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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关于乡村旅游意向的研究!关注点较多为旅游者自身的特点!忽视了旅游者与

乡村人员之间的关系可能发挥的作用"文章引入社会资本为前因变量#心理距离为中介变量!通

过调研探讨了后疫情时代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首先!关系信任与共同愿景会降低城市居民

的心理距离!进而提高其乡村旅游意向!而交互联结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心理距离对乡村旅游

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心理距离在关系信任和共同愿景与乡村旅游意向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文章是首次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运用到我国乡村旅游现象中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可以帮

助后疫情时代乡村了解和运用社会资本!重视心理距离的影响!制定更加灵活有效的乡村旅游发

展策略"

关键词! 新冠疫情&社会资本理论&心理距离&乡村旅游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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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E言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的爆发及全球大流行&对旅游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引

发了流动性'社会行为'消费模式和休闲方面的重大变化!c(S.G(T.&$%$%"

*!+

&同时新冠疫情对人们的心

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马述忠和潘钢健&$%$%"

*$+

(在一个日益不安全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许多潜在旅游

者认为附近的旅游地风险更小!5+N-O, 等&$%$!"

*"+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以低密

度'亲自然'短距离的优势得以迅速复苏!江红霞和王赞新&$%$!"

*8+

(后疫情时代考虑到成本和安全性&乡

村旅游有望成为城市居民放松和增进亲子关系的首选!jKO 和 6+,G&$%$%"

*:+

(

近三十年来&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展开(对于乡村旅游供给侧&学者们

重点对政府'旅游企业以及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城乡融合!樊立惠等&$%$%%H+.Q+-和

5.IM(,&$%%8"

*#17+

'可持续发展!刘军和马勇&$%!7%FO 和 \O,&$%$%"

*213+

'社区参与!王英等&$%$%%c(T./C,.

等&$%$!"

*!%1!!+

'精准扶贫!蔡进等&$%!3"

*!$+

等问题(对于乡村旅游需求侧&研究主要涉及乡村旅游地和乡

村旅游者(其中对于影响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的前因因素&已有研究探究了如旅游者的感知形象

!fKC//CRT等&$%!"%刘锐等&$%!2"

*!"1!8+

'满意度 !张春琳&$%!$%9K., 等&$%$!"

*!:1!#+

'情感认同 !0+RT(, 和

\K.-R/+L&$%!:%高瞡等&$%!7"

*!71!2+

'旅游动机!赵雪祥和骆培聪&$%!3"

*!3+

等因素(这些研究对于厘清乡村

旅游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指导乡村旅游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所阐述的前因因素大多是落脚于旅游者自身的特点&没

有将乡村旅游的需求侧和供给侧进行结合&如当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如亲朋好友'开发者'经营者与管

理者"间存在社会资本!交互联结'关系信任'共同愿景"时&城市居民是否会#爱屋及乌$&更有动力赴乡村

旅游.在疫情没有完全消失时起时伏的后疫情时代!王竹立&$%$%"

*$%+

&#不安$ #不确定性$ #内心焦虑$等

情绪依然徘徊于民众心中&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地的心理

距离&提升其乡村旅游意向呢.已有研究尚未给出答案(基于此&本文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以城市居民为

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乡村旅游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结合&探讨城市居民对乡村的社会资本

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居民赴乡村旅游的意向(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为视角&将乡村旅游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相结合&引入

社会资本和心理距离两个概念&探讨后疫情时代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研究结论可以从乡村旅游的供

给侧和需求侧出发&对城市居民赴乡村旅游提供管理启示&以促进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复苏和进

一步发展(

二" 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

#一$ 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自诞生起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孙卫华&$%!""

*$!+

(自!32%年法

国社会学家皮埃尔2布迪厄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格兰诺维特'林南'普特南'福山等将概念进一步进

行了延伸与发展(社会资本是个人或集体通过所拥有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B 和 [.TOS(M(&

!332"

*$$+

(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9(/+S.,&!322"

*$"+

(本文将#城市

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界定为城市居民通过其拥有的社会结构获得乡村旅游信息及资源的能力&涵盖嵌

入在城市居民与乡村人际关系中的实际和潜在所有资源(

在操作层面&'.K.RC+M和 *K(TK./!!332"

*$8+

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三个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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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该观点受到学者们的认可&并被应用到战略管理'组织行为等研究中(如 b-.OT+等!$%%7"

*$:+

研究美国

汽车和电子制造业的供应链关系&发现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都有助于提高买方绩效%徐金燕和范学工

!$%!#"

*$#+

研究非政府组织的艾滋病防治&发现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不仅是组织的外部资源获取的渠道&

而且会推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产生&而较高水平的关系维度是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贺明明

等!$%!8"

*$7+

研究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影响机理&发现结构和认知维度通过 >J知识应用过程这一中介对

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资本虽对跨组织信息系统吸收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

受跨组织信息系统使用情境下三个维度之间因果关系的影响%薛佳奇和张竹!$%$!"

