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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选取杭州市郊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乡村旅游社区，通过对社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和数据分析认为，乡村旅游活动对社区存在五大层面的影响，即经济发展层面、社会文化层面、道德 

文化层面、资源环境层面和生存环境层面。产生这些影响的深层次原因，主要 包括社区的属性特 

征、社区居民的属性特征及其他利益主体的属性特征。因此，根据乡村旅游受益主体的不同属性特 

征，制定相应对策，使各利益主体明确责任，是促进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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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的提出，乡村旅游已经被各级政府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的重要方式列入发展重点。然而，在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关于乡村旅游的理论 

研究依然滞后，通过对乡村社区居民态度感知的分析来剖析乡村旅游活动对乡村社区影响方面的 

研究尤其缺乏。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乡村旅游的内涵和概念的界定、开发条 

件的分析和评价、开发模式的探讨等，罕有针对乡村旅游影响层面的研究，且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以 

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为主。本文将基于乡村社区居民的态度感知评价，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数理分析 

方法，剖析乡村旅游活动对乡村社区的影响及其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

、抽辑谓查概况 

本研究的抽样调查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初步完成问卷 

设计，并于2005年 1月 13日、14日到杭州市郊桐庐“红灯笼外婆家”的外围乡村进行预调查，经过 

信度分析后对问卷进行了仔细研究和修正；然后，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于2006年3月至4月分别 

在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龙坞茶村和山沟沟生态村3个乡村旅游社区进行了随机抽样，采取现场座 

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问卷中的疑问当场给予解释，提高了问卷调查的质量。调查过程 

中，对于年龄较大且不识字的居民则由调查员当面访谈、现场记录。本次共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 

问卷215份，其中，梅家坞茶文化村、龙坞茶村和山沟沟生态村各发放 100份，分别回收 76份、75 

份、64份。其中，有效问卷 204份，占回收问卷的94．88％。 

调查问卷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收入及居住年限等。由于社区居民的职业类型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因此 ，没有将职业作为基本 

属性予以考虑。第二部分则为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态度及其对社区影响的感知评分，涉及 

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题项，共计 31个；本文利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法，对题项持“强烈赞成” 

态度计5分，“赞成”态度计4分，“中立”态度计3分，“反对”态度计2分，“强烈反对”态度计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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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分析 

根据问卷设计，笔者将乡村旅游对社区影响的 31个题项进行分析归类，并通过内部一致性系 

数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首先，进行抽样适当性度量(KMO)与巴特利特(Bartlett)球体检验，得 

出检验 KMO ：0．845>0．8，近似 X =2500．898，Sig．(X )=0．000<0．01，说明数据阵是相关阵 

而不是单位阵，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根据因子分析，得到旋转后的载荷因子矩阵，得出问卷中有 

五个题项不适宜单独构成一个影响层面，包括“发展旅游业使你原先从事的行业消失”、“旅游土地 

征用对你产生巨大影响”、“旅游业发扬了民俗风情”、“对本地旅游业的满意程度”、“旅游开发前 

后差距巨大”。因此，删除这些题项后重新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出第二次旋转后的因 

子载荷矩阵，发现其中第五个和第六个因子分别包含“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改善基础设施” 

和“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支持”、“提高生活水平”几个题项。考虑到这些题项均与经济影响 

有关，因此，将这两类因子合并，将因子萃取数量控制为5，重新进行分类萃取，得出最后的因子分 

析结果(见表 1)。 

表 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和内部信度检验 

注：萃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含 Kaiser正态化的最大方差旋转。 

从表 1中可以发现，“增加收入”第二类的比重比第五类的比重要高0．019，但考虑到该题项本 

身的表征意义以及第二类“资源环境”和第五类“经济影响”的总体属性，故将其归入第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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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累积解释变异值，这五类影响层面涵盖了59．145％的信息，由此可初步认定这五类影响 

层面能够解释大部分变量信息，且各变量负荷绝对值系数比较高，说明各因子中的原始变量有较显 

著的相关性。 

通过综合信度检验分析，得出整个因子分析的统计结果以及每个影响层面的内部一致性检验 

结果(如表 1所示)。萃取的五类影响层面的信度系数均高于0．7，显示各因子内部一致性良好。 

根据各原始因子所包含的信息可以看出，五类因子分别对应了社会文化、资源环境、道德文化、生存 

环境和社区经济五个方面。 

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层面的影响主要是积极影响，而对社区道 

德文化、生存环境的影响则处于中间状态，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一)乡村旅游对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 

通过对梅家坞、龙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居民的态度感知评价可知，三个社区的居民对社会文化 

层面影响的感知均是正面的，即均认为乡村旅游发展有益于社区社会文化的发展(见表 2)。乡村 

旅游的发展使社区居民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加上教育培训机会的增加，使社区居民个人素质 

不断得到提升。同时，通过与游客的接触交流，社区居民的社交圈不断扩大 ，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 

社区声誉、知名度不断提高；外来游客对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青睐，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自豪 

