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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距离是影响人类各种空间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探索旅游者行为规律的重要变量。然

而，现有的旅游者目的地决策模型多将其作为约束条件处理，充分讨论了距离的阻力机制，却

忽视了对其引力机制的探索，也因此导致了理论与营销实践层面的不足。本文提出“距离欲”

来表述距离的引力作用，基于其审美情感基本属性，将其细分为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旅游动

机维度3个维度；根据旅游者旅游审美需求特点，从现代性审美视角切入，将其细分为游戏的距

离欲、时尚的距离欲、冒险的距离欲3个层次，并进行了理论阐述。研究进一步指出，距离欲是

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解读，距离欲概念的提出为旅游者外出旅游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解释，旅游

者对诗意“远方”的追求，是旅游者基本的审美需求，也是人类超越自我的本质追求，还是高速

发展的流动性社会中个体抵御异化的审美救赎。距离欲同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旅游的本质提

供了新的解读视角，旅游活动带来的距离的审美体验能够参与建构和重塑旅游者的心理结构，

在帮助旅游者更好的重返现实世界的同时，还积极的促进旅游者以和谐、宽容、独立的美学境

界来重塑现实世界。本文从距离视角切入，进一步证实了旅游活动在旅游者个体、群体乃至全

人类生存品质提升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对距离欲与其他行为变量的关系的进一步

梳理，最终形成了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基本解释框架。对距离欲的深入探索能够为全

球化的流动时代下旅游者外出旅游动机分析提供新解释，为旅游本质的解读提供新线索，具有

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提供了可能性，

为目的地营销机构针对感知距离的精准营销战略的制定提供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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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距离能产生美（吸引力），距离也能产生隔阂（阻力）。距离的“二律背反”是影响
人类各种空间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相关研究中，距离也被研究
者视作构建旅游者空间决策模型、探索旅游者行为规律的重要变量[1]，是旅游者决定是否
出游，何处出游以及选择何种线路出游的系列复杂决策的重要依据[2]，对旅游活动起着意
义深远的影响[3]。简化的距离（静态化、数值化的空间物理距离）常被应用于旅游者目的
地决策模型中，从汇总层面提供旅游者空间行为的系统信息，然而简化的距离信息反映
的是旅游者的空间决策结果，难以被用于作为自变量来解释旅游者为何会做出特定的目
的地决策。因此，有学者认为感知距离（Cognitive Distance, CG）反映了旅游者对居住
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实际距离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和结果[4]，相比较实际距离更加贴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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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主观加工过程的实际，能够更准确的反映旅游者的决策过程，是直接影响旅游者目
的地选择的变量。

但是，感知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机制是复杂的，被认为是包含摩擦
力、吸引力的复杂动力系统 [5]。旅游者在目的地选择过程中，既要面对距离的阻碍
（Frictional Effects of Distance），即由于距离而导致旅游者在时间、金钱、体力等方面的
花费[6]，又会受到距离的吸引（Catalytic Effects of Distance），即远距离的目的地因能满
足旅游者的探新求异、逃离惯常环境的需求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4]。旅游者目的地选择
中距离作用的二律背反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5, 7]，距离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既激励部
分旅游者选择离开惯常环境，也同样阻碍一些人选择更遥远的目的地。

现有的旅游者目的地决策模型多将距离作为约束条件处理，在充分考虑阻力的同时
却忽略了对其吸引力的考量，不仅无法充分揭示这一动态系统的内在运行规律，而且忽
视了在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过程中距离可能对旅游者出游意向产生的积极影响，忽视了距
离对旅游者出游动机形成可能做出的贡献。全面审视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动
力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和预测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这一探索在时空压
缩、全球化、个体化、流动性进程日益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尤为重要。

2 感知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

感知距离在消费者行为学研究领域被率先提出和应用于实践[8]。在旅游研究中，比较
广泛采用的感知距离定义是大尺度空间中，人们对不可视的场所间相对距离的信念[9]，是
经过个体主观加工后所形成的对实际距离的心理表征[10]。由于感知距离能够反映主体对
距离信息的主观加工过程与结果，因而广泛应用于个体或群体心理学与行为学的研究之
中。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不同维度的感知距离研究，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
关关系与近似的作用机制[11]。复杂维度中，心理距离被认为是综合维度感知距离的共同
结果[12]，空间距离、时间距离、社会距离、文化距离等是常见的延伸出的感知距离的细
分维度（图1），而其中空间距离被认为是多维感知距离产生的空间基底[13]，会影响其他
维度的判断[14]，因此，此次研究也主要关注空间感知距离。

在感知距离与旅游者行为的探索中，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感知距离还是影响旅游者
地方性认知[8]、满意度[15]、旅游消费决策[16]、旅游目的地决策[17]、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18]

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考虑感知距离，那么针对旅游者目的地决策行为的分析和预测则
有可能被误导，也可能是不完整的[8, 10]。

然而，感知距离对旅游者目的地
选择影响的研究却面临着一系列理论
与实践的困境。首先，距离变量虽然
被学者们尝试引入目的地决策模型，
但常被视作是旅游者出游限制的影响
因素，阻力机制虽得以深入探索，但
其可能对旅游者出游意向形成与特定
目的地选择的积极作用却被忽视了，
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规律
没有得到全面的揭示；其次，从实践
层面来看，正是由于对距离作用机制
研究的不足，才导致目的地营销机构

图1 多维度感知距离示意图[11]

Fig. 1 Multiple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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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感知距离的精准营销方面的不足[8, 19]，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也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成
果以供参考；再次，时空压缩的现实背景也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中距离的传统角色提出
了挑战 [20]，高速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变革对旅游者的出游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变化
的方式、方向与强度还亟待更深入的探讨。