*$2+

研究我国制造商的

渠道关系&重点探讨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认为两者都与渠道关系绩效呈倒 i形关系(

然而旅游学研究者大多将社会资本作为整体概念进行实证研究(譬如&f.-B 等!$%!$"

*$3+

认为韩国乡

村旅游社区社会资本对乡村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意愿具有正向影响%=(C等!$%!:"

*"%+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

山区旅游社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作用%时少华!$%!:"

*"!+

探讨了社会资本'参与意识对我国旅游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具有正向影响%'O,B((!$%!7"

*"$+

认为社会资本对治理和可持续旅游具有积极作用%范

莉娜和费广玉!$%!3"等
*""+

发现社会资本'地方依恋均能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社会资本在地方依恋对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乡村旅游研究情境中&参照其他研究领域的成果&本文可以发现城

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也存在三个维度(其中结构资本可以定义为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联系模

式及互动'网络连接和中心性%关系资本是嵌入在城市居民与乡村网络中的'能够产生和维系关系的资产&

包括城市居民对乡村!人员"的信任及专属性关系等因素%认知资本是能提供城市居民与乡村间共同叙

事'共同目标和系统意义的资源&涉及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共同愿景(

#二$ 乡村旅游意向

乡村旅游意向是指城市游客到乡村进行旅游的行为倾向&是影响乡村旅游行为产生的核心因素&对乡

村旅游行为有极为重要的解释和预测作用!郭倩倩等&$%!""

*"8+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业态逐渐丰富化&产品日趋多样化&吸引力也在不断提升(目前乡村旅游

已涵盖田园'生态'观光'休闲'科普'农事体验'度假'购物'养生养老'文化传承等众多形态(

目前对于影响乡村旅游意向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包括旅游者'乡村吸引力'情境层面(首先&旅

游者层面的因素包括乡村旅游者的旅游偏好'动机行为'旅游频率和空间分布等&如张圆刚等!$%!7"

*":+

认

为乡村旅游地情感认同是影响乡村旅游者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游客对于乡村旅游地主观规范

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力存在差异%高瞡等!$%!7"

*!2+

发现知青对乡村的怀旧情感显著正向影响旅游意向&

而地方依恋对旅游意向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其次&乡村吸引力层面的因素包括乡土文化'乡村环境'饮食环境

等(如刘锐等!$%!2"

*!8+

认为乡土文化与氛围感知'乡村环境与设施感知和乡村产品与服务感知通过影响旅

游体验和满意度&进而影响乡村旅游意向%张春琳!$%!$"

*!:+

认为饮食环境'民族特色'风土气候'休闲娱乐和

安全与管理影响乡村旅游满意度&进而影响再次旅游意向(最后&情境层面的因素包含对政府的美丽乡村'特

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产业类型的专项政策研究等&如演克武等!$%!2"

*"#+

认为养老经济与田园综合体

等融合对接&是顺应民生和市场需求&优化创新旅居养老的重要形式%休闲功能完备的田园综合体&可满足老

年城市居民身归故里'情归田园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也能满足城市居民周末举家体验田园生活的愿望(

尽管探讨乡村旅游意向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鲜有研究关注到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存在的联

系可能发挥的作用&这正是本研究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赴乡村旅游者包括城市居民'外地乡村居民'国

外旅游者等&但真正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是城市居民(因此在乡村旅游研究情境下&本文探讨后疫情时代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本文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引入到我国乡村旅游情境下的实

证研究&既是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拓展&又是对乡村旅游意向研究的创新(

#三$ 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概念由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最先提出&它是指人们主观感知到的刺激物与此时此刻的自我的

距离!J-(R+和 5CN+-S.,&$%!%"

*"7+

(心理距离的坐标参照点&即是#此时此刻的自我$(以不同方式偏离这个

8"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自我$&即会产生不同维度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概念&逐渐拓展到其他学科研究中(

心理距离通常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交距离以及假设性!5CN+-S., 等&$%%$"

*"2+

四个维度(其中&

时间与空间距离具有客观性&而社交距离及假设性则具有一定主观性&四个维度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

替代'相互叠加!李雁晨等&$%%3"

*"3+

(在具体的心理距离研究中&往往会根据特定的研究问题&选取心理距

离的某一个或两个维度来进行探讨(譬如张放和甘浩辰!$%$%"

*8%+

以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为关注点&根据

新冠肺炎疫情微博文本面板数据&分析时间距离的缩短会导致公众情绪更负面&但空间距离并不对公众情

绪产生固定影响%何伟怡和张梦桃!$%$%"

*8!+

着眼于社交距离&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层调节作用&发现社

交距离部分中介资质过剩与员工创新行为(

在后疫情时代这一特殊背景下&广大民众被迫长时间#限行$ #限流$ #居家隔离$&客观上会致使一部

分民众产生心理上的变化!申军波等&$%$%"

*8$+

&不安'焦虑'紧张'恐慌'戒备的心理状态将随着疫情的局

部反弹持续存在(后疫情时代国内旅游业逐步复苏&如何通过有效的途径缩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心理

距离&帮助旅游者调节负面心理'增强安全感&尤显重要(本文选取心理距离中的社交距离作为测量维度&

重点考察后疫情时代城市居民对乡村的亲切感及温暖感(参考许峰和李帅帅!$%!2"

*8"+

的研究&将心理距

离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引入到研究模型中(

三"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 概念模型

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依据心理学的刺激/机体/反应! \ 1=1c"研究范式&构建了概念模型

!图!"&探讨了在后疫情时代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心理距离和乡村旅游意向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研

究认为&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作为外部刺激!\"能够作用于心理距离!="&进而影响乡村旅游意向!c"(

本文的前因变量是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中&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

间的结构资本注重考察联系模式及互动'网络连接和中心性%关系资本指城市居民对乡村!人员"的信任

及专属性关系等因素%认知资本涵盖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间共同叙事'共同目标和系统意义的资源&涉

及共同愿景(鉴于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周志民等&$%$%"

*88+

&为使其可以具象理解&需要将概念

进行量化(回顾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交互联结$ #关系信任$ #共同愿景$分别被作为社会资本三个维度

