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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等实地调研方法,主要从收入对农民旅游行为的影响这一角度,对重庆地域的6个区县8个镇

的13个行政村的农民旅游行为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农民的旅游认知渠道和旅游动机多样,且旅游需求旺

盛;农民旅游消费行为层次分明,出游方式多样,旅游地多为重庆市内,对旅游的住宿要求不高,旅游消费比较理性,单次旅

游消费总额及各消费段比例较为均衡,花费最贵的项目为餐饮住宿,其次为交通费用;农民的个人经济收入对旅游行为有着

极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农民群体的收入越高,旅游动机越是复杂,旅游消费层次也越高。研究呈现出的农民旅游的行为特

征,为重庆农民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完善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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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旅游业逐步进入了健康持续的发展时期。其中,国内旅游发展尤为迅速,它的规模有不

断扩大之势,旅游市场广阔且日益繁荣。旅游消费和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1-5]。一直以来中

国农村人口比重较大,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2011年底中国农村人口6.57亿,占总人口的48.7%(首次低于50%)。因此,对于中国潜力巨大的农民旅游

市场而言,研究农民旅游行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旅游消费需求在中国农民中的逐步释放,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民旅游现象,尤

其近年来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已成为国内旅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4]。中国农民收入水平、文化素质在逐步提

高,旅游意识不断增强,不再满足传统的小农生活方式,进一步追求精神文化享受的需求增强,消费结构逐渐向

享受型、发展型方向转变;旅游消费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为农民出游提供了客观保障[6-10]。农民旅游表现出出游欲

望较高,出游率不高,出游动机和行为层次仍较低等基本行为特征,旅游认知和出游程度与当地旅游开发程度和

经济水平相关[11]。它的影响因素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收入的阶段波动幅度较大;支出复杂;外出务工增加;

传统文化影响;获取信息的便利度不高及农业生产活动与旅游的季节性高度重叠等[12]。禹真认为经济条件对贵

州山区农民旅游行为有显著影响[13]。周国忠等调研了浙江11个地市,认为该地区农民出游受怀旧情绪、综合人

文、历史神话和从众心理的驱动[14]。王文瑞认为中国农民国内旅游主要特点是消费结构原始,距离指向性和发

达地区指向性明显[15]。慎丽华等建立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未来5年农民出游人数[16];刁宗广通过模型构筑与

分析,认为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农民旅游购买力,但对出游率影响不大[17];唐代剑运用OLS参数估计法,用最优模

型分析农民总收入与旅游总支出的相关性[18];张丽峰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模拟中国农民旅游消费与经济收入之间

的动态关系,揭示了近年来中国农民旅游消费状况[19]。田淑霞研究了大同市城乡交错带农民旅游行为[20]。

旅游者行为研究是国外旅游研究的重点,研究起步也较早,涉及学科广泛。但由于社会发展的经历、程度及

性质的不同,国外对农民旅游人群的相关研究甚少,偶有少量报道。Cousins研究过英国青年受农业奖学金的支

持而出游,以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农业科技;福罗里达西北日报在2011年7月曾报道“当地农民摆脱农场呼吸

新鲜空气,实际却是周末去海边出售农产品”[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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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关于农民旅游的研究在近年来有了较大进展,但关注度仍不够,理论研究仍缺乏深度,案例研究欠

丰富,尤其缺乏中国西部地区相关实证研究。本文针对重庆地区农民旅游的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了农民旅游的

行为特征,以期对重庆农民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完善提供一些依据。

1案例地简介及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与案例地简介

1.1.1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重庆地区的农民旅游者:一是在过去1年内有过旅游

经历;二是农村户口;三是住房位于农村户口所在地。研究对象排除了在乡村买房等情况的城市人口,同时也包

括了出门务工、求学等情况的当地农村人口,“1年以内”的时间限制基本避免了被访者旅游记忆模糊不清的现象

发生。

1.1.2案例地简介 调查范围共涉及重庆6区县8镇的13个行政村,具体包括:涪陵区青羊镇三合村;涪陵区李

渡镇明家湾村、水磨滩村;合川区龙市镇东岳村;合川区大石镇观龙村、龙骨村;长寿区长寿湖镇东海村、安顺村、

回龙村;大足区铁山镇建角村;武隆县江口镇黄桷树村、荆竹坝村;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以上案例地有2个特