由此可见，为了更深入的探索感知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规律，一方面需
要对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作用机制做更全面的探索，尤其是对其“引力”机
制探索的完善；另一方面，除了远——近的感知距离标准探索外，也迫切需求寻找一个
更具可操作性的变量。这一变量不仅应当承载实际空间距离的信息（物理距离），还应当
能够反映旅游者对距离信息的主观认知（即感知距离），不仅如此，我们还期待这一变量
能够反馈旅游者对所认知距离信息的情感评价（吸引或是阻碍）。这一反映旅游者深层次
心理加工水平的变量极有可能会通过与其他行为变量产生交互作用，更直接的作用于旅
游者出游意向，最终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距
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机制研究，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目的地选择过
程中距离之于旅游者的意义，从而为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提供新的解释，开辟新的认识。

3 距离欲——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新解释

3.1 距离欲的概念
Bullough在《Phys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提出了美

学研究中的“心理距离”的概念，认为美并没有纯粹的客观性，如果一味凭借既有的规
范、准则去评价美，会抹杀掉许多美的事实[21]。由于美的评价存在着显著的个体差异，
Bullough认为从心理学视角切入有助于更加深入的探索，美感源自于审美主体对审美对
象所保持的距离（即心理距离），这种距离消除了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实用态度从而使美感
有利于形成快感，使主体收获审美体验。物理距离 （Physical Distance）、时间距离
（Temporal Distance）是美学研究中特定心理距离的独特形式。若是主客体在心理距离上
失距（Losing Distance），例如差距（Under-distancing：因为功利性的目的而丧失审美体
验）或者超距（Over-distancing：因为距离太远，而导致主客体关系的衰弱，审美客体不
容易被理解和掌握），都会导致主体无法获得美感。在以差距临界值为下限，以超距临界
值为上限，这一段阈值以内的心理距离能够引起主体较好的审美体验（图2）。主体采取
距离行动（即贴近或远离审美客体从而寻求适度距离获取最佳审美体验的行为）才能获
得持续性的美感（图2中虚线箭头指示了抽象的距离行动的路线）。这一理论为本文研究
探索主体采取距离行动的动因，即寻
求 适 度 心 理 距 离 —— 距 离 欲
（Distance Desire, DD）的探索提供了
可能性与理论基础。

根据 Bullough 的相关理论，本文
提出距离欲的概念，距离欲就是距离
所引起的人们的情感需求及其变化。
在旅游者的出游行为研究中，距离欲
是距离所引起的旅游者的情感需求及
其变化。有别于一般人类行为的普遍

图2 距离欲的研究范畴
Fig. 2 Ranges of distance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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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欲，本文重点探索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过程中距离欲，应当属于审美距离的研究范
畴。研究能够带来审美体验的适度心理距离所引起的旅游者的情感需求及其变化（图 2
中灰色距离欲范围），即在以差距临界值为下限，以超距临界值为上限，这一段阈值以
内，主体为获取最佳的审美体验，采取特定距离行动，持续激发和唤醒积极审美情感产
生的要求和愿望的总和。

为进一步明晰距离、感知距离与所提出的距离欲的相关概念，本文对以上3个概念
的主体、客体、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做了进一步梳理与比对（表1）。对比发
现，实际距离描述的是空间位置，感知距离反映人们对距离远近的感知与判断，核心是
距离的远近；而距离欲是人们对距离所产生的引力或阻力的感知与判断，落脚点是距离
远近所带来的对未知的向往或逃离。距离欲对于旅游者行为的解释有着最为深刻的理论
内涵，虽然表现为目的地选择过程中旅游者对距离的情感诉求，但实质上，距离欲表征
的是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个体化理解。距离欲能够反映主体深层次的心理加工过程与结
果，因此与主体决策的关系最为紧密，内涵也最为深刻，有助于更深入的探索距离作用
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机制。

3.2 距离欲的维度与层级
审美活动也贯穿于旅游者旅游活动的全过程，是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者

对目的地审美价值的评估与审美情感的判断影响着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为了获得最佳

的旅游体验，旅游者也会采取相应的距离行动，包括适度心理距离的旅游目的地选择、

不同程度的旅游准备工作等。对距离欲的深入探索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旅游者采取相应距离

行动的根本原因，也有助于更全面的理解为什么旅游者会做出特定目的地决策。为了更深

入的理解这一根本动因，本文尝试通过维度与层级细分对距离欲内部结构做进一步探析。

3.2.1 距离欲的维度 距离欲是在旅游者在对距离的认知结果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感知

距离应当是距离欲形成的认知维度，其内容应当包括旅游者对距离远——近的感知。

审美判断的本质是一种情感判断（Emotional Judgment），审美情感在审美中居于中

心地位，并最终影响主体对对象物的判断与取舍。有学者提出环形模型（Circumplex

Model）对情感维度进行细分[22]，主要是基于Wundt, Woodworth、Schosberg、Feldmanbarret

等的情感三维度说（3个主要维度分别是愉快——不愉快、激动——平静、紧张——松

弛）及其拓展。还有学者在三维度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维度进行了四维度探析[23]。本文

表1 距离欲与距离、感知距离的概念辨析
Tab. 1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hysical distance, cognitive distance and distance desire

比较内容

主体

客体

内容

目的

意义

距离

-
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

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
空间实际距离

客观描述旅游者居住地与旅
游目的地的相对位置

① 客观描述空间中客源地
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关
系；② 探索旅游者行为空
间规律的基本变量

感知距离

旅游者

旅游者居住地、旅游目的地

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
空间实际距离的认知评价

旅游者对居住地与旅游目的
地相对位置的空间认知与评
价(距离远——近的判断)

① 反映旅游者对居住地与
旅游目的地远——近的认
知；② 探索旅游者空间认
知规律的基本变量

距离欲

旅游者

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的距离

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空间认知距
离的情感评价

旅游者对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相对位置
的空间认知的情感评价(距离远近带来的
吸引力——阻碍的判断)