在实证层面可测量的构念!左文明等&$%!8%周国华等&$%!7%崔贺?等&$%$%"

*8:187+

(具体而言&使用#交互

联结$体现结构资本&#关系信任$表达关系资本&#共同愿景$指代认知资本(本文认同并沿用这样的研究

范式&并首次将其运用到我国乡村旅游的相关研究中&构建了模型的前因(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心理距离(立足于后疫情时代背景&疫情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局部回流&时起时伏

!王竹立&$%$%"

*$%+

(旅游者#不安$#不确定性$ #内心焦虑$等情绪源于对旅游地安全感的担忧及心理距

离的远近(现有研究已表明&心理距离对旅游者的行为意向具有一定作用!Z.TT.-.和 \+Q+-C,(&$%!"%FO

等&$%$%"

*82183+

(心理距离在后疫情时代更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参考许峰和李帅帅!$%!2"

*8"+

的研

究&将心理距离作为核心的中介变量引入到研究模型中(

本文提出&在后疫情时代&嵌入在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关系中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会通过影响城

市居民的心理距离&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具体来说&对社会资本的交互联结'关系信任'共

同愿景三个维度与乡村旅游意向进行研究&并讨论和检验了心理距离在社会资本和乡村旅游意向之间起

到的中介作用(国外期刊虽已有相关三个维度的旅游领域的数篇研究成果 !9K(IPKO-L等&$%!3%5CO&

$%!2"

*:%1:!+

&但研究对象集中在旅游企业&对于乡村旅游地情境下的研究仍缺乏(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是将

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纳入我国乡村旅游地的实证研究(该研究模型弥补先前旅游学界对社会资本的讨论多

局限整体概念层面的不足&丰富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及心理距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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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概念模型

#二$ 研究假设

F)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对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关系中的交互联结&由

联系强度'联结模式'网络密度以及网络中心性等组成&它是结构资本形成的基础(在城市居民与乡村的结

构资本中&交互联结表现为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以及城市居民对乡村的

融入(从疫情爆发到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居家隔离&#面对面$的社交活动难以开展(通过

与乡村人员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交互&城市居民可以感受乡村清新多氧的空气'自然原生态的景观'绿色无

公害的农产品&这些均可能激发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同时城市居民对于乡村的融入程度越高&与乡村

人员进行乡村信息'旅游体验交流的概率就越大&这对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具有积极作用(此逻辑与现

有研究保持一致&譬如 9.-S(,.D5.Q.P(等!$%!%"

*:$+

认为交互联结可以帮助行为主体扩大获取和整合信息资

源的幅度和范围%4.,T./和e(L+-!$%%%"

*:"+

研究表明&沟通强度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存在正向影响(因此本文

提出交互联结可以帮助城市居民获取乡村信息&对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具有正向作用(

;OBOL.S.!!33:"

*:8+

认为社会资本中最关键的是信任&而 '.K.RC+M和 *K(TK./!!332"

*$8+

将其提炼为关

系资本(在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情境中&关系信任是嵌入在城市居民与乡村网络中的'能够产生和维系关

系的资产&体现为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坦诚'承诺和善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愿意相信乡村

人员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和准确的(新冠疫情使得#人人自危$&人际安全距离之间的心理戒备加剧(如果与

乡村的人员之间已存在较高的信任&城市居民也会认为乡村旅游地的人'事'物都是可靠的&认为赴乡村旅

游是安全有保障的&从而#爱屋及乌$&向往乡村旅游(这一逻辑与刘力等!$%!:"

*::+

的研究观点相似(刘力

等!$%!:"

*::+

认为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态度和旅游意向&受到旅游地代言人可信度的影响&旅游者对代言人

信任度越高&就会对目的地形成好感并产生较强的旅游意向(乡村人员&如在乡村的亲朋好友'乡村旅游的

开发者'经营者及管理者&此刻成了乡村旅游的代言人(这种关系信任的传递机制可以增强城市居民对乡

村可靠性的信心&提高其赴乡村旅游的意向(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个体或组织双方之间的共享表征 !'.K.RC+M和 *K(TK./&!332 "

*$8+

和共享叙事

!=--&!33%"

*:#+

等价值观共享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资本&即双方拥有共同愿景(在本文中&共同愿景是指城市

居民与乡村人员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愿望&体现了双方对乡村生活理想具有共同的理解程度(席卷全球的

新冠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健康体魄'自由生活和自然环境&而清新自然的乡村环境'田园农事的生活方式满

足了人们#自然'健康'自由$的生活愿景&这成为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持有的共同愿景(崔贺?等!$%$%"

*87+

认为共同愿景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认知地图&有助于两者更清晰地认识到如何利用信息与知识完成共同任

务(因此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共同愿景是双方建立关系和进行沟通互动的基础&能够促进城乡网络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中城市居民对乡村的理解&从而提高城市居民赴乡村旅游的意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_!.(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交互联结与其赴乡村旅游意向呈正相关关系&

_!N(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关系信任与其赴乡村旅游意向呈正相关关系&

_!A(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共同愿景与其赴乡村旅游意向呈正相关关系"

G)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对心理距离的影响'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结构资本&互动联结不

仅将人们联系起来&同时也提供了信息与资源流通的渠道!郭毅等&$%%""

*:7+

(根据 5CS!$%!$"

*:2+

的研究&

互动空间及互动过程中的同构效应可以显著降低用户之间的心理距离(在本文中&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以及心理状态&特殊时期形成的不安'焦虑'紧张'恐慌'戒备的心理状态已经成为一大

社会问题(城市居民与乡村的交互联结越高&意味着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越紧密&这不

