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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旅游业与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评价研究 

尹美菊  姚云贵  尹华光 

（吉首大学   湖南张家界  427000） 

【摘 要】旅游业作为关联度大、带动性强、就业面广的产业,无疑成为武陵山片区脱贫致富、步入和谐的首选。

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旅游产业对武陵山片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功效却没得到应有的发挥,尤其是如何实现以上两

者的协同发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若想解决上述问题,构建两者协同发展的评估体

系是关键,为此,本文在理想评估指标的基础上通过三轮专家问卷对指标进行重要性打分,并借助游客和居民的问卷

调查进行筛选及模型修正,最后得出评估片区两者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为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与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浙江;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 

一、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协同发展原则:在指标构建时,不仅要考虑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要顾及到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同

时还要兼顾两者的互相协同,相互推动,从而使指标构建时符合一定的逻辑和规律。 

(2)关键指标原则:对武陵山片区两者协同发展进行整合评估时考虑的指标因素有很多,无法轻易将它们转换为某种实用的

评估工具,所以我们着重关注那些是最为重要的的指标,并且这些指标同时具备可以定量化、行为化、独立性及主导性的特点,方

能提取出来作为评估指标。这样,片区协同发展的评估才能精简且易操作。 

(3)指导性原则:对片区协同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四个角度加以考虑,并且要服务于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从而指导扶贫攻坚这一艰巨的工程。 

二、确定理想评估指标 

理想评估指标指的是在综合大量资料后,利用头脑风暴法确定的一系列带有一定逻辑规律的指标体系。笔者主要通过阅读和

搜集国内外专家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建设评估以及协同发展的相关文献和著作敲定指标体系的项目及其构建。主要

参考文献有《民族和谐发展:理论与实践》、《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潜力评估指标体

系的构建》等著作。理想评估指标项目的设置主要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谐社会建设两个视角着手,旅游开

发需要考虑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同时还需要顾及到与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文化三方面的

协同和互动。这些指标的确定大部分是定性类型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评估是主观的。以下是本文确定的理想评估指标体系:(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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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轮、第二轮专家问卷对评估指标体系的修正 

文章选取了高校、政府、旅游业界三方面的专家,请他们针对指标提出意见,进行重要性打分。专家问卷共进行三轮,第一次

发放问卷 35 份,回收有效问卷 35 份,第二次发放 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 份,第三次发放 20 份回收 20 份。每轮结束后对指标体

系进行调整,并将专家的主要意见和统计结果反馈给各位专家,请专家再次对调整后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因此,每轮问卷后的指

标体系会越来越集中,最终得到本文的评估指标体系。专家问卷设计分为对指标重要性打分,以及开放式的修改意见填写。各指

标按照“不重要”、“较不重要”、“一般”、“较重要”、“重要程度”分别赋予 1、3、5、7、9的分值,用各指标所得分值的算术平

均值来表示专家的“意见集中度”,用各指标所得分值的变异系数来表示专家的“意见协调度”,变异系数越小,指标的专家意见

协调程度越高。 

假设 Xij表示第 i个专家对第 j个指标的打分,共有 n个专家: 

 

式中,Vj越小,j指标的专家意见协调度越高。 

Mj———n个专家对 j指标评分的算术平均值   

Sj———专家对 j指标评分的标准差 

Vj———全部专家对 j指标评价的变异系数 

通过第一轮专家问卷对理想评估指标做出修正,在进一步文献查阅的基础上提出武陵山片区协同发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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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家打分结果分析来看,其中一级指标仅从经济、环境及社会三个维度还无法全面衡量武陵山片区协同发展的需要,不少

专家建议还需要再加上一个一级指标:“政治影响”且意见集中度较高,其中还有一些专家给出了一系列新的二级指标,为接下来

修正和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次级指标中所有指标的意见集中度 Mj>6.0,少数指标的变异系数大,如增强旅游可进入性、拓宽货币回笼渠道、增进相