① 反映旅游者对距离所产生的引力或阻
力的情感认知与判断(对距离远近所带来
的未知的向往或逃离)；② 直接作用于
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用于探索距离作用
机制的基本变量；③ 探索距离对旅游者
的意义的基本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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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距离欲作为一种审美情感与审美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对情感体验的要求和愿望，

参考情感维度的细分，有助于对距离欲的内部结构开展进一步研究。旅游者对想象中旅

游地与出游目的的符合程度、爱憎、褒贬等情感体验和态度直接影响旅游者的目的地选

择。本文参考常用心理学情感研究中的情感三维度说，尝试构建距离欲的情感维度，内

容包含愉快——不愉快、激动——平静、紧张——松弛。

此外，旅游活动还有不同于其他人类一般行为的特点，逃离惯常环境是旅游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旅游本质的讨论以及后现代性、认同感相关研究成果，也进一步揭

示逃离是促使旅游者出游的重要动机[24]，目标在于寻求与惯常环境及他者适度心理距离

的形成与保持[25-26]。因此，本文认为旅游动机维度也应当引入距离欲的细分维度，主要内

容应当包括对旅游者对距离的向往——厌弃。

3.2.2 距离欲的层级 从需求的一般属性来看，距离欲是旅游者基本心理需求的重要组成

部分，适用常规旅游者需求层次分析框架。从需求的特殊性来看，由于距离欲与旅游审

美需求有着特殊联系，根据其满足审美需求类型、程度的不同，距离欲存在着强度的差

异，其层级划分又有可能具有其自身的结构特点。从需求的稳定性来看，由于距离欲一

方面反映旅游活动的本质（离开惯常环境且具有审美活动的性质），从旅游者需求层次的

整体结构来看必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其反映旅游者对心理距离的情感需

求（情感结构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因而旅游者个体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从距离欲自身

的层级结构来看，可能具有个体差异与易变化性，并且具有鲜明的文化与时代烙印。

结合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分析 [27]，距离欲对应主体的生理距离需要、安全距离需

要、社会距离需要、尊重距离需要与自我实现距离需要（图3）。生理层次的需求中，有

关距离欲需求的内容可能表现为主体对适度距离的寻求从而求得生存；安全层次的需求

中，有关距离欲的需求的内容可能表现为主体对适度距离的寻求从而获得安全保障；社

会交往层次的需求中，有关距离欲的需求内容可能表现为主体对适度距离的寻求从而实

现情感的维系或是互动；在尊重层次的需求中，有关距离欲的需求内容可能表现为主体

对适度距离的寻求来展现社会差别或是寻求身份认同；在自我实现层次的需求中，有关

图3 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理论与对应的距离欲需求层次
Fig. 3 Maslow's pyramid of needs and inverted pyramid of distance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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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欲的需求内容可能表现为主体对适度距离的寻求来实现对理想自我的寻求以及对现

实生存的解放与自由。
从需求的特殊性来看，距离欲在反映旅游者基本心理需求的同时，更突出反映旅游

者的审美需求。这种需求通过创造距离来满足个体对生活的审美、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对生活的诗意的发现以及对自我的救赎[28]。根据其满足旅游审美需求的内容、程度的差
异，本文从时代背景出发，结合现代性、美学研究的相关分析，根据距离引起的旅游者
情感需求的强度变化，将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过程中的距离欲细分为3个层次，即游戏的
距离欲、时尚的距离欲和冒险的距离欲。

游戏的距离欲：“游戏”为个体在一定时空中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围绕
一定的目标开展的活动，这一活动进行中伴有紧张、愉悦的感受以及区别于平常生活的
意识[29]。美存在于对游戏的体验过程中，游戏活动也是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因为
游戏的形式淡化了所有的存在现实[30]，游戏的态度消除了事物的内在功利性，“事物仅仅
依靠纯粹的形式而产生作用，完全忽略了生活的真实内容”[31]，帮助个体实现了从现实
存在中短暂的逃离。但是，这种距离是有限的，游戏的开始宣告日常生活的中止，游戏
的结束也就宣告着日常生活的继续。游戏可以说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距离体验，游戏的
距离欲是基本层次的审美需求。针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而言，这一需求集中体现在
旅游者的日常闲暇之中，注重形式的审美游戏既能够帮助旅游者摆脱日常的生活，又能
够实现对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超越，收获审美化的体验。

时尚的距离欲：“时尚”是对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与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32]。同
时存在着对社会差别（通过模仿他人融入一个社会群体）和身份认定（通过拥有别人没
有的新东西来凸显个性与独特）的追求[33]。从审美视角来看，时尚活动是区分性（与现
实拉开距离，进而使生活具有审美意义）与从众性（无距离与反审美）的对立统一。在
考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的基础上，时尚的距离欲还必须进一步考虑个体性与超个人的集
体性之间的距离，此外，时尚还具有迅速而持久的变化特性[34]，因此，时尚的距离欲还
反映对距离的动态平衡性的诉求，属于较复杂、较高层次的审美需求。针对旅游者目的
地选择行为而言，这一需求集中体现在旅游者对反映社会差别和身份认同的目的地或旅
游方式的选择之中，体现于大众旅游与个性化旅游的互动之中，反映在多样性旅游需求
的动态变化之中。时尚的距离欲反映了旅游者通过与众不同的行为模式来对日常生活刻
板模式的中断与颠覆的审美需求。

