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以宁夏赴阿拉伯国家商务游客为研究对

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信息，采用主成分分

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对商务旅游的影响因

素及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宁夏赴阿出境商

务游客呈现出高学历、高收入、高回访率的“三高”

特征。②按影响因子解释力由大到小依次为：增加贸

易量>收集产品信息>广告效应>商贸信息传播>文化交

流>旅游购物。商贸活动是赴阿商务旅游的启动因素，

其中“增加贸易量”是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文化交

流因子影响力较弱，但在赴阿商务旅游与贸易活动中

作用独特。③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形成了赴

阿商务旅游影响机理：“商贸目的激发商务旅游—形成

商贸订单和合作关系—提升贸易额—推动信息传播—

产生广告效应—促进文化交流—构建了人际关系—产

生了新的商机—引发更大规模的旅游和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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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flows and trade flows are the main forms of cross-border inter-district contact. The interac-

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trade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oth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ourism ge-

ograph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have

more and more economic ties and exchanges, meanwhile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are more fre-

quent. The China-Arab States Expo, which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Ningxia, is a strategic pivot point for the

economic belt of China's Silk Road. Important platforms such as China-Arab exposition would enhance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long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hich can

help to build the new platform for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at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

eign enterprises and businessmen attending exhibition, lead to the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develop-

ment of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open up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the closer ties between the business

travel and trade.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attempts to intro-

duce the method of geo-detector analysis to assist in the formation of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form of random

access questionnaires for non-business visitors in Ningx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the participating outbound business visito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those who are highly educat-

ed, with high income and high return rate of the "three high" features. 2)trade activities is the primary driv-

ing force for business travelers to leave for Arab countries. 3)factor detection show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business tourism are arranged in order from large to small: increase trade factor>product information

factor>exotic cultural factor>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actor>cultural exchange factor>tourism shopping

factor.

Key words: business travel; influencing factor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eographic detector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61028）；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5XJC790010）

作者简介：赵多平（1978—），男（蒙古族），内蒙鄂尔多斯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旅游规划与管理及旅游经济运

行。E-mail: zdp@nxu.edu.cn。

收稿日期：2017-09-18；修订日期：2017-10-28

文章编号:1003-2398(2017)06-0146-08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6.018

2017年第6期总第158期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Vol.HUMAN GEOGRAPHY Vol.3232. No.. No.66 20172017//1212146

wjf
高亮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的联系与交流越来越紧密，贸易与投资等活动更加频

繁，也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商务旅游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

环境。在宁夏成功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成为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战略支点，也是国家面向阿拉伯

地区开放的“桥头堡”。中阿博览会从政府、企业、民间三

个方面入手，通过政治对话、经贸洽谈、技术合作、文化

交流等方式增加商贸、文化的交流沟通，在中国与丝绸之

路沿线阿拉伯国家间搭建了一个互通互联的平台，在国

际、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1]。依托中阿博览会等重要平台开

启了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

经贸合作，并以此构筑了中阿经贸及旅游合作的“新平

台”和“先行区”，对两地区经贸合作产生了重要支撑作

用，吸引了国内外企业和商客参会参展，带动了中国同阿

拉伯国家的出入境旅游的发展，开启了商务旅游与贸易关

系构建的进程。在此背景下，出境阿拉伯商务旅游市场规

模增长迅速，商务出境旅游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中十分重要

的组成部分，通过商务游客强化了经贸合作，传播了商业

信息，促进彼此的了解，最终形成更加紧密的旅游与经贸

往来关系，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现象和研究课题。

需要学者们给予更多关注。因此，借助中阿博览会这一契

机，深入研究出境商务旅游者的行为以及其影响机理有助

于揭示宁夏赴阿商务旅游的行为特征，为后续中阿经贸和

旅游发展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文献与理论研究

近年来，随着商务旅游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开始

展开对商务旅游更加深入地研究，研究成果丰硕，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Westwood认为促成商务旅游长期增长的因

