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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思南县居民参与旅游业的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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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思南县1000余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获取了居民对参与旅游业的7个主要方面(为旅游发展保护资源

环境、参与旅游政策制定、参与旅游开发规划、参与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自主经营旅游项目、接受旅游企业的聘用、

参与旅游教育培训)的总体态度,并采用均值比较方法,分析了7个因素(民族、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培训、收入以及

居住地与景区的距离)对居民参与行为的影响。通过聚类分析并借助于GIS软件,分析了思南县各乡镇旅游参与行

为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思南居民4项参与行为感知均值大于3.5,说明居民总体上愿意参与旅游开发。其中,对
自主经营、接受培训和保护环境显示出较高的参与愿望(感知均值大于4)。但对于参与旅游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

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并不热心。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状况5个主要因素对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

(p<0.01)。在空间上,16个不倾向于被旅游企业所雇佣的乡镇主要分布于思南县的西南和东南部,其余11个县镇

的居民既接受旅游企业的雇佣,也对自主经营有着强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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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

阔的新兴产业之一。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仅
2008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3003万人次,国际

旅游收入408亿美元。随着旅游业在我国产业中重

要性的提升,旅游业产生的综合影响问题会愈加

凸显。
旅游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利益相

关群体,其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是目的地旅游

业成功的关键。由于态度与人们的行为往往有着内

在联系[1-3],因此,掌握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

度有助于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了解旅游的影响,减

少旅游者与居民间冲突,以获得居民对旅游业的支

持[4-6]。
国内外研究者相对重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

的感知与态度以及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对

旅游影响的感知主要受到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影

响[7]。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越愿意接受和理解本地

旅游业的发展。Lawson揭示了新西兰10个小镇居

民感知旅游对旅游经济的依附程度,也将影响居民

对旅游的整体态度[8]。已经在旅游业中就业的居民

(或其亲戚、朋友、邻居)会对旅游业及旅游者表达出

更为积极的态度[9]。不过,由于旅游地居民从事旅

游业的工资收入很可能低于最低生活水平,且工作

条件并不能让人满意;此外,所从事的职位低下,因
此,旅游从业人员及相关产业人员也许更可能对旅

游业持否定态度。因此,家庭成员是否供职于旅游

业本身或许并不能增进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

知[10]。城市和乡村居民居住地与景区之间的空间

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感知。乡村居

民及居住地远离景区的居民对旅游者及旅游业的态

度更为冷漠[11]。

1研究区概况

思南县位于贵州省铜仁地区西部,地处武陵山

腹地,乌江流域的中心地带,距贵阳380km,铜仁

198km。地域面积2230.5km2,辖13个镇、14个

民族乡总人口64.7万。思南年均气温17.8℃,无
霜期290d,平均降雨量1153mm。生物资源有植

物700多种,森林覆盖率为32.68%。2008年以来,
随着思南县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基础设施、旅游资

源的完善与开发,思南县的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人

次和旅游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表1)。

* 收稿日期:2012-02-21  网络出版时间:2012-9-15 23:19
资助项目: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No.KJ100603)

作者简介:杨曦,女,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影响。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0.1165.N.20120915.2319.201205.88_020.html



表1 思南县2003—2008年旅游接待情况统计表

旅游人次/万人次 旅游收入/万元

国内旅游人次/万人次 同比增长/% 国内旅游收入/万元 同比增长/%
2003年 6.8944 1365.375
2004年 8.9126 29.3 1761.535 29
2005年 11.1383 25 2284.798 29.7
2006年 14.5523 30.7 8728.68 28.2
2007年 18.7591 28.9 11443.032 31.1
2008年 28.0028 49.2 17314.6741 49.4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主要利用Excel、SPSS、MapInfo等软件进行数

据的采集、分析和编制图件等。首先,采用Excel进

行调查数据的初步处理。第二,运用SPSS的方差

分析(One-WayANOVA)用来检验多组数据之间

总体平均数是否相同,目的在于了解各组之间平均

数的差异。对于多组数据之间的检验,当 F 检验的

p 值小于0.05时,则可知检验结果是显著的。此

外,对居民感知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聚类分析,最
后,运用 MapInfo软件编制图件,获得思南县居民

感知态度的空间差异。

2.2数据来源与处理

居民参与旅游业行为测量量表以国内外文献为

依据,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设计问卷项,要求

被调查者用l(很不同意)~5(非常同意)的5个级别

来表明自己的感知和态度。在贵州省思南县旅游局

协助下,研究者于2009年7~9月,在思南县27个

乡镇居民中入户发放了1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

卷1061份,回收率达81.6%。受访者男女比例相

当。年龄25~44岁占49.86%。当地为少数民族

聚居区,受访者中汉族、土家族、苗族、蒙古族比例分

别为31.57%、38.74%。调查对象中初中及高中、
中专教育程度者所占样本比例较大,一共占总数的

70.68%。被调查者职业以农民为主,占40.81%。
没有从事过旅游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参与过相关的