征:一是离各区县中心不超过30min车程,国道省道穿插而过,交通便利;二是大都位于名胜古迹的附近。这些

案例地一方面方便实地调研,另一方面都是重庆广大农村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农民出游率较高,同时也

基本代表了重庆“一圈两翼”的不同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旅游能代表目前重庆农民旅游的发展现状。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文献法、问卷法、数理统计法和归纳法。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访者的人口特征信息、对旅

游的认知程度、旅游需求与意愿以及旅游消费等4个方面。于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分别在重

庆大足、合川、长寿、涪陵、武隆及巫溪等6个区县乡村对当地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历时5个月。对问卷数据的

处理软件采用的是SPSS17.0以及EXCEL。本研究在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300份,采取现场回收的方式以保证

回收率,共回收295份,其中无效问卷133份,有效问卷162份,问卷回收率达98.33%,问卷有效率达54.92%。

表1 被访者人口属性表

  人口属性 频数 频率    人口属性 频数 频率

性

别

年

龄

男 92 56.8%
女 70 43.2%

16岁以下 3 1.9%
16~29岁 55 34.0%
30~39岁 33 20.4%
40~49岁 32 19.8%
50~59岁
60岁及以上

29
10

17.9%
6.2%

第二

收入

源

无 2515.4%
出租房屋 6 3.7%
市区打工 7646.9%

种植经济果蔬 10 6.2%
饲养牲畜家禽 8 4.9%
自己做买卖 2012.3%

跑运输

其他

8
9

4.9%
5.6%

学

历

家庭

结构

小学及以下 34 21.0%
初中 45 27.8%

高中或中专 45 27.8%
大学或大专 38 23.5%
1代人
2代人

20
60

12.3%
37.0%

3代人 76 46.9%
4代人 6 3.7%

个人

月均

收入

500元以下 17 10.5%
500~1000元 13 8.0%
1001~2000元 37 22.8%
2001~3000元
3001~5000元

56
28

34.6%
17.3%

5000元以上 11 6.8%

2结果分析

2.1被访者的基本人口特征

据问卷统计,在有旅游经历的农民被访者中,女性比例略低,占43.2%;男性92人,占56.8%。年龄以中青

年为主,文化程度分布较为均匀。家庭结构

以2、3代人为主。近5成农民的第二收入为

进城务工,过半数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

3000元的中等收入区间(表1)。

2.2重庆农民旅游认知现状

农民旅游认知包括农民旅游者对旅游的

了解程度、出游意愿、旅游消费能力、出游的限

制因素以及对提倡农民出游的看法等方面。

2.2.1对旅游的了解程度 近年来,旅游消费

已迅速进入广大老百姓家,“旅游”这个词早已

不再陌生。本研究的162名被访者中,所有人

表示听说过旅游,有96.9%的人表示对旅游

有所了解,其中表示对旅游非 常 了 解 的 占

22.2%,不了解旅游的仅占3.1%。

2.2.2出游意愿 出游意愿建立在有时间和经济支撑的假设条件下,在满足假设后,表示愿意出游的农民有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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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87.7%,而不愿意出游的有20人,占12.3%。不愿出游的人表示旅游没意思、景区拥堵、旅行社不负责、商

家坑蒙拐骗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让人望而却步。

2.2.3旅游消费能力 此处的消费能力是预计的,表示1次旅游愿意支付的全额费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

也可以认为是1次旅游消费的承担能力,它与实际消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愿意1次出游花费1000元以上的占

