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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邮轮这个新兴的休闲娱乐空间载体，使用者的感

官和体验促成空间价值的体现，传统研究多在空间装饰层面

推进，而忽视游客的空间综合感知，进行邮轮空间体验感知

分析。选取我国本土乘客作为研究对象，在“威尼斯号”邮轮

上进行邮轮空间体验问卷调研，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

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体验感知模型，探讨邮轮空间中影响体验

感知的因素以及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由模拟路径拟合结

果可知，主效应中物理环境、美学感知、认知感受、空间属性

和总评价均呈现正向显著，并有着递减趋势，同时，得出邮轮

空间体验与总体满意度、空间的喜爱程度以及再次登轮意愿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在我国邮轮产业刚刚起步阶段

进行，为未来本土邮轮空间的规划和改进提供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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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merging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space of cruise ship，the user  s sensory and experience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pace value. Traditional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promoting the linterior decoration
but ignoring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tourist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ception of cruise space experience，

taking Chinese coastal passeng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ducted a cruise spac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Venezia ”，cruise ship. 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on experience perception model was
built by using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experience perception in cruise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satisfaction. From the simulation path fitting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the cognitive experience， the spatial
attributes， and the overall evaluation are positively
significant， and show a decreasing tren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ruise space experience has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overall satisfaction，affection and re-

boarding. When China’s cruise industry is just in its
infancy，this paper provides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planning and improvement of cruis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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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升以及消费升

级的助推下，迎来了“大众旅游时代”，邮轮旅游呈现

爆发式增长，以邮轮、游轮旅游等为代表的新型旅游

已经逐步成为满足国民旅游休闲消费需求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们对邮轮的体验和需求不断提升，未来

10~20年将是中国邮轮产业的黄金发展期［1］。海上

移动的综合体、多目的地的特点，让邮轮拥有了一种

社会交流的特点，游客在一个航程中会经历一系列

文化和知觉体验，邮轮消费者不仅需要优质的消费

产品和服务，还追求独特的难忘旅程［2］。如何才能

激起中国游客的邮轮旅游兴趣，得到独特的旅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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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邮轮中影响空间感知的因素有哪些，不同体验因

