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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旅游体验共创:
维度、测量及实证研究

宋晓 王淑华

  摘要:随着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旅游化利用成为了非遗保护的重要形式,体验共创是实现游客价值和非遗传播

的关键。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和实地访谈,提出了基于行为和心理双重视角的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定义和维度结构,

开发了包含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过程控制4个维度17个题项的量表。同时,以游客体验价值为结果,

建立了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对游客体验价值的研究假设,证实了量表具有良好的校标效度。研究结果为今后开展非

遗旅游体验共创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测量工具,也丰富了对非遗旅游化利用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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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区别于物质遗产的显著特

征在于活态性①。提升非遗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增强非遗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旅游是衔接非遗与大众生活的

纽带之一,旅游需求的多元性和旅游体验的文化性为非遗提供了传播的空间。非遗具有科学、教育、历史等

多元价值,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价值②。因此,非遗与旅游融合成为了政策关注的重点领域,在实践中形成

了丰富的形式。非遗旅游开发的关键在于通过场景体验性和产品创新性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促进游客积

极参与体验共创,从而实现非遗的传播和传承③。游客积极参与体验共创成为理解非遗与旅游协同作用的

新视角,也是实现游客价值和非遗传播的关键因素。已有少量研究关注了非遗活态传承的价值共创问题,并
聚焦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④。然而,非遗旅游的特殊性在于旅游过程既要与其他旅游形式一样满足游客

放松、休闲、娱乐等需求,又要符合遗产旅游中遗产保护的要求。目前对于旅游体验共创的内涵研究局限于

游客行为层面,并且缺乏科学的测量工具。充分理解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对促进非遗和旅游融合,发挥游客在

非遗保护、传播和传承中的作用意义重大。基于此,本研究从行为和心理两方面把握旅游体验共创的内涵,
以非遗旅游为研究情境,对旅游体验共创进行综合量表开发,并且构建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对游客体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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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并对新开发量表的校标效度进行检验,为旅游体验共创提供测量工具,也为理解游客在非遗和旅

游融合中的作用提供理论借鉴。
一 文献回顾

(一)旅游体验共创的概念

价值共创理论认为,消费者是操作性资源的拥有者,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技能等投入价值创造过程①。
在旅游体验中,游客凭借身体、智力、认知等与目的地一起创造自己的体验②,即为体验共创的过程,并通过

分享、推荐、重游等让目的地受益③。目前对旅游体验共创的理解有行为和心理两个视角。行为视角关注体

验共创主体的不同行为表现,把互动视为体验共创的核心,认为主体间的良好互动是价值实现的前提。旅游

体验共创是游客在服务交付过程中有意义的合作和参与行为④,本质上是游客通过与景区的有效互动进行

信息交换、知识共享和共同合作,最终创造游客的个性化体验⑤。心理视角认为,旅游体验共创应该回归对

体验的关注,考察体验共创的综合性质或它包含的心理维度。Campos提出了一个旅游体验共创的心理学

概念,认为旅游体验共创是游客在体验环境中通过身体或心理参与活动,并与其他主体互动而做出积极贡献

时所经历的心理事件的总和⑥。心理事件反映了游客在体验中对自身作用的判断,是游客基于贡献和通过

共创实现的意义进行个人评价的心理状态。
由此可见,行为视角下的旅游体验共创关注游客的具体行为表现,强调游客投入对总体体验价值的影

响;心理视角则关注游客体验的整体性而不只是行为,强调把握游客的心理感受。行为论占据研究的主导地

位,而以心理视角看待旅游体验共创的研究刚刚开始,尚属小众。本研究结合行为和心理视角,关注游客在

非遗旅游中的行为和主观感受,将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界定为:游客利用自身资源通过参与非遗活动实现与其

他主体的资源整合,并通过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来判断自身贡献的过程。
(二)旅游体验共创的测量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旅游体验共创量表主要有三类。一是单维度量表。这类量表强调游客的互动和合

作行为,所用题项来源于游客互动和参与的相关研究,并未针对旅游体验共创的特殊性进行量表开发。二是

双维度量表。运用较普遍的是Yi等2013年开发的顾客价值共创行为量表和Ranjan2014年提出的包含合

作生产和使用价值的双维度量表。由于其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和实证研究显示出较好的信效度,双维度量

