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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旅游的限制性因素研究
*

———以云南澄江禄充社区为例

王 江1,罗仕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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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云南禄充社区为例,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通过研究社区参与旅游的限制性因素以探讨促进当地社区居

民更好地参与旅游的思路。研究结果表明,无一技之长、政府管理不善、自身素质偏低、资金不够、年龄偏大、时间不

够、形象不好、参与竞争激烈等都是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限制因素。由此对已出现的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

问题提出建议,如旅游管理部门应对社区正确行使其相关职能、居民与开发商之间应形成双向供需机制、建立良好

的沟通机制以提供交流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合适的培训机会等,以期实现当地旅游社区参与旅游的科学性与可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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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参与旅游的相关研究回顾

西方研究重点在于社区参与的民主化进程、利
益的公平分配及可持续发展,在操作层面上对限制

因素的看法不同。Smith就参与项目评估的反馈机

制提出了评估公众参与的程式[1];Petty对社区参与

划分成象征式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

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

式参与等7个层次[2]。Murphy认为,公众参与作

为一项政治行动已修正了影响社会变迁、环境保护

的现存制度和规划程序[3]。Inskeep指出社区只有

通过主动参与构建自身的旅游企业,并获得旅游发

展和管理的优先权,才能获取最大利益[4]。理想的

社区参与模式应具有良好的主客关系和民主决策,
以帮助社区重新认识社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在旅

游业发展中的作用;还应有完善的社区教育体系,以
促进社区良性发展及文化传承[5-8]。Mitchell考虑

了社区参与的可操作性,提出社区整合的参与理

论[9]。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开发、

社区参与阶段及类型划分、一般理论探讨等方面,也
开始涉及社区参与旅游决策行为模型、社区参与机

制等研究。保继刚等对社区参与旅游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比较研究[10];蒋艳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

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意识进行了分析[11];刘纬华探讨

了社区参与涉及的不同层面和内在机理,提出了实

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方法和措施[12];王鹏生等人

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社区参与

应组建社区社团组织,增强社区参与权,并发挥政府

主导作用[13];曹立波等提出采取和理科学的利益分

配方式,提高参与率等措施[14];张洁等提出了当地

政府应为社区居民提供培训机会,并提高政府与旅

游企业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建议[15];黎洁等将社

区参与视为集体选择和行动,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动

力、如何形成最终意见、如何实现公平分配等问题进

行了分析[16]。税伟等以兴文石海地质公园为例,通
过回归分析筛选出居民参与旅游业影响因素为从事

旅游行业的比较效益、参与的主观愿望、优先在旅游

企业获得工作机会的意识和参与技能[17]。
然而,相关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具体影响因

素研究较少,在定量方面和家庭或社区整体视角方

面也都比较少见。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云南禄充风

景区内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情况进行调查,具体分

析该区域内参与旅游的限制因素,并就如何提高当

地社区的参与程度进行了相关探讨,以期为当地旅

游社区的参与旅游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的实现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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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地简介及研究方法

2.1案例地简介

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禄充风景区位于风

光秀丽的云南省抚仙湖西岸。其中禄充社区所处地

理条件最佳,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是玉

溪市发展旅游业的龙头和窗口。据当地村委会统

计,截至2009年末禄充辖区内人口总数为1736
人,直 接 从 事 旅 游 业 的 有 430 人,占 总 人 口 的

24.8%,占总劳动力的37%。自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以来,当地建成各档次宾馆酒店21个,旅馆60多

个,共拥有床位3200多个,基本形成集度假、休闲、
会议于一体的旅游服务体系。
2.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了实地调查法、文献分析法、定

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实地调查以问卷为

主、访谈为辅,以户为单位,内容包括居民人口信息、
参与的旅游项目、收益情况和限制因素等。于2009
年9月在禄充社区的几个片区如老渔村、大洞、湖边

新区等进行了实地调查,采用SPSS17.0及EXCEL
数据处理软件。本研究调查问卷100份,有效问卷

86份,有效率86%。

3结果分析

3.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该社区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务农、外出打工以及