互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了解、提升该区域少数民族的影响力其变异系数分别是 0.27、0.37、0.29、0.30.这说明第一轮 35 位专家

及学者对这些指标有较大程度的不一致意见,因此这些指标的均值较小。具体分析: 

(1)有些专家认为,有些指标变异系数虽然不是特别大,但纵向比较起来,均值却较小,主要原因是该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之

间逻辑性不是特别强,如增强旅游可进入性,但其属于经济政策的一种,在接下来的专家打分中要做好解释工作; 

(2)有些专家认为,有些指标目前尚未有这种提法,所以指标变异系数很大,直接导致其分值很低,如实现少数民族的“中国

梦”故其得分比较低,为此还需要再次征求专家的建议; 

(3)有些专家认为,国家的一些大的政策和方针虽然在宏观层面具有高度的指导作用和评估意义,但是对武陵山片区却指导

性不强,如拓宽货币回笼渠道,因此此指标应给予删除; 

(4)有些专家认为,社会指标里的一些二级指标可以归为新增加的一级指标里面,如增加民族之间的团结、提升该区域少数民

族的影响力。 

第二轮专家问卷法中 30位专家对二级指标的意见比较集中,文章将 Mj>6.5的第二轮二级指标的意见集中度筛选出来:(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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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二次专家打分可以知道,一级指标政治影响中的推动老区发展,均值为 6.27,变异系数为 0.31;还有一级指标经济影响 

中增加政府税收,均值为 6.30,变异系数为 0.30 ;而第一轮专家打分中其均值为 6.91,变异系数 0.24,相差为什么会这么大,原因

很可能是以下两点: 

(1)  第二轮打分的专家中有一部分不是第一轮打分的专家,对此指标的重要性认知程度有差异; 

(2)  第二轮打分的专家主要倾向于那些尚未有发展旅游的地区,而第一轮专家主要趋向于那些已发展旅游的城市,故而才

有此差异,为此还需要在今后的专家打分中综合考虑此指标。 

四、因子分析对评估模型的修正 

对于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指标体系模型的构建,本文不仅采用专家问卷法,而且通过对游

客和居民的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模型的修正,从而弥补专家问卷法主观性强的缺点。笔者以张家界游客为主要调查对

象,共发放 70份问卷,共收回 63份,回收有效 率 9 0 % , 给 当 地 导 游 - - 发 放 问 卷 3 0 份 , 回 收 3 0 份 , 回 收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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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卷 内 容 包 括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 调 查 对 象 的 基 本 情况 , 包 括 性 别 、 年 龄 和 职 业 。 第 

二 部 分 : 游 客 和 居 民 对 张家 界 旅 游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与 该 聚 居 区 少 数 民 族 和 谐 社 会 建设认知情

况的调查。第三部分:游客对指标体系的框架重要程度的判断,以及有关其他重要因素补充的开放性问题。文章采用李克特量表,

重要程度分为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相应赋值为 5、4、3、2、1。 

文章第二轮专家问卷后的指标体系中的 29个指标的因子分析。见表 3 

 

KMO 值为 0.729>0.7,适宜做因子分析。表中的巴特利球体检验的 X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0.01,说明数据具有相关

性,是适宜做因子分析的。见表 4 

 

 

总方差分解表中选中因子所占方差的累积比例列给出了八个因子所占方差的累积比例为 66.043%,说明八个因子的特征根解

释了总体方差的 66.043%。(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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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后的因子负载数据显示:因子 1(F1)包含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平等、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该聚居区少数民族素质、

降低高参观率对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影响、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增加游客/居民生理心理承载力、降低高参观率对

资源本身的影响,这些因素命名为“政治政策影响”;因子 2(F2)包含增强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增强旅游可进入性、增强旅游资源

的美誉度以及增强旅游产品竞争力,这些因素命名为“旅游战略影响”;因子 3(F3)增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了解、增加就业机会、