表得到了旅游领域研究者的认可。三是综合量表。由于单维度和双维度量表来源于对管理学研究成果的借

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学者们呼吁进行深入的量表开发,以提高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虽然既有研究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现有旅游体验共创量表研究尚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已有量表多关注体验共创的行为方

面,缺乏同时关注行为和心理的多维量表,缺少严格意义上规范的探索性研究过程;二是就研究情境而言,酒
店、旅行社、节庆旅游、平台企业、虚拟社区等旅游体验共创研究的重点领域对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关注不

足。因此,本研究选择非遗旅游情境,将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非遗传承人作为游客的互动对象,考察旅

游体验共创的结构维度,并对其进行量表开发。
(三)非遗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

旅游活动产生的基础是游客希望在体验中获得精神愉悦和精神享受⑦。旅游开发是赋予非遗生命力的

重要手段⑧。游客积极参与非遗旅游体验共创是在付出一定资源的基础上希望获得更高质量的体验,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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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中的游客不是被动的文化阅读者,他们运用知识积极参与互动。已有研究表明,如果游客有机会亲手制

作非遗产品或对非遗技艺有入门尝试的经验,他们可能会主动传播非遗文化,甚至成为非遗的传承者①。因

此,积极参与体验共创是实现游客价值和非遗文化价值的重要因素。
二 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结构维度的质性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的理论抽样原则,根据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则,选择非遗旅游产品多样、形式丰富的

旅游景区为抽样对象,最终选择洛邑古城、永兴坊和韩城古城为研究案例。由于非遗旅游体验共创涉及游客

与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非遗传承人等多方主体的共创行为,因此,本研究以游客为主要访谈对象,同时

访谈与游客互动的主体,以便更全面地理解游客参与体验共创的表现。本研究依据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数据

分析程序,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构建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维度结构。
(二)访谈实施

为了确保访谈对象理解访谈问题,通过概念阐述并以例子来解释旅游体验共创的内涵。针对游客的访

谈问题聚焦于游客参与非遗旅游项目的体验过程和感受、游客与互动对象的交互过程、游客在非遗旅游体验

中的积极付出等;针对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非遗传承人的访谈聚焦于其与游客的互动行为及其在游客

非遗旅游体验中发挥的作用。
访谈实施分两个阶段:2020年9月,研究团队分别对洛阳、西安、韩城当地文化旅游相关部门的政府工

作人员,洛邑古城、永兴坊和韩城古城景区管理者、非遗传承人和游客进行访谈;2021年4-5月,研究团队

再次到洛邑古城和永兴坊对非遗传承人和游客进行访谈。最终访谈目的地政府工作人员8人、景区管理者

7人、非遗传承人18人、游客21人,合计54人,单个访谈时间5-90分钟不等。通过整理访谈文字记录、录
音等资料,将原始资料按照访问对象类别进行编码②。抽取其中3/4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剩余1/4的资料

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三)访谈数据编码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数据进行概念化的过程。对原始材料进行逐句分析,提炼出具有独立意义的概念,并将

具有相似属性的概念进行归类形成范畴,实现对原始材料的抽象和提炼。如将“我就是陕西人,老腔也只能

听懂一点,方言太多了”(T07)提炼为“听懂方言”,并进一步将其范畴化为“运用知识”;将“师傅告诉我怎么

画脸谱,我按照他说的方法”(T12)提炼为“听从师傅指导”,并进一步将其范畴化为“遵从指示”。在这一阶

段,初步得到57个概念,形成了20个子范畴(见表1)。
表1 主轴式编码结果

主范畴 子范畴 范畴内涵

人际互动 获取信息、回答问题、交流、态度、尊重想法、沟通
游客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而获取必要的信息

以及与其他三方之间的交互行为

贡献感知 自我贡献、自我投入、互惠互利、积极主动 游客对价值实现中自我贡献的评估

共同生产 运用知识、遵守规则、遵从指示、彼此合作、亲自尝试 游客的资源付出行为

过程控制
取决于自己、控制节奏、自己决定、按照计划、满足自

己的需求

游客对非遗旅游体验过程的控制程度、计划

执行和需求满足程度的评估

  2.主轴式编码

在主轴式编码阶段,对开放式编码阶段形成的20个子范畴进行进一步聚类和归纳,建立范畴之间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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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联系。该阶段确定了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和过程控制4个主范畴(见表1)。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理论生成的阶段,通过发展核心范畴建立故事线。综合比较和分析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