仅增强在疫情中保持社交距离的城市居民对乡村的了解&也使城市居民对乡村亲切及温暖感增加&从而有

效降低了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的心理距离(

社会资本的第二个维度///关系信任&是嵌入在城市居民与乡村网络中的'能够产生和维系关系的资

产&反映了行为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包括互信'互惠和相互尊敬! \O, 等&$%!$"

*:3+

(城市居民与乡村之间

的关系信任&更多体现为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的坦诚'承诺和善意&而这恰恰可以有效降低疫情所带

来的不安'焦虑'紧张'恐慌及戒备&使城市居民对乡村产生亲切'放松和温馨的感受&从而拉近城市居民与

乡村之间的心理距离(

如前所述&在本文中&作为一种认知资本&共同愿景代表了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

愿望&体现了双方对乡村生活理想具有共同的理解程度(在后疫情时代&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人员均

会更加关注自然环境'绿色饮食和健康体魄(f.-B 和 [((,!$%%3"

*#%+

认为共同愿景水平提升&会让清新自

然的乡村环境'田园农事的生活方式更有吸引力&从而缩短了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的心理距离(基于以

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_$.(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交互联结与心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

_$N(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关系信任与心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

_$A(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共同愿景与心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

H)心理距离对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心理距离&强调行为主体接近或远离参照点时&主观感知到的对

客体的一种主观经验!刘力等&$%!:"

*::+

(本文关注心理距离中的社交距离&考察城市居民对乡村的亲切及

温暖感&这体现了后疫情时代的独特特征(后疫情时代&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从居住地到乡村的物理距离并

不是真正的#距离$&真正的#距离$体现在对乡村的认知水平和熟悉程度(一方面&如果城市居民认为乡村

人员密度低'空气清新'生态良好'闲适安全&对乡村旅游地的心理距离缩短&则有可能激发对乡村旅游的

向往之情(另一方面&当城市居民了解和熟悉乡村的方方面面&譬如通达的进乡道路'改善的卫生条件'无

公害栽培的有机食品'乡土气息的民宿等&则会对乡村产生亲近心理&也有可能产生更高的乡村旅游意向(

此外&Z.TT.-.和 \+Q+-C,(!$%!""

*82+

对遗产旅游地的研究'FO 等!$%$%"

*83+

对危机旅游地口碑传播机制的

研究也表明&心理距离越小&旅游者的行为意向就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_"(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之间心理距离与赴乡村旅游的意向呈负相关关系"

I)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心理距离&作为一种个体的心理层面的因素&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提

出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之间心理距离会受到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之间社会资本的影响(同时&心理距离

体现了个人的认知判断&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如 jK.,G等!$%!""

*#!+

的研究&心理距离会影响中国

旅游者选择不同的国际医疗保健服务(据此&本研究提出心理距离会影响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的意向&并

将心理距离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我们的研究模型(

此外&综合上述假设&_!提出&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之间的交互联结'关系信任'共同愿景会正向影

响其赴乡村旅游的意向%_$提出&三种社会资本会负向影响心理距离%_"提出&心理距离会负向影响城市

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_8.(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之间心理距离在交互联结与乡村旅游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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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N(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之间心理距离在关系信任与乡村旅游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_8A(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之间心理距离在共同愿景与乡村旅游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四" 实证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研究团队采用线上随机抽样的形式进行调查问卷发放&调研的城市居民区域

覆盖湖北'江苏'山东'北京等!3个省市(问卷发放时间为$%$%年3月!$/$#日&此时正值国庆长假前夕&我

国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问卷开头通过设置第一个问题#您过去#个月是住在城市里面吗.$来确定被

调查者的城市居民身份%通过设置第二个问题#您是否有过乡村旅游地经历.$来确定被调查者是否有乡

村旅游经历(前两个问题回答#是$方可继续填写问卷(团队共收集到7$#份问卷&去除非城市居民77份问

卷'无乡村旅游地经历3#份问卷&第一波筛选得到::"份问卷(接着&根据问卷!中部和末尾"分别设置的两

个注意力测量题#这是一个注意力测试题&请在后面直接选择同意$及#这是一个注意力测试题&请在后面

直接选择不同意$&第二波有!!7份问卷未通过测试&最后得到有效问卷8"#份(经过两次严格筛选&有效问

卷率为#%)%#X(其中&女性为:$)2X&男性为87)$X%年龄集中在$!/"%岁!$:X"'"!/8%岁!"#):X"和

8!/:%岁!"$)"X"%学历集中在高中'中专及以下!#):X"'大专 !$!)$X"'本科 !:$)8X"'硕士及以上

!!3)3X"%税后收入在$%%%/:333元!":):X"'#%%%/3333元!8$)"X"(筛选后的问卷&答题者均为有乡村

旅游经历的城市居民&主要来自华东区域!#2)$X"'华北区域!!:)8X"'华中区域!!%):X"&且回答时长均

在2/!:分钟之间&可见受访者答题态度认真&有效保证了研究的可靠性和严谨性(

#二$ 变量测量

在进行正式的数据收集之前&本文从学者专家'城市居民'乡村居民'旅游主管政府部门'乡村旅游企

业代表等群体中各选择"人&共!:人分三组进行了小组访谈(形成量表初稿后&通过微信'邮箱将内容发至

!:名代表&请其评判量表中用语是否合适'有无歧义存在(根据反馈意见对量表进行修正后形成问卷(此

外&本文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样本调查&从研究团队的社交朋友中选择了8:个样本参与问卷试填工作(样

本人员均有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经历&且对乡村旅游情况较为熟悉(通过样本预调研&团队查找出预调研

问卷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根据预调研受访者反馈的结果和建议&团队对调查问卷再次进行优化&形成了正

式调查的问卷(所有题项均采用 5CB+-M7级量表&其中!17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F)因变量'因变量是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旅游意向测量量表在旅游研究中较为常见&本文借鉴

郭倩倩等!$%!""

