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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旅游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为例

李　 丹１，郭钊逢１，周佳杨２，张位中３，凌小盼３，刘　 勇３，∗，郭豫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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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碳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可持续旅游方式，是应对碳减排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全新旅游模式。 研究以野生动物旅

游为切入点，聚焦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低碳行为，探讨旅游者在此情景下低碳行为的影响因素，强调旅游者在实现低碳旅游

和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 选取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

究旅游者的低碳旅游动机、低碳旅游态度、低碳旅游环境、低碳环境教育、低碳旅游认知、低碳旅游参与意愿与低碳旅游行为之

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旅游者的低碳旅游动机、低碳旅游态度以及受到的低碳环境教育对低碳旅游行为均产生显著性影

响。 在旅游者怀有亲近自然的动机、对自然的同情和环境责任感等情感因素时，可以有效激发旅游者的低碳行为。 低碳旅游环

境和低碳旅游认知并未对低碳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决策时，更注重的是旅游体验感而非低碳环

保因素，而部分旅游者会认为低碳行为与旅游体验感相冲突。 因此，选择避免或减少低碳行为。 该研究旨在丰富低碳旅游的研

究视角，以期为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低碳旅游发展提供案例支撑。
关键词：大熊猫旅游；低碳旅游；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野生动物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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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生态旅游方式被认为是对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旅游形式［１］，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野生动物为导向的非消耗性旅游在生态旅游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２］。 大熊猫丫丫

回国事件再次引发了大家对珍稀动物保护的思考，让公众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和价值。 野生动物旅游

源于欧美国家对野生动物的狩猎和观赏［３］，被定义为在自然环境、非人工圈养环境以及人工圈养环境中观赏

或接触野生动物的旅游活动；其中，半圈养生境野生动物旅游主要发生在人为干预的半圈养类型迁地保护环

境中，以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繁育研究中心等为典型代表，是野生动物旅游三大生境类型之

一［４］。 对于野生动物旅游，学者们从多学科展开全方位研究，主要聚焦于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重构、野生动

物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游客满意度、非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问题、旅游地游憩机会谱构建，以及旅游线路

调查等方面展开研究［５—７］。 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野生动物旅游逐渐成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不可否认其对野生动物和目的地所带来某种程度上的负面影响，理解旅游者的行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互动对

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８］。 低碳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模式，是指具有低碳足迹的

旅行方式［９］，其目标在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低碳旅游行为是为了减少碳足迹或抵

消不能直接用于环境和遗产保护目的的排放行为，其核心和实现途径是减少 ＣＯ２排放，是一种生态环境“友好

性”行为［１０］；另外，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碳排放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旅游者消费意

愿、参与意愿、出行方式、目的地选择等，是影响低碳旅游的重要因素［１１—１５］，探讨能够激发旅游者低碳旅游行

为意向的影响因素，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１６］。
本研究选择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为案例地，作为世界著名的大熊猫迁地保护基地、科研繁育基地、公众

教育基地和教育旅游基地，是半圈养生境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的典型代表，尽管生态旅游强调环境意识、加强

资源保护，但旅游活动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猫活动和栖息地环境。 因此，本研究以野生动物旅游为切入

点，探讨旅游者在此情景下的低碳旅游行为影响因素，以期为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低碳旅游发展提供案例

支撑。

１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１．１　 低碳旅游动机

动机问题主要探讨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凸显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和能动性特征。 根据动机⁃感知⁃行为的

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个体的内在动机会形成一定的感知等态度情感，进而引起行为的发生［１７］。 在旅游领域，
Ｄａｎｎ 提出了推⁃拉理论，认为个体前往某地旅游是受到内在的“推力”和外在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从而形成

旅游动机［１８］。 低碳旅游动机是旅游者个体为了满足自身高层次需求而前往低碳旅游目的地进行观光游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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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是自我调节将外在诱因转化为内在需求的产物［１９］。 选择动物旅游的游客动机主要在于探索未知的