码的结果以及旅游体验共创的现有研究,最终将“非遗旅游体验共创”作为核心范畴。根据编码结果,非遗旅

游体验共创包含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和过程控制四个维度。人际互动包括获取信息、回答问题、交
流、态度、尊重想法和沟通六个子范畴,反映了游客对信息的需求以及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和非遗传承人

对游客信息需求的响应能力。贡献感知包括自我贡献、自我投入、互惠互利、积极主动四个子范畴,是游客对

自我贡献的评估。共同生产包括运用知识、遵守规则、遵从指示、彼此合作、亲自尝试五个子范畴,是游客主

动付出努力和知识的行为表现。过程控制包括取决于自己、控制节奏、自己决定、按照计划、满足自己的需求

五个子范畴,是游客对计划执行和需求满足程度的评估。
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故事线为:游客的行为和心理共同构成了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两方面,人际互动和

共同生产是游客参与非遗旅游体验共创时的行为表现,贡献感知和过程控制是游客参与非遗旅游体验共创

时的心理感受。非遗旅游体验共创以游客与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为主要连

接方式,游客需要有关非遗项目的信息来减少体验中的不确定性,从而理解共同创造的环境。在体验过程

中,游客需要运用知识、遵守规则、遵从指示等共同生产行为。自身的想法和意见在非遗旅游体验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会促使游客产生高的共创感知,并且如果游客认为自己能够控制整个体验过程的节奏,按照计划

顺利完成旅游过程会增强其体验共创的积极性。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当搜集到的新资料不再产生新概念或范畴时,可以认定研究达到理论饱和。本研究以剩余1/4资料与

已有编码进行持续比较,结果显示没有新的类属出现,且已有范畴之间也未呈现新的关系,编码结果已经包

含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内涵的全部内容,说明以上理论已经饱和。
三 非遗旅游体验共创量表开发

本研究遵循Churchill提出的量表开发程序,参考以往研究中的常用方法①,在确定构念范围的基础上,
按照建立初始题项库、净化初始题项、问卷前测和正式调研的步骤进行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量表开发。

(一)初始题项库建立及题项净化

以访谈中的开放式编码为主要依据,结合旅游体验共创的已有文献共同生成初始题项库。基于前文4
个维度的内涵在原始资料中选取意思表达与各范畴基本内涵相近的语句,对其进行加工和整理。通过整理

访谈语句和分析现有文献中的量表,共搜集初始题项63条。其中,访谈语句41条,现有量表22条。
在进行初始题项库净化时,首先由研究团队删除内容重复、语意不清、不符合非遗旅游情境的语句27

条。接着邀请5名旅游管理专家对余下题项进行内容效度检验。在告知专家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各维度内涵

的情况下,请他们将题项归入4个构念。经5名专家研判,有5个题项的归属意见不同,最终由研究者与专

家一起协商,确定了其中3个题项的归属,删除剩余2个题项,保留了34个题项。最后,采用Likert7点计

分法将34个题项编制成问卷。
(二)问卷前测

1.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在问卷34个题项之前,加入筛选题项“请写出您近一

年内参加的非遗旅游项目”,选出近一年内有过非遗旅游经历的游客作为调研对象。问卷发放和回收时间为

2021年11月26至12月3日,共回收问卷221份,有效问卷206份,有效率93.2%。其中,男性游客占

40.4%、女性游客占59.6%,18-30岁游客占43.5%、31-45岁游客占32.7%、其他年龄段游客占23.8%,本科

学游客历占32.4%、大专学历游客占25.7%、硕士及以上学历游客占21.9%、高中和中专学历游客占11.2%、
初中及以下学历游客占8.8%,近一年内参加非遗旅游次数为1次的游客占43.6%、2次的游客占33.5%、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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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的游客占22.9%。

2.量表项目分析

首先,进行项目鉴别度分析。根据题项的总分对样本进行排序,将总分前27%的样本设定为高分组,总
分后27%的样本设定为低分组,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个题项上的均值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依次判断题项的鉴别度。分析结果表明,34个题项的均值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各题项都予以

保留。其次,进行同质性检验。分析每个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相关性越高,表明该题项与整体量表的同质