实现少数民族的“中国梦”、增加政府税收以及带动相关行业发展,这些因素命名为“社会系统影响”;因子 4(F4)包括增强游客

意愿度、调配旅游资源时空承载力、增强旅游服务接待能力以及维系生态环境承载力,这些因素命名为“旅游环境影响”;因子

5(F5)包括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及推动当地 GDP 的快速增长,这两个因素命名为“经济系统影响”;因子 6(F6)包含提高科教文卫水

平以及增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这两个因素命名为“科学文化影响”;因子 7(F7)包含提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水平以及提

升该区域少数民族的影响力,这两个因素命名为“民族区域影响”;因子 8(F8)包含加强游客尊重和保护当地环境的意识以及推动

老区发展,这两者关联度不是特别大,故而放弃这两个指标！ 

通过对以上旋转后的因子负载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因子 6(F6)科学文化影响属于因子 3(F3)社会系统影响的一个范畴,

故而可以归并在一起,因子 7(F7)中的提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水平可以放在因子 5(F5)经济系统影响,提升该区域少数该区域

少数民族的影响力,可以放在因子 1(F1)中的政治政策影响中。 

因子分析量化地修正了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指标体系模型,从而弥补

了专家问卷法主观程度性强的缺陷。文章综合以上的专家意见反馈、游客和居民的问卷调查,对“片区协同发展指标体系”模型

的修改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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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因此根据两次专家问卷以及因子分析的修正,文章最终确定第三轮专家问卷的指标体系为 

专家在第三轮问卷中对二级指标(Mj>7.00),因此文章修正后的的指标能够较科学地衡量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该

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的效度。 

五、最终指标及权重的确定 

文章的指标体系一共 5个一级指标。用 SPSS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可以得到 27个因子的权重,但是通过定性归并之后,在此尽

可得到 23个因子的权重。0.861、0.847、0.742、0.556、0.555、0.449、0.438、0.421、分别表示政治政策影响中次级指标中

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平等、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该聚居区少数民族素质、降低高参观率对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

影响、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增加游客/居民生理心理承载力、降低高参观率对资源本身的影响中的指标得分系数;0.797、0.680、

0.676、0.543分别代表因子 2(F2)旅游战略影响中次级指标的得分系数;0.748、0.641、0.544、0.418分别代表因子 3(F3)社会

系统影响中次级指标得分系数;0.725、0.585、0.572、0.537分别代表因子 4(F4)旅游环境影响指标中次级指标的得分系数;0.724、

0.719分别代表因子 5(F5)中次级指标得分系数。 

至于主观的一些操作,在此不作考虑。如因子 6(F6)科学文化影响属于因子 3(F3)社会系统影响的一个范畴,故而可以归并在

一起,因子 7(F7)中的提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水平可以放在因子 5(F5)经济系统影响,提升该区域少数该区域少数民族的影响

力,可以放在因子 1(F1)中的政治政策影响中。 

指标的得分系数表示了指标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系数越大,说明该指标与因子的关系越密切,其对因子的贡献越大,所以

赋予的权数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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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个因子里面的指标得分系数进行处理,设每个指标对各自归属的因子的权重得分为 Wi,那么 F1、F2、F3、F4、F5的权重

集分别为 

W1.(0.177,0.174,0.152,0.114,0.113,0.092,0.090,0.086) 

W2.(0.300,0.252,0.251,0.201) 

W3.(0.251,0.215,0.212,0.182,0.140) 

W4.(0.300,0.242,0.236,0.222)W5(0.502,0.498)故 而 : W 1 = 0 . 3 3 8 W 2 = 0 . 2 0 7 W 3 = 0 . 1 8 7 W 4 = 0 . 

1 68W5=0.100 

六、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专家问卷法和因子分析法构建了评估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的一套评估指标体系,

并得到了各个指标的权重。这些指标和指标的权重可以应用到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效度的评

估当中去,指导片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及该聚居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建设,为决策者、管理者和规划者提供有益的帮助。本研

究鉴于时间和资源的局限,仅对张家界市的居民和游客进行了调研,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上,可以扩大调研范围、样本数量等,使研

究结论更具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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