素主要是市场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 [2]；

Jacques Roy 分析了信息技术对商务旅游的影响[3]；Jon Mar-

tin Denstadli 通过对挪威近 500 个公司的调查研究，揭示了

视频会议对该地商务旅游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视频会议

对商务旅游的影响非常小，发现商务旅游的发展符合经济

周期的规律[4]；Arnfalk 研究证明虚拟会议无法代替实际会

议，商务旅游的规模未随着信息通讯设备而减少，说明文

化因素是技术不可代替的，商务人士需要面对面的交流[5]；

Claire Haven-Tang通过对英国4个成功的商务旅游目的地的

研究，显示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基础设施、关系网、商

标、技术支持等因素[6]；Graham Hankinson通过对英国25个

商务旅游设施机构的调研，采用内容分析、因子分析等方

法进行研究，发现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功能作用、环境

氛围是商务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影响因素[7]；Martin Opper-

mann 对会议旅游参与者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构建模型并分别阐述了商务旅游者的决策行为主要影

响因素是商务贸易因素、会议主题因素、区位因素等 [8]；

Hanqin Qiu Zhang等学者通过修正构建模型，替换了时间和

经济成本的影响因素，并细分了会议目的地吸引力和交通

可达性两个因素[9]；John Swarbrooke 和 Zheng Xiang 等学者

从政治、社会、经济、交通和技术等方面讨论了宏观环境

对商务旅游的影响因素[10,11]；Nada Kulendran和Stephen构建

了七种国际商务旅游的需求模型，丰富了商务旅游理论研

究[12]。可以看出，国外研究侧重商务旅游的影响因素、旅游

者决策行为、商务旅游经济效应等方面，多使用经济学、

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重视分析以调查研究方法为主。

国内商务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商务旅游的概念

界定、发展条件分析、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商务旅游目的地

研究等方面。厉新权、胡平和曹诗图等从不同视角剖析了

商务旅游的内涵[13-15]；彭顺生、高爱民等提出了我国商务旅

游的发展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案[16,17]；盛正发、马进军和吴

明远等从商务旅游现状和对策研究入手，进行了具有针对

性的SWOT分析[18-20]；在商务旅游市场研究方面，唐静从发

展现状和层次结构进行了分析[21]；谢萌通过对比入境商务旅

游者期望值与实际感受值的差异研究，提出改善建议[22]；章

怡、杨国良等从商务旅游者的需求入手，探讨商务旅游客

源国和市场营销的问题[23,24]；唐澜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商务

流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流动规律[25]。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商务

旅游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但相比商务旅游的发展实践，国内对商务旅游的研

究起步较晚，对其理论层面的探讨相对滞后，在研究方法

上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较少采用定量研究，尤其缺乏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深入研究，未能为实践发展提供更加理性

的理论支撑。从研究内容来看，文献主要集中在发展现

状，特点和开发思路等方面的浅层研究，且多偏重宏观层

面的分析，鲜有针对特殊地理区域的出境商务旅游的深入

研究，更未对商务旅游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的机理进行探

究，而此类研究有望为部分区域制定开放发展战略提供创

新思路。宁夏作为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和最大的穆

斯林聚居区，曾是 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古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通道，回族在本土化形成过程中与阿拉伯国家有着一

定的文化联系，具有相近的宗教文化纽带和风俗习惯。正

是基于这种双重属性，打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宁夏通

道就成为了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思路”。在面向阿拉伯国家

的商贸交流过程中，产生了大批赴阿的商务旅游者，成为

构建中阿经贸关系与旅游人员往来的支撑路径，具有很强

地典型性，因此选取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作为研究案例。

基于此，文章从三个研究维度来探究影响商务旅游的

因素和机理。第一维度，对调研样本进行人口特征分析。

第二个维度，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要影响因子，分

析影响商务旅游的主要因素。第三个维度，使用地理探测

器深入分析阿拉伯商务出境旅游的形成机理，并研究影响

因素对商务旅游的影响程度以及各个影响因素的内部相关

性。通过三个维度的全方面研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

开拓赴阿商务旅游市场提供理论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获取

本文以问卷调查方法获取研究数据和信息。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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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由两方面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了人口特征统计、商务

旅游目的和商务行为等内容；第二部分由 25 个陈述项构

成，包括了增加贸易量、收集产品信息、广告效应、商贸

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商务出境旅游的影响因素。每个题

项的测量都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打分，“1”代表影响最

低，然后依次递增，“5”代表影响最高。本研究调查于

2015 年 9 月在宁夏举办的中阿博览会期间随机发放调查问

卷，主要发放地点选择在国际会展中心、银川国际交流中

心、涉外宾馆等中阿博览会会场所在地。正式发放前对问

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测试，针对问卷中出现的部分问题进

行了修正和调整。正式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拦访作答方式，

累计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36份，回收率84%，剔除了

回收问卷中的回答不完整和机械作答等无效问卷，获得有

效问卷 297 份，有效率为 88.39%，样本量高于测量变量数

量10—15倍的样本量的要求。

2.2研究方法

2.2.1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由Hotelling于 1933年首先提出。主成分