比例最大,为30.9%。愿意花费300~600元、600~1000元和100~300元的比例依次为23.5%、21%和

20.4%。消费意愿在100元以下的最低,仅占4.3%。

2.2.4出游的限制因素 影响重庆农民出游的首要因素为经济因素,82.7%的人认为农民自身收入较少而旅游

费用偏高;其次为空闲时间少,一方面农田杂活和家务较繁重,另一方面多为2~3代人组成的家庭,老人和小孩

都需要时间来照料,从而导致可供出游的空闲时间不够的情况普遍出现;再次,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需要照看的

婴幼儿使得家人不便出行;另外,旅游没意思、交通不便、旅游信息不畅和旅游安全等因素对农民出游也有一定

影响。

2.2.5对提倡农民出游的态度 有30.2%的人认为很有必要提倡农民出游,可以改变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陶冶情操。但仍有20.4%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提倡农民旅游,他

们认为农民本身经济收入较为薄弱,且各种支出科目繁多,老实做好农民本分工作才是硬道理。另外,近50%的

人对此没有明确的态度。

2.3重庆农民旅游需求分析

2.3.1旅游地类型期望 旅游地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本文按照旅游地表现形式的差异,将旅

游地划分自然风光类、发达城市类、人文景观类、宗教圣地类和其他类型等5大类。如九寨沟、黄山、芙蓉洞、天

生三桥等自然风光类旅游地广受重庆农民朋友推崇,达53.7%;位居第二的是诸如上海、广东、深圳等发达城市

类旅游地,31.5%的农民向往发达的现代设施及都市生活;随后是长城、故宫、丽江古城、瓷器口古镇等人文景观

和宗教圣地类旅游地,所占比例分别为22.2%和15.4%;排在最后的是其他类型的旅游地,包括儿童、少年喜爱

的动物园、游乐园和老年人比较青睐的公园、红色旅游等类型。

2.3.2旅游地区位倾向 52.5%的重庆农民表示令自己心仪的旅游景区、景点位于其他省市,诸如云南、广西、上

海、福建、北京等省市;42%的农民认为重庆本身就是一座极具魅力的山水城;更有5.6%的农民认为自己所在的

区县就是最美的。可以看出,近半数的农民以家乡重庆集山水、都市、人文等多种类多数量旅游资源为一体而自

豪,市内的景区、景点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旅游需求。

2.3.3旅游咨询需求 关于旅游咨询点应设于何地的问题,有43.8%的人认为理所当然应设于城区中心,这样

才能确保旅游信息的全面可靠和旅游服务的质量保证;但有44.4%的人表示为了让农民群众更方便地了解到旅

游相关资讯,咨询点应设在乡镇中心;另外11.7%的农民还希望将旅游咨询点设在村委处。由此,重庆农民对于

旅游信息的关注程度及旅游热情可见一斑。

2.3.4旅游纪念品购买需求 对于旅游纪念品的购买问题,近1/3的人认为“太贵而不会买”。表示“值得而一定

会买”与持相反意见“不值得,一定不买”的人所占比例相同,皆为22.5%。没有明确表达意愿,视具体情况而定

的人占23.5%。尽管农民收入普遍不高,但仍有77.5%的农民对购买旅游纪念品有着潜在需求。

2.4重庆农民旅游消费行为分析

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以研究对象的人口特征为依据分析旅游者的旅游偏好、旅游动机、旅游消费等旅游行

为,此法虽统计较全面,但文字冗长、图表繁复。因此,本文主要侧重于从经济收入对农民旅游行为的影响方面

进行分析。

2.4.1旅游信息渠道分析 1)重庆农民旅游信息渠道总体结构。50%以上的重庆农民出游前都会通过电视和网

络了解相关信息。40%以上的农民会通过亲戚朋友系统来进一步确认信息,尤其是去过目的地旅游过的人。超

过1/5的农民会选择向旅行社咨询,因为报团费用可能更低。还有少部分人会选择相关杂志刊物,信息可能会

更加具体直观。极少数在村委常活动的人会向村委们打听相关旅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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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经济收入对选择旅游信息渠道的影响。网络和电视是重庆农民了解旅游信息的最主要方式,月收入500
元以下和2000元以上收入的农民群体主要从网络上、电视上搜索相关信息,利用电视网络需求高,对旅行社、杂志