素如何影响游客满意度评价，这些都是邮轮设计初

始阶段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保

证船舶按照使用者的需求进行设计，构建合理的邮

轮人文体验环境并提高经济效益［3-4］。

我国一直是全球船舶建造大国，但在豪华邮轮

方面仍然缺少实践经验和重要技术，邮轮是我国唯

一未攻克的高技术船舶，豪华邮轮设计与建造已明

确作为中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由

于国外邮轮制造企业的垄断，邮轮领域现有研究文

献的高度特异性和稀缺性，与邮轮有关的研究被认

为是跨学科的，预范式的［5］。大部分研究是从经济

学、社会科学来探讨邮轮空间的行为交往和体验。

Yarnal认为邮轮是一个社交和度假的理想场所，邮

轮的主要吸引力之一是它独特、安全和舒适的休闲

娱乐空间［6］，满意的旅行体验是游客和旅游组织的

一个重要目标。社会学家Papathanassis提出由于文

化多样性，针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并不一定适用于所

有区域的邮轮游客满意度［7］。亚洲特别是中国游客

在邮轮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中，显现出特有的行为与

习惯［8］，相对于西方游客，这些行为与消费习惯也反

映出中国文化在游客心理上的隐形特征，对邮轮功

能布置，空间功能，物理环境等都会有别于西方游

客［9］，本次研究重点就定位在中国沿海航线邮轮

游客。

随着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在 2016年接下

我国首艘邮轮订单后，国产豪华邮轮步入了实质性

的启动阶段，船厂和各大船舶研究院开始对邮轮建

造进行实质性研究：罗小林等从舒适性、安全性和个

性化角度分析邮轮的设计［10］；孙利等从游客需求及

中、西方游客人群类别、饮食差异、消费习惯等方面

论述了中西方豪华邮轮设计特点异同［11］；何宁等借

鉴建筑设计中的功能与流线分析方法，对邮轮游客

活动区域的总布置设计技术进行研究［12］，邮轮空间

需要结合建筑学领域理论和方法进行交叉研究。

Lazarus指出个体的体验生成必须进行认知评价分

析［13］，Ponty从知觉现象学角度提出空间与物理环境

在使用者感知环境过程中会相互作用和影响［14］，

Pallasmaa得出空间体验研究倾向于建立用户与空

间之间的良性关系，尺度、色彩和视觉、声响等都可

以改变用户的空间体验［15］，空间体验研究不只是空

间属性或者是心理感知单因素的研究，而是多因素、

整体的综合感知评价分析。

上述研究探讨了对本土游客进行空间感知分析

的重要性，已有的文献并未打通学科之间壁垒，要么

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感知体验研究，要么从船舶工程

的角度进行建造和布置研究，并未从建筑学的角度

对邮轮空间体验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从邮轮空间

的体验感知出发，通过“威尼斯号”邮轮现场调研获

得的数据，用因子分析提炼出感知四维度，并用结构

方程模型实证研究方法得出体验感知和总评价的相

互关系，分析各维度与游客体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结论可以为我国本土邮轮空间的规划和改进

提供思路和方向，并为邮轮室内设计提供参考和

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和中国港口协

会邮轮游艇码头分会联合统计，2019年上半年全国

沿海 13个邮轮港中上海邮轮港出入境达到 85万人

次，中国邮轮市场近一半来自上海，上海依然为亚洲

第一邮轮母港［1］，因此，本次研究选取了19年驶入中

国且停驻上海港口的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进行

调研。

1. 1 研究日志和场所分析

“威尼斯号”邮轮由意大利芬坎蒂尼船厂建造，

长 323 m，总吨位为 135 500 t，可搭乘 5 260名乘客，

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运营的最大型Costa邮轮。本次

航线为上海—福冈—上海，行程共计 5 d。表 1为调

研的行程安排。

“威尼斯号”为歌诗达邮轮推出的第一艘以城市

命名的特色主题邮轮，设计理念和设计主题均来自

于威尼斯这座城市，具有浓厚的意式风情特色。威

尼斯号一共 14层甲板，1~2层为客舱区域，包括内

舱房和海景房；3~5层为公共区域，有剧院、赌场、中

央大厅、免税店、画廊等休闲娱乐场所；6~9层为客

房区域，包括内舱房、阳台房和各类套房；10~13层
首部为阳台房和套房，尾部为公共区域，主要是自助

餐厅、户外甲板和运动美容区域（图1）。
通过课题前期对全球 96艘中大型邮轮空间布

置规律的文献整理分析，绘制出现代豪华邮轮空间

布局模型：除去最下面几层工作舱和船员生活区，

邮轮的底层为居住舱室层，往上两层结合游客上船

入口进厅设置公共娱乐区，再往上为若干层居住舱

室（具体居住舱室数量根据不同邮轮的规模而定），

邮轮的顶部几层一般结合室内运动场地设置为公

共区域，与户外甲板空间连成一体［16］。从以上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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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布置分析可以得出，威尼斯号的布局和图 2的功

能布局模型非常接近，因此，可以将“威尼斯号”邮

轮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其他同尺度豪华邮轮空间研

究中。

表1 研究对象实地调查日志概要

Tab. 1 Summary of field survey logs

调研地点

威尼斯号邮轮

（上海－福冈－上海）

时间

第一日

2019. 11. 21
第二日

2019. 11. 22
第三日

2019. 11. 23
第四日

2019. 11. 24
第五日

2019. 11. 25

行程安排

登轮

海上巡游

岸上一日游

海上巡游

到港

问卷调查

客舱心理问卷

空间体验问卷

空间体验问卷

客舱心理问卷

问卷方式

一户户进门调研

在不同空间进行一对一指导

（中央大厅、餐厅）

在不同空间进行一对一指导

（活动中心）；物理环境测量

实测调查

拍摄记录

记录当天的行为轨迹；跟踪拍摄

记录当天的行为轨迹；跟踪拍摄

图1 “威尼斯号”邮轮平面布置以及空间位置图

Fig. 1 Layout and map of spatial location of the“Venice”