自然环境，观察野生动物满足自身的好奇心，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与魅力。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Ｈ１ 低碳旅游动机对低碳旅游认知有显著性影响

Ｈ２ 低碳旅游动机对低碳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Ｈ３ 低碳旅游动机对低碳旅游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１．２　 低碳环境教育

旅游者对环境教育的感知涵盖对环境教育相关干预措施的整体认知，包括环境解说员、导游、目的地工作

人员、多媒体显示系统等［２０］。 低碳环境教育是通过教育手段，提高旅游者对低碳环境的认识和意识，培养低

碳素质和能力，促进旅游者参与低碳生活和低碳环境建设的一种教育活动。 通过提升旅游者对环境教育的感

知，可以有效改善环境教育体系的运行效果，实现旅游者环境行为的改善、环境知识的获取以及环境问题的关

注等目标［２１］。 相关研究表明，对旅游者进行环境教育是激发其亲环境行为的最有效途径之一［２２］。 本文提出

假设如下：
Ｈ４ 低碳环境教育对低碳旅游认知有显著性影响

Ｈ５ 低碳环境教育对低碳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Ｈ６ 低碳环境教育对低碳旅游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１．３　 低碳旅游态度

旅游者的态度和立场是推动低碳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低碳旅游态度源于对低碳知识的理解和认

同，即旅游者对低碳旅游的看法、感受和评价，逐渐形成旅游意愿，这一态度形成过程直接影响着旅游者是否

愿意参与低碳旅游［２３］。 观察和与野生动物互动可以提高游客的环境知识和态度，并对他们参与可持续环境

行为的意图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Ｈ７ 低碳旅游态度对低碳旅游认知有显著性影响

Ｈ８ 低碳旅游态度对低碳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Ｈ９ 低碳旅游态度对低碳旅游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１．４　 低碳旅游环境

低碳旅游环境的构建对旅游者的认知、参与意愿和实施低碳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低碳环境是旅游景区

建立有利于低碳旅游发展的环境，通过提供低碳产品、环保设施等举措，为旅游者营造积极的氛围，从而实现

保护环境的一种新型环境形态。 低碳旅游环境的创设为旅游者提供了实践低碳行为的具体条件［２４］。 其次，
低碳旅游环境的构建直接影响旅游者的参与意愿［２５］。 而低碳环境教育与低碳环境两者属于共生进化关系，
环境教育需要以低碳环境资源为依托，景区的低碳化建设需要通过开展低碳环境教育以实现低碳景区的可持

续性发展，两者缺一不可［２６］。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Ｈ１０ 低碳旅游环境对低碳旅游认知有显著性影响

Ｈ１１ 低碳旅游环境对低碳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Ｈ１２ 低碳旅游环境对低碳旅游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１．５　 低碳旅游认知与参与意愿

旅游认知是旅游者在旅游地实际体验的过程中，通过动机、偏好、评价、选择、客主交换等行为变量的驱

动，逐渐接受和理解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２７］；游客对于低碳的认知受教育程度、收入、年龄等的影响，较好

的教育程度和较高的收入的游客具有更高的低碳旅游参与意愿［２８］，而参与意愿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旅游者是

否会采取低碳行为［２９］。 通过提升旅游者的参与意愿，可以有效促进低碳旅游行为的实施，从而推动低碳旅游

的发展。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Ｈ１３ 低碳旅游认知对低碳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Ｈ１４ 低碳旅游认知对低碳旅游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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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５ 低碳旅游参与意愿对低碳旅游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基于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构建出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图 １）。

图 １　 假设模型

Ｆｉｇ．１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区概况

成都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是世界著名的大熊猫迁地保护、科研繁育、公众教育

以及教育旅游基地，以保护和繁育大熊猫、小熊猫等中国特有濒危野生动物为主，在大熊猫保护和生态教育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根据基地的年度运营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２３ 年，超过 １００ 万游客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基地，其中自