期刊和亲朋好友等渠道方式的利用率也比其他收入群体高得多。而月收入为500~2000元之间的中低收入者

月收入/元

图1 农民经济收入对旅游信息渠道的影响

则喜欢以广撒网的方式了解旅

游信息,但又以亲戚朋友和电

视网络两种渠道为主,(图1)。

2.4.2旅游偏好分析 由

图2可知,不管哪个收入层次的

农民都对自然风光、发达城市

和人文景观这3类旅游地感兴

趣;2000~3000元这个中等收

入层次的农民对自然景观尤为

青睐;月收入500~1000元的多为老年农民,他们尤其偏好人文景观类旅游地;其他收入层次的农民对自然风光

和都市景观持几乎相同的喜好度,对人文景观的喜好度则有所下降。

月收入/元

图2 农民经济收入对旅游偏好的影响

2.4.3旅游动机分析 1)重庆

农民旅游动机总体结构。重庆

农民的出游动机甚广。其中,

探亲访友为最主要的出游动

机,比例近半。其次是休闲度

假和陪伴出游,分别占34%和

25.9%。出于宗教信仰、娱乐

购物及公务出差等目的占了小

部分比例。

月收入/元

图3 农民经济收入对旅游动机的影响

2)重庆农民经济收入对旅游动机

的影响。月入1000~3000元的中等收

入农民不仅旅游需求旺盛、旅游次数最

多,而且出游动机也最多样。随着收入

的上升,如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农民,

探亲访友和休闲度假等较低消费动机

的活动减少迅速,而公务出行、购物旅

游和其他动机等旅游活动有了相应的

上升(图3)。可见,收入越高,旅游动机

越复杂。

2.4.4出游方式与交通选择 1)出游时间与方式。①出游时间。受农业活动季节性因素等影响,农民选择出游

的时间一般在农闲时段,2000元以下收入的重庆农民都符合这一规律。然而,高于2000元收入的农民在出游时

间的选择较前者有所差异;月均收入2000~3000元的农民出游时间以春节之外的其他法定节日为主,农闲时期

则成为出游时序的第三选择;月入5000元以上的高收入重庆农民群体也以其他法定节日为首选出游时间,选择

比例比其他收入层的农民群体大得多,且完全没有考虑过在农闲时段出游。由此可见,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不

同,选择出游时间也不同,收入层次越高,选择其他法定节日为出游时间的趋势越大,对农闲时间越没有感知。

②旅游方式。重庆农民的旅游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普遍以家庭旅游为主,比例近半;其次与朋友或同事

一起出游,占205。家庭旅游、与同事朋友出游是月入1000~3000元以及5000元以上的重庆中高层农民群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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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旅游方式;选择旅游社和个人旅游的大多为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农民;参加组织的为少数在村委活

跃的2000~3000元的中等收入农民群体;3000~5000元收入的农民甚至还有其他另类的出游方式。

2)交通方式。重庆农民在旅游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主要以方便而廉价的汽车和火车为主,分别占46.3%和

26.5%。选择较为昂贵的飞机、轮船和自驾车的总数低于30%。从经济收入层面上看,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农

民大多选择火车和汽车作为出游的交通工具;月收入上2000元的农民则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随着收入的

增加,选择汽车和火车的比例降低,而选择轮船、飞机和自驾车的比例则不断增高;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5000
元以上的农民选择自驾车出游的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交通工具的选择。

2.4.5旅游住宿选择 为减少旅游开支,农民出游时往往选择靠近旅游地的亲戚朋友家住,比例为27.8%;其次

是找招待所或小酒店;当地旅游的农民一般不留宿,占17.3%;选择星级酒店的农民不到7%。月收入2000元以

下的农民出游时一般在亲戚朋友家住,或者不留宿,不得已才会找招待所替代;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农民选择