性越强,与要测量的概念也越接近。参考研究中的常用标准,删除与总分相关系数低于0.4的题项①,保留

29个题项。最后,进行信度分析。判断CronbachsAlpha系数是否大于0.7,并且检验题项删除后整体量

表的信度变化情况。如果删除某一题项后,整体量表信度系数明显升高,则考虑删除这一题项。经检验,整
体量表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33,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删除任意题项后,CronbachsAlpha系数

均小于0.933,29个题项均予以保留。

3.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前,先对样本进行KMO和Bartletts检验,结果显示 KMO值为0.896,Bart-
letts检验值为1355.431,显著性水平为0.00,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特征值

大于1的因子,采用最大方差法转化数据以便进行解释。根据Straub关于因子载荷截断值和交叉载荷的建

议②,删除旋转后因子载荷小于0.5或者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因子载荷值大于0.4的题项,经过4次因子萃取

分析,删除了12个不合适的题项,剩余17个题项被归并为4个公因子。以上17个题项的载荷在0.541-
0.815之间,累计解释的方差达61.993%(见表2),因子结构与探索性研究的结果保持一致,量表整体信度达

0.892,各维度CronbachsAlpha系数在0.733-0.872之间。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 编号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Alpha

特征值 方差累计解释率

人际

互动

IN1
我主动向景区管理者/传承人

询问非遗信息
0.696

IN2
我和景区管理者/传承人有充

分的交流机会
0.754

IN3
我从当地政府平台获得了有效

的非遗信息服务
0.786

IN4
我向景区管理者/传承人清楚

地表达了我的想法
0.793

IN5
我回答了景区管理者/传承人

与非遗相关的问题
0.683

IN6
我的想法得到了景区管理者/

传承人的尊重
0.626

0.872 6.266 20.581

贡献感知

CP1
我的意见在非遗体验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0.541

CP2
因为我的投入(时间、精力等),

体验质量得以提高
0.637

0.754 1.564 3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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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3
我有能力与景区管理者/传承

人合作
0.785

CP4
我认为自己是非遗体验的积极

贡献者
0.758

CP5
在非遗体验中我扮演了积极主

动的角色
0.607

共同生产

COP1
在非遗体验中我运用了以往的

旅游经验
0.815

COP2
在非遗体验中我运用了已有的

知识积累
0.788

COP3
在非遗体验中我运用了已经掌

握的技能
0.717

0.777 1.487 49.164

过程控制

PC1
非遗体验的价值和乐趣取决于

我自己
0.786

PC2
我能够根据我的需求定制非遗

体验
0.720

PC3
非遗体验的整个过程在我的控

制之中
0.714

0.733 1.222 61.993

  (三)正式调研

1.数据收集

正式问卷仍然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问卷发放对象的选择原则与预调研保持一致。问卷发放

于2021年12月7-15日进行,共回收问卷351份,有效问卷322份,有效率达91.7%。其中,男性游客占

43.6%、女性游客占56.4%,18-30岁游客占45.3%、31-45岁游客占30.2%、其他年龄段游客占24.5%,本科

学历游客占30.8%、大专学历游客占27.3%、硕士及以上学历游客占19.9%、高中和中专学历游客占9.7%、初
中及以下学历游客占12.3%,近一年内参加非遗旅游次数为1次的游客占48.2%、2次的游客占29.4%、3次

及以上的游客占22.4%。

2.模型拟合度检验

为了验证四因子模型是否为测量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最佳模型,对四个因子进行不同的组合,构建竞争

模型。通过比较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来确定最佳测量模型。模型1为包含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
过程控制的2阶4因子模型;模型2为包括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过程控制的1阶4因子模型;模
型3将共同生产和过程控制合并为一,形成1阶3因子模型;模型4将共同生产和过程控制合并为一,将人

际互动和贡献感知合并为一,形成1阶2因子模型;模型5将四个维度合并为一,构成1阶单因子模型。
数据结果表明,2阶4因子模型和1阶4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两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值相

近,说明两个模型拟合效果基本一致。根据Chen等人的建议,二阶因子模型相较于一阶因子模型具有明显

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二阶模型可以提供一个更简洁、更易于解释的模型①。从因子相关性和模型简洁性

考虑,本研究选择2阶4因子模型作为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测量结构。其中,χ2=304.721,χ2/df=2.650,小
于3;RMSEA=0.072小于0.08;SRMR=0.049小于0.05;CFI、NFI、IFI、TLI指数均大于0.9,只有 GFI和

AGFI略小于0.9(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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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模型拟合度检验