驾游车辆的比例下降了 １５％。 在环保教育方面，基地通过开展环保主题互动活动和展览，成功吸引了超过 ５０
万游客参与。 调查显示，超过 ８０％的游客在参观后表达了对环保问题更高的关注度，并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支

持基地的环保措施。 游客不仅能够欣赏大熊猫，还能通过参与低碳旅游实践，体验到一种更具有教育性和参

与感的旅游体验。 此外，基地的广阔竹林、优美山水环境、清新空气为旅游者提供健康、绿色的旅游方式。
２．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ＬＳ⁃ＳＥＭ）进行

统计分析。 Ｆｏｒｎｅｌｌ 指出，ＰＬＳ 在处理复杂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由于传统结构方程模型被广泛使

用，因此若使用 ＰＬＳ 通常需要说明缘由［３０］。 本研究采用 ＰＬＳ⁃ＳＥＭ 的理由主要原因：（１）ＰＬＳ⁃ＳＥＭ 适用于小

样本分析，且具有良好的预测和解释能力。 （２）不需要任何数据的常态性假设并且能有效处理数据的非常态

分布情况。
２．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大熊猫繁育基地为调研地点，作为大熊猫迁地保护的典型区域，生态环境良好，与本文聚焦的低

碳旅游主题相契合。 采用网络问卷形式，通过社交平台和实地发放回收的方式获取样本数据。 预调研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７ 日进行，共发放 ２０ 份问卷，根据统计分析结果调整和修改问卷内容。 正式调查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通过网络平台和实地发放问卷，共发放 ３５０ 份，回收 ３０９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８８．２８％。 问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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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旅游者基础信息和低碳行为影响因素两部分。 本次研究的测量量表借鉴国内外成熟的量表，包括低碳旅

游动机［３１—３３］、低碳旅游环境［３４］、低碳旅游环境教育［３５］、低碳旅游态度［３６］、低碳旅游认知［３７］、低碳旅游参与意

愿［３８］、低碳旅游行为［３９］七个维度。 并根据研究案例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最终

形成了 ７ 类变量及其对应题项。 各指标均采用李克特 ５ 级量表，样本人口统计特征见表 １。

表 １　 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构成 ／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构成 ／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５０．４９ 旅游次数 １ 次 ４７．２５

女 ４９．５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ｉｐｓ ２ 次 ８．４１

年龄 Ａｇｅ ＜１８ １．２９ ３ 次 １９．０９

１８—３０ ６０．５２ ＞３ ２５．２４

３１—４０ １２．９４ 职业 Ｃａｒｅｅｒ 全日制学生 ５１．７８

４１—５０ １８．７７ 生产人员 ３．８８

５１—６０ ６．１５ 销售人员 ７．７７

＞６０ ０．３２ 教师 ８．０９

平均月收入 ＜３０００ ５３．７２ 技术人员 ４．５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９．０６ 管理人员 ４．２１

ｉｎｃｏｍｅ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６ 文职人员 ３．２４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９．３９ 财务人员 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７ 专业人士 ４．８５

人力资源 ３．５６

其他 ４．２１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测量模型分析

使用 ＰＬＳ⁃ＳＥＭ ４．０ 来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测量。 首先评估模型的因子负荷（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是否满足可接受

范围，以便进一步考虑。 在探索性研究中，可接受的因子负荷≥０．５０，才能够合理地解释潜变量［４０］。 其次，通
过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检验对量表的信度进行评价。 内部一致性通过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值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 系数来检验，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值＞０．７０ 时，可靠性值被认为是“探索性研究中可接受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
系数＞０．７０，被认为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根据以上标准用于本研究的题项为 ３５ 项，变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 值介

于 ０．８９—０．９５，ＣＲ 值介于 ０．９２—０．９６，皆大于临界值 ０．７０，表明选取变量之间的内部一致性通过检验（表 ２）。
而后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算法进行模型效度的检验，ＰＬＳ 模型效度检验主要采用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建议

