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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仿古街区旅游感知对游客购物意愿的影响ꎬ有利于挖掘仿古街区的旅游价值ꎮ 以湖南岳阳汴河街为例ꎬ采用问

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ꎬ以怀旧感知、教育感知、创新感知、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 ５ 个维度构建结构方程模型ꎬ探索感知对游客

购物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对游客在汴河街的购物行为存在显著影响ꎻ怀旧感知、教育感知和创新感知对

游客购物决策影响不明显ꎬ汴河街缺乏沉浸式文化氛围ꎻ汴河街要加强仿古街区的文化氛围建设ꎬ设立文化历史博物园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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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仿古街区指仿照古建筑群打造的集购物、餐饮

和娱乐于一体的商业街区ꎮ 仿古街区以独特的形

态、布局ꎬ让游客产生置身于特定环境中的一种文

化氛围感知[１]ꎮ 近年来ꎬ仿古商业街相继在各大城

市被复制ꎬ但不注重文化内核ꎬ同质化等问题突出ꎮ
特定情境下的感知价值和感知风险ꎬ扮演着“中介

人”的角色ꎬ影响游客购买决策[２]ꎮ 仿古街区环境

感知下的游客购买行为既是对旅游规划布局的良

性反馈ꎬ也是对旅游区文化活化传承的认可[３]ꎬ对
仿古街区旅游感知基础上的游客购买决策展开研

究具有现实意义ꎮ 目前有关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营销模式、产品自身、营销渠道和广

告投放等方面[４－５]ꎬ多从传统的产品营销角度探究

消费者行为ꎬ对基于特定情境下游客感知的消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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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究较少ꎮ 本文以湖南岳阳市汴河街为例ꎬ构建

旅游感知影响游客购买决策的维度ꎬ通过问卷调

查、深度访谈等方式实证分析游客购买决策中的旅

游感知因素ꎮ

１ 文献综述

当前国外对仿古街区的研究较少ꎬ但对古街区

的研究成果丰硕ꎮ 古街区的概念在 １９ 世纪初的

«雅典宪章»中首次出现ꎬ提出“对有历史价值的建

筑和街区ꎬ均应妥善保存ꎬ不可加以破坏” [６]ꎮ ９ 世

纪中叶ꎬ英国出台«古代文物保护法»ꎬ在西方国家

掀起了古街区保护的浪潮[７]ꎮ 随着古街区的商业

化发展ꎬ古街区的开发、保护和修复引起学者重

视[８]ꎮ 目前国外对古街区的研究集中在古街区保

护技术[９]、游客行为[１０]、利益相关者的作用[１１] 和古

街区的管理[１２]等方面ꎮ 国内仿古街区的成果较多ꎬ
但研究起步晚ꎬ直到 １９８２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才将仿古街区的保护纳入大众视野ꎬ同
时期出现了仿古街区旅游开发思想的萌芽[１３]ꎮ
２００８ 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对仿古街区进

行了标准化的界定ꎮ ２０１０ 年ꎬ仿古街区的巨大经济

价值受到社会关注ꎬ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仿古街区的

改造、开发、管理和吸引力的提升方面[１４－１５]ꎮ 随着

仿古街区遍地开花ꎬ２０１８ 年ꎬ国家文物局对仿古街

区发展过于快速ꎬ盲目复制而忽视精神内核的行为

进行了批评[１６]ꎬ显示了我国对仿古街区历史文化传

承的重视ꎮ 同年ꎬ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ꎬ要深化文化文明研

究ꎬ依托文化价值推介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ꎬ
标志着仿古街区文化层面的价值受到重视ꎬ较多学

者对仿古街区的研究发生转向ꎮ 目前的研究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对仿古街区游客感知价值的研究ꎮ 游客对