一般酒店的较多;随着收入的上升,选择亲戚朋友家和招待所的比例都在迅速减少,而选择星级酒店的比例则迅

速提升;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民旅游者将星级酒店作为了旅游住宿的首选。

2.4.6旅游地区位选择 农民期望的旅游区位比例分别为其他省市占52.5%、重庆市内占42%、本区县占

5.5%。而农民的真实旅游地,所占3个区位比例分别为42.6%、39.5%、17.9%。可见,重庆农民旅游地区位的

期望值与真实值之间有差异,期望值更加分散,真实值则稍收敛于区县景点。

经济收入对重庆农民的旅游区位选择影响较大。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农民以本区县景点为主要旅游地,基

本不去其他省市旅游;月收入500~2000元的农民以重庆市内的旅游景点为主,去其他省市旅游的比例有小幅

增长;2000元以上的月收入者主要是去其他省市旅游,重庆市内和区县旅游地迅速降温,本区县景点在月入

5000元以上者的旅游区位选项中消失殆尽。

2.4.7旅游消费总额与消费最贵项目 重庆农民单次出游花费总额近80%在300元以上。其中,1000元以上的

旅游消费者占30%,与前文中旅游消费能力意愿完全一致,没有出现超前消费和过度攀比现象,说明重庆农民的

旅游消费比较理性。

单次旅游花费最贵项目排在第一的是餐饮住宿,占35.2%,其次是交通费用占26.58%;购买旅游纪念品和

景点门票相差无几,两者之和不到30%。从收入方面看,经济收入越高的农民,作为最高消费项目的购买旅游纪

念品和吃、住、行以外其他费用所占比例就越高,而交通费占单次旅游总额的比例就越低;餐饮住宿始终排在最

高消费项目的首位,不随农民收入的改变而动摇。重庆农民出游主要消费在吃、住、行3方面,而游、购、娱等费

用较少。可见,目前重庆农民的旅游消费层次还比较低,有待进一步引导和提升。

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重庆农民,其单次旅游消费多控制在300元以内,少有上千元的消费。月入1000~

2000元的农民单次旅游消费大多在600元以内。而2000元以上月收入者单次旅游消费额以600元以上为主。

收入越高,旅游消费额越高,月入5000元以上者单次旅游消费额上千元的占近80%。

2.4.8旅游满意度分析 根据旅游者消费行为理论,对旅游消费效果的评价行为应在旅游行为分析之内。

51.85%的重庆农民对自己的旅游经历表示满意,其中比较满意的有43.83%,非常满意的占8.02%;有38.89%
农民选择了“一般”;选择比较不满意的占9.26%。

最令重庆农民满意的消费项目是景区服务,占29.0%;其次是餐饮和娱乐服务两项,均为22.8%。然而,有

42.6%的人最烦恼的是交通,尤其城区的拥堵和热门景区景点的客流量过大较为突出;并列第二的让人不满意

的是购物和住宿服务,它们的比例之和超过30%。

农民收入对旅游满意度的影响主要在于月入2000元以下者通常会选择就近短途旅游,体验满意度最高的

是景区服务和餐饮服务;而在月入2000元以上者,对景区服务和餐饮服务的体验逐渐降温,而对娱乐、购物和导

游服务的需求和体验渐渐升温(图4)。可见,收入差异是通过旅游体验角度的不同来间接地影响旅游满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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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元

图4 农民经济收入对最满意旅游项目的影响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文通过选择广泛分布于重