分析是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性的指标。并且尽

可能多的反映原来众多变量信息的统计方法，主旨思想是

降维[26-28]。主成分分析法不仅消除了指标间的相互关系，还

能够客观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2.2.2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教授开发的探寻地理空间分异

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29]。地

理探测器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

四个部分的内容。地理探测器的最大优势在于没有过多的

假设条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具有明确的物理含义。调

查问卷中的各个类别变量适合采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来更

好的解释商务旅游的影响机理。因此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

中的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30-32]来进行商务旅游影响及其

机理分析。

（1） 因子探测主要测度不同影响因子对商务旅游影响

的解释程度，其计算公式[30]为：

PD,H = 1 - 1
nσ2∑

h = 1

L

nhσ
2
h

式中： PD,H 为影响因子 D 对 H 的解释力， n 和 σ2 分别为整

体样本个数和方差。 L 为某种因子的分类个数。 PD,H 的取

值范围为[0, 1]，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因子对其影响越大。

（2） 交互作用探测主要识别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

用，即评估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后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商务

旅游的影响力，其结果表达式[33]为：

若 PH,D(D1 ⋂D2) < minPH、D(D1,D2) ，则因子 D1 与 D2 交互

作用后非线性减弱；

若 minPH,D(D1,D2) <PH,D(D1 ⋂D2) < maxPH,D(D1,D2) ，则因

子 D1 与 D2 交 互 作 用 后 单 因 子 非 线 性 减 弱 ； 若

PH,D(D1 ⋂D2) > maxPH,D(D1,D2)则因子 D1 与 D2 交互作用后双线

性增强；

若 PH,D(D1 ⋂D2) >PH,D(D1) +PH,D(D2) ，则因子 D1 与 D2 交

互作用后非线性增强；

若 PH,D(D1 ⋂D2) =PH,D(D1) +PH,D(D2) ，则因子 D1 与 D2 相

互独立。

3 结果与分析

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处理，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

和效度，常采用Cronbach's系数和KMO值分别检验调查问

卷的信度和效度[32]，调查问卷的 Cronbach's 系数和 KMO 值

分别为0.906和0.901，其结果符合问卷调查信度和效度的可

接受范围，说明问卷调查结果有效[34]。

3.1描述性分析

从问卷统计的人口特征 （表1） 分析发现：①赴阿商务

旅游者结构平衡，男性、女性人数各一半，年龄以 26—45

的中青年群体为主，占比 61.6%。②有别于其他旅游者特

征，赴阿商务旅游者学历普遍较高，大学本科学历占比达

到受访人群一半以上，比例高达54.1%。且受访者具有收入

水平较高的特征。③从职业结构来看：商务旅游者多为销售

人员，主要从事民族用品和服饰以及民族食品行业，其占

比高于其他行业从业者。由于赴阿商务旅游者职业特性，

出行目的中洽谈业务、销售商品、参加会议所占比例相对

较高，分别占22.68%、16.3%、17.31%，而休闲度假和探亲

访友的占比最小。④前往次数方面：多次前往商务旅游者占

比超过50%，第1次前往的占比为43%，表明赴阿商务旅游

者也具有商务旅游者多次重复前往的共同特征。⑤从获取阿

拉伯国家信息的方式来看，通过网络渠道获取消息是主要

方式，占比为 40%，通过博览会获得消息的方式紧随其

后，占比为 25.5%，传统的广告、电视的方式占比分别为

10%和13.2%，而报纸、亲朋好友介绍、投资指南以及其他

方式的比重偏少。⑥与阿拉伯国家沟通业务和贸易往来的方

式中，电子商务和人员赴阿最为常见，分别为 24.3%和

22%，通过参加博览会、电话沟通、外方来华的方式占比也

较多，其中参加博览会的方式占 18.3%，电话沟通占

16.4%，外方来华占11%，由此可见，面对面的沟通还是贸

易交流的主要方式，一定程度上表明此次调查结果具有一

定代表性。

3.2指标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对数据进行信度

和效度分析，经过检验，KMO 检验值为 0.901 大于 0.5、

Bartlettsig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 2948.63，显著性 Sig 小于