仿古街区的感知价值是一种基于街区文化氛围和

地方依恋的双向驱动的情感价值认知[１７]ꎮ 主要的

研究方向有真实性感知、文化氛围生产和文化产业

运作等方面[１８－１９]ꎮ
２)对游客购买意愿的研究ꎮ 基于 ＳＯＲ 理论建

立文化氛围的测量维度ꎬ得出文化氛围与游客行为

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２０]ꎮ 根据游客的特征、感知

和满意度分析游客的购买动机[２１]ꎮ 以调节匹配理

论为基础ꎬ验证感知价值对游客购买意愿具有中介

作用ꎬ同时指出调节定向和沟通策略的匹配能够提

高游客的购买意愿[２２]ꎮ 以刺激－心理－反应模型、
游客感知价值和风险理论建立游客购买影响因素

模型[２３]ꎮ 构建游客感知价值模型体系分析不同价

值对游客购买决策的差异性ꎬ得出游客感知价值和

感知风险对购买决策的影响较大[２４]ꎮ
３)游客感知价值对游客购买意愿的研究ꎮ 大

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游客对产品的感知价值和购买

决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２５]ꎮ 结合感知价值理论和

计划行为理论建立模型分析乡村旅游者对农产品

的购买行为ꎬ从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 ２ 个维度得出

游客感知对游客购买行为具有相关关系[２６]ꎮ 通过

感知价值驱动因素研究游客购买意愿的差异化程

度ꎬ得出对游客购买意向的感知排序分别为信任、
功能和体验感知[２７]ꎮ 从 ６ 个维度建立感知价值与

游客购买决策的模型ꎬ得出创新价值和体验价值对

游客购买决策具有显著影响[２９]ꎮ
综上所述ꎬ仿古街区的开发源于仿古街区保护

政策的出台ꎮ 国外学者对古街区的研究起步早ꎬ但
研究重点在古街区的保护方面ꎬ缺少游客购物意愿

角度的研究ꎮ 国内学者注重对仿古街区开发模式

的研究ꎬ较少从仿古街区游客感知角度研究游客购

物行为ꎮ 虽然已有学者从游客对仿古感知价值角

度对购物意愿的影响进行了探索ꎬ为本文的研究带

来了启示ꎬ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１)目前的研究重

点集中于仿古型街区的开发方面ꎬ对游客感知的深

度挖掘较少ꎬ得出的仿古型街区的文化氛围感知不

全面ꎮ (２)缺少旅游地特色环境下的游客决策行为

研究ꎬ得出的研究结果缺乏地域性ꎮ (３)较多学者

对仿古街区的研究停留在经济层面ꎬ落实到仿古街

区所创造的文化价值领域的研究缺乏ꎮ 基于以上

不足ꎬ本文从怀旧感知、教育感知、创新感知、质量

感知和价格感知 ５ 个维度探究仿古街区旅游感知对

游客购物意愿的影响ꎬ探索游客在特定场景下的消

费行为ꎬ挖掘仿古街区的文化价值ꎮ 从感知的角度

丰富仿古街区的内容ꎬ有利于深入探索消费者决

策ꎬ为仿古街区和游客决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ꎮ

２ 案例地状况和研究假设

２.１ 案例地状况

汴河街位于湖南省岳阳市ꎬ紧邻岳阳楼和君山

岛ꎬ全长超过 ３００ ｍꎬ建筑面积约 １８ ０００ ｍ２ꎬ以巴陵

文化和洞庭文化为依托ꎬ曾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仿古

步行街ꎮ 汴河街在 ２００７ 年开始运行ꎬ以还原度高的

仿古建筑和完备的商业服务体系迅速实现了旅游

商业化ꎮ 目前共有商户 １５８ 户ꎬ集餐饮、纪念品、特
产、客栈、休闲娱乐于一体ꎮ ２０１８ 年春节期间ꎬ汴河

街日接待人次突破 ２.５ 万ꎬ受到游客热捧ꎮ 汴河街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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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ꎬ街区商户众多ꎬ游客接待量

大ꎬ选取汴河街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ꎮ
２.２ 研究假设

从情境效应理论出发ꎬ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ꎬ
结合专家咨询和深度访谈ꎬ归纳出游客感知的 ５ 个