感，而且激发了社区居民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此外，随着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社区基础设施 日 

益完善，丰富了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例如，不少社区建立了社区图书馆、康体健身场所等。 

表 2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感知 

(二)乡村旅游对资源环境层面的影响 

通过分析发现，梅花坞、龙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的居民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感知也均是正面的， 

即乡村旅游的发展有益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见表 3)。 

首先，乡村社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均建立了社区垃圾搜集设施和中转处理站，提高了垃圾的处 

理率，改善了乡村的卫生面貌和居住环境。当然，部分社区也可能由于游客的大量涌人，出现垃圾 

乱扔、污水排放等问题，例如，梅家坞小溪就面临着这一劫难。其次，随着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原 

本纯生产性的资源通过适当改造，提高了可观赏性。例如，原来的庄稼地，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在上 

面建设游步道以及设立相应的解说牌，达到让游客观赏、学习、参与体验的目的。第三，有利于旅游 

资源和传统民居的保护。例如，山沟沟生态村在山沟沟旅游度假有限公司的统一规划、开发建设 

下，逐步有序地展开了对社区古民居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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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旅游对道德文化层面的影响 

游客的大量涌入，必然会侵占社区原本相对独立的娱乐空间，导致社区居民的传统私有空间逐 

步被侵占。但是，在被调查的三个旅游社区当中，偷盗、赌博等不良社会现象并没有增多，反而由于 

社区治安条件的改善而得到较大的改观。被调查社区中也没有出现所谓的道德标准下降问题，仅 

梅家坞茶文化村的居民对道德文化的消极影响持中立态度，而龙坞和山沟沟两地的社区居民对其 

消极影响则持反对态度，即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没有对社区道德文化产生消极影响(见表4)。 

表4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道德文化层面的影响感知 

(四)乡村旅游对生存环境层面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生存环境层面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社区居民的人文生活环境的影 

响，以邻里关系为主。梅家坞茶文化村和龙坞茶村的旅游经营以社区居民的个体经营为主，缺乏相 

对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因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争夺客源和公共资源的现象，导致邻里关系紧张。 

其次是对社区的生活成本的影响。随着游客的增加，社区地价上涨，社区居民在本地购买商品或服 

务的成本增加。在这方面，山沟沟社区除外。第三是社区的道路交通问题。例如，大量游客的涌 

入，导致了梅家坞、龙坞两地停车难、交通拥堵、噪声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山沟沟社区由于设置了游 

客集散中心，则有效避免了这一难题(见表 5)。 

表5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生存环境层面的影响感知 

(五)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层面的影响 

通过对三个社区居民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三个社区的居民均对此持赞成态度，其中，尤 

其以山沟沟社区最为明显(见表6)。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可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增加政府的财 

政支持，增加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质量。例如梅家坞社区，在 

乡村旅游开展之前，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茶叶销售。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居民的旅游收入 

剧增，茶叶产量和价格不断提高，茶叶销售收入也增长不少。 

· 7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感知分析 

三、影晌因子的深层剖析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社区产生了五个层面的影响，而在五个不同层面产 

生不同影响的深层原因，则涉及乡村旅游系统中各个利益主体的不同属性特征。乡村旅游系统中 

的利益主体包括乡村社区、社区居民、乡村旅游者、乡村旅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非营利组织等。 

(一)乡村旅游社区的属性特征 

在不同类型的社区，社区居民对社区产业发展的态度自然也不一样。根据前述分析和旅游依 

托度理论的相关标准，山沟沟生态村属于旅游饥渴型社区，梅家坞茶文化村属于旅游意识型社区， 

而龙坞茶村则属于旅游饱和型社区。具体影响到社区基本属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产业结构、旅游容量、基础配套设施、乡村旅游的开发类型等。 

1．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社区旅游的发展水平必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也 

必须与社区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调查发现，山沟沟生态村居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最 

强烈，而龙坞和梅家坞两地居民的感知不强烈。由于梅家坞和龙坞的村民一直以龙井茶的生产、销 

售为生，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虽然其收入增加了，但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茶叶销售收入仍占主导 

地位。而山沟沟村由于其历史和地理原因，产业结构相对简单，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仅为毛竹、毛 

笋等山货销售。旅游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社区的可进入性，还大大增加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改 

善了其生活条件，因此，山沟沟社区居民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感知最强烈。 

2．旅游容量。任何乡村社区都有相应的旅游容量，包括社区旅游的环境容量(即生态容量)、 

社会文化容量和心理容量。通常，旅游容量越高，社区对旅游活动的评价也会相对积极，反之则相 

对消极。例如，梅家坞社区为一狭长型聚落 ，旅游环境容量相对较低，一旦有大量游客涌入，就会对 

社区居民生活、社区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社区居民的感知评价。 

3．乡村旅游的开发类型。龙坞和梅家坞乡村旅游发展基本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缺乏相应的 

