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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是两个重要且相关的研究领域，目前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机制还缺

乏一致认识。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在国家森林公园情境下，构建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为中介、生态系

统文化服务价值为调节的 理论框架，探讨游客的可持续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以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作为案例地，对在 公园内游玩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①可持续行为显著正向影响旅

游者幸福感；②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在 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③游客对生态系

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的审美价值感知越高，可持续行为和幸福 感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据此，亟需提升游客对于

实施可持续行为重要性的认识，并增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的多样性， 以达到增强人类福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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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森林旅游作为一种环境产品，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森林旅游热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其承载主体的森林公园也

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国家森林公园专用标志”于 2006年启用，至 2021年底，中国国家级森林公园达 881处[1]。以

自然为主导的空间类型的国家森林公园，是森林公园的最高等级，是我国生态旅游、山地旅游和康养休闲旅游发展的主阵地[2]，

不仅能让游客获得视觉上的愉悦体验[3]，还有助于缓解压力、提升积极情绪和幸福感[4]。

森林公园不仅具有保护其范围内一切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作用，还能够为人们提供游憩、疗养、避暑、文化娱乐和科学研究

的良好环境[5]。随着森林公园接待旅游人次的不断增多，环境保护也面临着更大压力。如何协调公园的环境保护和游憩利用关

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公园管理者面临的一大挑战。游客的可持续行为是解决保护和利用矛盾的有效解决方案，如节

约自然资源（如水资源、能源等）、减少环境污染（如避免乱扔垃圾等）[6]，而这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或造成不便，某种

程度上可能会阻碍其幸福体验。目前已有研究对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关系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需要进一步探讨其相互作用机

制。

随着民众生活质量的显著增强，人们不仅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的低层次需求，也增加了对内心精神世界需要的关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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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和游憩活动已经成为满足内心需要的重要途径。幸福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会与诸多因素产生交织作用，当个体达

到某种预期或者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多层次的情感状态，让人获得满足，心情愉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旅游休闲研

究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探讨旅游休闲活动和人类福祉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中文化服务的价值受到各种主观性因素的影响，

使得其与游客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7]。因此，本文通过整合自我决定理论和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构建游客可

持续行为和幸福感的关系模型，探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和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可持续行为与幸福感

20世纪 8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国际社会逐步意识到旅游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21世纪以来，可持续旅游受到广泛重视，已经成为新时代研究的重点[8]，关于可持续旅游的研究，学者们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视

角与思路，如科技发展、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目的地营销等[9,10,11,12]。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提高个体环保意识[13]，

倡导旅游活动中的可持续和负责任行为，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4,15]。学术界对环境可持续行为有着多种概念表述

和定义方式。广义上看，环境行为是能够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者环境保护的行为[16]，由此不同学者提出“积极的环境行为”“环

境意义的行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17,18,19]等，这些术语之间的概念内涵有重合的部分，但是各自侧重点也略有不同。可

持续行为侧重于从认知与意识的角度表现个人基于更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而采取的行为或做出的选择[20]。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一的可持续旅游，以及可持续发展在旅游领域的延伸，要求人们从长远的视角从事旅游活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做到确保旅游

接待区具有持续吸引接待游客的能力，并能够让原有条件不被破坏。

在现有研究中，幸福感包括了丰富的内涵和结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卿

中，心理幸福感是通过自我经验、发展和提升而获得的个体内在潜力的挖掘和开发，是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21]，更加关注旅游

者的自我成长和价值实现[22]。幸福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与许多因素密不可分，主要包括人口统计特征、个体心理和行

为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旅游目的地因素四类[23]。以往有研究指出，人们可能认为实施环保的行为会是昂贵的、费力困难的或

者是不愉快的，因此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实施对环境友好的行为

会激发旅游者自身潜力，满足对健康生活的向往，进一步增加人们的心理幸福感。尽管有时会造成一些不便利、高成本的结果，

但是人们总会把这样有助于环境的行为与更为积极的情绪联系在一起[24]，甚至当实施可持续行为并得到他人肯定时，个体的积

极情绪能够驱散原有的恐惧和焦虑[25]。可持续行为可以引发积极情绪的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幸福可以在美