图2 豪华邮轮功能布局模型

Fig. 2 Functional layout model of luxury cruise ship

1. 2 数据的获取

此次研究调研对象为 5日短途邮轮旅行的乘

客。2019年 11月，研究团队乘坐“威尼斯号”邮轮，

对其进行“邮轮空间体验”为主题的问卷调研。在圣

马可广场大堂、马可波罗餐厅、活动中心和客舱这 4
个空间内寻找合适的被试，要求每位被试暴露在空

间里 20 min以上，用问卷的形式记录游客的空间体

验。现场总共发放了250份问卷，收获212份有效问

卷，使得本次调查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达

到了预期效果和研究需求。回收的合格问卷中，全

部的数据都进行了如实统计，以求真实反映调研的

结果。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社会经济属性（表2）、空
间体验感知以及改善需求，空间体验共设置了多对

体验词汇，每一对形容词中一个表达正面印象，另一

个表达负面印象，本文选取了20对形容词作为描述

影响要素的评价因子，空间高/矮、不舒适/舒适、模

糊/清楚、陌生/熟悉、俗气/高雅、拥挤/宽松、封闭/
开敞、紧张/放松、平静/兴奋、吵闹/安静、杂乱/有
序、简洁/复杂等。针对这些词分别设置 Linkert7级
评价尺度，即很差、差、较差、一般、较好、好、很好，7
个等级对应的分值为1~7分。

从调查样表的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统计可以得出

人员构成结构特点：

（1）男性略多，多为长三角游客。

根据表2所示，乘客91. 5 %来自于长三角地区，

其中 51. 9 %来自于上海。很大原因是我国沿海邮

轮码头的增加，目前有上海为基点的长三角邮轮圈、

以天津为基点的渤海湾邮轮圈以及香港、广州、深

圳、厦门为基点的南部邮轮圈，沿海游客可以在就近

码头登船。

（2）职业背景多样，多为首次乘坐

本次调查对象为全船游客，为了使调查结果能

够代表年龄跨度更大的群体，调查人员在发放问卷

时尽量注意在多个年龄段获取尽可能均衡的参与人

数。但问卷比较专业，年龄大的老人配合度不高，如

果没有一对一指导而回收的问卷，基本就只能作废，

因此，本次问卷年轻人比例相对较高。同样出于为

了让调研结果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目的，问卷发放时

还尽量将多种职业的游客纳入调研范围。其次，还

统计了出行次数，这对于体验需求以及旅途安排会

有较大差异，从统计结果看，大部分为首次出行游

客，对邮轮空间以及大海充满新奇。

（3）整体满意度高，再次选择的比例高

威尼斯号是一艘新船，室内功能齐全，设施完

备，风格独特，装修细致，因此，游客满意度都非常

高，且大部分游客愿意再次来邮轮上度假。大部分

不满意的顾客都是因为岸上游的不合理安排和晕船

等身体原因而不愿意再选择邮轮出行。

1. 3 研究方法

（1）探索性因子分析

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tatistical product

表2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personal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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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数据的获取

此次研究调研对象为 5日短途邮轮旅行的乘

客。2019年 11月，研究团队乘坐“威尼斯号”邮轮，

对其进行“邮轮空间体验”为主题的问卷调研。在圣

马可广场大堂、马可波罗餐厅、活动中心和客舱这 4
个空间内寻找合适的被试，要求每位被试暴露在空

间里 20 min以上，用问卷的形式记录游客的空间体

验。现场总共发放了250份问卷，收获212份有效问

卷，使得本次调查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达

到了预期效果和研究需求。回收的合格问卷中，全

部的数据都进行了如实统计，以求真实反映调研的

结果。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社会经济属性（表2）、空
间体验感知以及改善需求，空间体验共设置了多对

体验词汇，每一对形容词中一个表达正面印象，另一

个表达负面印象，本文选取了20对形容词作为描述

影响要素的评价因子，空间高/矮、不舒适/舒适、模

糊/清楚、陌生/熟悉、俗气/高雅、拥挤/宽松、封闭/
开敞、紧张/放松、平静/兴奋、吵闹/安静、杂乱/有
序、简洁/复杂等。针对这些词分别设置 Linkert7级
评价尺度，即很差、差、较差、一般、较好、好、很好，7
个等级对应的分值为1~7分。