培训的比例占77%以上。调查中家与景区的距离

小于2km的居民占38.55%。

3研究结果

3.1居民参与旅游的总体意愿

针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旅游的总体意愿分析表

明:贵州省思南县的本地居民愿意为旅游发展保护

自然环境和资源,愿意接受关于旅游的相关培训,愿
意参与环境和资源管理(感知均值均大于4,且赞成

率都高于90%),从对应的方差值可以看出,居民的

看法一致性较强,差异性不明显。不过,在参与旅游

业的方式上,居民对于自主经营一些旅游接待项目

表示出更为浓厚的兴趣,而对于被景区或者是旅游

企业雇佣则参与意愿不强烈(感知均值小于3.5,且
赞成率约为50%)。

此外,需要关注的是,居民对于参与旅游政策制

定和决策过程、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这些项目表示

了中立的态度,赞成率也只有50%左右,方差也看

出其一致性也较差(表2)。

表2 思南县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意愿

平均值 结果 赞成率/% 方差

我愿意为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4.48 同意 98.49 0.56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 3.32 中立 49.20 1.2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与规划 3.34 中立 50.71 1.20
我愿意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3.58 同意 65.79 1.30
我愿意自主经营一些旅游接待项目 4.35 同意 94.82 0.63
我愿意接受景区或旅游企业聘用,成为其工作人员 3.23 中立 54.01 1.45
我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 4.47 同意 95.19 0.65

3.2不同因素对居民参与旅游意愿的影响

3.2.1民族对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不同民族的

思南居民对参与旅游意愿的影响存在有显著的差

异。具体表现为对“愿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愿
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愿意经营旅

游接待项目”、“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愿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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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愿意参与旅游开

发和规划”、“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和“能提

供的旅游项目”等方面,不同民族的居民的看法有

显著差异(表3)。

表3 民族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概率

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8.841 4 2.210 7.159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36.182 4 9.046 5.814 0.000
我愿意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5.859 4 1.465 3.770 0.005
我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 322.121 4 80.530 44.867 0.000
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教育 10.311 4 2.578 6.212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45.778 4 11.444 8.120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规划 34.401 4 8.600 6.093 0.000
能提供的服务 1259.596 4 314.899 24.478 0.000

3.2.2年龄对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通过对年龄

的显著性检验发现,不同的年龄否对参与旅游意

愿存在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不同的年龄段

居民对于“能提供的旅游项目”方面并没有显著的

差异。而在“愿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愿意参与

旅游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愿意经营旅游接待

项目”、“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愿意参与旅游

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愿意参与旅游开发和规

划”和“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看法

有显著差异(表4)。

表4 年龄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概率

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12.049 4 3.012 9.854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290.315 4 72.579 55.201 0.000
我愿意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16.748 4 4.187 11.070 0.000
我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 279.371 4 69.843 38.054 0.000
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教育 10.591 4 2.648 6.384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193.074 4 48.269 38.009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规划 272.706 4 68.177 57.496 0.000

3.2.3教育程度对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对受教

育程度的显著性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参

与旅游意愿存在有显著的影响差异。不同的受教

育程度居民在“能提供的旅游项目”方面并没有显

著的差异。而在“愿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愿意

参与旅游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愿意经营旅游

接待项目”、“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愿意参与

旅游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愿意参与旅游开发

和规划”和“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方面均有

不同的看法(表5)。

表5 受教育程度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概率

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3.701 4 0.925 2.950 0.019
我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227.683 4 56.921 41.422 0.000
我愿意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5.747 4 1.437 3.697 0.005
我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 88.716 4 22.179 11.002 0.000
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教育 23.735 4 5.934 14.751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76.682 4 19.171 13.890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规划 76.349 4 19.087 13.915 0.000
能提供的服务 222.519 4 55.630 4.018 0.003

3.2.4职业对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对不同职业

的显著性检验主要采用方差分析(ANOVA)的方

法,研究不同职业的人群是否对参与旅游意愿的

影响存在有显著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职业居

民在“愿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愿意参与旅游环

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愿意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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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

定和决策过程”、“愿意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和
“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方面均有显著差异