德的表达中体现或“为正确的原因做正确的事情”中找到[26]。大量研究发现各种有意义的环保行为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

包括相关性和纵向研究[27,28]。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可持续行为对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当游客采取越多的可持续行为

时，他们就越能体验到幸福感。

1.2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从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需要是获得持续的心理成长、整合以及幸福感所必需的内在心理营养。该理论假定

人类存在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29]，包括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和个体成长密不可分，是个体健康发

展的根基，是维系内外动机和进行自我调节的必要条件。以往研究表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个体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且

这一效应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30,31]。具有较高心理需要满足的人会在自尊等方面自我感觉良好，在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感受更好。

心理需要满足的波动和幸福感的波动共同变化，这些发现在教育、工作和医疗等领域得到证实。同时研究发现，自主性、能力

感和关系性三种心理需要中任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会对个体的成长、整合和幸福产生强有力的影响[29]。自主需要是个体感受到

的对于自己行为上的控制感和心理上的自由，代表对自己行为的内在认可。这样的自主性并非独立于他人期望，关键点在于个

体在行动中感觉到了选择感。当自主需要得到满足时，能够认可自己的行为、思想及感受。研究发现，自主需要与影响心理幸

福感的诸多因素之间存在正相关，如享乐幸福、生活满意度等，所以满足较高程度自主需要时，会体验到更多的心理幸福感[32]。

能力需要是个体感觉到对于环境的掌控感，关系到个人在与社会环境持续互动中感到有效的程度。当个体有能力参与活动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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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能和专业知识时便会获得更高的满意度，这样的能力需要得到满足便会为个人提供更大的自我效能感[33]，促进心理幸福感

的提升。关系需要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对他人的归属感和联系感的程度，当关系需要被满足时，人们会感觉到安全的人际氛围。

已有研究表明，积极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能够显著影响个体的幸福感[34]。

实证研究发现，可持续行为会促进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首先，出于个人自主意愿产生的可持续行为，是游客自身内在价

值观的体现，通过自身的环保行动，游客期望能从中发现他们的真实自我或者确定自己的环保身份，例如，绿色产品具有道德

属性，消费这些产品的人通常被认为是环保主义者[35]。已有研究表明亲环境行为更能代表自我定义[36]，与积极的自我认同相

关，非常有利于自我成长和发展[37]，而自我认同又源于自主需要[38]，所以具有环保偏好的游客更能体验到自主需要的满足。

可持续行为是一种能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为，使游客产生更有能力的心理体验，产生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和应对能力。从本质

上讲，能力需要反映了游客相信他们的学习行为或行动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有能力进行这项活动[29]。与传统产品相比，绿色

产品通常具有更高的价格[39]，因此，游客实施可持续行为购买绿色产品时，需要有能力为其支付溢价，这种能力也是他们购买

力的客观表现。此外，游客行为对整体环境保护的影响程度会导致其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例如，志愿者参与社区环境服务活动

增强了对环境贡献的感知能力，从而提高了他的自我效能感和能力需要的满足程度[40]并且这种自我效能感可以增加实施亲环境

行为的可能性[41]。第三，可持续行为是人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通过实施行为促进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体现了对所处环

境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的需要，体验到关系感的增强。这种环境既是物理环境，也是社交环境[29]。就生态友好型产品而言，这

些产品的消费可以满足游客的亲环境动机需要，被视为亲环境消费品，出于印象管理动机，游客也可能被驱使对这些环保产品

表现出偏好。鉴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性质，中国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更高层次的关系性需要[42]。这种对关系性需要的满足在

面子理论中也得以证明，面子是声誉和地位的象征，它驱使游客通过可持续行为来展示他们的环境意识[43]，塑造他们的绿色自

我认同，更愿意与他人互动、交流和分享这些行为，甚至获得社会赞许性，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42]。因此，对环境友好的可持

续行为可能会满足游客的关系需要。

基于前文关于可持续行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幸福感的关系探讨，进一步扩充其影响路径。由于自主决策产生的可持续

行为让人感觉到更强的自我身份认同，满足个体寻找生活意义、获得丰盈人生的需求，因此能带来自主感和控制感，从而促进

幸福感的提升；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肯定，看到自己的行动使境况得以改善后能为个体带来意义感和效能感，满足了