的标准，根据模型结果可知，各变量的平方变异萃取量（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值均满足收敛效度＞０．５０
的要求。 在区别效度方面，一是看观测变量因素之间的交叉负荷值是否区分开，二是通过观测相关系数的矩

阵［４１］。 在相关系数矩阵中，当变量的 ＡＶＥ 值均大于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平方时，则说明区别效度存在。 三

是看 ＨＴＭＴ（单质⁃异质比率）矩阵，不同变量间比值小于 ０．９ 即可视为具有区分效度。 从表 ３ 可以看出，本研

究的数据满足上述条件，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３．２　 结构模型分析

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估采用 Ｒ２（拟合优度）来评价，Ｒ２值越接近于 １，证明模型中影响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越

强。 在本研究中，低碳旅游参与意愿对模型的解释程度为 ０．６５，低碳旅游行为对模型的解释程度为 ０．６７，低碳

旅游认知对模型的解释程度为 ０．７３（见图 ２）。 一般而言，Ｒ２ 的值介于 ０．２５—０．５０ 之间表明解释能力较弱，
０．５０—０．７０ 之间解释能力适中［４２］，表明本研究中模型的解释能力基本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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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区别效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潜变量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弗奈尔⁃拉克准测效度
Ｆｏｍｅｌｌ⁃ｌａｒｃｋｅ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ＨＴＭＴ 区别效度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ａｉｔ⁃ｍｏｎｏｔｒａｉｔ ｒａｔｉｏ

ＭＯ ＷＩ ＡＴ ＥＮ ＥＤ ＢＥ ＣＯ ＭＯ ＷＩ ＡＴ ＥＮ ＥＤ ＢＥ ＣＯ

ＭＯ ０．９０

ＷＩ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８９

ＡＴ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９２

ＥＮ ０．６６ ０．７６ ０．７０ ０．６１ ０．６９ ０．６３ ０．９１

ＥＤ ０．７７ ０．７６ ０．７２ ０．７１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９３

ＢＥ ０．７７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６３ ０．７３ ０．７９

ＣＯ ０．８ ０．７９ ０．７７ ０．８１ ０．８２ ０．７７ ０．７４ ０．７３ ０．７０ ０．７４ ０．７７ ０．７３ ０．８１

　 　 ＨＴＭＴ（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ａｉｔ⁃ｍｏｎｏｔｒａｉｔ ｒａｔｉｏ）异质⁃单质比率，（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各变量的平方变异萃取量

图 ２　 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

ｂ１—ｂ６ 为低碳旅游动机维度题项，ｄ１—ｄ４ 为低碳环境教育维度题项，ｆ１—ｆ３ 为低碳旅游态度维度题项，ｇ１—ｇ３ 为低碳旅游环境维度题项，

ｃ１—ｃ６ 为低碳旅游认知维度题项，ｅ１—ｅ５ 为低碳旅游参与意愿维度题项，ａ１—ａ８ 低碳旅游行为维度题项

结构模型检验通过表 ４ 可以看出，低碳动机显著影响旅游者的低碳认知、参与意愿和行为，支持 Ｈ１、Ｈ２、
Ｈ３。 该结论验证了唐承财等研究结论。 低碳参与意愿显著影响低碳行为，支持 Ｈ４。 低碳态度显著影响旅游

７　 ４ 期 　 　 　 李丹　 等：低碳旅游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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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低碳认知、参与意愿和行为，支持 Ｈ５、Ｈ６、Ｈ７。 低碳旅游环境显著影响旅游者的参与意愿、低碳认知，对
低碳旅游行为无显著影响（β ＝ ０．０４，Ｐ ＝ ０．５７＞０．０５），支持 Ｈ８、Ｈ１０，拒绝 Ｈ９。 低碳环境教育显著影响旅游者