维度ꎮ 深度访谈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和 ９ 日进行ꎬ访
谈人数为 ５ 人ꎮ

访谈发现ꎬ汴河街文化底蕴丰厚ꎬ在不断的开

发和修旧如旧的修复中ꎬ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氛围ꎮ
通过参考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和游客对汴河街的

文化感知ꎬ引入怀旧感知维度ꎮ 怀旧感知为游客对

过去的联系的感知ꎬ是游客旅游动机的组成部分ꎮ
高辉等[２８]梳理国外文献得出怀旧是决定消费者产

品偏好的重要因素ꎮ Ｍｏｒｒｉｓ 等[２９] 借助综合怀旧偏

好模型证明消费者青少年时期的流行元素会影响

他一生的消费偏好ꎮ 孙明贵等[３０] 构建怀旧文化产

品购买决策模型ꎬ得出怀旧文化对购买决策产生正

向影响ꎮ 因此ꎬ当游客的怀旧情感获得补偿时ꎬ会
产生购物的冲动ꎮ 仿古街的衍生文创产品会以独

特的文化符号触动游客ꎬ使其产生购买欲望[３１]ꎬ从
深层感知角度影响游客购物ꎬ因此ꎬ将教育感知和

创新感知引入ꎮ 教育感知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获

得新知的感知ꎬ影响游客购物ꎻ创新感知为游客对

旅游环境和产品的新奇、创意感知ꎬ对游客消费特

色产品、文创产品具有促进作用ꎮ 刘亚男[３２] 通过问

卷调查得出教育感知的 ３ 个维度对消费者的购买决

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陆萍[３３] 以反向代际影响

作为中介因素构建回归模型ꎬ结果表明创新感知与

消费者购买意愿成正相关ꎮ 敦帅等[３４] 从感知创意

新颖性、感知技术新颖性、感知相对优势 ３ 方面说明

创新感知对消费者购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ꎮ 结合

产品的基本价值维度ꎬ增加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ꎮ
质量感知是游客对产品使用性能的主观评价ꎬ对游

客的购物具有影响ꎮ 价格感知是游客为感知付出

的货币和对产品效用的综合评价ꎬ合理的价格能激

发游客的购物欲望ꎮ 崔筱婷等[３５] 通过建立电商平

台质量与消费者购买意愿模型得出电商平台质量

直接或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ꎬ传递质量、结果

质量和权益保障质量均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

响ꎮ 高鹏[３６]将物流运行质量、服务水平和顾客经验

作为前置变量ꎬ运用刺激－机体－反应模型得出物流

质量正向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ꎮ 韦荷琳等[３７] 运用

情景实验证明价格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具有显著

的调节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影响游客购买的 ５ 个维度

分别为怀旧感知、教育感知、创新感知、质量感知和

价格感知(图 １)ꎮ

图 １　 感知模型

根据上述结论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汴河街的怀旧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购物

意愿ꎻ
Ｈ２:汴河街的教育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购物

意愿ꎻ
Ｈ３:汴河街的创新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购物

意愿ꎻ
Ｈ４:汴河街的产品质量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购

物意愿ꎻ
Ｈ５:汴河街的产品价格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购

物意愿ꎮ

３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３.１ 测量指标选取

以相关文献和专家咨询为基础对不同维度的

感知进行测度ꎬ参考学者实证研究的成果和专家咨

询的意见ꎬ再根据深度访谈的结果对题项进行修

正ꎮ 为确保问卷的效度ꎬ对景区人员进行了预调

查ꎬ访谈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１—１２ 日进行ꎬ访谈对象为

１ 名景区管理人员、３ 名商家、３ 名游客ꎬ问卷调查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２３ 日进行ꎬ共发放 ６０ 份问卷ꎬ其中

有效问卷 ５２ 份ꎬ 问卷有效率 为 ８６. ６％ꎮ 根 据

Ｍａｒｃｈｅｇｉａｎｉ[３８]的研究ꎬ设置怀旧感知 ３ 个题项ꎻ基
于李文明等[３９] 和刘宇青等[４０] 学者的研究ꎬ分别设

置教育感知和创新感知 ３ 个题项ꎮ 基于 Ｓｗｅｅｎｅｙ
等[４１]学者的研究ꎬ设置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各 ３ 个