*"8+

对乡村旅游意向的测量量表&从推荐度!朋友'亲戚'身边的人"'重游意愿等方面进行

测度&共"个题项&如#我会向朋友或亲戚推荐到乡村旅游$等(

G)自变量'自变量是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本文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成熟量表&然后根据我国乡

村旅游的研究情境进行了调整(其中&结构资本量表改编自 9K.,G等!$%!#"

*#$+

'崔贺?等!$%$%"

*87+

的研

究%关系资本量表来源于 ZLK-和 \R+BS.,!$%%:"

*#"+

和 HO!$%%2"

*#8+

的研究%认知资本量表借鉴 eC//+,.等

!$%!!"

*#:+

'崔贺?等!$%$%"

*87+

的研究(所有量表题项均在保留原题项关键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的

情境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H)中介变量'心理距离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本文选取社交距离作为核心中介要素&使用的量表结合了

\./VS.,, 和 *-.TK.!!33!"

*##+

'许峰和李帅帅!$%!2"

*8"+

'何伟怡和张梦桃!$%$%"

*#7+

的研究&包含8个测量

题项(心理距离测量#远近$&考虑到测量#远$的感知可能存在偏差&为了增加测量的效度&本文采用反向

题项的方式对心理距离进行测量&即通过询问被访者感知到的#亲近$程度&再进行题项反向编码&以得到

实际感知的#远离$程度(

#三$ 信度与效度

在实证分析前&对调研的数据进行了信度及效度检验&以验证数据的可靠性(用 >4Z\f\\$#)%进行信

2"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度检验&如表!所示(根据探测性因子分析结果&各个量表的
$

值均超过%)2%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各

个量表的组合信度!9c"均大于%)2(这说明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变量"测量题项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交互联结

"\(AC./>,M+-.AMC(,$

\>!我认识很多生活在乡村的人员"亲朋好友(开发者(经营者与管理者等!下同$ %)2!2

\>$我和生活在乡村的人员间存在频繁而紧密的互动 %)3%2

\>"我和生活在乡村的人员间联系密切 %)3##

\>8我和生活在乡村的人员之间经常分享信息 %)3%"

关系信任

"c+/.MC(,./J-OTM$

cJ!生活在乡村的人员值得信赖 %)22$

cJ$生活在乡村的人员很少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 %)277

cJ"我和生活在乡村的人员都信守对彼此的承诺 %)2#%

cJ8我和生活在乡村的人员都相信彼此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 %)2#7

共同愿景

"9(SS(, eCTC(,$

9e!我和生活在乡村的人员有共同语言能有效沟通 %)2%:

9e$我和生活在乡村的人员有相似的价值取向 %)3%%

9e"我了解和认同乡村人员的观念和想法 %)2%$

9e8我和乡村人员有着相似的生活理想 %)2"#

心理距离

"fTLAK(/(GCA./6CTM.,A+$

f6!在生活中!我会与亲朋或好友谈起这个乡村旅游地 %)2#%

f6$当别人提及该乡村旅游地的时候!我会感到亲切 %)2"8

f6"对于这个乡村旅游地!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38$

f68看到有关于该乡村旅游地的信息!会让我感到温暖 %)2#2

乡村旅游意向

"cO-./J-.Q+/>,M+,MC(,$

cJ>!我会向朋友或亲戚推荐到乡村旅游 %)3!3

cJ>$如果有机会!我会非常乐意再到乡村旅游 %)3!!

cJ>"我愿意把乡村旅游推荐给身边的人 %)388

&&注'在实际计算中!本文对心理距离变量的四个测量题项进行了反向编码

利用 \J<J<!:)%对模型进行效度检验&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一方面&各个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

收敛效度)模型拟合参数为 9Z>'?6; $̀)$72&cZ\]< %̀)%3%&9;>̀ %)38%&J5>̀ %)3$2&所有题项的因子

载荷在%)%!的水平上均显著&且大于或接近%)2!表!"%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e]"都大于%)7!表$"(另

一方面&:个变量的 <e]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他因子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这表明各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判

别效度&如表$所示(

表$&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

\> cJ 9e f6 cJ>

交互联结 \(AC./>,M+-.AMC(, Q)RQF

关系信任 c+/.MC(,./J-OTM

%)::3

"""

Q)STG

共同愿景 9(SS(, eCTC(,

%):!8

"""

%)783

"""

Q)SHT

心理距离 fTLAK(/(GCA./6CTM.,A+

1%)!2%

""

1%)8%2

"""

1%)":7

"""

Q)STT

乡村旅游意向 cO-./J-.Q+/>,M+,MC(,

%)$8%

""

%)"38

"""

%)8"%

"""

1%)78%

"""

Q)RGN

均值 Z+., 8)2$! 8)22! 8)$2" :)733 :)2"$

标准差 \M.,P.-P 6+QC.MC(, !)#7" !)"$8 !)"8: %)3$7 !)%$#

$

%)388 %)3$: %)3%% %)3$# %)38:

<e] %)2!! %)7#% %)7%% %)7#3 %)2::

9c %)38: %)3$7 %)3%" %)3"% %)387

&&注'对角线的数字"加粗字体$是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e]$的平方根#

"表示 Kd%)%:!