的低碳认知、参与意愿和行为，支持 Ｈ１１、Ｈ１２、Ｈ１３。
低碳旅游认知对旅游者的低碳参与意愿（β ＝ ０．１５，Ｐ ＝ ０．１４＞０．０５）、低碳行为（β ＝ ０．１２，Ｐ ＝ ０．２２＞０．０５）均

无显著影响，拒绝 Ｈ１４、Ｈ１５。

表 ４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假设
Ａｓｓｕｍｅ

模型构架间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路径系数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 Ｐ 检验结果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假设 １ Ａｓｓｕｍｅ１ 低碳旅游动机⁃低碳旅游参与意愿 ０．１６ ２．６ ０．０５ 支持

假设 ２ Ａｓｓｕｍｅ２ 低碳旅游动机⁃低碳旅游行为 ０．２６ ４．８５ ０．００ 支持

假设 ３ Ａｓｓｕｍｅ ３ 低碳旅游动机⁃低碳旅游认知 ０．２５ ４．０５ ０．００ 支持

假设 ４ Ａｓｓｕｍｅ ４ 低碳旅游参与意愿⁃低碳旅游行为 ０．１７ １．９７ ０．０５ 支持

假设 ５ Ａｓｓｕｍｅ ５ 低碳旅游态度⁃低碳旅游参与意愿 ０．１８ ２．８２ ０．０２ 支持

假设 ６ Ａｓｓｕｍｅ ６ 低碳旅游态度⁃低碳旅游行为 ０．１５ ２．７３ ０．０５ 支持

假设 ７ Ａｓｓｕｍｅ ７ 低碳旅游态度⁃低碳旅游认知 ０．１７ ２．２２ ０．０３ 支持

假设 ８ Ａｓｓｕｍｅ ８ 低碳旅游环境⁃低碳旅游参与意愿 ０．２４ ３．９５ ０．００ 支持

假设 ９ Ａｓｓｕｍｅ ９ 低碳旅游环境⁃低碳旅游行为 ０．０４ １．９０ ０．５７ 拒绝

假设 １０ Ａｓｓｕｍｅ １０ 低碳旅游环境⁃低碳旅游认知 ０．２４ ４．２８ ０．００ 支持

假设 １１ Ａｓｓｕｍｅ １１ 低碳旅游环境教育⁃低碳旅游参与意愿 ０．２１ ２．８１ ０．０２ 支持

假设 １２ Ａｓｓｕｍｅ １２ 低碳旅游环境教育⁃低碳旅游行为 ０．２０ ３．８２ ０．０２ 支持

假设 １３ Ａｓｓｕｍｅ １３ 低碳旅游环境教育⁃低碳旅游认知 ０．２８ ４．０６ ０．００ 支持

假设 １４ Ａｓｓｕｍｅ １４ 低碳旅游认知⁃低碳旅游参与意愿 ０．１５ １．５０ ０．１４ 拒绝

假设 １５ Ａｓｓｕｍｅ １５ 低碳旅游认知⁃低碳旅游行为 ０．１２ １．６０ ０．２２ 拒绝

４　 讨论

４．１　 碳旅游动机维度

本研究显示，低碳旅游动机对旅游者的低碳认知、参与意愿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与张宏学者的观点一

致［３９］。 观测变量 ｂ５（０．９２）ｂ６（０．９１）是关键影响因子，城市化发展导致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破坏城

市绿地生态系统，影响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在此背景下旅游者希望寻求能够快速回归大自然且具有特色的旅

游目的地。 与王化杰用推拉理论探讨旅游吸引力的结果一致［４３］。 观察变量 ｂ３（０．９０１）的路径系数也较高，说
明旅游者对大熊猫繁育基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感兴趣。 林溪认为，通过构造熊猫文化故事传递成都文

化和熊猫文化，丰富旅游者体验感，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游者［４４］。 进而激发旅游者选择大熊猫基地作为旅