(表6)。

表6 职业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概率

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18.367 13 1.413 4.674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134.784 13 10.368 7.030 0.000
我愿意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18.455 13 1.420 3.737 0.000
我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 393.955 13 30.304 17.399 0.000
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教育 36.302 13 2.792 7.092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231.382 13 17.799 14.305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规划 180.463 13 13.882 10.811 0.000

3.2.5培训对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是否接受过培训

对居民参与旅游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
无论是否接受过旅游相关培训,“居民参与旅游环境保

护和资源管理”、“接受旅游企业的聘用”、“参与旅游政

策制定”以及“参与旅游规划制定”方面的看法并没有

显著的差异。而在“愿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愿意自

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方
面,有着培训经历的居民则表现出不同的看法(表7)。

表7 有无接受旅游相关培训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概率

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4.103 1 4.103 13.138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0.598 1 0.598 0.377 0.539
我愿意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10.382 1 10.382 27.095 0.000
我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 0.000 1 0.000 0.000 0.991
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教育 6.513 1 6.513 15.605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0.215 1 0.215 0.148 0.70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规划 0.145 1 0.145 0.101 0.751

3.2.6收入对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总的来说,收
入状况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参与旅游的总体态

度。不同收入的居民在“能提供的旅游项目”、“愿意

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与资

源管理”、“愿意经营旅游接待项目”、“愿意接受旅游

企业聘用”、“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
“愿意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和“愿意参与旅游教育

和培训”方面的看法均有显著差异(表8)。

表8 收入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概率

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34.199 7 4.886 17.111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202.632 7 28.947 20.648 0.000
我愿意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27.460 7 3.923 10.627 0.000
我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 410.572 7 58.653 34.181 0.000
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教育 23.758 7 3.394 8.414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168.749 7 24.107 18.592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规划 143.915 7 20.559 15.677 0.000

3.2.7家到景区的距离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居住

地与景区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居民的参与

机会。经分析,无论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远近,居民

对于是否自主经营旅游项目,而不是接受旅游企业

雇佣的看法趋于一致。
但是在“能提供的旅游项目”、“愿意保护自然资

源环境”、“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
“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和决策过程”、“愿意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和“愿意

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等方面,与景区的空间距离则

对居民的参与态度有显著的影响(表9)。

3.3居民参与旅游意愿的空间差异

通过对思南县全部27个乡镇居民参与旅游的

总体态度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结果表明,思南县

27个乡镇按照参与旅游的总体态度可以分为2类:
第一类区域包含16个乡镇(东华乡、宽坪乡、亭子坝

乡、杨家坳乡、许家坝镇、思林乡等)。第一类区域的

居民参与态度的总体特点是不倾向于被旅游企业所

19第5期             杨 曦:贵州省思南县居民参与旅游业的行为研究



雇佣,对参与旅游决策过程的意愿不强烈;第二类区

域共计11个乡镇(张家寨镇、青杠坡镇、长坝乡、瓮
溪镇、三道水乡等),第二类区域的主要特征是居民

对于参与旅游的各种方式表现出认同,特别是这类

区域既接受旅游企业的雇佣,也对自主经营有着强

烈的愿望(图1,2)。

表9 家到景区的距离对思南县居民参与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概率

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11.353 3 3.784 12.365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102.643 3 34.214 22.943 0.000
我愿意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 1.227 3 0.409 1.042 0.373
我愿意接受旅游企业聘用 238.844 3 79.615 42.530 0.000
我愿意参加旅游培训教育 5.490 3 1.830 4.366 0.005
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 184.610 3 61.537 48.199 0.000
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规划 181.088 3 60.363 47.480 0.000

图1 思南县居民参与旅游的总体态度的聚类分析    图2 思南县居民参与旅游的态度的空间差异

4结论与讨论

4.1主要结论

思南县的本地居民总体上愿意参与旅游开发。
不过,在参与旅游业的方式上,居民对于自主经营一

些旅游接待项目表示出更为浓厚的兴趣,而对于被

景区或者是旅游企业雇佣则参与意愿不强烈。此

外,需要关注的是,居民对于参与旅游政策制定和决

策过程,参与旅游开发和规划并不是很热心。
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状况对思南

县居民参与旅游的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无论是

否接受过旅游相关培训,“居民参与旅游环境保护和

资源管理”、“接受旅游企业的聘用”、“参与旅游政策

制定”以及“参与旅游规划制定”方面的看法并没有

显著的差异。而在“愿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愿意

自主经营旅游接待项目”、“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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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方面,有着培训经历的居民则表现出不同的看