参与旅游业。在职业方面,个体工商户、务农及旅游

企业员工共占了89.5%。在家务农与个体工商户

的比例接近一致,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禄充社区人口属性统计表

人口统计资料 人数/人 百分率/% 人口统计资料 人数/人 百分率/%

性别
男 43 50
女 43 50

年龄

5~15岁 1 1.2
16~25岁 6 7.0
26~35岁 24 27.9
36~45岁 33 38.4
46岁及以上 22 25.6

学历

未受过正式教育 15 17.4
小学 35 40.7
初中 24 27.9
高中 10 11.6

本科及以上 2 2.3

职业

个体工商户 31 36.0
务农 27 31.4

旅游企业职员 19 22.1
餐厅服务员 6 7.0

教师 1 1.2
公务员 1 1.2
学生 1 1.2

平均月

收入

100~499元 11 12.8
500~999元 11 12.8
1000~2999元 37 43.0
3000~5999元 19 22.1
6000~9999元 6 7.0
10000~29999元 2 2.3

3.2社区参与旅游的情况

3.2.1居民从景区得到收益与否 当涉及到居民有

无从景区受益时,尽管每年都有年终分红,但还是有

4.7%的居民民认为他们没有从中受益理由是已经

有好几年的红利都没分下来。
3.2.2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项目情况 据调查,居
民参与旅游业的项目主要有为游客提供餐饮26户、
住宿19户、娱乐设施28户及出售手工艺品9户等

服务,选择选项“其他”的人数为15户。其中,选择

“其他”项的居民有景区门票员、旅游商品零售业、旅
游厕所收费员等(图1)。
3.2.3旅游收益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调查显示(表
2),有过半居民认为其参与旅游的收益占家庭总收

入的比例已超出了50%。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禄充

社区居民已经或正在比较广泛地参与到了旅游业中

来的这一事实。

图1 社区居民参与的旅游项目情况

3.3禄充社区参与旅游的限制性因素

在外部因素上,一方面禄充社区发展空间及潜

力巨大,因为拥有以抚仙湖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另一

方面旅游社区发展的政府管理、控制力度还不够。
因此,大部分旅游项目是由居民自发经营,规模小、
档次低、服务体系欠完善。社区居民参与的主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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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素如图2所示。