""表示 Kd%)%!!

"""表示 Kd

%)%%!

值得说明一点&根据赵雪祥和骆培聪!$%!3"

*!3+

的研究&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的均值为")7!!李

克特:级量表"&换算成李克特7级量表&旅游意向均值应为:)!38(而从表$可知&本文的数据表明$%$%年3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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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调研测算出均值数值为:)2"$&相比起:)!38&增长了!$个百分点(这一纵向比较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在经历新冠疫情后&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有所增加(

#四$ 同源偏差

基于 f(PT.B(EE等!$%%""

*#2+

的成果&试图采取一些程序和计量方法来减少同源性偏差(!!"在问卷调

研时&明确表示是匿名填写&调查数据仅用于科研%其次&问卷明确向被调研者说明&答案没有对错&只需如

实回答题项(!$"如前所述&变量测量主要参考现有中外研究的成熟量表&根据我国乡村旅游情境适当修

改&形成初始量表(在量表初稿形成后&团队通过与学者专家'城市居民'乡村居民'旅游主管政府部门'乡

村旅游企业代表进行访谈及调研&获取反馈意见后&对量表进行修正&方才形成问卷(问卷进行了预调研&

再次修正&确保了所有量表项目条目明晰'具体且准确(!""通过 _.-S., 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有

变量的方差有87):X被一个因子所解释&低于:%X的标准(因此遵循 f(PT.B(EE等!$%%""

*#2+

的结论&在本

文中同源性偏差并不严重(

五" 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模型!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乡村旅游意向的直接作用模

型%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心理距离&形成包含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模型(模型!模型拟合指数为

9Z>'?6; $̀)#!#&cZ\]< %̀)%3$&9;>̀ %)3"$&J5>̀ %)38:%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9Z>'?6; $̀)7":&cZ\]<

%̀)%33&9;>̀ %)3!:&J5>̀ %)3%$&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可以接受(此外&在分析时&本文控制了

受访者的学历水平!! 高̀中'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8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月薪收入

!! $̀%%%元以下&$ $̀%%%元/:333元&" #̀%%%元/3333元&8 !̀万元/$万元&: $̀万元以上"等变量(

表"&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结果

模型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J值 假设检验

S(P+/ f.MK c+/.MC(,TKCR

\M.,P.-PCV+P

9(+EECAC+,M

\M.,P.-P ]--(- Je./O+ _LR(MK+MCA./J+TM

模型!

Z(P+/!

交互联结
#

乡村旅游意向

\(AC./>,M+-.AMC(,

#

cO-./J-.Q+/>,M+,MC(,

1%)%7" %)%72 1%)38 _!.不支持

关系信任
#

乡村旅游意向

c+/.MC(,./J-OTM

#

cO-./J-.Q+/>,M+,MC(,

%)$%:

"

%)!$" !)#7 _!N 支持

共同愿景
#

乡村旅游意向

9(SS(, eCTC(,

#

cO-./J-.Q+/>,M+,MC(,

%)""%

"""

%)!!! $)37 _!A支持

模型$

Z(P+/$

交互连结
#

心理距离

\(AC./>,M+-.AMC(,

#

fTLAK(/(GCA./6CTM.,A+

%)%2! %)%3" 1%)27 _$.不支持

关系信任
#

心理距离

c+/.MC(,./J-OTM

#

fTLAK(/(GCA./6CTM.,A+

1%)"8%

"""

%)!!: $)3# _$N 支持

共同愿景
#

心理距离

9(SS(, eCTC(,

#

fTLAK(/(GCA./6CTM.,A+

1%)$%%

"

%)!!: !)77 _$A支持

心理距离
#

乡村旅游意向

fTLAK(/(GCA./6CTM.,A+

#

cO-./J-.Q+/>,M+,MC(,

1%)72%

"""

%)%"7 $!)$3 _"支持

&&注'

"表示 Kd%"%:!

""表示 Kd%"%!!

"""表示 Kd%"%%!

如表"所示&除假设 _!.和 _$.被拒绝外&_!N'_!A'_$N'_$A和 _"均得到了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

具体而言&#交互联结
#

乡村旅游意向$的路径系数为 1%)%7"!Kk%)!"&与 _!.的预测不一致&即城市居

民和乡村!人员"的交互联结并不能显著地影响其乡村旅游意向(#关系信任
#

乡村旅游意向$和#共同愿

景
#

乡村旅游意向$的路径系数分别为%)$%:!Kd%)!%"和%)""%!Kd%)%!"&与 _!N 和 _!A的预测一致&

即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关系信任和共同愿景均与其乡村旅游意向呈正相关关系(#交互联结
#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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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路径系数为%)%2!!Kk%)!"&与 _".的预测不一致&即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交互联结并不能

显著地影响其与乡村旅游地的心理距离(#关系信任
#

心理距离$和#共同愿景
#

心理距离$的路径系数分

别为 1%)"8%!Kd%)%!"和 1%)$%%!Kd%)!"&与 _$N 和 _$A的预测一致&即城市居民和乡村!人员"的关

系信任和共同愿景会降低其感知到的乡村!旅游地"心理距离(#心理距离
#

乡村旅游意向$的路径系数为

1%)72%!Kd%)%!"&与 _"的预测一致&即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之间心理距离越大&其乡村旅游意向

就越低(

对于 _!.和 _".被拒绝&本文认为可能存在两点原因)其一&疫情中人们居家隔离&使用网络社交媒

体的频率及时间大幅度提升&这种习惯也延续到疫情后(后疫情时代&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复苏&城市居民从