题项ꎮ 购买意愿从认知意愿、意向意愿和情感意愿

３ 个角度设置 ４ 个题项[４２]ꎮ
３.２ 问卷设计

问卷由 ４ 部分构成ꎬ第 １ 部分为对测量指标的

解释ꎬ便于游客理解问卷术语ꎻ第 ２ 部为分类题ꎬ通
过“是否为岳阳本地人”对游客进行筛选ꎻ通过“是
否购买过汴河街的商品和购买汴河街商品的次数”
对受调查者进行分类ꎻ第 ３ 部分为人口特征ꎬ包括性

别、年龄、学历、收入和职业等ꎻ第 ４ 部分统计游客的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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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个维度的感知和购买意愿ꎬ题项采用李克特量表

进行测度ꎬ５ 表示“非常赞同”ꎬ１ 表示“非常不赞

同”ꎮ 设置反向题项时ꎬ则相反ꎮ
３.３ 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可靠ꎬ调查以线上问卷

为载体ꎬ以现场调查的方式进行ꎮ 正式调研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２０ 日ꎮ 共收集问卷 ２５０ 份ꎬ去除计

分相同和结果明显偏离的问卷ꎬ共得到有效问卷

２０１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８０.４％ꎮ
３.４ 数据分析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对问卷结果进行信度分析ꎮ 为保

证问卷效度ꎬ对问卷结果进行 ＫＭＯ 和巴特球型检

验ꎬ探索性分析各因素的适配度ꎮ 采用极大似然估

计法用 ＡＭＯＳ２４.０ 对问卷结果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ꎬ探究各个因素的组合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别效

度ꎮ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ꎬ计算整体拟合系数ꎬ进行

假设检验ꎬ判断假设是否与结果一致ꎮ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描述性统计

从统计人口特征来看(表 １)ꎬ受调查者男女比

例均衡ꎬ年龄分布在 １９ ~ ３５ 岁之间ꎬ占比 ８３.０８％ꎻ
受调查者中ꎬ学生占比较高ꎬ达到了 ３２.８４％ꎬ其次为

企业人员ꎬ占比２９.３５％ꎻ较多受调查者学历在高中

和本科ꎬ 分别占比 ２６.８７％ 和 ２９.３５％ꎻ 月 收 入 在

１ ５００~５ ０００ 元的受访者比例较多ꎬ一方面由于受

调查的学生较多ꎬ另一方面则为社会平均工资不高ꎮ
４.２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度ꎬ对问卷进行

信度和效度分析ꎮ 问卷的信度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

进行检验ꎬα 值大于 ０.７ 则题项有效ꎬ得出每个维度

的 α 值均大于 ０.７ꎬ说明问卷的信度较好ꎮ 为保证

问卷数据的代表性ꎬ对问卷结果同时进行 ＫＭＯ 巴

特球型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ꎮ ＫＭＯ 和巴特球形

检验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进行ꎬＫＭＯ>０. ６ 且显著性值 Ｐ<
０.０５ꎬ则表明各个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ꎮ 得出

ＫＭＯ＝０.９０７>０.６ꎬ且显著性值 Ｐ ＝ ０<０.０５ꎬ说明该模

型适合进行因子分析ꎮ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ꎬ借助 ＡＭＯＳ２４.０ 进行ꎮ ＣＲ 为各个

维度的组合信度ꎬＡＶＥ 为平均提取方差值ꎬＣＲ>０.７ꎬ
ＡＶＥ>０.５ 则表示各因素聚合效度较好ꎮ 如表 ２ 所

示ꎬＣＲ>０.７ꎬＡＶＥ>０.５ꎬ说明各个因素的聚合效度较

好ꎮ 对各因素进行区别效度检验ꎬ各因素与其他因

素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ＡＶＥ 的平方根ꎬ如表 ３ 所示ꎬ

说明各个因素的区别效度较好ꎮ
表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基本信息 选项 频数 占比 / ％