冒险的距离欲：冒险是人类现代性生存中的一种极端体验，是对生存的越境[35]。人
类作为“越境者”一方面在一个边界内，另一方面又能够自觉的意识到这点并且能够超
越这个边界性。超越和突破精神生命界限的存在的方式之一就是冒险，就是从生活的连
续性中突然消失或离去[32]，包括对生存空间的超越和对连续时间存在的超越，也实现了
对现存自我的不断超越。冒险的距离欲消除了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条件性和制约性，使生
命作为整体，并在其强度与广度上为人所感受[36]。冒险的距离欲追求对物化生活的明确
决裂，也反映个体对观察的物化现实的明显拒绝[28]，属于更深层次的审美需求。在旅游
者目的地选择中，这一需求在形式上体现为对更遥远、更神秘目的地的渴望，对更陌生
环境的向往、对更有挑战性、更为深刻的活动内容的偏好等。常见的表述方法如“一生
中必须要去一次……”，或者表现为冒进性的旅游决策（对日常生活连续性的突然中
断），如“说走就走的旅行”等，最终体现为旅游者体验需求的升级，实质上则体现旅游
者自我超越的本质追求。在稳定的反映人类超越自我的本质追求的同时，这一需求的上
升趋势也客观反映着旅游者审美需求的现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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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距离欲能够满足旅游者
基本的心理需求，因此具有稳定
的层级结构，但是由于审美需求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体化差
异。因此距离欲层级结构也具有
一定的变化性，并且在历时性分
析、个体性分析、异质群体对比
性分析中可能体现出差异化的时
代特征与文化性格。由于这一研
究的细致开展可能是另一个更加
广阔的领域，因此，本文主要聚
焦于现代化视域下，群体共性的
分析。综合考虑距离欲的概念、
维度与层级，本文对距离欲的内
部结构做了进一步的整合与梳理，通过图4展现了距离欲的维度与层级的相互关系。
3.3 距离欲的本质——旅游者诗意的“远方”

通过对距离欲的概念、维度与层级的讨论，可以发现距离欲的直接表现是旅游者对
适度的心理距离的情感需求，而实质是人类超越自我的本质追求和抵御异化的审美救
赎，既客观反映了旅游审美需求的现代化转向，又为个体应对高速发展的流动性社会提
供了应对策略。距离欲为我们回答旅游者为什么要去旅游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旅游者所寻求的“远方”，带给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离
开惯常环境才能称之为旅游者？什么才是旅游者的惯常环境？）“远方”（离开惯常环境实
质是日常生活连续性的中断）带给旅游者的是一种距离的体验，这种体验让旅游者个体
的内在世界重返自身，从而抗拒并超越外在物化的世界（旅游者的惯常环境即连续性的
日常生活），而外在的物化世界（包括旅游目的地、旅游过程、旅游者的惯常环境等）由
于远离了与旅游者的各种功利性关系，得以在旅游者面前显示其独特个性，成为纯粹的
审美对象，并进而作为审美体验进入旅游者的内在世界，成为旅游者内在心理结构的一部
分。帮助旅游者带着审美的体验重新审视惯常环境，怀着审美的心态重新投入日常生活，
并在与惯常环境中的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促进和酝酿新的或者更深层次的审美需求的产生。

由此可见，距离欲是旅游者对远方的追求，不仅仅反映旅游者对感知距离的情感加
工，更是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解读。
旅游者外出旅游，是因为旅游活动带
来的距离的审美体验能够满足旅游者
对和谐（弥合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各种
区隔和分裂）、宽容（对差异性的尊
重与认可）、独立 （个性的自由建
构）精神境界的追求[37]，满足旅游者
个人身心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根本
需求（图5）。图5中的距离欲层级与
图 4 中的距离欲层级并未产生矛盾，
图 4通过水平轴展示了随着实际距离
变化，距离欲的层级可能随之发生的

图4 距离欲的维度与层级关系图
Fig. 4 The dimension and hierarchy diagram of distance desire

图5 距离的意义
Fig. 5 The essence of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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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图5的金字塔结构的垂直细分的主要依据是距离欲的强度。
距离欲的核心是一种审美精神，这一精神追求的实现能够帮助旅游者重塑日常生

活，实现个体的精神提升，使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超然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局限，进入
更高的精神境界。距离欲同时为解读旅游的本质提供了新线索，旅游活动带来的距离的
审美体验能够满足旅游者对和谐、宽容、独立精神境界的追求，旅游以审美体验的形式
参与建构和重塑旅游者的心理结构，从而帮助旅游者更好的重返现实世界，以和谐、宽
容、独立的美学境界来重塑现实世界，提升旅游者个体、群体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品质。

4 距离欲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解释框架

为进一步厘清距离欲作用于旅游者目的选择作用机制，本文将从距离信息加工的单
一维度以及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综合维度，从宏观、微观视角对距离欲与其他行为
变量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理论梳理，以期提供可供参考的解释框架。
4.1 旅游者目的地选择中距离信息的加工

图6反映了从距离维度切入，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过程中距离信息的加工过程。实际
距离是对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者目的地绝对空间的表征；基本内容是区位与绝对的空间
关系。作用是使旅游活动开展过程中的物质性的对象、事件，过程可以被清晰的被个体
化，并得到描述，研究核心是物理层面的边界的探索以及绝对空间关系规律性的变化。

感知距离是对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者目的相对空间的表征；一方面受到主体认知加
工方式（社会、文化、生活经历等）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客观度量标准（物理距离、
成本、时间）的影响，是相对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作用是表征旅游者对实际距离信息
认知加工过程与结果；研究的核心是对旅游者整体层面认知结果（近——远）的标准的
探索，以及旅游者个体层面认知偏差（高估——低估）产生原因的探索。

距离欲是对旅游者居住地与旅游者目的关系性空间的表征；基本内容是对距离的价
值与意义的判断；作用是表征旅游者对距离信息的情感加工过程与结果；研究的核心是
旅游者共有的稳定的距离价值判断，以及个体化、历时性、有差异的，具有鲜明时代、
文化特征的距离意义的探索。

总体看来，实际距离——感知
距离——距离欲是宏观到微观的研
究视角的转变，也反映了距离信息
加工逐渐深化的过程。三者是对旅
游者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空间内容
不同方式的空间解读，也进一步揭
示了三者有各自的适用情景，适用
于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旅游者目
的地选择行为研究。如实际距离更
适用于宏观层面对旅游者空间总体
行为规律的探索；感知距离既适用
于宏观层面对旅游者总体空间认知
规律的探索，又适用于对个体认知
差异性的分析；而距离欲除了适用
于从宏观层面探索旅游者的稳定性