从调查样表的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统计可以得出

人员构成结构特点：

（1）男性略多，多为长三角游客。

根据表2所示，乘客91. 5 %来自于长三角地区，

其中 51. 9 %来自于上海。很大原因是我国沿海邮

轮码头的增加，目前有上海为基点的长三角邮轮圈、

以天津为基点的渤海湾邮轮圈以及香港、广州、深

圳、厦门为基点的南部邮轮圈，沿海游客可以在就近

码头登船。

（2）职业背景多样，多为首次乘坐

本次调查对象为全船游客，为了使调查结果能

够代表年龄跨度更大的群体，调查人员在发放问卷

时尽量注意在多个年龄段获取尽可能均衡的参与人

数。但问卷比较专业，年龄大的老人配合度不高，如

果没有一对一指导而回收的问卷，基本就只能作废，

因此，本次问卷年轻人比例相对较高。同样出于为

了让调研结果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目的，问卷发放时

还尽量将多种职业的游客纳入调研范围。其次，还

统计了出行次数，这对于体验需求以及旅途安排会

有较大差异，从统计结果看，大部分为首次出行游

客，对邮轮空间以及大海充满新奇。

（3）整体满意度高，再次选择的比例高

威尼斯号是一艘新船，室内功能齐全，设施完

备，风格独特，装修细致，因此，游客满意度都非常

高，且大部分游客愿意再次来邮轮上度假。大部分

不满意的顾客都是因为岸上游的不合理安排和晕船

等身体原因而不愿意再选择邮轮出行。

1. 3 研究方法

（1）探索性因子分析

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tatistical product

表2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personal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年收入

男

女

10~19岁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69岁
≥80岁
上海

长三角地区
京津冀地区
珠三角地区
其他地区
5万以下
5~10万
10~20万
20~50万
50万以上

频率
141

71

4
67
61
6
30
42
6
110
84
8
3
7
54
58
60
39
1

百分比/%
66. 5

33. 5

4
30. 4
27. 6
2. 9
13. 3
19. 0
2. 9
51. 9
39. 6
3. 8
1. 4
3. 3
25. 5
27. 4
28. 3
18. 4
0. 5

职业类型

出行次数

再次选择

公司职员

政府工作人员/事业单位

/公务员

私人业主
学生

工程师/技术人员
自由职业

其他
1次
2~3次
3~5次
5次以上

是
否

不清楚

频率
114

10

5
32
14
8
29
177
23
3
9
138
30
44

百分比/%
53. 8

4. 7

2. 4
15. 1
6. 6
3. 8
13. 7
83. 5
10. 8
1. 4
4. 2
65. 1
14. 2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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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软件对20个心理认知指

标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抽取方法选用主成分

法，旋转方法选用最大方差法。再利用主成分分析

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按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

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因子，并剔除因

子载荷小于0. 5和独立成公因子的题项。

（2）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是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测

度，相关性是指两类数据在发展变化的大小与方向

维度存在的关系。对空间尺度、物理环境、体验和美

学分别做相关性分析。

（3）结构模型分析

各因子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
值、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来衡量问卷各指标的信度

情况，内容效度的检验主要通过统计量检验（Kaiser
meyer olkin，KMO）和巴特利特球体（Bartlett's）检

验，建构效度的检验主要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

测量题项与模型的拟合程度主要通过卡方（Chi-
square）与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DF）之比、比较

拟合指数TLI（tucker lewis index）、NFI（normed fit
index）、CFI（comparative fit index）、增值适配指数

（incremental fit index，IFI）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来检验。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后，用矩阵结构分析

（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AMOS）初步建立模

型，并应用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MI）进行

模型扩展和应用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CR）进行模

型限制两种方法，对初始模型进一步修正以达到良

好的拟合效果。由模拟路径拟合结果可知主效应中

路径呈现的关系。

2 实例分析

2. 1 心理体验指标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可以用少量新指标代替研究设置的体

验感知系列指标，同时这些新指标最大地反映原指

标信息。初步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累计贡献率

64 %，其中“Q5陌生/熟悉”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小于

0. 5，“Q3交通不便/交通便捷”这个指数单独成为一

个公因子，考虑到问卷包括公共空间和客舱空间，这

个因素并不太准确，因此删除这两项题目。对剩下

变量再次进行 KMO和Bartlet球形检验，KMO的值

为 0. 887，大于阈值 0. 5，且接近 0. 9，故说明了变量

之间是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然后Bartlett球形检验的

值 为 1 791. 231（自 由 度 为 171），伴 随 显 著 性

（significance，Sig）概率值为 0<0. 01，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说明拒绝零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相关矩阵间