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了解到乡村!旅游地"的健康养生'家庭休闲'亲子农事'田园乡居

以及民俗风情等旅游项目及产品&并不依赖与乡村人员的交流获得相关信息(其二&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

之间的互动&交流信息内容可能大多是#家长里短$式的生活日常&涉及当地乡村旅游的信息有限&因而并

不能降低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的心理距离&也就无法提高旅游意向(

检验 _8的中介效应(采用 4((MTM-.RRC,G方法检验心理距离在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和乡村旅游意向之间

的中介效应(由于交互联结对心理距离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 _".不成立&因此无须检验#交互联结
#

心

理距离
#

乡村旅游意向$路径的中介效应&即 _8.不成立%其他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见&#关系信任
#

心理距离
#

乡村旅游意向$和#共同愿景
#

心理距离
#

乡村旅游意向$的中介效

应!间接影响"路径3:X的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说明心理距离中介了关系信任和共同愿景对乡村旅游

意向的影响&即 _8N 和 _8A成立(

表8&4((MTM-.RRC,G中介检验结果

间接效应

>,PC-+AM+EE+AM

点估计

f(C,M+TMCS.M+

标准误

\M.,P.-P +--(-

4((MTM-.R 3:X置信区间

4((MTM-.R 3:X&9(,ECP+,A+C,M+-Q./

偏差校正百分位法

6+QC.MC(, A(--+AMC(,

R+-A+,MC/+S+MK(P

百分位法

f+-A+,MC/+

下限

5(I+-/CSCM

上限

iRR+-/CSCM

下限

5(I+-/CSCM

上限

iRR+-/CSCM

cJ

#

f66

#

cJ> 1%)$$% %)%:8 %)!!8 %)"88 %)!!! %)""#

9e

#

f66

#

cJ> 1%)!2" %)%8# %)!%! %)$3% %)%3: %)$72

六" 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在后疫情时代&#低密度'亲自然'短距离$的乡村!江红霞和王赞新&$%$!"

*8+

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

旅游目的地之一(现有关于影响乡村旅游意向前因因素的研究忽视了旅游者与乡村人员之间存在的联系(

本文将乡村旅游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结合&探讨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譬如乡村居民!亲朋好友"'开发

者'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的意向(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首先&

城市居民与乡村人员的关系信任与共同愿景对乡村旅游意向有直接正向影响&而交互联结的影响并不显

著(其次&关系信任和共同愿景可以缩短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对乡村旅游意向具

有负向影响作用&并在关系信任和共同愿景与乡村旅游意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最后&交互联结并没有显

著地影响心理距离和乡村旅游意向(接下来对这些研究结论进行讨论(

首先&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周志民等&$%$%"

*88+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会对人们的行为意

向产生影响!左文明等&$%!8"

*8:+

(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对灾后企业间关系构建具有正向作用!9K(IPKO-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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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

*:%+

&认知资本可促进旅游文化创意公司的组织学习!5CO&$%!2"

*:!+

&关系资本对制造商和供应商

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富集呈正相关关系&有利于供应商创新性提升!崔贺?等&$%$%"

*87+

(如上所述&城

市居民与乡村人员的关系资本!关系信任"与认知资本!共同愿景"对乡村旅游意向有直接正向影响(说明

当城市居民对乡村人员持有较高的关系信任和趋同的生活愿景&就会#爱屋及乌$&具有更高的乡村旅游

意向(此外&先前学者认为关系资本是社会资本中最需要关注的因素!左文明等&$%!8"

*8:+

&本文结论验证

了这些观点(

其次&心理距离是社会心理学领域重要变量!\./VS.,, 和 *-.TK.&!33!"

*##+

(本文从后疫情时代背景出

发&关注到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形成了创伤!马述忠和潘钢健&$%$%"

*$+

&且对国人的心理造成影响持续存在

!申军波等&$%$%"

*8$+

(本文将心理距离作为核心中介变量引入研究&研究表明城市居民与乡村旅游地的心

理距离对乡村旅游意向具有负向影响作用&并在关系资本!关系信任"和认知资本!共同愿景"与乡村旅游

意向之间的关系中&均起到中介作用(本文支持了 Z.TT.-.和 \+Q+-C,(!$%!""

*82+

'FO 等!$%$%"

*83+

关于心

理距离对旅游者的行为意向作用的研究结论&并在乡村旅游地呼应了许峰和李帅帅!$%!2"

*8"+

在我国边陲

地区南疆的研究结论&认为心理距离可以作为旅游意向研究中的中介变量发挥作用(

最后&以往中外旅游学者大多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进行实证研究!f.-B 等&$%!$%=(C等&

$%!:%时少华&$%!:%'O,B((&$%!7%范莉娜和费广玉&$%!3"

*$31""+

&国外期刊虽已有相关三个维度的旅游领

域的数篇研究成果!9K(IPKO-L等&$%!3%5CO&$%!2"

*:%1:!+

&但研究对象集中在旅游企业&对于乡村旅游地情

境下的研究仍缺乏(且以往关于乡村旅游意向的研究&关注点较多为旅游者自身的特点!fKC//CRT等&$%!"%

9K., 等&$%$!%0+RT(, 和 \K.-R/+L&$%!:"

*!"+ *!#1!7+

&忽视了旅游者与乡村人员之间的关系可能发挥的作用(

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拓展乡村旅游情境中&且使用分维度进行研究的范式!b-.OT+等&$%%7%徐金燕和范

学工&$%!#%贺明明等&$%!8%薛佳奇和张竹&$%$!"