图6 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过程中距离信息的加工
Fig. 6 The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distance information in tourists'

destination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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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需求特征外，作为微观个体深层次心理加工的结果，会更直接的作用于旅游者的意
向与行为，适用于作为独立变量，引入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机制探索之中。
4.2 距离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的宏观解释框架

推拉模型是解释旅游者出游行为的经典理论[38]，是常用的宏观层面目的地选择行为
解释框架，其优势在于以简洁清晰的概念模型，厘清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动力机
制。其中推力被认为是旅游者个体的内在心理驱动（内在需求），拉力被认为是旅游目的
地或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来的作用力（外部的吸引力）。

推力因素的分析常常借助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如社会交往、尊重以及自我实现
等）以及所研究的旅游行为特点（如观光型、休闲度假型或者如自驾游、徒步型等）进
行梳理，拉力因素的主要依据则是旅游地或旅游吸引物的属性，在推、拉因素分析的基
础上，还会开展对影响两者交互作用实现的阻力因素的分析。

本文借鉴推拉理论的概念模型，
从宏观层面对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
择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在传统
的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研究中，空间距
离被视作是旅游者需要花费时间、精
力去克服的阻力（阻力因素）（图 7）。
有学者认为除此之外，距离还存在着
吸引旅游者到访的引力作用的神秘维
度[5]，但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述。本文
中距离欲概念的提出完善了对这一神
秘维度的理论阐释，认为距离欲是对
距离引力机制的表征，是从距离维度对已有研究中旅游者出游内驱因素研究的补充和完
善。虽然Bullough的心理距离不单单指空间距离或时间距离，但是空间距离仍然是复杂
维度心理距离产生的根本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空间距离又是构成心理距离的重要组
成部分。适度的心理距离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审美需求，是吸引旅游者出游的重要动因
（推力因素）。作为心理距离重要组成部分的空间距离，也承载着形成特定心理距离，吸
引旅游者到访的引力属性，旅游目的地或旅游吸引物因为能够提供满足旅游者距离欲需
求的距离产品而吸引旅游者的到访（拉力因素）。

虽然推拉理论能够简明清晰的表述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作用机制，但
由于其不分尺度的机理分析无法从微观层面揭示距离的作用机制，也不适用于历时性的
过程分析。因此，本文将在宏观框架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旅游者个体层面距离与
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微观解释框架。
4.3 距离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的微观解释框架

在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常常被研究者使用的分析模型，因为其非常适用于计划行为的针对性分析，并
且能够显著提升对明确定义的人类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39]，其理论模型框架尤其适用
于从个体（微观）层面开展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动态机制的探索[40-43]。本文将借鉴计
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本框架，展开对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微观解释框架的讨论。

计划行为的基本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相信某些行为能够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态
度）、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参照群体可能会支持他们的行为（主观规范），以及如果他们认
为自己拥有参与此类行为的资源、能力和机会（知觉行为控制），那么他们会更愿意执行

图7 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宏观解释框架
Fig. 7 The macroscop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of distance

dynamics and tourists' destination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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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行为。这些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将影响他们的行为意图，从而影响他
们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基本模型（TPB）框架如图8所示。

4.3.1 基于距离欲拓展的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DD-TPB） 基于上文对距离欲的理论阐
释，本文对距离欲与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其他行为变量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分
析，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基础之上，尝试构建基于距离欲拓展的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
（图8）。

距离欲与旅游者出游意向：距离欲反映旅游者为了获取最佳的审美体验，采取特定
距离行动，持续激发和唤醒积极审美情感产生，选择一定心理距离的旅游目的地的要求
和愿望，这一需求的满足能够促使旅游者出游意向的形成。因此距离欲可能会积极促进
旅游者出游意向的产生。

距离欲与旅游者出游态度：距离欲反映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感知距离的情感评价，适
度的感知距离是形成个体对距离信息情感评价的认知基础，所激发的距离欲能够促使旅
游者积极情感的产生[24-26]，是旅游者出游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者积极态度的产生能
够促使旅游者做出目的地决策[40-44]，而距离欲可能在旅游者态度与出游意向的作用过程中
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因此旅游者出游态度可能与旅游者距离欲正相关，距离欲有可能
是旅游者出游态度作用于出游意向的中介变量。

距离欲与旅游者主观规范：参照群体是个体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45]，影响旅游者对
目的地决策域的认知边界[46]。旅游者主观规范信念的强度则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情感态
度的强度[40-43]，主观规范信念的组成部分中也可能包含旅游者对参照群体有关距离欲观点
的认知与评价，最终影响旅游者的目的地决策。换句话说，距离欲有可能在旅游者主观
规范与出游意向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Bianchi等在对短途与长途旅游者的比较研究中发
现，社会理想化自我的概念（Ideal Social Self-concept）能够促使旅游者出游意向的形成，
并且比起短途旅游者，其对长途旅游者的影响更为显著，这种对“炫耀感”[47]的追求，
有可能激发旅游者的距离欲，进而促进旅游者出游意向的形成[48]。因此旅游者主观规范
可能与旅游者距离欲正相关，距离欲可能是旅游者主观规范作用于出游意向的中介变量。