庆区域内具有代表意义的6区县

8镇的13个行政村作为研究案

例地,分析并总结了重庆农民旅

游行为的相关特征。

1)农民旅游者人口特征比

较明显。从重庆农民旅游者的人

口特征来看,男性比例略高于女

性;年龄多处于16~39岁间;文

化程度普遍较低;家庭结构以5人以上组成的四世同堂以及3~4人组成的2代人为主;第二收入来源主要为外

出打工;个人月收入和家庭月收入多分布在1000~3000元和1600~5000元间。

2)旅游认知渠道多样,旅游需求旺盛。电视网络和亲戚朋友是农民群体了解旅游信息的主要途径;虽然重

庆农民普遍认为自己收入不高、旅游消费又太贵,但仍有着较高的出游意愿和较为豁达的旅游消费态度;对优美

的自然风光和现代的城市旅游尤为偏爱,且购买旅游纪念品的潜在需求旺盛。

3)旅游行为层次分明。农民旅游动机分布广泛,最普遍的动机为探亲访友,其次为休闲度假和陪伴出游;出

游方式多样化,但在农闲时段以汽车和火车为旅游交通工具的家庭旅游居多;旅游地多为重庆市内;对旅游的住

宿要求不高,亲戚朋友家或一般招待所即可。旅游消费比较理性,单次旅游消费总额及各消费段比例较为均衡;

花费最贵的项目为餐饮住宿,其次是交通费用。

4)旅游满意度较低。仅有一半的人表示满意,其中评价较高的是旅游景区和娱乐服务项目,而对旅游交通

和购物服务评价较低。

5)个人经济收入对旅游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个人收入越高的农民旅游者,公务或购物旅游的机会明显增

多,在利用网络、电视、旅行社、杂志期刊等信息渠道占优势;在其他法定节日时间出游的趋势越大,而对农闲时

间却越没有感知;在交通方式的选择上,乘坐轮船、飞机和自驾车的比例在上升,其中上升最快为自驾游;对重庆

市以外的旅游地有更多的体验机会;旅游住宿条件以星级酒店为首选;单次旅游花费总额更高,且旅游消费多用

于游、购、娱等层次较高的体验项目上。

研究表明,农民旅游的潜在市场是巨大的,且农民群体的收入越高,旅游动机越复杂,旅游消费层次也越高。

但目前重庆农民的旅游消费层次还比较低,有待进一步引导和提升。

3.2相关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农民旅游市场的开发和维护,本文通过对重庆农民旅游行为的初步调查与研究,建议相关部

门和企业等应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应在镇乡级等基层提供专门的旅游咨询服务;切实地维护广大农

民旅游者的旅游消费权益;积极引导农民的旅游消费观念;进一步改善旅游交通服务,提高农民旅游满意度;努

力地实现农民的增收愿望等方面下功夫。其中农民增收是根本,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同时也关系着农民群

体能否进一步实现和满足旅游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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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armers’TourismBehaviorofChongqing

WANGJiang1,LUOShi-wei1,2

(1.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

2.DepartmentofScientificResearch,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Withthefieldsurveymethodwhichcomprisesquestionnairemethodandinterviewmethod,theempiricalpartofthispaper

mainlydoesadeepresearchinto13administrativevillagesof8regionaltownsinChongqing’s6districtsandcountiesfromtheview

ofincomeeffectsonfarmers’tourismbehavior.TheconclusionsshowthattheChongqingfarmers’tourismcognitionandmotives

arevarious,andtheyhaveastrongthirstfortourism.Theirconsumerbehaviorsarewellarrangeddistinctly,thewaysofgoingfor

tourismaremultiple,butthemajoritywiththeirfamilieschoosecarsandtrainsastheirtourismtransportation;theirdestinations

aremostlyinChongqing;therequirementfortravelaccommodationisnothigh,thecommonhostelsorhousesoftheirrelativesor

friendscanmeettheirdemands;theirtourismconsumptionisrational,theirtotaltourismconsumptionandtheratiosofeverycon-

sumptionsegmentaremostlybalanced;themostexpensiveprojectsarecateringandaccommodation,followedbytransportation.

Thepersonalincomehasagreatimpactonfarmers’travelbehavior.Ifafarmerownsahigherincome,hisorhertouristmotivewill

bemorecomplex,theleveloftourismconsumptionwillbemuchhigheraswell.Thecharacteristicsoffarmers’tourismbehavior

showedbythisresearchhaveprovidedsomebasesfortheexploitationanddevelopmentofChongqingfarmers’tourismmarket.

Keywords:farmers;tourismbehavior;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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