游目的地的动机。
４．２　 低碳旅游环境教育维度

低碳旅游环境教育对旅游者的低碳旅游参与意愿、低碳旅游认知和低碳旅游行为有显著影响。 说明良好

的景区环境教育能增强旅游者低碳旅游参与意愿。 这一结果与 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 和 Ｐａｃｋｅｒ 研究相符合［４５］。
观测变量 ｄ１（０．９３） ｄ２（０．９３）是“低碳环境教育”的主要影响因子，表明基地通过标语、影视宣传片及志

愿者等方式对旅游者进行低碳知识宣传，强有力的引导和良好的环境教育能感染和感化旅游者，撼动原有的

环境价值观，形成更加科学、正确的价值观。 Ｆｉｏｒｉ 学者认为，高质量的低碳环境教育能够引导旅游者对低碳

旅游进行理性思考，从而提升其参与低碳旅游的意愿［４６］。 观察变量 ｄ４（０．９２）路径系数也较高，说明基地通过

设置低碳标志，配备低碳旅游介绍的解说器也能增强对旅游者的低碳环境教育。 邓运员等研究表明，景区资

源作为景区文化的载体，对宣传和发展低碳旅游有直接促进作用和实践意义。 通过利用景区资源开展低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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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可以推动低碳旅游发展［４７］。 因此，基地应加强低碳环境教育理念，使旅游者了解更多的低碳知识和

技能，树立低碳意识和价值观。
４．３　 低碳旅游态度维度

低碳旅游态度对旅游者的低碳旅游参与意愿、低碳旅游认知有显著影响。 Ｐａｔｔｉｙ 的研究结果与本文的研

究相一致［４８］。 观察变量 ｆ３（０．９３）是主要影响因子，说明旅游者赞同实施低碳旅游能够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 Ｌｅｐｐ 和 Ｎｕｎｋｏｏ 等学者也认为，旅游者对低碳旅游的态度会直接塑造其是否愿意选择低碳旅游方式，积
极的低碳旅游态度会促使旅游者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从而实际参与到低碳旅游中去［４９—５０］。 同时，野生动物

旅游的特殊性能引发旅游者更强的共情能力，传达同理心，为旅游者实现低碳行为奠定了基础。 王佳钰也认

为，旅游者拥有共情态度的高低，不仅会促使野生动物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做到对动物的不伤害、不打

扰，而且还会促使旅游者成为野生动物可持续发展的代言人［５１］。
４．４　 低碳旅游环境维度

低碳旅游环境对旅游者的低碳旅游认知和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这个结论说明低碳旅游环境是旅游者

低碳认知形成的前提，进而促进旅游者低碳旅游参与。 观测变量 ｇ１（０．９１）是主要影响因子，表明旅游者在低

碳生态环境下会引起自身对低碳的思考。 张琰飞认为，构建低碳旅游环境是旅游者践行低碳旅游的先决条

件，需要从低碳旅游产品的研发、低碳管理制度以及低碳旅游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 通过创建低碳旅游景区，
强化其示范效应［３３］。 在本研究中，大熊猫基地低碳建筑环境较好，对构建低碳旅游景区和发展低碳旅游具有

重要意义。
在本次研究中，低碳旅游环境对旅游者的低碳旅游行为没有直接显著影响。 这与赵黎明等学者的研究有

所不同［５２］。 主要原因在于大熊猫旅游目的地本身作为典型的动物保护地，旅游地自身在维护生态环境方面

较好。 游客能够进行的低碳行为与之较少。 其次，旅游活动本身就是非持续性的，人们往往只在特定的时间

前往旅游景点。 当前大熊猫旅游非常热门，导致游客数量急剧上升，游客往往只想要达到观赏大熊猫的目的，
而忽视低碳行为。 因此，在探讨低碳旅游环境对低碳旅游行为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
单纯地看待低碳旅游环境对低碳旅游行为的直接影响是较为片面的。 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

探讨和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４．５　 低碳旅游认知维度

低碳旅游认知对旅游者低碳旅游参与意愿和行为的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 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ｅｉ 学者的