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17］。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对因子进行提取，选择方差

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共提取出 4个因子（表 3），累

积总解释方差为69. 589 %，表示问卷的结构效度较

好，具有较强的累计解释能力；且公因子方差都在

0. 501~0. 832之间，表明所得到的公因子可以解释

所调查变量的大部分变异。通过以上分析，并根据

条目语义以及因素载荷的大小进行探索。最后保留

了18个条目：空间面积小/空间面积大（Q1）、空间高

度矮/空间高度高（Q2）、不真实/真实（Q4）、俗气/高
雅（Q6）、吵闹/安静（声环境）（Q7）、拥挤/宽松

（Q8）、封闭/开敞（Q9）、紧张/放松（Q10）、平静/兴
奋（Q11）、不愉悦/愉悦（Q12）、不舒适/舒适（Q13）、

模糊/清楚（Q14）、杂乱/有序（光环境）（Q15）、冷/热
（热环境）（Q16）、喜欢/不喜欢（风格）（Q17）、家具尺

度偏小/家具尺度偏大（Q18）、整体装饰简洁/整体

装饰复杂（Q19）、室内图案传统/室内图案创意

（Q20）。并得到 4个公因子，其中，第一公因子的贡

献率为 39. 880 %，在“不舒适/舒适、模糊/清楚、不

愉悦/愉悦、紧张/放松”有较大的载荷，主要在体验

感知层面，命名为认知感受；第二公因子的贡献率

17. 361 %，在“声、光、热”上有较大的载荷，表现为

物理环境，第三公因子的贡献率为 6. 756 %，在“装

饰、家具尺度、图案”上有较大载荷，表现为空间的美

学认知体验，命名为美学感知；第四公因子的贡献率

5. 593 %，在“面积、高度、封闭/开敞”上有较大的载

荷，表现为空间属性。

2. 2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2. 2. 1 体验因子的拟合检验

确定了 4个公因子后，对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is，CFA），初始模型

的适配度欠佳，因此本研究根据修正指数MI指标进

行模型修正。经过两次修正之后，模型的拟合指标

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表 4），卡方与自由度之

比、TLI、NFI、IFI、CFI和RMSEA的拟合指数达到

了理想标准。因此，可以认为修正后的模型拟合结

果较好。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于检验潜变量所属的

各个观测变量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若组合信度达到

标准，则表明该潜变量下的各个观测变量的一致性

较高。在本研究的测量模型中（表 5），18个题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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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载荷均在 0. 5~0. 95范围之间，达到标准，而组

合信度均大于 0. 6，平均方差萃取量分别为 0. 617、

0. 527、0. 546和 0. 647均大于 0. 5，因此该模型具有

较好的聚合效度，由于各自变量下面都只有对应题

项，没有再划分维度，故不需要做区分效度的检验，

所以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 2. 2 总评价的拟合检验

空间体验常常与偏爱和评价混在一起，偏爱是

一般体验过程深化，评价则设计更为理性和全面的

思维过程［18］。本次研究的空间总评价由空间满意

度、对室内空间的喜爱程度，是否愿意再次选择邮轮

旅行 3个题项组成，KMO值为 0. 591接近 0. 6，且
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为0（小于0. 05），表明显著