表2 旅游收益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表

旅游收益占家

庭收入的比例
频率

百分比

/%

有效百分

比/%

累积百分

比/%

… … … … …

0.50 5 5.8 5.8 46.5

0.60 6 7.0 7.0 53.5
… … … … …

图2 参与到旅游业的社区居民的限制性因素

3.3.1资金少、文化低、无技能 此3因素比重较

大,各占44.2%、41.9%和19.8%。这主要是因为

大多当地居民主要都长期性地从事第一产业的缘

故。从事传统农业不需要较高的文化素质,况且在

几十年前,居民也少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从事农

业所带来的收入远远低于其他产业所得的收益,造
成了当地居民的资金少。大多参与旅游的居民素质

不高、服务态度不够好、业务不精,导致在同行中竞

争失利。
3.3.2政府管理不善 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

偏低,又缺乏资金、商业经验等,与外来者或季节性

暂居者及开发商相比之下竞争力明显最弱。部分居

民选择外出打工或直接外迁,旅游市场进一步被他

方占领。居民愈发不满,矛头直指当地政府。据调

查,先前居住在湖边的约100户居民为了景区建设

而迁到景区外,原来可靠租船和打渔维持生计,现在

收入减少,景区补偿微弱。土地被征的居民每年可

获150kg粮食补助和60元门票补贴,同时有能力

的居民可优先参与旅游,但该补偿离居民理想的要求

尚有差距,况且部分补偿并没完全落实到居民手中。
3.3.3年龄偏大形象差 空巢期家庭所占比例较

大,人口老龄化突出,居民普遍认为年龄偏大是他们

参与旅游的限制性因素,占10.5%(图2)。年龄大

及体力欠佳会使得居民认为自己缺乏青春、活力和

形象美。
3.3.4时间不够 这个限制因素主要是针对一些从

事政务性及其他与旅游无关的居民而言,如公务员

和教师等,他们只是没有额外的时间来参与而已。
3.3.5竞争激烈 对于少数的当地个体工商户来

说,由于存在着自身素质不高、经济实力不强、市场

秩序不规范等主客观的多方面原因,他们感觉到自

己参与到旅游发展的竞争实在是很激烈。尽管禄充

景区已经成立多年,但仍有较少部分人没有参与到

旅游中来,而他们的限制因素则主要有资金少、文化

低、没有技能、年龄偏大等。
3.4相关分析

3.4.1人口属性与居民参与的旅游项目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表3,居民年龄与职业和受

教育程度之间的Person系数为分别为-0.266和

-0.570,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013和0.000,3者之

间显著相关;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与餐饮

和住宿项目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显著性概率为

0.001。参与餐饮项目与提供旅游设施之间的相关

系数也较大,显著性概率为0.006。由此,餐饮住宿

项目对居民收益的贡献最大;当居民为游客提供餐

饮服务时,几乎也提供娱乐设施。通过访谈得知,经
营餐饮的个体工商户同时也经营如沙滩摩托车、马
匹租赁等项目。另外,住宿经营与餐饮经营的联系

亦相当大。禄充社区常搞的一种经营方式叫“吃住

一条龙”服务。当游客来时,几家经营者就让游客在

第一家就餐、再到第二家去过夜,经商议后各自取得

收益。
3.4.2居民参与的旅游项目与限制性因素之间的相

关性分析 根据对居民参与的旅游项目与限制因素

之间进行相关分析(表4),年龄偏大与居民参与其

他旅游经营项目之间相关系数最大,双尾显著性概

率为0.001。居民的年龄越大就越影响其参与到旅

游发展中来,其次是提供娱乐设施与报酬低之间;从
居民参与的限制性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看,资金少与

无技能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较大,双尾显著性概率为

0.002。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发展旅游之前社区居民

以务农和打渔为业,缺乏资金和技能。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研究以自然资源著称的云南抚仙湖旅游区禄

充社区为案例,建立了数据库,运用描述分析和相关

性分析探讨了案例地居民参与旅游的限制因素,主
要结论如下。

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中小学为主;从参

与项目看,餐饮与住宿项目贡献最大,其次为娱乐设

施及批发零售业;禄充居民已比较广泛地参与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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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本人口属性与居民参与的旅游项目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职业 受教育程度 旅游收益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餐饮项目 住宿 娱乐设施 其他项目

年龄
Pearson系数 -0.266* -0.570** -0.089  0.212* -0.082 -0.067 -0.130 
显著性概率 0.013 0.000  0.415 0.050  0.451  0.539 0.234

职业
Pearson系数 1  0.160 -0.203 0.141 -0.008 -0.085 0.079
显著性概率 0.141  0.061 0.196  0.940  0.436 0.467

受教育程度
Pearson系数 1   0.116 -0.140  -0.036  0.010 0.066
显著性概率  0.289 0.199  0.741  0.927 0.548

旅游收益占家

庭收入的比例

Pearson系数 1 -0.352** -0.215* -0.053 0.144
显著性概率 0.001  0.047  0.628 0.187

参加餐饮项目
Pearson系数 1    0.260* -0.295** -0.102 
显著性概率  0.016 0.006 0.348

参加住宿项目
Pearson系数 1  -0.250* -0.171 
显著性概率  0.020 0.116

参加娱乐

设施项目

Pearson系数 1  -0.319**

显著性概率 0.003

  注:*表示相关系数达显著水平(p<0.05);**表示相关系数达极显著水平(p<0.01),下同。

表4 居民参与的旅游项目与限制性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文化低 无技能 资金少 年龄偏大 报酬低 竞争激烈

参加项目

餐饮
Pearson系数 0.109 -0.009 0.128 -0.142 -0.169 -0.071 
显著性概率 0.320 0.935 0.240 0.191 0.120 0.514