模型 χ2 χ2/df CFI GFI AGFI NFI IFI TLI RMSEA SRMR

2阶4因子模型 304.721 2.650 0.936 0.899 0.866 0.902 0.936 0.924 0.072 0.049

1阶4因子模型 301.217 2.666 0.936 0.900 0.865 0.903 0.937 0.924 0.072 0.048

1阶3因子模型 513.636 4.428 0.866 0.833 0.780 0.834 0.867 0.843 0.103 0.139

1阶2因子模型 715.943 6.067 0.798 0.765 0.696 0.769 0.799 0.767 0.126 0.169

1阶单因子模型 1131.254 9.427 0.659 0.655 0.561 0.635 0.661 0.613 0.162 0.286

  3.信效度检验

在信度检验方面,采用量表整体及各维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和组合信度(CR)检验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量表整体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19,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过程控制的信度依次为

0.892、0.868、0.840、0.812,说明量表整体及各维度信度良好(见表4)。组合信度结果显示,各维度组合信度

均大于0.8,说明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内部一致性较高,量表信度通过检验。
表4 信度与聚合效度

变量 题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sAlpha

人际互动

IN1 0.785

IN2 0.858

IN3 0.798

IN4 0.743

IN5 0.691

IN6 0.684

0.892 0.581 0.892

贡献感知

CP1 0.774

CP2 0.748

CP3 0.824

CP4 0.733

CP5 0.691

0.869 0.571 0.868

共同生产

COP1 0.774

COP2 0.818

COP3 0.802

0.841 0.637 0.840

过程控制

PC1 0.729

PC2 0.904

PC3 0.680

0.818 0.601 0.812

  效度检验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两方面。根据Fornell的方法,通过计算AVE值检验量表的聚合效

度,AVE越大表明抽取的变异量越大、测量误差越小,测量指标越能代表潜变量①。结果显示,四个因子的

AVE依次为0.581、0.571、0.637、0.601,均大于临界值(0.5)。另外,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680-0.904之间,量
表聚合效度良好。通过潜变量AVE值的算术平方根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验潜在变量的区分

效度。AVE的平方根大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测量项目与因子间的共同变异大于因子之间的共同变

异,即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表5显示各因子间的AVE平方根均大于相关系数,说明四个因子间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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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效度。总之,假设的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进行后续分析。
表5 变量相关系数和区分效度

变量 1 2 3 4

人际互动 0.762

贡献感知 0.562*** 0.756

共同生产 0.673*** 0.615*** 0.798

过程控制 0.503*** 0.557*** 0.553*** 0.775

  注:***表示p<0.001;对角线上数值为变量AVE的平方根。

四 量表的校标效度检验

(一)变量选择

为了确定量表的有效性,本阶段通过构建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对游客体验价值的研究假设进行校标效度

检验。游客体验价值源自营销学中的顾客价值,是游客旅行和停留在目的地所感受到的利益,包括游客和当

地居民在体验共创过程中所带来的资产或资源①。在旅游领域有关体验共创的文献中,游客体验价值是常

用的结果变量,如李丽娟的研究发现,游客通过与景区共同创造价值会提升旅游体验质量,并产生积极的游

后行为意向②;张翠娟等发现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参与展览会价值共创的过程显著正向影响其体验价值③;陈
虎等发现民宿消费领域的共创行为对游客感知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体验共创的核心在于游客参与,
如果参与的过程能够获得较高的体验价值,不仅有助于激发游客的满意度,还可以促使他们表现出对目的地

的回馈行为。越来越多的非遗被开发成旅游产品,非遗旅游成为了文化旅游的重要形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其能够帮助提升游客体验价值。已有研究表明,顾客参与活动并提供更多信息,可以帮助服务供应商调整他

们的服务过程,从而增加顾客对服务的感知价值⑤。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对游客体验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变量测量

游客体验价值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由于旅游目的地属性、游客需求和体验过程不同,研究中对游客体