0.05，说明数据适合做主成分分析。采用主成分萃取方法提

取公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进行因子分析，并使用方

差最大化正交旋转阀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转，得到旋转

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同时为了提高分析效果，遵循因子负

荷量低于 0.4 予以删除的原则，将“更好的了解阿拉伯国

家”和“增加进口商品销售”2个变量指标进行删除，得到

的23个变量指标的因子负荷值较大。对其余23个指标再次

进行检验，KMO 检验值为 0.894、Bartlettsig 球形检验卡方

值为2720.87。最后软件自动提取6个主成分因子（表2）。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及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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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表明，前六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63.252%，

并且保留了原来指标的绝大多数信息，因此分别通过六个

主成分来代表原来的 23个指标。第一个主成分是“增加贸

易量”，其贡献率达到33.76%。由各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得

知，“增加贸易”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与问卷中 X7、

X8、 X4、 X3、 X11、 X23关联度较高。包含维持客户数量、发

展商业伙伴、增加出口商品销售、增加商品订单、提高中

国产品知名度等，这几个指标与主成分呈正相关，可以代

表贸易活动对商务旅游的影响。第二个主成分是“收集产

品信息”，其贡献率为 7.98%，与问卷中 X13、 X15、 X12、

X14、 X10相关度高，反映了获得创新产品信息、收集更多商

品需求信息、增加不同文化体验、探索异域文化未知信

息、收集未来商品生产信息五个方面。第三主因子为“广

告效应”，其贡献率为6.68%，由问卷中 X17、 X18、 X19、 X16

这几个相关度高的指标构成，主要构成指标为改善对阿拉

伯国家的印象、增加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引起了去阿

拉伯国家做生意的兴趣、积极推销阿拉伯国家的产品或景

区等指标，旅游中的广告效应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旅游

表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统计项目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主要目的

（多选）

收入

水平（元）

工作行业

构成

男

女

小于18

18—25

26—45

46—65

65以上

高中学历及以下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博士

旅游观光

洽谈业务

订购货物

销售商品

参加会议

休闲度假

文化交流

技术交流

探亲访友

其他

40001—55000

55001—75000

75001—100000

多于100000

民族食品

民族用品

能源化工

电信通信

机械制造

医疗服务

旅游服务

金融服务

电子商务

其他

样本量

148

149

0

77

182

36

0

12

23

87

157

12

0

45

93

29

67

71

18

25

32

3

20

86

94

47

28

40

37

21

12

40

55

11

11

8

62

百分百

49.65

50.34

0.00

26.02

61.64

12.32

0.00

4.11

7.87

29.79

54.11

4.11

0

10.97

22.68

7.07

16.34

17.31

4.39

6.09

7.80

0.73

4.87

29.45

32.19

15.75

9.58

13.46

12.45

7.19

4.11

13.69

18.83

3.76

3.76

2.74

21.23

统计项目

前往阿拉伯次数

信息获取渠道

（多选）

贸易方式

（多选）

有贸易意向的阿拉

伯国家（多选）

职业类型

构成

1次

2次

3次

4次

4次以上

电视

网络

报纸

朋友和亲戚

广告

博览会

投资指南

其他

网络会议

电话沟通

电子商务

人员赴阿

外方来华

博览会现场洽谈

沙特

阿联酋

埃及

卡塔尔

也门

约旦

科威特

伊朗

卡特尔

其他

服务人员

办公职员

技术人员

公司领导

销售人员

部门领导

策划人员

其他

样本量

130

58

53

29

14

81

189

24

36

67

156

42

16

41

94

139

130

63

105

98

69

55

35

40

53

51

43

12

55

11

28

34

34

135

34

5

8

百分百

43.77

19.52

17.84

9.76

4.71

13.25

30.93

3.92

5.89

10.96

25.53

6.87

2.61

7.16

16.43

24.30

22.72

11.01

18.35

19.17

13.50

10.76

6.84

7.82

10.37

9.98

8.41

2.34

10.76

3.70

9.42

11.64

11.64

46.23

11.98

1.71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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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向目的地传递相关信息，另一种是旅游者在旅游结束后