观点不一致［５３］。 观测变量 ｃ１（０．７５）路径系数较低，主要原因是多数旅游者认为大熊猫繁育基地旅游本身就

是一种低碳环保的行为。 且许多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地，往往更注重在旅游情境下获得身心层面的舒适满足，
部分低碳旅游行为可能会降低旅游过程的舒适度，导致旅游者的参与意愿不够强烈。 另外，考虑到野生动物

旅游的特殊性，游客来到动物旅游目的地主要是观看大熊猫，在观赏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满足自身旅游体验

的行为，如使用闪光灯拍照、看到大熊猫惊呼、私自投喂等动作。 因此，尽管旅游者对低碳旅游有一定的认知，
但由于低碳行为与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游客可能会认为参与低碳旅游行为会对自身、
家人或朋友在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的体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实际参与低碳行为的积极性不高。
所以，基地有必要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而深化旅游者对低碳旅游的认知。 最后，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作

为旅游热门景点，在旅游旺季时游客数量众多。 尽管游客有意愿实现低碳行为，但由于游客数量的影响，可能

会认为参与低碳行为实际上是一件繁琐的事情。 因此，为了提高游客对低碳旅游的认知，基地有必要采取相

应措施。 游客的低碳认知越丰富，实施环境责任行为的主动性越强。 因此，基地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游

客对低碳旅游的认知和意识，以促进游客更好地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４．６　 低碳旅游参与意愿维度

旅游者的参与意愿与行为有强烈的相关关系，意愿越强烈，行为越容易发生。 这符合社会行为理论的一

般规律。 这一结论与贾亚娟和刘倩学者的观点相符合［５４—５５］。 观测变量 ｅ３ 是主要影响因子，主要原因是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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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繁育基地作为亲子旅游和研学活动实践的目的地，坚持科研与旅游并重的指导思想，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
其丰富的科普知识、教育项目和活动能使青少年了解大熊猫、尊重动物、认识到保护动物和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是旅游者愿意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旅游者对大熊猫繁育基地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的氛围感

兴趣。

５　 结论、启示与不足

５．１　 研究结论

（１）在大熊猫繁育基地，旅游者的低碳旅游动机、低碳环境教育、低碳旅游态度及低碳参与意愿对低碳旅

游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低碳环境和低碳认知对旅游者的低碳旅游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２）低碳旅游环境对旅游者的低碳旅游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基地建立了良好的低碳环境及设施，但

实质上引导游客开展低碳行为的氛围较不足，游客无法识别属于低碳旅游的行为，导致游客实行低碳行为的

主动性缺乏。
（３）低碳旅游认知对参与意愿和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多数游客内心认同实施低碳行为是有益的，
但没有产生实际的行为，影响游客低碳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是旅行限制。 其次，追求愉悦是游客旅游的

主要目的，景区应该在不降低游客体验品质的前提下，引导游客实现低碳旅游的行为。
５．２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从野生动物旅游视角出发的低碳旅游动机、态度、环境、环境教育、认知、参与意愿与行

为之间的联系，为低碳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 研究表明，平衡低碳行为与旅游体验需建立低碳行为奖

励机制，提升旅游者对成本与便利性的利益感知；其次培养正确的低碳旅游价值观，引导旅游者认识到低碳旅

游是责任与义务；最后强化旅游者与大熊猫的关联性，通过宣传教育建立情感认同，推动低碳旅游行为普及与

发展。
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 首先，本研究在探讨旅游者低碳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只从单一因素的

角度进行了分析，而未充分考虑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性。 其次，此次研究中主要关注客观因素对低碳旅

游行为的影响，缺少从主观因素如旅游者的价值观、共情态度、满意度等方面来思考。 最后，本研究主要采用

了定量研究方法来展开探究，但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综合定量与定性方法来深入探究影响旅游者低碳行为的

影响因素可能具有更高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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