能力需要，从而提升心理幸福感水平；可持续行为能促进人的社会关联感，在实施过程中，个体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得到增强，

从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关于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已有研究集中于探讨在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感的关系

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将其扩展到可持续行为，试图探究自我决定理论框架下基本心理需要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综上，提出

以下假设——H2a：自主需要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H2b：可持续行为对自主需要具有正向影响；H2c：自主需要在可持续行

为与幸福感间具有中介作用；H3a：能力需要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H3b：可持续行为对能力需要具有正向影响；H3c：能力

需要在可持续行为与幸福感间具有中介作用；H4a：关系需要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H4b：可持续行为对关系需要具有正向影

响；H4c：关系需要在可持续行为与幸福感间具有中介作用。

1.3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

关于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学者探讨了自然联结、地方依恋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除此之外，自然生

态系统能够借助市场交换在人类福祉生态服务及愉悦价值上发挥作用。随着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的发起，进一步明确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能够给予人类的各种惠益，通过整合评估各类生态资源，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将其划

分为调节、供给、支持、文化 4种服务类型[44]。与其它服务类型相比，文化服务可由人类直接体验并直观欣赏。21世纪后，随

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质量的追求日益强烈，公众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进行单一量化评

估已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部分学者开始探索公众感知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影响[45]。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

获得的非物质收益[46]，在 Fish等人关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框架的基础上，验证了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47,48]。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当游客融入文化环境，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程度越高，越能够意识到实施可持续行为对传承和

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44]，从而可持续行为对于幸福感的作用更强。研究表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中，审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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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游憩价值、教育价值是最主要的文化价值[49]。具体来说，当游客在森林公园的风景、声音、气味等方面发现美并享受美学

价值时，能够促进游客身心健康，获得积极情绪的反馈，提升快乐和幸福体验[50]；当森林公园为游客户外娱乐休闲提供场所时，

促进游客对游憩价值的感知，意识到生态系统能够为高质量生活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满足其休闲游憩的需要，从而有更高层

次的幸福感[51]；森林公园为正式或非正式教育提供素材，传递了智慧与知识，文化服务的教育价值使游客获得了观测、研究和

认识生态系统的机会，提高思考辨别能力，促进认知发展，感受到自由与选择，从而增强可持续行为对于心理幸福感的影响[52]，

所以审美价值、游憩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存在都会使游客可持续行为对于幸福感影响作用得以提升。对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

感知越高，可持续行为对幸福感的作用关系越强，也就是说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起正向调节作用。综上，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H5a：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审美价值感知在可持续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H5b：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游憩

价值感知在可持续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H5c：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教育价值感知在可持续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中

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提出研究的假设构建结构模型图（图 1）。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问卷设计

研究使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调查法，问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表 1）：关于可持续行为的测量主要参考 Chandran提出的量

表中目的地特定的亲环境行为这一维度的 4 个题项[53]。由于本研究对幸福感的测量侧重于旅游者的心理幸福感，故用 Diener

等提出的关于实现幸福感的成熟量表[54]。关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测量共包括 12个题项，分为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

要这三个维度，主要参考Martela的量表设计[55]。关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的测量，基于 Zhang等的研究开发多维度量表[56]，

分别是审美、游憩、教育。以上量表均由游客基于李克特 5分法进行自评（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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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量表设计

维度 题项

可持续行 为 [53 ]

我会向公 园管理人员报 告任何环境污 染的情况
我在参加文化、游憩和探险活动时会遵守旅游指南

我会很好地处理我产生的垃圾，以保持公园的干净整洁
我不会打 扰公园里的动 物和植物

幸福感 [54 ]

我的生活有目标、有意义

我能获得 来自社会关系 的支持并从中 受益
我对日常 生活既投入又 感兴趣
我积极为 其他人的快乐 和幸福做贡献

我有能力 做到那些对我 来说重要的事 情
我对我的 未来感到乐观

我是一个不错的人，过着美好的生活
别人尊重我

维度 题项

自主需要

我有一种选择和自由感。

我觉得我 的决定反映了 我真正想要的 。
我觉得我的选择表达了真正的我。
我觉得我 在做我真正感 兴趣的事情。

我有信心我能够把事情做好。

基本心理 需要 [55 ] 能力需要
我觉得我能胜任我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能力实现我的目标。
我觉得我 能成功地完成 困难的任务。