注：虚线箭头为待验证的理论假设

图8 距离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的微观解释框架
Fig. 8 The microscop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of distance dynamics and tourists' destination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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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欲与旅游者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个体对自己执行某一行为的能力
的感知，高水平的知觉行为控制会促使旅游者出游意向水平的提升[49]。知觉行为控制水
平受到主体不确定性感知水平（Perceived Uncertainty）的影响，不确定性感知水平越
高，主体的知觉行为控制水平越低，出游意向水平越低[50]。空间分隔产生的距离而可能
带来的旅游者的潜在忧虑，离开了熟悉的安全距离是旅游者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之一[51]，
并对旅游者的知觉行为控制水平产生不利影响[50]。而距离欲包含旅游者对陌生、不熟悉
环境的一种探索与追求，这种情感诉求能够有效降低旅游者的潜在忧虑，把这种忧虑转
化为一种征服欲，甚至成为情感体验的来源，是理想化自我实现的路径[48]。因此，较强
的知觉行为控制水平有可能影响距离欲的产生，进而促使旅游者积极意向的产生。因此
距离欲可能与旅游者知觉行为控制正相关，距离欲也可能是旅游者知觉行为控制作用于
出游意向的中介变量。

距离欲与旅游者出游行为：距离欲所凝聚的审美精神可能表现为旅游者对生存的越
境[35]，通过旅游活动从生活的连续性中突然消失或离去[32]，包括旅游者对生存空间的超
越与对连续时间存在的超越。尤其是在时空压缩、流动性加速的当下，人们的精神图景
难以匹及转瞬即逝的意向，而时空压缩也总是损害人们应对周边现实的能力[20]。旅游者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有可能采取冒进性的旅游决策，直接做出旅游决策，也可以被称
之为“说走就走”的旅游方式，因此距离欲也有可能直接促使出游行为的产生。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构建了基于距离欲拓展的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DD-TPB）
（图8）。
4.3.2 基于感知距离拓展的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CG-TPB） 基于上文所述，感知距离
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包括阻力机制与引力机制，阻力机制已经得到了较为广
泛的探讨，感知距离通过产生感知不确定性削弱旅游者知觉行为控制水平，从而降低旅
游者出游意向，给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带来负面影响[50-51]。

距离欲为感知距离的引力机制的探索提供了思考方向。针对特定的旅游目的地，感
知距离可能是距离欲产生的原因之一。但是针对不特定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尤其是对旅
游者的实际决策行为而言，本文认为距离欲应当是独立于感知距离的变量，而感知距离
则在距离欲与其他行为变量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因为距离欲反映旅游者的情感需求特
征，是旅游者行为信念的来源，旅游者往往从情感需求出发，再做出目的地的甄选。感
知距离通过影响距离欲与其他行为变量之间关系的内容、强度从而发挥重要的调节作
用，这一机制更加符合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现实情境。举实例来看，旅游者往往是先有

“我想要离开/我想去远方”的情感需求，然后再决定去什么地方，去多远的地方。如果
旅游者的距离欲越强烈，那么感知距离越遥远越能够通过满足旅游者的距离欲而提升旅
游者出游意向水平，也越能激发旅游者形成积极的出游态度，也越能促使重要参照群体
的积极意见为旅游者所采纳，也越能够通过提升旅游者知觉行为控制水平来促使旅游者
出游意向的形成，从而做出目的地决策。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尝试构建了基于感知距离
拓展的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CG-TPB）（图8）。
4.4 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解释框架

综合距离信息加工的单一维度、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综合维度，宏观、微观视
角相结合，本文提出了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基本解释框架（图9）。研究框架从右
至左反映的是从距离视角切入，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的拓展与完善；从左至右，反
映的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机制，包括距离信息的加工过程及其与其他行
为变量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包括距离的引力机制与阻力机制的全面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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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距离欲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研究的启示

5.1 距离欲为全球化的流动时代旅游者外出旅游动机分析提供了新解释
在全球化的流动时代，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快的流动现象[24]促使了诸多新兴旅游活

动的产生，自驾游、骑行游、徒步等旅游形式无不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旅游者不
再以某个旅游地点为目的，而将整个流动过程作为旅游目的地，即旅游者逐渐从“凝
视”（Tourist Gaze）转变为一种移动的“扫视”（Travel Glance） [52]，这一变化给传统的
在途（Travel to Site）、在场（On-site Activity）和返程（Return Travel）三阶段的体验理
论带来了挑战。张朝枝等从流动性视角出发提出了在这种“扫视”过程中旅游体验的解
构方法，建构了旅游者流动性体验的行为——氛围——情感体验模型，尤其强调在流动
性旅游产品开发中情感氛围的营造[52]。当“旅程”比目的地更重要的时候，旅游者越来
越重视在旅游过程中情感体验的获取。一方面，对旅程的重视程度的提升，会直接促使
旅游者出游实际空间距离的增加，远途的旅游目的地因为能够提供“距离产品”满足旅
游者的“扫视”需求，因而获得旅游者更多的偏爱；另一方面，旅程中距离的审美体验
能够满足旅游者对和谐、宽容、独立精神境界的追求，满足旅游者个人身心健康、生活
品质提升的根本需求。距离欲既是旅游者基本的情感需求，又能够反映旅游者审美需求
的现代化转向；既反映人类超越自我的本质追求，又是在时空压缩的全球化流动时代背
景下个体抵御异化的审美救赎。
5.2 距离欲表征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探寻，提供了对旅游本质的解读线索

距离欲是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解读，是旅游者所寻求的诗意远方的表征。这种对诗
意远方的寻求是一种对距离体验的寻求，这种体验让旅游者的个体内在世界重返自身，
从而抗拒并超越外在物化的世界。外在的物化世界由于远离了与旅游者的各种功利性关
系，得以在旅游者面前显示其独特个性，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并进而作为审美体验进
入旅游者的内在世界，成为旅游者内在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帮助旅游者带着美的旅游体
验重新审视惯常环境，怀着美的心态重新投入日常生活，并在与惯常环境中的日常生活
的互动中促进和酝酿新的或者更深层次的审美需求的产生，距离的意义在旅游活动中得
以被旅游者寻获与实践。

