始变量的公因子方差，Ｃ为未旋转的公因子的方差

（３）进行总方差分解得出相关系数矩阵，依据
特征值提取符合条件的公共因子（表５）．本表数据
表明，由于相关系数矩阵有两个最大的特征值分别

为５７２４和１９１６的因子（根据因子提取对话框的
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其累积贡献率为
９５５％，因此提取２个公共因子．

表５　总方差分解表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ｆ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ｔｒｉｘ

因子特征值 所占比例／％ 累计百分比／％

Ａ１ ５．７２４ ７１．５５３ ７１．５５３
Ａ２ １．９１６ ２３．９４７ ９５．５００
Ａ３ ０．２１９ ２．７３７ ９８．２３７
Ａ４ ０．０９７ １．２１１ ９９．４４８
Ａ５ ０．０４４ ０．５５２ １００．０００
Ａ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Ａ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Ａ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４）根据总方差分解表作出碎石图（图１）．从
图中可看出２个因子的特征值大（皆大于１），图中
折线陡峭，从第３个因子以后，折线平缓．因此，选
择２个公共因子．

图１　表现各成分特征值的碎石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ｒｅｅｐｌｏｔ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

（５）提取的２个公共因子设为第一、第二主因
子（Ｆ１，Ｆ２），从而得出变量模型为：

Ａ１＝０．９９５Ｆ１－０．０７６Ｆ２
Ａ２＝０．９８７Ｆ１－０．０４３Ｆ２
Ａ３＝０．９９５Ｆ１－０．０７６Ｆ２
Ａ４＝０．９９５Ｆ１－０．０７６Ｆ２
Ａ５＝０．９９５Ｆ１－０．０７６Ｆ２
Ａ６＝０．９９５Ｆ１－０．０７６Ｆ２
Ａ７＝０．９９５Ｆ１－０．０７６Ｆ２
Ａ８＝０．９９５Ｆ１－０．０７６Ｆ



















２

从因子载荷矩阵和建立的因子模型看到，各因

子的典型代表变量突出，能对因子做出合理的解

释，由此，可以把Ｆ１描述为对工业旅游产品资源质
量的感知因子，把 Ｆ２描述为对工业旅游产品的社
会影响力的感知因子．

（６）利用因子得分变量进行聚类并作出散点图
（图２）．

图２　基于旅游需求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的散点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ｒｅｅｐｌｏｔ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ｏｕｒｉｃｍｄｅｍａｎｄ
年龄●：１—１１～２０岁；２—２１～３０岁；３—３１～４０岁；４—４１～５０
岁；５—５１～６０岁；６—６０岁以上
职业 ○：ａ—工人；ｂ—干部；ｃ—商业服务者；ｄ—个体经营者；ｅ—
学生；ｆ—教师；ｇ—科技人员；ｈ—其它
学历▲ ：Ａ—高中及以下；Ｂ—大专；Ｃ—大学；Ｄ—硕士及以上
经济水平□：Ⅰ—２万元以下；Ⅱ—２～４万元以下；Ⅲ—４～６万
元；Ⅳ—６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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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分析结果　（１）年龄越年轻，对感知因子
Ｆ１（参与性评价、观赏性评价、奇异性评价、知识性
评价、便捷性评价、产品可替代性评价）越敏感，即

越认同工业旅游产品的资源质量，年龄越大，越认

同因子Ｆ２（社会功能性评价和经济性评价），即越
认同工业旅游产品对社会的贡献．１１～２０岁年龄段
最具有开发意义．

（２）学生、教师及科技人员对工业旅游产品的
社会功能性、经济性、知识性等感知因子更为看重，

其中学生对因子 Ｆ１的综合评价最高；工人对因子
Ｆ２（奇异性、参与性、便捷性）的综合评价最高，这类
群体对工业旅游很有亲切感，参与的几率很大；其

余的群体对奇异性感知度很强，说明他们对从未接

触过的工业具备比较一致的好奇心．
（３）学历越高，对工业旅游产品的功能性因素越

偏好，认同度最高，其中，大学和硕士分别对感知因子

Ｆ１（便捷性、参与性和产品可替代性）和Ｆ２（知识性、经
济性、社会功能性、观赏性、奇异性）具有明显的偏好

性；学历越低，对工业旅游的感知性和认可度越弱．
（４）收入越低，对因子 Ｆ１（奇异性、经济性、参

与性、产品可替代性）越敏感；收入越高对因子 Ｆ２
（知识性、社会功能性、观赏性、便捷性）越敏感．其
中，低收入群体对Ｆ１和Ｆ２的敏感度最高，高收入群
体对因子Ｆ２的敏感度最高．

综上所述，受众对象普遍看重工业旅游产品的社

会价值，即对子女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

养；对工业旅游产品的替代性功能认可度较低，即工业

旅游产品还不完全具备娱乐休闲功能，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无法取代传统的旅游观光型产品；青少年对工

业旅游产品的奇异性、知识性认可度最高，充分反映了

这个群体“求新、求知、求奇”的需求；中青年对工业旅

游产品的参与性和观赏性感知不强，中老年及老年对

工业旅游产品的便捷性要求很高．

４　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是指企业根据消费者群体之间需求的

差异性，把一个整体市场划分为两个或更多的消费

者群体，从而确定企业目标市场的活动过程［３］．旅游
企业经营是否成功，市场的细分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１）重点目标．应放在青年学生、教师、工人群体
上．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到工厂、企业参观可以满足学
生们求知、求新、求奇的心理需求．此外，学生节假日较
多，有充足的闲暇时间，而且到企业旅游交通便利、费

用不高，可以为学生所承担．教师群体社会地位高，对
知识、文化性的产品认可度较高，加之其有稳定、可观

的经济收入，因而极具开发意义．而工人群体因为业务
观摩和学习的需要和自身对本行业的热爱等情感因

素，对工业旅游的支持力度很高，加之工人阶级的数量

庞大，所以也是很具有开发意义的．
（２）次重点目标．应放在中小学生、中老年市场

上．其中，中老年市场以３１～４０岁和５０～６０岁这２
个年龄段为适宜．

（３）一般性目标．可以有选择地将开发对象锁
定在学历层次较高的科技人员、经济收入较高的个

体经营者和工作收入稳定的公务员等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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