我觉得我关心的人也关心我。

归属需要 我感觉与 关心我和我关 心的人联系紧 密。
我与对我 很重要的其他 人感到亲密。
我对与我 共度时光的人 有一种温暖的 感觉

生态系统 文化服务

价值 [56 ]

审美价值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我可以在这里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我可以在这里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我可以在这里感受大自然的芳香

游憩价值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因为它为我喜爱的户外运动提供了场所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因为我可以在这里开展户外活动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因为它提供了多种户外活动设施（如营地、步道等）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因为它能让我更好地了解大自然

教育价值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增进我对自然的认识
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增进我的环境知识

2.2案例地选择与数据收集

截至 2021年底，上海全市森林面积达到 18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19.42%，随着城市森林资源的开发，森林游憩受到越

来越多游客的喜爱。城市森林公园作为城市“绿肺”，在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研究选择上海共青国家森林公园、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为案例，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典型性，案例地均为自然

生态型公园，在大都市环境中依然保留了森林、草地、水域、游憩、游乐、科普教育等多种服务功能，能够体现生态系统文化

服务的多样性。(2)代表性，案例地在上海乃至全国均具有一定知名度，年均接待游客量达到百万人次，游客可持续行为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探讨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3)可操作性，案例地分布在上海市区周边，对

于位于上海的笔者团队来讲具备较强的可进入性。

此次调研时间为 2022年 11月 5日至 11月 6日，一共发放和回收问卷 517份，其中佘山森林公园发放问卷 230份，上海共

青森林公园发放问卷 287份，删除基本信息不全、作答缺失等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 446份，有效率为 86.2%。数据分析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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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选择 Spss22.0，首先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计算人口统计特征回答者的百分比分布。之后计算 Cron 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

验，采用 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来衡量量表题项有效性，之后运用回归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3 结果及分析

3.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由表 2总体来看，性别和婚配的人口占比情况较为均衡，来源地集中于上海市，年龄层次中 19—30岁的青年群体占比显著，

且大部分为 1—5人与家人或朋友同事同行，教育水平绝大多数集中于本科与研究生，超半数在企业单位就职且个人月收入大部

分在 10 000元以上。

表 2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人口统计学变量 分组 频数 百 分 比 (% )

性别
男 200 44. 8
女 246 55. 2

婚配
未婚 259 58. 1
已婚 187 41. 9

年龄

18 岁及以下 18 4.0
19—30 岁 273 61. 2
31—50 岁 148 33. 2
51—65 岁 6 1. 3
65 岁以上 1 0.2

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21 4.7
专科 44 9. 9
本科 219 49. 1

研究生及以上 162 36. 3

个人月收入

2 000 元以下 50 11.2

2 000—6 000 61 13. 7

6 000—10 000 93 20. 9
10 000 元以上 242 54. 3

同行人数

1—2 人 208 46.6
3—5 人 186 41. 7
6—9 人 31 7.0

10 人及以上 21 4. 7

出游同伴

独自 26 5.8
家人 195 43. 7

朋友或同事 217 48. 7
其他 8 1. 8

游玩次数

1—2 次 88 19.7
3—5 次 155 34. 8

5 次以上 203 45. 5

职业

企业单位工作人员 231 51. 8
国家公务员 11 2.5

学生 79 17. 7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3 9.6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19 4.3
农民 24 5.4

技术工人 4 0.9
非技术工人 5 1. 1

退休人员 7 1. 6
待业／下岗 8 1. 8

其他 1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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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

上海市 372 83. 4
上海市以外的长三角地区 29 6.5

长三角以外的国内其他省市 44 9.9
境外 1 0.2

3.2信效度检验与因子分析

采用 SPSS软件对各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其中，克朗巴哈系数都位于 0.817—0.920之间，量表总信度为 0.945，说明量表

具有较好的信度，KMO的值位于 0.763—0.908之间，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性概率。通过对基本心理需要量表、生态系统

文化服务价值感知量表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征根大于 1的公因子，并按照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旋转，前者提取出 3个