性不为零，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变量经过探索性因

子分析后，聚合成 1个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总共的

解释度为79. 707 %，表示因变量的三个题项解释了

79. 707 %的总评价信息，整体效度良好。由于此处

只提出一个因子，故无需做旋转成份分析。然后，对

因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6为自变量的总评

价模型拟合检验结果，初始模型的适配度较佳，因

此，可以认为模型拟合结果较好。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于检验潜变量所属的

各个观测变量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若组合信度达到

标准，则表明该潜变量下的各个观测变量的一致性

较高，在本研究的测量模型中（表 7），三个题项室内

空间体验的满意度（A1）、对室内空间的喜爱程度

（A2）、是否愿意再次选择邮轮旅行（A3）的因子载荷

基本达到标准，而组合信度大于 0. 6，平均方差萃取

量为 0. 696，大于 0. 36，因此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

效度，由于因变量只有三个题项，没有再划分维度，

不需要做区分效度的检验，故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

构效度。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空间体验存在 4个维

度感知因素：认知感受、物理环境、美学感知和空间

属性。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构建体验感知初始

模型，预设模型中共包括 4个外生潜变量和 18个外

生观察变量，1个内生潜变量和 3个内生观察变量

（图 3）。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认知感受对体验总评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表5 自变量聚合效度检验

Tab. 5 Validity tes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变量

认知感受

物理环境

美学感知

空间属性

题项

Q6
Q8
Q10
Q11
Q12
Q13
Q14
Q4
Q17
Q15
Q7
Q16
Q18
Q19
Q20
Q1
Q2
Q9

标准化载荷

0. 757
0. 694
0. 853
0. 720
0. 832
0. 826
0. 835
0. 801
0. 732
0. 843
0. 860
0. 701
0. 703
0. 782
0. 690
0. 812
0. 719
0. 679

组合信度

0. 935

0. 845

0. 769

0. 782

平均方差萃取量

0. 617

0. 647

0. 527

0. 546

表3 空间体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 3 Results of analysis of spatial experience
exploratory factor

公因子

认知感受

物理环境

美学感知

空间属性

因素
Q13
Q14
Q10
Q12
Q4
Q17
Q6
Q8
Q11
Q15
Q7
Q16
Q19
Q18
Q20
Q1
Q9
Q2

因子载荷
0. 845
0. 843
0. 840
0. 840
0. 815
0. 765
0. 755
0. 734
0. 733
0. 847
0. 838
0. 692
0. 816
0. 787
0. 656
0. 824
0. 785
0. 708

均值
5. 23
5. 25
5. 17
5. 01
5. 27
5. 18
5. 00
5. 14
5. 06
4. 55
4. 71
5. 04
5. 32
5. 36
5. 12
3. 93
4. 07
4. 70

标准差
1. 184
1. 222
1. 201
1. 233
1. 247
1. 167
1. 273
1. 184
1. 243
1. 321
1. 268
1. 143
1. 173
1. 221
1. 429
1. 419
1. 583
1. 267

贡献率/%

39. 880

17. 361

6. 756

5. 593

表4 模型拟合结果

Tab. 4 Results of model fitting

指标

分析结果

理想标准（好）

理想标准（可以接受）

卡方与自由度之比

1. 810
<3
3~5

TLI
0. 943
>0. 9
0. 7~0. 9

NFI
0. 901
>0. 9
0. 7~0. 9

IFI
0. 953
>0. 9
0. 7~0. 9

CFI
0. 953
>0. 9
0. 7~0. 9

RMSEA
0. 062
<0. 08
0. 08~1

355



同 济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第 49卷

H2：物理环境对体验总评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H3：美学感知对体验总评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H4：空间属性对体验总评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2. 3 模型结果解释

通过表4~表7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得知本文各

变量的测量题项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进行下

一步的结构模型检验，并对社会经济属性和 5个潜

在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8）。
相关系数表格显示，“认知感受”中，年龄和各类

体验感知大部分呈现显著正相关性，主要由于年龄

大的人对邮轮功能需求比较简单，度假和放松是他

们的诉求。年龄越大对空间的体验感知年龄与空间

尺度需求和总评价微弱相关性，相关性不显著。

总评价与学历呈现显著负相关性，与认知感受、

美学感知和空间属性都为弱负相关性，说明高学历的

表6 总评价模型拟合结果

Tab. 6 Fitting results of overall evaluation model

指标
分析结果

理想标准（好）
理想标准（可以接受）

卡方与自由度之比
0
<3
3~5

TLI
1. 000
>0. 9
0. 7~0. 9

NFI
1. 000
>0. 9
0. 7~0. 9

IFI
1. 000
>0. 9
0. 7~0. 9

CFI
1. 000
>0. 9
0. 7~0. 9

RMSEA
0. 707
<0. 08
0. 08~1

表7 总评价聚合效度检验

Tab. 7 Validity test of aggregate evaluation

变量

总评价

题项

A1
A2
A3

标准化载荷

0. 814
0. 864
0. 824

组合信度

0. 873

平均方差萃取量

0. 696

图3 邮轮室内空间体验初始模型

Fig. 3 Initial model of interior space experience of cruis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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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空间体验感知期望就越高，满意度总评价就