图9 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解释框架
Fig. 9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distance and tourists' destination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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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欲同时为我们解读旅游的本质提供了新线索。距离欲的核心是一种审美精神，
这一精神追求的实现能够帮助旅游者重塑日常生活，实现个体的精神提升，使旅游者通
过旅游活动超然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局限，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旅游活动带来的距离
的审美体验能够满足旅游者对和谐（弥合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各种区隔和分裂）、宽容（对
差异性的尊重与认可）、独立（个性的自由建构）精神境界的追求，旅游以审美体验的形
式参与建构和重塑旅游者的心理结构，从而帮助旅游者更好的重返现实世界，以和谐、
宽容、独立的美学境界来重塑现实世界，提升旅游者个体、群体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品质。
5.3 距离欲提供了从微观层面认识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距离衰减规律的新视角

Greer等的研究认为距离衰减（随着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实际距离的增加，旅游者的
到访量逐渐减少）的原因是旅游需求的减少与旅游供给的不均衡[53]，为距离衰减提供了
宏观层面的理论解释。Mckercher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指出，从细分市场层面来看，距离衰
减实质上反映了细分市场多元化特质的减弱和消失，并引入了有效旅游禁区（Effective
Tourism Exclusion Zone, ETEZ）的概念，来阐释距离变化与旅游地产品供给及产品易获
取性以及细分市场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3, 16, 19]。然而从微观层面，尤其是旅游者个体层面
来解释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却存在着一定困难，因为距离是一个包含物理、地理、人文情
境、又受多个行为变量综合影响的变量……不具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构[3]。而距离欲变量的
引入，则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首先，距离欲能够为我们认识距离衰减定律提供一个
基于旅游者个体分析的微观视角，距离欲变量不仅承载着主体对距离信息的认知，还综
合反映个体对距离信息的情感取向，是主体对距离信息深层次心理加工的结果。距离
欲、旅游者出游意向随着实际距离的增加而发生的规律性变化能够为我们从微观层面探
索距离衰减规律提供新的认识。其次，距离欲所表征的距离的引力作用，与时间、金
钱、精力成本所表征的距离的阻力作用一起，可以更全面的解释距离衰减的阶段性变化
（尤其是到达临界距离之前，到访量没有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反而增加），提供一个
可供参考的连续型变量，来弥补距离衰减过程中总体空间分异、细分市场动向得以刻画
的同时，个体阶段性变化研究不足的情况。
5.4 距离欲为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更完善的理论解释

对距离欲这一变量自身结构的探索，包括其理论内涵、维度与层级细分的探索能够
为距离内隐效应（Implicit Effects of Distance） [54]提供情感维度的认识与分析框架，能够
应用于探析距离作用机制（Distance Dynamic）的复杂结构。而距离欲的核心价值，在于
为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二律背反的动力机制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即在一
定的距离范围内，空间距离既是需要旅游者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克服的阻力因素，又是激
发旅游者距离欲的吸引力因素，两者共同构成了旅游者目的地选择中的二律背反，这两
股力量的交互作用最终影响着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在阻力机制得以深入探讨的基础上，
距离欲的研究能够补充和完善其引力机制的讨论，从而提供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距离动态
机制的分析框架。
5.5 距离欲变量的引入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距离欲变量引入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旅游者目的地选择
模型的解释力与预测力。距离欲变量的引入，首先是对距离作用机制的完善，也是对目
的地选择模型的补充和完善。其次，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开始修
正主客体对立的研究方法，不再单方面侧重对客体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因素的探讨，或是
单方面侧重对主体旅游者动机和偏好的探索，逐渐转向于对两者作用机制的更为宽阔的
作用场的探索。在这一转型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评价两者作用关系的相对指标的选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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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距离欲作为旅游者对主客体作用的情感评价，既反映旅游者偏好，又能反映旅
游者对主客体相对距离的信念和期待，与旅游目的地决策行为关系最为密切，具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是更理想的行为变量选择。

有关距离欲的研究还能够为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决策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有参考
价值的边界界定标准与动态评价指标。从距离视角切入，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
如Lin等提出了感知距离域（Cognitive Distance Range），将旅游者的决策域细分为心理
距离域（Psychological Distance Range）、混合距离域（Hybrid Distance Range）和物理距
离域（Physical Distance Range） [5]，Mckercher等提出的有效旅游禁区（ETEZ） [3, 19, 54]等，
并指出不同决策域旅游者行为有着规律性变化的行为特点，对目的地细分客源市场、开
展精准营销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决策域研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理论困境在于其
无法解释旅游者目的地决策的备选域的形成过程（即决策的边界的形成），实践困境则在
于其难以使用动态的评价体系来反映备选项逐渐减少的过程。距离欲的深入探索不仅能
够为感知距离域和有效旅游禁区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还能够为决策域初始边界的形成
提供新思考。一方面，距离欲促成旅游者出游意向的理论分析启示我们，是否能够促成
旅游者距离欲的产生，是旅游目的地能否进入潜在目的地知觉域的界定标准之一，旅游
者距离欲的程度高低与偏好，影响着旅游者目的地知觉域的边界；另一方面，距离欲的
程度高低与偏好，还会成为旅游者进行目的地之间比较的评价标准与决策依据，影响着
旅游者在知觉域—初期考虑域—后期考虑域的阶段性变化。距离欲为决策域的形成及变
化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与参考。
5.6 距离欲为针对感知距离的精准营销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

① 距离欲为目的地的营销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不应当仅仅将距离视作是旅游发展
的阻力因素，而应当意识到感知距离也有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对象，距离欲的激
活与激发可能是这一营销思维转向中重要的战略方向。② 基于距离欲的市场细分策略能
够为目的地进一步实现精准营销提供新途径。距离欲的特征、层次、水平表现能够表征
旅游者差异化的出游态度，进而为目的地提供客源市场细分标准与依据，以便目的地营
销机构根据细分市场的特点（尤其是对旅游目的地有探索性、刺激性、逃离性等审美需
求的旅游者），开展针对距离欲的相关营销，提升精准营销的科学性与有效性。③ 距离
欲的相关研究也为目的地宣传信息的组织、渠道选择提供了新内容。目的地是否能够激
发旅游者的距离欲以及激发程度的高低，反映了旅游者对目的地距离属性认知与情感评
价，也促使距离欲成为了目的地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应该成为目的地宣传推广中
的重要信息。除了重视口碑信息内容及渠道与推广策略，目的地营销机构还应当意识
到，对有关距离欲的分类信息进行深入探索、有目标的传达与推送距离欲相关信息、选
择合适的宣传渠道与传播策略都有助于直接或间接促成旅游者出游意向的形成。