因子：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总方差解释率达到 72.369%；后者提取出 3个因子：审美价值、游憩价值、教育价值，

总方差解释率为 79.607%。可持续行为提取出 1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64.420%，幸福感提取出 1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61.170%。

总体来看，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和结构效度。

3.3假设检验

可持续行为对旅游者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分析。旅游者可持续行为对幸福感的决定系数 R2为 0.237，调整后的 R2为 0.219,F

值对应是 13.512，显著性水平是 0.000(β=0.463,p<0.001），假设 H1得到验证，即旅游者可持续行为对幸福感具有正向积极影响

（表 3）。关于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存在争议，本文从生态学和旅游学的视角出发，再次证明了

可持续行为会对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6,24]。

表 3 可持续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

S. E

模型1
幸福感

模型 2
幸福感

β T Sig. S. E β T Sig.

（常量） 性别 年龄 0. 2062 0. 051 0.
049

1 . 106 0. 000
0. 006 0. 113 - 0.029 -0. 530

0. 2491 0. 910 0.
596

0. 019 0. 045 0.
043

0.000
- 0.030 -0.686 0. 493 0. 310

受教育程度 0.034 0.072 1. 384 0. 167 0.030 0.093 2. 027 0.043
同行人数 出游同伴 个人

月收入
0.032
0.042
0.027

0.052 1. 055
- 0.068 - 1. 312

0. 292 0. 190 0.
837

0. 028 0. 038 0.
024

0.038 0. 877 - 0.045 - 0. 979
0.006 0. 116

0. 381 0. 328 0.
908

游玩次数 0.033 0.073 1. 490 0. 137 0.029 0.063 1. 458 0. 145
职业

来源地
0.009
0.039

0.013 0. 253 -0.092 - 1. 889 0. 800 0. 060 0. 008 0. 035 0.017 0. 374 - 0.092 -2. 138 0. 709 0. 033

可持续行为 0.039 0.4631 0. 979 0.000
F 1. 271 13. 512

R2 0. 026 0. 237
调整后的 R2 0. 005 0. 219
显著性水平 0. 250 0. 000

基本心理需要对可持续行为和旅游者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对可持续行为和旅游者幸福感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时，利用

逐步回归的方式开展研究。自主需要对旅游者幸福感具有正向的影响（β=0.318,p<0.001），验证了 H2a，可持续行为对自主需

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16,p<0.01），验证了 H2b，与此同时，可持续行为对旅游者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β=0.328,p<0.001），

由此自主需要在可持续行为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验证了 H2c（表 4）。

-0.050 - 1.

017

- .011 -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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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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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主需要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1
幸福感

模型 2
自主需要

模型 3
幸福感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常量 0. 171 14. 710 0. 000 0. 208 10. 937 0. 000 0.
183

10. 450 0. 000

可持续行为 0. 039 0 .460 10.
930

0. 000 0. 048 0.416 9 .
632

0. 000 0. 041 0. 328 7 .485
0. 000

自主需要 0 . 037 0. 318 7 . 263
0. 000

F 119. 475 92. 775 93. 072
R2 0. 212 0. 173 0. 296

调整后 R2 0. 210 0. 171 0. 293
显著性水平 0. 000 0. 000 0. 000

能力需要对旅游者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β=0.391,p<0.001），验证了 H3a，可持续行为对能力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427,p<0.001），验证了 H3b，可持续行为对旅游者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β=0.294,p<0.001），因此能力需要在可持续行为对

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验证了 H3c（表 5）。

表 5 能力需要的中介效应

模型 1
幸福感

模型 2
能力需要

模型 3
幸 福 感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常量 0. 171 14. 710 0. 000 0. 227 8. 590 0. 000 0. 170 11. 384
0. 000

可持续行为 0. 039 0 . 460 10 .
930

0. 000 0. 052 0 . 427 9 .
946

0. 000 0 . 040 0 . 294 6 . 863
0. 000

能力需要 0 . 033 0 . 391 9 . 137
0. 000

F 119. 475 98. 927 112. 575
R2 0. 212 0. 182 0. 337

调整后 R2 0. 210 0. 180 0. 334
显著性水平 0. 000 0. 000 0. 000

关系需要对旅游者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β=0.316,p<0.001），验证了 H4a，可持续行为对关系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448,p<0.001），验证了 H4b，可持续行为对旅游者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β=0.319,p<0.001），因此关系需要在可持续行为对