性别
男 １０７ ５３.２３
女 ９４ ４６.７７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１６ ７.９６

高中 /中专 ５４ ２６.８７

大学专科 /本科 ９７ ４８.２６

硕士及以上 ３４ １６.９１

年龄 /岁

≤１８ １４ ６.９７

>１８~２５ ９９ ４９.２５

>２５~３５ ６８ ３３.８３

>３５~４５ １０ ４.９８

>４５~６０ 　 ７ ３.４８

>６０ 　 ３ １.４９

月收入 /元

≤１ ０００ ２４ １１.９４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 ４７ ２３.３８

>１ ５００~３ ０００ １８ ８.９６

>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５０ ２４.８８

>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 ３０ １４.９３

>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８ ３.９８

≥１０ ０００ ２４ １１.９３

职业

公务人员 　 ５ ２.４９
事业单位人员 １７ ８.４６

企业人员 ５９ ２９.３５
个体工商户 １５ ７.４６
自由职业者 １７ ８.４６
离退休人员 　 ４ １.９９

其他 １８ ８.９５

４.３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模型的整体拟合系数标准和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
χ＝ ２１９.８３ꎬχ２ / ｄｆ ＝ １.６０５<３ꎬＲＥＳＥＡ ＝ ０.０５５<０.０８ꎬ
ＣＦＩ ＝ ０.９５４、ＩＦＩ ＝ ０.９５５、ＴＬＴ ＝ ０.９４２ꎬ均大于 ０.９ꎬ各
模型的拟合指标达到标准ꎬ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

适配度ꎬ拟合较好ꎮ 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结构方程模型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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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研究
维度

测量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ɑ
因素
荷载

ＣＲ ＡＶＥ

怀
旧
感
知

Ａ１ 街区能让我想到
前人的生活环境
Ａ２ 街区能让我想到
出生前的时光
Ａ３ 街区能让我想到
前人的精神风貌

０.７７７

０.７４０

０.６５７

０.７９２

０.７７５ ０.５３６

教
育
感
知

Ｂ１ 我了解了汴河街
石牌上面的古诗词
Ｂ２ 我学到了更多古
街区的知识
Ｂ３ 我对汴河街的文
化加深了认识

０.７５９

０.６７７

０.７６７

０.７１２

０.７６３ ０.５１８

创
新
感
知

Ｃ１ 街区的设计具有
原创性

Ｃ２ 汴河街的整体让
我感到很有新意

Ｃ３ 我能感受到汴河
街和其他仿“古”街
的不同

０.８１０

０.７０９

０.７７１

０.８２４

０.８１３ ０.５９２

质
量
感
知

Ｄ１ 我认为街区商品
制作材质优良

Ｄ２ 我觉得街区商品
制作工艺精湛

Ｄ３ 我认为街区商品
的外观质感较好

０.７５６

０.７０７

０.７０１

０.７３２

０.７５７ ０.５０９

价
格
感
知

Ｅ１ 我认为街区商品
定价合理

Ｅ２ 我觉得街区商品
性价比较高

Ｅ３ 我觉得街区商品
价格涨幅合理

０.８１１

０.７７５

０.７９０

０.７３９

０.８１２ ０.５９０

购
买
意
愿

Ｆ１ 我乐意购买街区
的商品

Ｆ２ 我会在以后购买
街区的商品

Ｆ３ 我会向身边的亲
朋好 友 称 赞 街 区
商品

Ｆ４ 我乐意向身边的
亲朋好友推荐街区
商品

０.８６０

０.７３３

０.８３６

０.７８２

０.７６８

０.８１２ ０.６０９

表 ３　 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和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因素
因素