*$:1$2+

&首次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运用到我国乡村现象中

的实证研究&丰富了现有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二$ 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乡村旅游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提供启示(

一方面&从需求侧来说&城市居民应该认识到&真正能影响其乡村旅游意向的前因是关系信任和共同

愿景&而不是交互联结(较高的关系信任和趋同的生活愿景&有助于战胜内心的不安&心理距离缩短了&更

易#爱屋及乌$&激发乡村旅游意向(

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说&乡村人员'乡村旅游地企业和政府部门可以有效运用社会资本和心理距离

来指导旅游管理和服务工作(具体来说&其一&打好#信任牌$&提高关系信任(乡村要向城市居民表达足够

的坦诚和善意&给予充分的安全感(其二&打好#愿景牌$&描绘美好愿景(针对疫情中&人们居家隔离中频

繁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习惯&乡村可以将具有自身特色的美好乡村旅游愿景&包括乡村设计'与自然对话'

理想乡土生活的塑造等&设计成温馨的标语'具有烟火气的小视频等&借助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

等新媒体推出&吸引城市居民的眼球并激发旅游意向(其三&打好#心理牌$&重视心理距离作用(后疫情时

代&乡村政府部门可以抓住乡村旅游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石明

明&$%$!"

*#3+

下的优势&策划#回归自然$#解不开的乡愁$ #唤起童年记忆$等活动&通过缩短心理距离&大

力吸引城市居民赴乡村旅游(

#三$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是从有乡村旅游经历的城市居民角度获取调查数据&研究结果只反映这部分城市居民在社会资

本作用下对乡村旅游意向的感知状况&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两边获取数据&以便更全

面了解双边社会资本情况(此外&本文的绝大部分受访者为江苏省城市居民&江苏省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

影响较小&对疫情的感知可能与其他地区存在一定差别(未来可扩大采样地区和对象&关注受疫情影响更

大的地区&甚至考虑对比疫情影响下不同地区样本间的结果差异&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研究结论(

本文考察了心理距离在后疫情时代下乡村旅游中的中介作用(在后疫情时代&心理距离带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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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此外&后疫情时代下的经济压力'心理认同'情感体验等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发挥

一定的中介作用&这些都是未来可以开展的研究(

本文关注了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居民的乡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旅游意向之间的关系&但旅游意向与旅游

行为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别(城市居民有了乡村旅游意向后&要实施旅游行为&还会受到较多干扰因素的影

响(本文通过调研测量了旅游意向&尽管这样更便于操作&但是旅游行为也值得探究(比如&社会资本对乡

村旅游行为有怎样的影响.乡村旅游的游前'游中'游后&社会资本是否发生了变化&对乡村旅游重游意向

及行为是否发生了新的影响&都是未来可以开展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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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KA.-+T+-QCA+A(O,M-L*0+)J(O-CTSZ.,.G+S+,M&$%!"&":!7")"$18%)

*#$+9_<'*__&J\<>[9&;i9\&+M./)]UR/(-C,GMK+.,M+A+P+,MT.,P A(,T+WO+,A+T(EM+AK,(/(GL.,P B,(I/+PG+C,M+G-.MC(,

S+AK.,CTSTC, MK+A(,M+UM(E'f6*0+)>,E(-S.MC(, \LTM+ST;-(,MC+-T&$%!#&!2!#")!!#:1!!23)

*#"+Z[_c'&\f]bZ<'c])9(//.N(-.MCQ+TORR/LDAK.C, R.-M,+-TKCRTNOC/MOR(, M-OTM.,P +/+AM-(,CA.//LS+PC.M+P +UAK.,G+*0+)

0(O-,./(E4OTC,+TTg>,POTM-C./Z.-B+MC,G&$%%:&$%!8")!731!2#)

*#8+HiH)6CS+,TC(,T(ET(AC./A.RCM./.,P EC-S A(SR+MCMCQ+,+TTCSR-(Q+S+,M)JK+S+PC.MC,G-(/+(EC,E(-S.MC(, TK.-C,G*0+)

0(O-,./(EZ.,.G+S+,M\MOPC+T&$%%2&8:!!")!$$1!8#)

*#:+e>55]'<e_&c]e>55<]&9_=>J[)JK+P.-B TCP+(ENOL+-DTORR/C+--+/.MC(,TKCRT).T(AC./A.RCM./R+-TR+AMCQ+*0+)0(O-,./

(E=R+-.MC(,TZ.,.G+S+,M&$%!!&$3!#"):#!1:7#)

*##+ \<5jZ<''0&*c<\_<<;)fTLAK(/(GCA./TCV+.,P RTLAK(/(GCA./PCTM.,A+C, S.,.G+-DTON(-PC,.M+-+/.MC(,TKCRT*0+)JK+

0(O-,./(E\(AC./fTLAK(/(GL&!33!&!"!!:")#$31#8#)

*#7+何伟怡&张梦桃)资质过剩'心理距离与员工创新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层调节作用*0+)科技进步与对策&$%$%!2")

!881!:$)

*#2+f=6\<b=;;fZ&Z<9b]'j>]\ 4&5]]0[&+M./)9(SS(, S+MK(P NC.T+TC, N+K.QC(-./-+T+.-AK).

A-CMCA./-+QC+I(EMK+/CM+-.MO-+.,P -+A(SS+,P+P -+S+PC+T*0+)0(O-,./(E<RR/C+P fTLAK(/(GL&$%%"&

22!:")27313%")

*#3+石明明)论#双循环$中如何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0+)商业经济与管理&$%$!!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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