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验证了 H3c（表 6）。

表 6 关系需要的中介效应

模型 1
幸福感

模型 2
关系需要

模型 3
幸福感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常量 0. 171 14. 710 0. 000 0. 189 13. 076 0. 000 0. 191 9. 439
0. 000

可持续行为 0. 039 0. 460 10.
930

0. 000 0. 043 0 . 448 10. 555 0. 000 0 . 042 0. 319 7. 129
0. 000

关系需要 0. 041 0. 316 7. 078
0. 000

F 119. 475 111. 404 91. 393
R2 0. 212 0. 201 0. 292

调整后 R2 0. 210 0. 199 0. 289
显著性水平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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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合自我决定理论，解释基本心理需要会在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产生中介作用，与已有研究中证明基本心理需要

会在慈善捐赠[55]、志愿活动[57]等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感中间起到中介作用相一致，并扩充了自我决定理论的实证研究在旅游中

的体现。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将旅游者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纳入可持续行为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 1；在模

型 1的基础上，分别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 3个维度纳入调节变量，建立模型 2；以模型 2为前提，将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

引入其中，构建模型 3。三个模型的 R2逐渐增大（△R2>0），该结果表明随着纳入模型中变量的不断增加，对因变量旅游者幸

福感的解释力度也随之增强。其中游憩价值（β=0.036,p>0.05），教育价值（β=-0.025,p>0.05）的交互项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

响。针对于审美价值这一维度的测量结果显示，模型 1、2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说明可持续行为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审美价

值对旅游者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 3中，交互项可持续行为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审美价值对旅游者幸福感有显著

性正向影响（β=0.13,p<0.01），通过调节效应检验。由此表明只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审美价值在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具有

调节作用（表 7—9），这与已有研究证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会对旅游者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稍有不同[56]，主要原因可

能是：(1)由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的无形性和获取过程的主观性，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以

及自身经历等主观因素，都会对文化服务价值评估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游客对于其感知到的价值可能会出现偏差；(2)相

较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的其他方面，审美价值是最容易被感知的，尤其是在湖泊、森林、草地、山地景观等特定的研究对

象中，所以当游客身处像森林公园这样的情境中时，更能感知到其审美价值，从而会对游客自身的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产

生调节作用[58]。

同一景观可以提供审美、游憩等多种价值，但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的感知程度有所不同。对于审美

价值的感知程度较强是因为景色优美通常与较完整的生态系统功能及其自然过程有关，他们共同促进生态旅游、户外运动和社

会互动，这一研究结果应该得到重视，因为参加户外游憩可以激励公众对环境友好的态度，在自然体验中游客对生态系统文化

服务价值的感知是生态文明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其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类型的公众感知相对较低，但这些服务对于人们放

松精神、获取归属感、实现心理恢复有着重要作用，需要利用多样性、稀有度指数对这些服务价值较高的区域进行有效甄别，

加强保护。

表 7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审美价值的调节作用

模型 1
幸福感

模型 2
关系需要

模型 3
幸福感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常量 0. 171 14. 710 0. 000 0. 204 10. 289 0. 000 0. 205 9 . 679
0. 000

可持续行为 0. 039 0. 460 10.
930

0. 000 0. 041 0. 413 9.
489

0. 000 0 . 040 0.421 9. 756
0. 000

审美价值 0. 038 0. 161 3.
692

0. 000 0 . 037 0. 176 4. 061
0. 000

交互项 0. 064 0. 130 3 . 115
0. 002

F 119. 475 68. 252 49. 629
R2 0. 212 0. 236 0. 252

调整后 R2 0. 210 0. 232 0. 247
显著性水平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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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游憩价值的调节作用

模型 1
幸福感

模型 2
幸福感

模型 3
幸福感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常量 0. 171 14. 710 0. 000 0. 210 9. 749 0. 000 0. 212 9 . 553
0. 000

可持续行为 0. 039 0. 460 10.
930

0. 000 0. 040 0. 423 9.
897

0. 000 0 . 040 0.424 9. 913
0. 000

游憩价值 0. 038 0. 160 3 .
741

0. 000 0. 038 0. 164 3 . 810
0. 000

交互项 0. 066 0. 036 0. 853
0. 394

F 119. 475 68. 485 45. 871
R2 0. 212 0. 236 0. 237

调整后 R2 0. 210 0. 233 0. 232
显著性水平 0. 000 0. 000 0. 000

表 9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教育价值的调节作用

模型 1
幸福感

模型 2
幸福感

模型 3
幸福感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S. E β
T

Sig.