将目的国收集的产品、景区等信息向亲朋好友或机构传递

后，所引起的兴趣激发旅游的影响。根据主因子包含的指

标将其命名为“广告效应因子”。第四个主因子为“商务信

息传播因子”，贡献率为 5.56%，指标对应问卷中 X24、

X21、 X25等指标。由促进商贸信息传播、从阿拉伯国家当地

居民处收集商贸信息和寻找相关工作信息三个指标组成。

第五主因子为“文化交流”，其贡献率为 4.75%，在问卷中

X1、 X2、 X20指标上载荷系数较大。包含交流思想观念、拓

展关系网络、向周边朋友或公司介绍阿拉伯的商贸需求信

息三个指标。第六个因子的贡献率为 4.5%。对应问卷中的

问题 X5、 X6，仅由认识专家学者或名人和增加纪念品购买

两个指标构成，因此将其命名为“旅游购物因子”。

3.3商务旅游影响机理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中提取主成分的方法分析后，得出六个

主成分因子。通过贡献率得知影响赴阿商务旅游的主要因

素为增加贸易量和收集产品信息这两个因素。该分析结果

与传统旅游、观光旅游不同的是，文化交流和旅游购物因

素对商务旅游活动影响较小。但是主成分提取的方法并不

能揭示出此现象形成的机理以及商务旅游各影响因素之间

的效应。为了进一步了解产生的原因，更好的对商务旅游

因素的影响过程进行阐释，文章借助地理探测器中的方法

分别对影响商务旅游因素进行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分析，

通过因子探测分析识别什么因素对赴阿商务旅游者有影

响，利用交互探测进一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是否存在交互

作用，进而探究商务旅游与影响因素间产生的协作效应和

机理，据此全面揭示赴阿商务旅游者的影响特征和机理。

因子探测分析得到了6个主成分的因子解释力。从大到

小依次排序为： 增加贸易量因子>收集产品信息因子> 广

告效应因子> 商务信息传播因子> 文化交流因子> 旅游购物

因 子 。 解 释 力 分 别 为 ： 0.640、 0.634、 0.594、 0.574、

0.518、0.400。该结果表明：

（1） 增加贸易量因子启动赴阿商务旅游出行。与阿拉

伯地区的贸易活动对商务旅游的影响力最大，因子分析结

果也符合赴阿商务旅游的特征，商务贸易激发了旅游动机

和活动，对赴阿商务旅游出行的启动作用明显。赴阿商务

旅游者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贸易合作，以此增加贸易

量、增加商品订单，促进双方合作。在进行商品贸易的同

时，这种频繁地合作关系会激发商务旅游者本身以及身边

地好友再次赴阿旅游的兴趣。

（2） 收集产品信息因子有助于消除赴阿商务旅游及商

务活动信息不对称，引发更多旅游及贸易活动。其解释力

达到0.634，说明赴阿拉伯地区收集商品信息对商务旅游也

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赴阿参加博览会和会议、体验文化

表2 影响商务旅游因素主成分表

Tab.2 Influences the Main Ingredient List of Business Travel Factors

主因子

增加贸易量

收集产品信息

广告效应

商务信息传播

文化交流

旅游购物

指标

X7维持客户数量

X8发展商业伙伴

X4增加出口商品销售

X3增加商品订单

X11提高中国产品知名度

X23了解到中阿之间的商贸需求差异或偏好信息

X13获得创新产品信息

X15收集更多商品需求信息

X12增加不同文化体验

X14探索异域文化未知信息

X10收集未来产品生产信息

X17改善对阿拉伯国家的印象

X18增加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关注

X19引起了去阿拉伯国家做生意的兴趣

X16积极推销阿拉伯国家的产品或景区

X24促进商贸信息传播

X21从阿拉伯国家当地居民处收集商贸信息

X25寻找相关工作信息

X1交流思想观点

X2拓展关系网络

X20向周边朋友介绍

X5认识专家学者或名人

X6增加纪念品购买

因子载荷

0.766

0.741

0.639

0.619

0.541

0.503

0.762

0.682

0.654

0.636

0.551

0.745

0.696

0.616

0.598

0.761

0.631

0.628

0.815

0.556

0.499

0.787

0.752

公因子方差

0.718

0.620

0.566

0.530

0.715

0.716

0.673

0.650

0.605

0.556

0.609

0.649

0.598

0.586

0.665

0.732

0.615

0.612

0.599

0.600

0.640

0.713

0.584

特征值

7.765

1.837

1.537

1.279

1.093

1.035

0.856

0.760

0.708

0.665

0.623

0.564

0.542

0.515

0.458

0.435

0.394

0.385

0.366

0.350

0.305

0.275

0.250

方差百分比（%）

33.763

7.988

6.684

5.562

4.753

4.501

累计百分比（%）

33.763

41.751

48.435

53.998

58.751

6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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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商务考察，都会有意无意接触并收集到商业信息，而