可能越低。如果要吸引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来邮轮

度假，在心理体验方面设计需要提升。

总评价和 4个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性，心理体

验指数越高，对邮轮空间的评价越高。其中，认知感

受与总评价相关性最高。

2. 4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

图4得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分析结果。由表

9可知，初次模型卡方与自由度比处于可接受范围

内，但并未达到好的理想标准，同时TLI、NFI、IFI、
CFI、RMSEA的指标均未达到0. 9，说明初始模型与

数据的适配度欠佳，需要对初始模型进一步修正以

达到良好的拟合效果。因此根据修正指数MI指标

进行模型修正，经过两次修正之后，即增列误差变量

e23（e为各个变量的残差）与误差变量 e25间有共变关

系，增列误差变量 e7与误差变量 e8间有共变关系。

从表9数据可知，卡方与自由度之比、RMSEA、IFI、
TLI和CFI的拟合指数达到了理想标准，而NFI虽
未达到理想标准但也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因此，

可以认为修正后的模型拟合结果较好。

表8 游客体验与社会经济属性的相关性

Tab. 8 Correlation of tourist experience and socio-

economic attributes

认知感受

物理环境

美学感知

空间属性

总评价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年龄

0. 140*
0. 042
0. 145*
0. 035
0. 138*
0. 044
0. 064
0. 350
0. 045
0. 518

学历

－0. 083
0. 226
0. 011
0. 869

－0. 003
0. 965

－0. 052
0. 450

－0. 187**
0. 006

年收入

0. 061
0. 379
0. 114
0. 098
0. 105
0. 126

－0. 033
0. 631

－0. 041
0. 549

出行次

数
0. 001
0. 991
0. 117
0. 089
0. 069
0. 316

－0. 079
0. 251
0. 141*
0. 041

总评价

0. 463**
0

0. 176*
0. 010
0. 323**
0

0. 276**
0
1

“**”表示在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水平

（双侧）上显著相关。

图4 空间体验修正后模型图

Fig. 4 Modified model of spac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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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0模拟路径拟合结果可知，主效应中有 4
条路径呈现正向显著，认知感受、美学感知、空间属

性和物理环境的显著性值（p值）小于0. 1，估计标准

误（standard error，SE）没有负数，通过显著性检验。

同时其标准路径系数分别为 0. 169、0. 425、0. 119和
0. 504，表明认知感受、美学感知、空间属性和物理环

境与总评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美学感知、空间属性

和物理环境与总评价呈正相关，假设结果成立。

由图4所示，物理环境影响效应最大，物理环境

每提高1个单位，总评价就会提高0. 5个单位。物理

环境是居住的基础，声光热环境会极大影响居住舒

适性。“Q15杂乱/有序（光环境）”和“Q7吵闹/安静

（声环境）”对居住环境影响最大，改善空间照明环

境，尽量减少噪音有助于提高总评价。室内美学感

知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学感受每提高1个单位，

总评价就会提高 0. 43个单位。邮轮空间最主要的

就是艺术的享受，装饰是人们进入空间第一个体验

到的部分，美学感知中“Q19室内装饰简洁/复杂”对

总评价影响最大，说明人们还是更偏好造型丰富、带

来感官刺激的空间。

认知感受对总评价呈现正向相关，根据因子的

归类，认知感受可以细分为视觉、情感感知和社交三

部分。认知感受每提高 1个单位，总评价就会提高

0. 17个单位。在认知感受中，有4个值影响度最大，

分别为“Q10紧张/放松”、“Q12不愉悦/愉悦”、“Q13
不舒适/舒适”和“Q14模糊/清楚”，解释值为0. 84~
0. 85。Q10、Q12、Q13都属于情感感知部分，表明游