住宿
Pearson系数 0.173 -0.053 0.091 0.093 -0.097 -0.058 
显著性概率 0.111 0.627 0.407 0.396 0.374 0.597

手工艺品
Pearson系数 0.095 0.116 0.002 0.131 -0.057 -0.037 
显著性概率 0.385 0.286 0.987 0.228 0.602 0.735

娱乐设施
Pearson系数 -0.087 0.029 -0.119 -0.238* 0.335* -0.075 
显著性概率 0.428 0.791 0.277 0.028 0.002 0.490

其他
Pearson系数 0.107 0.080 0.085 0.343* -0.050 0.236* 
显著性概率 0.327 0.466 0.438 0.001 0.649 0.029

限制因素

文化低
Pearson系数 1   0.230*  0.289* 0.172 0.169 0.128
显著性概率 0.033 0.007 0.113 0.120 0.241

无技能
Pearson系数 1   0.323* 0.116 0.310 -0.054 
显著性概率 0.002 0.286 0.004 0.622

资金少
Pearson系数 1  0.002 0.146 0.122
显著性概率 0.987 0.179 0.264

年龄偏大
Pearson系数 1  0.043 -0.037 
显著性概率 0.694 0.735

报酬低
Pearson系数 1  -0.050 
显著性概率 0.648

游业中来;禄充社区参与旅游的限制因素主要有:无
技能、政府管理不善、自身素质偏低、资金少、年龄大、
时间不够、形象差、竞争激烈等,所占比重顺向递减。

相关性方面,居民年龄越大越影响其参与旅游;
资金少与无技能相关性较大;当居民为游客提供餐

饮服务时,几乎也提供娱乐设施;但提供娱乐设施并

不一定同时经营食宿;居民经营住宿与餐饮的相关

性极大,主打“食宿一条龙”服务。

4.2相关建议与讨论

旅游管理部门对居民行使的应该是管理职权与

质量监督、完善管理机制、规范和开拓旅游市场等职

能;居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应努力形成一种双向供

需机制,即居民为开发商提供土地、人力、旅游资源

等,同时开发商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资金等;对于

如何开发旅游,当地居民最具发言权,应建立良好的

沟通机制为社区居民利益群体提供交流平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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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培训,让景区和当地居民

取得双赢结果。
由于旅游社区的地理环境和类型的复杂性与多

样性,可继续选择其他尺度和类型不同的旅游社区

就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还应着手横向和纵向的分

析比较研究,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社区参与旅游的限

制因素;另外,由于本研究采取的是时点研究方法,
尚未进行跟踪调查,上述结论只能反映最近一个时

期社区参与旅游的程度及限制因素等情况,因此还

需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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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ingFactors’StudyonCommunityParticipationinTourism:
ACaseStudyofLuchonginChengjiangCounty,YunnanProvince

WANGJiang1,LUOShi-wei1,2
(1.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2.DepartmentofScientificResearch,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pproachesofquestionnaireandinterviewareusedintheYunnan,Luchongcommunity,throughlimit-
ingfactoranalysisoncommunityparticipationintourismdevelopment,toexplorehowlocalcommunitiescanbetterparticipate
intourism.Thestudysuggeststhatnoskills,poorgovernance,lowqualityoftheirown,insufficientfunds,olderage,lackof
time,poorimage,intensecompetition,areallthelimitingfactorsoflocalcommunityresidentsintakingpartintourism.At
last,inordertoachievethetourismcommunityparticipationintourismdevelopmentinscienceandsustainability,theauthor
explainsthelimitingfactorsofcommunityresidents’participationintourismdevelopment,andputsforwardsomerelevantad-
vices,forexample,departmentsoftourismadministrationshallexerciseitsrightfunctionstothecommunity,supplyandde-
mandtwo-waymechanismshouldbeformedbetweenresidentsanddevelopers,goodcommunicationmechanismtoprovidethe
exchangeplatformandpropertrainingopportunityforthecommunityresidents.
Keywords:communityparticipationtourism;limitingfactors;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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