法。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远近对于居民是否自主经

营旅游项目没有影响。
思南县27个乡镇中,16个乡镇的居民不倾向

于被旅游企业所雇佣,对参与旅游决策过程的意愿

不强烈;11个乡镇的居民对于参与旅游的各种方式

表现出认同,特别是这类区域既接受旅游企业的雇

佣,同时也对自主经营有着强烈的愿望。
4.2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分析,明确了

思南县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态度和影响居民态度的主

要因素。但从实质上讲,只是回答了居民感知现状,
对于居民感知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尚需要进一步探

索。这需要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具有可靠性

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从而开展居民感知效应的

模拟,实现从案例研究向模式研究的转变。
此外,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旅游发展模式条件

下,居民的感知会呈现明显的不同,因此,本研究的

研究结论其适用条件约束性较强,普适性尚需检验。
从未来研究的角度,应当选择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

段、不同资源类型的案例区域开展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纳尔逊,奎克,桑强.组织行为学:基础、现实与挑战

[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1:162-163.
[2]徐国良,万春燕,甘萌雨.福州市历史街区游客意象空间

感知差异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29(2):94-98.
[3]吴妍,杨国良,吴晓文.成都市红砂村乡村旅游发展对农

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分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2009,32(3):401-405.
[4]谌永生,王乃昂,范娟娟,等.敦煌市居民旅游感知及态

度研究[J].人文地理,2005,20(2):66-71.
[5]秦远好,谢德体,王壮.旅游活动对自然保护区游憩地带

植物的影响[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0
(10):105-112.

[6]张述林,田万顷.基于AHP的旅游资源评价与发展对策

研究———以重庆环城游憩带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11,28(2):70-74.
[7]GursoyD,Rutherford D G.Hostattitudestoward
tourism:animprovedstructuralmodel[J].Annalsof
TourismResearch,2004,31(3):495-516.

[8]LawsonRW,WilliamsJ,YoungT.Acomparisonof
residentsattitudestowardstourismin10newZealand
destinations[J].TourismManagement,1998,19(3):247-
256.

[9]PizamA,MilmanA,KingB.Theperceptionsoftourism
employeesandtheirfamiliestowardstourism:across
culturalcomparison[J].Tourism Management,1994,15
(1):53-61.

[10]TeyeV,SÊnmezSF,SirakayaE.Residentspattitudes
towardtourismdevelopment[J].AnnalsofTourism
Research,2002,29(3):668-688.

[11]AllenLR,HaferHR,LongPT.Ruralresidentsatti-
tudestowardrecreationandtourismdevelopment[J].
JournalofTravelResearch,1993,31(4):27-33.

OntheBehaviorofResidents’ParticipationinTourismIndustryinSinanCounty

YANGXi
(1.Library;2.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ThispaperchoosesSinanCountyinGuizhouprovinceasasubject,becauseofitscomparativelycompletetourismforms,fast
development,obviousinfluenceandconcentrationofminoritygroups.Inourresearch,dataconcerningtheattitudestowardsprotecting
theenvironment,policymaking,tourismplanningprocess,resourcesmanagement,independentmanagement,employedbythe
tourismindustryandeducationandtrainingwerecollectedbyaquestionnaireprocessfromdomesticresidents.Thesurveyisbasedon
arandomsampleconsistingofover1,000residentswhoseattitudewasrecordedinadetailedmanner.Then,weuseSPSSsoftwareand
adoptstatisticmethodsasacomparisonofmeanstofindouttheinfluencescausedbysocialfactorslikeethnicgroupsandagesonthe
perception,attitude,andinvolvementofresidentsthere.ThroughclusteranalysisandGISsoftware,thedifferenceofperceptionsa-
mongdifferenttownsinSinanCountyisobtained.Themajorconclusionsareasfollows:atconfidencelevel0.01,localpeoplegeneral-
lyarewillingtoinvolveintourismdevelopment,butastothewayofinvolvement,theypreferstartingtheirowntouristreceptionbusi-
nessestobeinghiredbytourismcompaniesorscenicspots.Generally,thesocialfactorsarethemainfactorsinfluencingtheperception
oftourisminfluence.Comparativelyspeaking,“whetherreceivedanytraining”hasalowdegreeofinfluenceonresidents’perception.
Otherfactorslike“tourismprovidedmorejobopportunities”,“tourismenhancedreputation”,“tourismintensifiedcohesionofsocie-
ty”,“tourismimprovedresidents’abilitiesandqualities”,“tourismcausedlimitedentertainmentfacilities”andtheperceptionofenvi-
ronmentalinfluencehavenothingtodowiththis.Besides,incomeandproximitytoscenicspotshavenoobviousinfluenceonsomeper-
ception.
Keywords:tourismindustry;occupation;residents’perception;Sinan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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