客对空间认知更注重情感体验方面，一个愉悦身心、

轻松舒适的空间是人们在所期待的居所。其次为空

间的视觉感受和社交需求。

空间属性包括Q9开敞/封闭，Q2空间高度和

Q1面积，相对来说空间属性对总评价影响最小，因

为邮轮结构的限制，空间有限，人们在进入邮轮前已

经有所预期。虽然空间属性非常重要，但是还是在

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能在设计方面提升空间

开敞度、高度和面积，更有利于体验的提升。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2019年威尼斯邮轮游客居住满意度感

知评价数据为基础，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模

型的方法，探讨了我国邮轮游客空间体验感知因素

与空间整体评价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邮轮室内体验度评价主要受认知感受、美学感

知、空间属性和物理环境4个维度影响，按影响效应

大小排序依次为物理环境>美学感知>认知感受>
空间属性。影响邮轮空间的主要因素为物理环境和

美学感知，但同时认知感受和空间属性也对总评价

起到显著作用。邮轮的内装设计是整个邮轮设计比

重最大的部分，也是体现一艘邮轮主题风格、豪华程

度的最重要部分。根据邮轮的结构特殊性，首先要

满足最基础的物理环境舒适性，同时要兼顾舱室室

内空间的艺术感和特色要求。其次，改善游客认知

感受也要作为提高满意度和宜居性的重要部分进行

考虑，在空间中营造舒适愉悦的社交和人文氛围［19］。

空间尺度方面，在设计中尽量能做好人流的规划，不

要造成空间拥挤，并能用设计手段增加空间宽敞度。

游客的社会经济属性也是影响邮轮室内体验度

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学历、

性别、年收入、出行次数均与游客的使用评价有显著

的相关性。邮轮一直努力为所有客户服务，但大于

60岁的客户仍是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老年游客对

空间品味和空间尺度满意度最高，他们不仅仅需要

娱乐购物，而主要以休息、感受和交往为主，熟悉放

松的环境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在空间布置和室内

装饰中尽量体现人性化和实用性。学历越高的游

客，大部分心理指标都呈负面感知效应，说明他们对

表9 模型拟合检验结果

Tab. 9 Test result of goodness-of-fit indices

指标
理想标准（好）

理想标准（可以接受）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卡方与自由度之比
<3
3~5
2. 632
2. 270

TLI
>0. 9
0. 7~0. 9
0. 874
0. 902

NFI
>0. 9
0. 7~0. 9
0. 833
0. 858

IFI
>0. 9
0. 7~0. 9
0. 890
0. 915

CFI
>0. 9
0. 7~0. 9
0. 889
0. 914

RMSEA
<0. 08
0. 08~1
0. 088
0. 078

表10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Tab. 10 Fitting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路径

总评价
总评价
总评价
总评价

<---
<---
<---
<---

认知感受
美学感知
空间属性
物理环境

标准路

径系数

0. 169
0. 425
0. 119
0. 504

估计

标准

误
0. 061
0. 085
0. 058
0. 102

临界

比值

2. 98
4. 561
1. 753
5. 586

显著

值

0. 003
***
0. 080
***

假设验

证情况

验证
验证
验证
验证

358



第 3期 蒋旻昱，等：豪华邮轮空间体验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体验指标更加关注和看重，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必须

在认知和空间感知方面多做提升，同样，收入越高的

乘客对空间属性的评价呈负面感知效应［20］。因此，

吸引高层次的优质客户，需要注重空间认知感受，考

虑各个阶层的需求；空间装饰重视融合文化，并符合

主流审美；空间流线合理规划，空间尺度适宜。

本文基于游客体验感知视角，分析了体验感知

组成机制，验证了各变量与总评价正向关系，对舱室

设计中空间体验相关理论和环境心理影响因素研究

等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对构建合理的邮轮空间环

境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但受限于邮轮的客观属性，

调研的持续时间短，对象持续跟踪难等问题，体验感

知评价因素还有欠全面，在调研方法和样本数量上

还需要做一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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