这些信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续商务活动。通过对商品

信息收集消除信息不对称进而顺畅地展开商贸和旅游活

动。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国家间差异、贸易的需求偏好，

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和旅游的互动，引发更大规模的

旅游和贸易活动。这也验证了虚拟视频并不能代替实际的

会议，面对面的商贸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3） 广告效应因子能够起到对周边人群在旅游决策中

的示范、宣传和激发动力的作用。广告效应具有双向的信

息流向途径，赴阿旅游者作为广告信息携带者向目的地传

递相关信息，还有就是作为体验者，旅行结束后向客源地

的周边人群传递信息，并引发关注。除此之外，对神秘的

阿拉伯文化的好奇、体验异域风情也是商务旅游者出境的

影响因素，激发旅游者的动机。

（4） 商务信息传播有助于传递信息和形象，引发关注

和兴趣。商务旅游者本身是信息的载体和传播体，通过旅

游活动向其他亲朋好友传递目的地国的信息和形象，通过

信息传播，间接的扩大了身边人对目的地国的兴趣。并且

通过维护客户关系、拓展贸易关系网络、促进两个贸易国

相互了解、收集更多产品信息等一系列交流活动来增加商

贸合作，同时也深入了解了阿拉伯地区贸易需求。

（5） 文化交流因子有助于构建人际关系，拓展商务关

系网络，在阿拉伯商贸活动中意义特殊。其解释力为

0.518，但中阿文化差异较大，阿拉伯国家文化背景下的商

贸关系构建中，人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是形成商贸关系

的前提和基础。赴阿商务旅游者通过与当地客商和合作伙

伴的交流，结识更多朋友、专家学者和政商名人，以此拓

展关系网络，并展开商贸活动，后续为维系这种关系会再

次赴阿面对面会谈或交流，产生更多的商务旅游。

（6） 旅游购物因子对商务入境旅游影响因子的解释力

明显偏弱，因子解释力仅为0.400。说明商务旅游区别于其

他类别旅游者，对于赴阿商务旅游者来说旅游服务、旅游

资源并不是这个群体最的首要因素。这与中国出境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旅游者差异较大。