约束和管理机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公地悲剧”和“飞地化”现象。山沟沟社区由于有投资企业统 
一 管理，在就业策略上实行“一户一人”的制度，从而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愿。据 

山沟沟旅游公司提供的资料，目前，该企业员工中有 145名为山沟沟村村民，占员工总数的90％以 

上。这种开发模式上的差异，导致社区居民对道德文化、参与意愿等的感知差异非常显著。 

(二)社区居民的属性特征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见表 7)，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与其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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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Sig．=0．05，7臼松分布 ，双尾检验 。 

通过对龙坞、梅家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的比较发现，在社区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当中，性别 

并没有对其态度感知造成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梅家坞、龙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的开放程度相 

对较高，而且妇女在社区中的地位与男子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社区居民的 龄与其对社区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以及参与社区旅游业的程度均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因此，在社 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年龄层的看法，尤其是中年人和老年人， 

其想法具有代表性。同时，通常居住年限较长的社区居民对乡村社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有更深入 

的认识，对社区资源的评价会更全面，能以社区的发展为己任，对社区的发展提出积极的建议。此 

外，社区居民的学历普遍偏低，导致他们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和旅游发展的把握均相对有限，对各项 

认知的影响差异均不显著。 

(三)其他利益主体的属性特征 

除了上述两类影响因素之外，乡村旅游企业、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新闻媒体、学术界以及乡 

村旅游者均会对社区居民的态度感知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 

素质较高的旅游者，会充分尊重旅游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主动保护乡村社区的资源和环境，就会 

让社区居民感觉到旅游发展、外来旅游者对其影响程度较小；反之，如果游客来到旅游 目的地后，大 

肆喧哗，随意乱扔废弃物，对社区居民指手画脚，则会导致游客与社区居民的冲突。 

四、引导乡村旅游萄持续发展的措施 

乡村旅游的受益主体通常由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乡村社区及居民、学术界、志愿部门(非 

营利组织)、保护管理机构和新闻媒体共同组成，这 8个利益主体均从乡村旅游中获益，但也需担 

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同受益主体的不同属性，都会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各个层面产生不同的影 

响。因此，需要根据受益主体的各个属性特征对乡村社区发展的影响，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以加 

强受益主体的责任感，承担相应的义务，共同促进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 

在社区居民的各个属性特征中，除了年龄和居住年限外，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参与率、月收 

入等均应得到一定的提高。 

1．提高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针对 目前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学历普遍偏低的现象，可以加强 

对社区居民的培训和教育。一方面，可以邀请相关的旅游服务专家对农户开展旅游服务技能和管 

理培训，以提高社区旅游服务和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开展社区文化大 

讲堂，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或宣传册等手段，加深社区居民对社区传统文化和地方风情的认识和了 

解；还可以发动社区儿童进行征文大赛等，以唤起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资源保护意识。 

2．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在社区居民的现有就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激励、奖 

励机制，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发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提高社区参与率， 

以促进社区居民全面参与社区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飞地化”现象的滋生。此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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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加强社区民主建设，确保社区居民对高层次决策的参与机会，充分反映社区居民的利益，实现社 

区居民共建社区的有利局面。 

3．提高社区居民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经济利益的分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区居 

民的态度和感知评价，只有对经济利益进行有效合理地配置，才能使社区居民赞成或支持社区旅游 

活动的开展。因此，首先，要扩大社区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加收入，比如，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本 

地特色旅游商品或纪念品的生产，鼓励社区居民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促进社区农产品的就地销售， 

等等。其次，由政府部门牵头，由旅游企业与社区个体经营户共同出资，成立社区发展基金或福利 

基金，用于社区资源和环境保护、老弱病残扶助、开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用途，改善社区发展环 

境和社区居民的福利待遇。 

(二)明确其他利益主体的责任 

乡村旅游者作为乡村旅游产品的最终享用者，必须对 自身行为负责，做一个负责任的旅游者。 

针对 目前国内旅游者生态意识相对淡薄、环境道德自律性较差的状况，必须加强对国民的生态环境 

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加强游客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加强乡村旅游者的学习能力，树立节约、生态的观 

念和行为。在教育方式上，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其一是普及教育，增强群体的生态意识；其二是将 

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乡村景观设计融入旅游者的学习要素中，让游客能逐步通过学习得到提升， 

确保当地居民和旅游者之间社会文化价值观冲突的减少。 

此外，必须充分发挥乡镇政府、村委会以及乡村旅游协会、新闻媒体、乡村旅游企业在社区旅游 

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乡镇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的功能，制定相应的政 

策和策略，从制度上确保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村委会和乡村旅游协会应充分发挥其非营利组 

织的特性，从社区和社区居民的角度考虑，积极维护、保障乡村社区和社区居民的相应权利。新闻 

媒体和学术界等要帮助社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并加大宣传，以制约乡村旅游企业或乡村旅游者不 

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乡村旅游企业在追求 自身企业利益的同时，要主动考虑社区和社区居民 

的利益，争取社区居民的最大支持，达到和谐与统一，才能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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