6 结论

距离是影响人类各种空间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变量。
感知距离比起实际距离能够更好的解释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感知距离作用于旅游
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机制是包含摩擦力、吸引力的复杂动力系统，现有的旅游者目的地
决策模型多将距离作为约束条件处理，在充分考虑阻力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其吸引力的考
量，不仅无法充分揭示这一动态系统的内在运行规律，而且忽视了在旅游者目的地选择
过程中距离可能对旅游者出游意向的积极影响，忽视了距离对旅游者出游动机形成可能
做出的贡献，也因此导致了感知距离重要性在得到充分肯定的同时，却在理论层面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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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实践层面的应用中面临诸多困境。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全面审视距离作用于旅游者
目的地选择的动力机制，从而更好的解释和预测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这一探索在时
空压缩、全球化、个体化、流动性进程日益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尤为重要。

根据Bullough的相关理论，本文提出距离欲的概念，并比较了距离、感知距离、距
离欲3个概念的差异。认为实际距离描述的是空间位置，而感知距离反映人们对距离远
近的感知与判断，其核心是距离的远近；距离欲是人们对距离所产生的引力或阻力的感
知与判断，落脚点是距离远近所带来的对未知的向往或逃离。距离欲因为能够反映主体
深层次的心理加工过程与结果，因此与主体决策最为紧密，并且内涵最为深刻，能够帮
助我们进一步探索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个体化解读。

本文尝试对距离欲的内部结构做进一步探析。基于距离欲审美情感与审美态度的基
本属性，将距离欲细分为认知维度、情感维度、旅游动机维度3个维度。根据旅游者旅
游审美需求的层次结构，从现代性审美视域切入，将距离欲细分为游戏的距离欲、时尚
的距离欲以及冒险的距离欲3个层级，并做了理论阐述。此外，本文还对其层次结构的
稳定性做了探析，认为距离欲一方面属于审美需求的基本范畴，具有稳定的层级结构；
另一方面由于审美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体化差异，因此距离欲层级的具体表现
也具有一定的变化性，并且在历时性分析、个体性分析、差异性群体对比性分析中体现
出时代特征与文化性格，并指出这一研究的细致开展可能是另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距离欲内部结构的讨论，本文进一步指出，距离欲的实质是旅游者对诗意远
方的追求，在适度的心理距离的情感需求的背后，是人类基本的审美需求，也是人类超
越自我的本质追求，更是高速发展的流动性社会中个体抵御异化的审美救赎，为旅游动
机分析提供了新的解释。距离欲是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解读，同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旅
游活动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旅游活动带来的距离的审美体验能够满足旅游者对
和谐、宽容、独立精神境界的追求，旅游以审美体验的形式参与建构和重塑旅游者的心
理结构，从而帮助旅游者更好的重返现实世界，以和谐、宽容、独立的美学境界来重塑
现实世界，提升旅游者个体、群体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品质。

为进一步厘清距离欲作用于旅游者目的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从距离信息加工的单
一维度以及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综合维度，从宏观、微观视角对距离欲与其他行为
变量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理论梳理，并最终形成了距离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的解释
框架。

最后，本文认为对距离欲的深入研究，为在全球化的流动时代下旅游者外出旅游动
机分析提供了新解释；为我们提供了旅游本质的解读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距
离之于旅游者的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从微观层面认识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距离衰减规律
的新视角；为更加全面的认识距离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动力机制提供可能的理论
解释；为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提供可能性；为目
的地营销机构针对感知距离的精准营销战略的制定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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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distance:
A framework of distance desire and tourist destination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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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all kinds of human spatial behavior and
is also a major variable in exploring the laws of human behavior. However, the existing tourist
destination decision model treats distance as a constraint condition, comprehensively
discussing the frictional effect while ignoring the impacts of the catalytic effect of distance.
This has led to a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marketing practic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distance desire to express the catalytic effect of distance. Based on its basic attribute of
aesthetic emotion, the concept is sub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and the travel motivation dimens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aesthetic demands, distance desire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 aesthetic view, including the distance desire of game, distance desire
of fashion and distance desire of adventure. The study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distance desire is a
touris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dista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desire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ourist's motivation to travel. The pursuit of the poetic "far- away" by
tourists is the essential pursuit of human beings to surpass themselves and is also an aesthetic
salvation of individual resistance to alienation in a rapidly developing fluid society. Distance
desire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ourism.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distance brought by tourism activities can satisfy the tourists' spiritual pursuit
of harmony (differentiating the divisions caused by daily life), tolerance (differentiating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and independence (fre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Tourism is a form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during which tourists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ng and reshaping their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thus encouraging them to return to the real world and to reshape it
within a harmonious, tolerant and independent aesthetic realm, there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ourists individually and of humanity as a whole. By further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 desire and other behavioral variables, the basic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distance and tourist destination choice is eventually provided in this study. An in-depth study of
distance desire can provide new explan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tourist motiv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ourism, provid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distance decay in tourist destination choice from a micro-
individual perspective, provide possibl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ance dynamics in tourists' destination choices,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further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the predictability of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decision model, and provide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DMOs) new
ideas to develop targeted marketing strategies concerning cognitive distance.
Keywords: tourist destination choice; cognitive distance; catalytic effect of distance; distance
desire; essence of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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