怀旧感知 教育感知 创新感知 质量感知 价格感知

ＡＶＥ 的
平方根

怀旧感知 ０.５３６∗∗∗ ０.３０３∗∗∗ ０.３２９∗∗∗ ０.２２９∗∗∗ ０.１８９∗∗∗ ０.７３２
教育感知 ０.３０３∗∗∗ ０.５１８∗∗∗ ０.３３４∗∗∗ ０.２６６∗∗∗ ０.１７８∗∗∗ ０.７２０
创新感知 ０.３２９∗∗∗ ０.３３４∗∗∗ ０.５９２∗∗∗ ０.３４５∗∗∗ ０.２８７∗∗∗ ０.７６９
质量感知 ０.２２９∗∗∗ ０.２６６∗∗∗ ０.３４５∗∗∗ ０.５０９∗∗∗ ０.２７１∗∗∗ ０.７１３
价格感知 ０.１８９∗∗∗ ０.１７８∗∗∗ ０.２８７∗∗∗ ０.２７１∗∗∗ ０.５９０∗∗∗ ０.７６８
注:∗∗∗表示 Ｐ<０.０１ꎬ有高度统计学意义ꎬ∗∗表示 Ｐ<
０.０５ꎬ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４　 模型整体拟合系数

指标 推荐值 拟合值

χ 越小越好 ２１９.８２３
χ２ / ｄｆ <３.０ １.６０５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８ ０.０５５

ＣＦＩ >０.９ ０.９５４

ＩＦＩ >０.９ ０.９５５

ＴＬＩ >０.９ ０.９４２

４.４ 假设检验

根据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表 ５)ꎬ质量感知的

系数为 ０.５５４ꎬＰ<０.０５ꎬ价格感知的系数为 ０.４１１ꎬＰ<
０.０５ꎬ说明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对游客的购买意愿

呈正向影响ꎬＨ４、Ｈ５ 成立ꎻ怀旧感知的系数为 ０.０１ꎬ
Ｐ＝ ０.８９７ꎻ教育感知的系数为－０.１０２ꎬＰ＝ ０.３０７ꎻ创新

感知的系数为 ０.０９１ꎬＰ＝ ０.３４１ꎻ说明怀旧感知、创新

感知和教育感知对游客购买意愿均不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ꎬ假设 Ｈ１、Ｈ２、Ｈ３ 不成立ꎮ

表 ５　 假设性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 系数 ｔ 值 Ｐ 值 结论

怀旧感知→购买意愿 ０.０１０ ０.１２９ ０.８９７ 拒绝

教育感知→购买意愿 －０.１２０ －１.０２２ ０.３０７ 拒绝

创新感知→购买意愿 ０.０９１ ０.９５２ ０.３４１ 拒绝

质量感知→购买意愿 ０.５５４ ２.４７１ <０.０５ 支持

价格感知→购买意愿 ０.４１１ ３.４９３ <０.０５ 支持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论

１)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影响游客对汴河街商

品的购买意愿ꎮ 假设检验的结果表明ꎬ质量感知和

价格感知对游客的购物意愿存在显著影响ꎬ验证了

Ｊｉｌｌｉａｎ 的观点ꎮ 怀旧感知、教育感知和创新感知对

游客购买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ꎮ 说明在游客购物

时ꎬ怀旧情感、知识获得和创新体验并未发挥太大

的作用ꎬ而作为产品基本特性的质量感知和价格感

知主导游客对产品的购买ꎮ 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度

访谈ꎬ发现原因可能有:(１)汴河街的主步行街长度

不够ꎬ游客通过步行街时间短ꎬ商铺的排列缺乏规

划ꎬ商品种类单一ꎬ导致游客对汴河街的怀旧感知

不明显ꎮ 游客反应ꎬ从岳阳楼进入汴河街ꎬ映入眼

帘的是小吃ꎬ怀旧纪念品商店在中心区域ꎬ很难找

到ꎮ (２)街区的文化标识仅戏剧舞台、一面刻诗石

墙ꎮ 饮食特产商店基本占据了汴河街的一半ꎬ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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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纪念品商店在汴河街的尽头ꎬ多为常见商品ꎬ
缺乏体现洞庭文化、巴陵文化和岳阳楼标识的文创