常量 0. 171 14. 710 0. 000 0. 182 11. 713 0. 000 0. 182 11. 718
0. 000

可持续行为 0. 039 0. 460 10.
930

0. 000 0. 040 0. 391 9.
108

0. 000 0. 040 0. 389 9. 065
0. 000

教育价值
交互项

0. 030 0. 231 5 .
383

0. 000 0. 030
0. 050

0. 231
- 0 . 025

5 . 382
- 0. 613

0. 000
0. 540

F 119. 475 77. 988 52. 044

R2 0. 212 0. 260 0. 261

调整后 R2 0. 210 0. 257 0. 256

显著性水平 0. 000 0. 000 0. 000

4 结论、讨论与研究建议

4.1结论

本研究以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和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为案例地，探究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游客的可持续行为会正向影响其幸福感，也就是说实施可持续行为有利于游客幸福感的提升。其中，基本心理

需要的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都会在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产生部分中介的作用，具体来说，可持续行为会促进游

客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进而有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游客对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中的审美价值的感知会对可持续行为和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当游客对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审美价值感知越高时，越能够增强其可持续行为对幸福感的

影响。

4.2讨论

森林公园是森林与旅游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涉及森林经营、旅游管理、生态保护等诸多领域[59,60]，关于环境行为，国外

研究其和幸福感之间的联系逐渐成熟，而国内研究大多数从其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本文将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

究运用到中国森林公园的语境中，具有跨文化的意义，也丰富了幸福感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对于可持续的探讨，不仅局限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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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保护和环境可持续的要求上，在模型构建中，通过融入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进一步探讨文化可持续的重要性，证明了可

持续旅游发展对于环境和文化的双重意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被公认为是解释人类环境关系的最新方式，越来越多国家和学者

意识到了将文化服务运用于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性，可以揭示公众对景观多重功利和非功利价值的认知，鼓励维护生态系统文化

服务高价值区域，激励发挥多重景观功能，特别是通过激发那些往往被生物物理和经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忽略的生态系统文化

服务价值。

幸福感不仅是人们终身的追求与理想，也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石，已有研究发现，幸福与更健康的身体、更低的死

亡风险、更积极的社会关系、更高的生产力及更好的工作表现等一系列有益的结果息息相关[61]。上个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巨

大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然而相比之下，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却并未随着人均 GDP的增长而提升，

在世界各国中仅处于中间地位[62]。这一结果说明，物质生活的优渥并不等同于精神世界的富足，本研究的发现能够为如何提升

人们的幸福感提供一些现实启示。在当代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愈来愈重视的趋势下，作为生态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化引

起广泛重视，而森林公园既是传播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亦是人们回归自然，拥抱自然的绿色生态园，为人们提供多样的文化

服务。因此，使游客认识了解森林公园生态系统中的文化价值并在其中实施可持续行为尤为重要。

4.3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建议

研究游客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促进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游客自身价值感知的视角出发，通过融入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丰富了对于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的研究框架，但是本篇文章存在

以下不足之处：(1)针对于研究案例地的选择，本篇文章选择的是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和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对于国家公园类型的

研究具有局限性，未来研究需要检验在其他类型的国家公园中本文的结论是否仍然成立。(2)本篇文章采用的自我报告式的调查

方法，可能存在被调查者在填写关于可持续行为的相关问题时，存在自我欺骗和印象管理的情况，表现得比他们自身的实际情

况更有可持续行为的动机，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之后的研究当中，可以通过结合实验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使得研究

过程更为细致完备，增强研究结论的准确性。(3)针对于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从游客自身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而身在公园情境下，是否会有其他环境因素影响游客可持续行为以及可持续行为与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仍然有探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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