交互作用探测主要分析各因子对商务旅游影响是否存

在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增加贸易量、收集产品信

息、广告效应、商务信息传播、旅游购物、文化交流交互

后因子解释力呈双线性增强，即任意两个因子对于商务旅

游的影响交互作用都大于单个因子的独自作用，两个因子

交互作用后对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均会有显著提升。其中，

增加贸易量因子和收集产品信息因子交互后的解释力最

大，解释值为0.840，说明增加贸易量同收集产品信息两个

因子交互作用后对赴阿商务旅游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其中

增加贸易量是直接与贸易活动密切关联的形式，是商务旅

游者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而收集产品信息是商务旅游的

间接驱动力，旅游者在观光、贸易和文化体验中收集商业

信息，并且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使其在后续的商

业活动中受益。由交互性探测计算结果来看，其他因子作

为间接驱动力相互作用后，解释力均在0.7以上，形成规律

与赴阿商务旅游的出游目的和贸易的基本性质有关，说明

商务旅游产生的动机在各个因子的共同作用下相互影响，

驱动作用明显共同促进商务旅游发展（见表3）。

上述分析表明：赴阿商务旅游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

影响，形成“商贸目的激发商务旅游—形成商贸订单和合

作关系—提升贸易额—推动信息传播—产生广告效应—促

进文化交流—构建了人际关系—产生了新的商机—引发更

大规模的旅游和贸易活动”的赴阿商务旅游影响机理过

程：即赴阿商务旅游者为了增加商贸订单和发展商业伙伴

而出行，以此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构建商贸关系，增加出

口贸易额。在阿拉伯国家停留期间，都会有意无意接触并

表3 交互性探测解释力

Tab.3 Interactive Detection and Explanatory Power

影响因子X

X1 ∩ X2

X1 ∩ X3

X1 ∩ X4

X1∩ X5

X1 ∩ X6

X2 ∩ X3

X2 ∩ X4

X2 ∩ X5

X2 ∩ X6

X3 ∩ X4

X3 ∩ X5

X3 ∩ X6

X4∩ X5

X4∩ X6

X5 ∩ X6

C =PD.H(X1 ⋂X2)
0.840

0.801

0.805

0.735

0.763

0.813

0.815

0.734

0.798

0.821

0.763

0.763

0.747

0.765

0.712

PD.H(X1)
0.640

0.640

0.640

0.640

0.640

0.634

0.634

0.634

0.634

0.574

0.574

0.574

0.594

0.594

0.399

PD.H(X2)
0.634

0.574

0.594

0.399

0.518

0.574

0.594

0.399

0.518

0.594

0.399

0.518

0.399

0.518

0.518

A =PD.H(X1 +X2)
1.274

1.214

1.234

1.039

1.158

1.208

1.228

1.033

1.152

1.168

0.973

1.092

0.993

1.112

0.917

maxPD.H(X1)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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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商业信息，消除了商务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帮助

其顺畅地展开商贸和旅游活动，向其他亲朋好友传递目的

地国的信息和形象，通过信息传播，间接的扩大了身边人

对目的地国的兴趣，起到了示范、宣传和激发作用，激发

周边人群的贸易兴趣和旅游休闲的兴趣。通过不同文化交

流和沟通，构建人际关系，拓展商务关系网络，以此引发

更多旅游及贸易活动。商务旅游因素的机理还是一个因果

积累和循环往复过程。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通过对影响商务旅游的因素及其机理的分析和探

究，得出以下结论：

（1） 赴阿出境商务游客，呈现出高学历、高收入、高

回访率的“三高”特征，主要集中在中青年年龄段；出境

旅游目的以洽谈贸易、销售商品为主，多次出行特征明

显。商务人员从事行业主要以民族服饰和用品行业为主。

赴阿商务游客出境目的地以经济发达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

酋为主。

（2） 通过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显示分析，对商务旅游

的影响因子由大到小依次排序为： 增加贸易量因子>收集产

品信息因子>广告效应因子>商务信息传播因子>文化交流因

子>旅游购物因子。商贸活动是赴阿商务旅游的启动因素，

其中“增加贸易量”是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收集产品信

息因子有助于消除赴阿商务旅游及商务活动信息不对称，

引发更多旅游及贸易活动。广告效应因子能够起到对周边

人群在旅游决策中的示范、宣传和激发动力的作用。商务

信息传播有助于传递信息和形象，引发关注和兴趣。文化

交流因子虽然影响力不强，但其作用独特，文化交流有助

于构建人际关系，拓展商务关系网络，在阿拉伯商务旅游

和商贸活动中意义特殊。购物旅游因子影响最弱。

（3）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形成了赴阿商务旅

游的影响机理：“商贸目的激发商务旅游—形成商贸订单和

合作关系—提升贸易额—推动信息传播—产生广告效应—

激发旅游动机—促进文化交流—构建了人际关系—产生了

新的商机—引发更大规模的旅游和贸易活动”。即赴阿商务

旅游者为了增加商贸订单和发展商业伙伴而出行，以此发

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构建商贸关系，增加出口贸易额，在阿

拉伯国家停留期间，都会有意无意接触并收集到商业信

息，消除了商务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帮助其顺畅地展开

商贸和旅游活动，向其他亲朋好友传递目的地国的信息和

形象，通过信息传播，间接的扩大了身边人对目的地国的

兴趣，起到了示范、宣传和激发作用，激发周边人群的贸

易兴趣和旅游休闲的兴趣。通过不同文化交流和沟通，构

建人际关系，拓展商务关系网络，以此引发更多旅游及贸

易活动，该影响机理是一个因果积累和循环往复的过程。

4.2讨论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揭示了赴阿

商务旅游者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产生的机理，弥补了针对与

阿拉伯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商务旅游者研究的缺失，为后

续中阿经贸和旅游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由

于宁夏赴阿旅游处在发展初期阶段，旅游者人数绝对值较

低，数据缺乏，且影响因素未能完全固化。其影响因素的

辨识和选取，只能依据赴阿商务旅游者的问卷调查予以确

定，导致个别统计指标不够理想。而且由于样本量太小，

在本文的研究中无法对阿拉伯各个国家的差异性进行对比

研究，是文章的一个不足，在后续文章中将对该问题进行

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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