产品ꎮ 游客对汴河街的教育感知和创新感知不明

显ꎮ 游客说“我来汴河街购物的主要目标在茶叶和

特产ꎬ满意的纪念品很少ꎬ这些纪念品我在长沙、张
家界也可以买到ꎬ没什么特色ꎬ不想买ꎮ”(３)汴河街

的商品品质看起来一般ꎬ但是价格和其他旅游景区

相比ꎬ不算贵ꎮ “我主要是因为刚好需要带一些特

产回老家ꎬ看到黑茶价格比较便宜ꎬ就买了几盒ꎮ”
“石墙配旗袍很有意境ꎬ这里的小乔布衣质感比较

好ꎬ价格我能接受ꎬ挑了一件用来拍照ꎮ”说明游客

对汴河街商品的价格感知和质量感知较明显ꎮ
２)汴河街缺乏沉浸式文化氛围ꎮ 在怀旧感知、

教育感知、创新感知、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 ５ 个维度

中ꎬ只有质量感知和价格感知影响游客的购物意

愿ꎬ说明游客对汴河街的怀旧感知、教育感知和创

新感知均不足以影响游客购物ꎬ汴河街还需加强文

化氛围建设ꎮ 原因可能有:(１)政府规划不合理ꎮ
汴河街在建立之初只规划了街区长度和街区建筑ꎬ
没有明确划分功能区和规定入驻商家的类型ꎬ投入

运营后缺乏监管ꎬ游客反应汴河街的商铺过于杂

乱ꎬ与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主题不符合ꎬ没有购物的

想法ꎮ (２)汴河街营造的文化氛围不强ꎬ缺少直观

的文化活动ꎮ (３)缺乏出色的文创品牌ꎮ 汴河街地

理位置优越ꎬ与岳阳楼和洞庭湖相邻ꎬ与君山岛风

景区相望ꎬ但缺乏体现洞庭文化和巴陵文化的文创

商品ꎮ 大部分游客表示ꎬ现在汴河街的文创产品店

铺没有特色ꎬ代表性不强ꎬ没有体现地区风格ꎮ 如

果汴河街的知名商铺中有与岳阳楼和洞庭湖相关

的文创产品ꎬ他们愿意购买ꎮ
５.２ 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ꎬ给出 ３ 点建议:
１)仿古街区的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ꎬ拓

展街区长度ꎬ加入更多仿古元素ꎬ增强街区对游客

的吸引力ꎮ 合理规划商家区域ꎬ划分功能区ꎬ严格

按照功能区引进商家ꎬ将售卖文创产品和纪念品的

商家放在显眼的位置ꎮ
２)提高文化活动的频率ꎬ深化仿古街区的文化

内涵ꎮ 设立文化历史博物园ꎬ让游客了解洞庭文

化、巴陵文化和洞庭湖的历史文化底蕴ꎮ 开发体现

洞庭巴陵等文化内涵的节目并使演出常态化ꎬ创造

更多的客流量ꎮ
３)建立出色的文创品牌ꎬ开发特色产品ꎮ 以洞

庭、巴陵文化为主题ꎬ建立知名文创品牌ꎬ增强产品

的差异化ꎬ营造汴河街的文化氛围ꎮ 出色的文创品

牌能提升汴河街的商品层次ꎬ让游客放心购买ꎮ
以上研究均针对不太成熟的仿古汴河街区ꎬ地

域性较强ꎮ 其他仿古街区的研究成果是否如本文ꎬ
还有待讨论ꎮ 由于本文得出的结论与部分假设不

一致ꎬ还需考虑文化氛围感知和购物意愿之间是否

存在中介变量ꎬ后续将加入中介变量、更换调查对

象进一步探索ꎮ 除此之外ꎬ本文只选取了几个具有

代表性的感知价值ꎬ维度选取不够全面也是需要考

虑的问题ꎮ 游客的购买意愿还与被调查者有很大

关系ꎬ分析不同的受调查者对购买意愿差异是本文

需完善的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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