验价值的维度构成尚未达成一致。参考研究中常用的划分标准,将游客体验价值分为功能价值、认知价值和

情感价值三个维度。借鉴李江敏等的研究,用4个题项测量功能价值,用3个题项测量认知价值,用4个题

项测量情感价值⑥,使用前文开发的17个题项的量表测量非遗旅游体验共创。
(三)数据收集与模型检验结果

2022年5-6月,研究团队选择线下与线上两种方式收集数据,共收集问卷612份。按照量表开发时对

样本的筛选原则,共得到有效问卷482份。数据分析显示⑦,量表整体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36,各
变量的CronbachsAlpha系数介于0.751-0.876。各题项在对应因子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处于0.641-
0.822,大于0.5的标准。各变量的AVE值处于0.509-0.593,大于0.5的标准。各变量的CR值处于0.756
-0.876,大于0.7的标准值。结构模型适配度指标为:χ2 df=1 123 RMSEA=0 016 SRMR=0 033 GFI
=0 946 AGFI=0 936 CFI=0 993 TLI=0 993 NFI=0 942 PGFI=0 797 PNFI=0 852,数据与结构

模型的拟合达到了要求。同时,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影响游客体验价值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7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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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假设H1成立,证明非遗旅游体验共创量表具有良好的校标效度。
五 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从行为和心理两个视角探讨非遗旅游这一具体情境下体验共创的维度结构,并进行

量表开发。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方面。其一,把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界定为游客利用自身资源通过参与非

遗活动实现与其他主体的资源整合,并通过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来判断自身贡献的过程。这一概念既保留

了传统对游客参与和主体间互动的关注,又把游客在资源付出时的心理感受纳入其中,有助于理解旅游体验

共创的复杂性和全面性。其二,在访谈数据的基础上,依据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程序归纳非遗旅游体验共创

的结构维度,发现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包括人际互动、贡献感知、共同生产、过程控制4个维度,是一个具有丰

富内涵的多维概念。其中,人际互动和共同生产是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行为表现,贡献感知和过程控制是游

客参与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心理感受。其三,遵循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开发了包含4个因子、17个题项的

量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选择游客体验价值作为结果变量,发现非遗

旅游体验共创显著正向影响游客体验价值,表明在非遗旅游过程中,游客通过与景区管理者、非遗传承人等

主体互动产生的一系列的价值共创心理和行为,会促使游客获得体验价值。
(二)研究创新与实践启示

与现有旅游体验共创的量表相比,本研究探索得出的4维度、17个题项的量表包含体验共创的行为和

心理两方面,结构更加清晰。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和非遗传承人对游客信息需求和人际交互的感知和响

应能力会影响游客的资源付出和资源整合程度。因此,人际互动的题项不仅包含了Yi等提出的信息搜寻和

信息分享的部分题项,也包含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和非遗传承人对游客需求的响应。另外,与传统观光

旅游不同,对非遗的理解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和经验,因此,对非遗旅游体验共创中共同生产维度的测量侧

重于游客已有知识、技能和经验的运用。通过构建和验证非遗旅游体验共创与游客体验价值之间的研究假

设,本研究证实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对游客体验价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游客在参与共创中对非遗旅游体

验的态度和评价越积极,越倾向于将非遗的精神和文化符号与自我认知相连接,从而获得高的旅游体验价

值。量表开发丰富了体验共创结构和内容研究,该量表可以直接用于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相关主题的实证研

究,并对其他旅游形式的体验共创量表开发具有借鉴价值。
研究结果为非遗与旅游的进一步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促进非遗游客体验具有实践意义。目的

地需要将游客视为体验价值的共同创造者,对游客身份的重新认识意味着目的地要重视游客在非遗旅游体

验中的共创行为和心理。首先,要为游客提供非遗旅游信息,帮助游客减少体验中的不确定性,提升对游客

需求的响应能力。其次,虽然非遗旅游体验共创是一个多维的复合结构,且包含互动行为和心理感受,但是

人际互动仍然是旅游体验共创的基础。需要提升游客与目的地政府、景区管理者和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互动

质量。再次,注重调动游客背景知识和经验,增强非遗旅游体验中的游客授权,让游客在共同创造中感知对

体验过程的控制感,自主地创造个性化体验。
本研究考虑了非遗旅游的特殊性和旅游体验共创的全面性,对开展非遗旅游体验共创实证研究具有指

导意义,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本研究是针对非遗旅游情境开发的量表,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具有非遗旅

游经历的人,对其他旅游情境来说,该量表的外部效度需要进一步检验,后续可以把该量表用于更广泛的旅

游情境检验其外部效度。二是本研究选取游客体验价值作为关联校标,但非遗旅游体验共创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如游客满意度、目的地形象等,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角度探究非遗旅游体验共创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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