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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旅游资源优势的贫困乡村地区，社区旅游参与是扶贫的重要途径。当地社区居民是否真正参与旅

游关系到扶贫成效。构建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同时可正确地认识社区参与的实际能力，

有利于政府制定旅游扶贫政策，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把旅游扶贫落到实处。在现有旅游社区参

与、旅游扶贫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构建了贫困乡村直

接参与、间接参与、不具备参与等社区旅游参与能力类型的三个一级指标层和多个二级指标参与能力的评价体系，

采用专家实地考察打分方法评定为四个等级，并以红河县甲寅乡他撒村为个案进行了应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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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自 2011 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旅游业在带动

居民脱贫致富方面的有效性已被大量的成功实践案例所证实[1，2]。因此，在具备一定条件的贫困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业成为扶贫

的重要手段。2015 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 560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作为旅游扶贫试点村，对这些村给予规划引导、资金投

入、技能培训、监督管理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旅游业在扶贫富民中的突出作用。这些贫困乡村的共性是缺乏优势产

业，主要原因是：地理交通条件不优、耕地面积十分有限，难以依靠农业致富；缺少矿产资源，没能在近些年工业大发展的背

景下凭借第二产业致富。同时，这些贫困乡村大多数保存有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纯朴的乡村民俗

民族文化等，具有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比较优势，这是政府部门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这些贫困乡村扶贫工作方向的关键原因。

2、国内外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研究现状

以“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国内仅有 1 篇文献与该主题吻合度较高，即费之清的“从

                                                       
1[收稿日期]：2018-05-15；[修订日期]：2018-06-22

[基金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昆明分院、云南省旅游规划研究院旅游规划基金项目“旅游扶贫背景下社区旅游从业人员能力培

养方案研究”（编号：YNY-2016-03Z）；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671147）；云南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编号：

JD2017ZD02）。

[第一作者简介]：李凡（1989-），男，云南省曲靖人，助教，主要从事区域旅游开发、景区开发与运营管理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通讯作者简介]：明庆忠（1963-），男，湖北省黄冈人，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研究与旅游开发管理的教学与

科研工作。



2

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探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力评价”[3]，与“社区旅游参与能力”相关的文献则较多，检索到约 20 篇。通过浏

览阅读发现，这些文献大部分是基于个案进行社区旅游参与能力“建设、发展对策、途径”等方面的探讨，且多数文章都是“现

状一问题（或影响因素）一对策（途径）”式的，未对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在社区旅游参与能力

评价的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

以“Community、Tourism”为主题对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到内容与“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关联性较

大的国外研究文献 3 篇。Reid DG、Mair H、Georgew 以力口拿大的 6 个旅游目的地为例，建立了一个自评工具用以评价当地社

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该工具使用 5 分制的李克特量表来呈现参与者对每个问题的态度，备选答案从 1 分（极其反对）

到 5分（极其赞同）[4]。Lisa M、Campbell通过对哥斯达黎加 Ostional村庄发展旅游的研究，发现由于当地居民社区旅游参与

能力有限，虽然他们希望发展旅游，但并没在就业机会与投资机遇等方面得到实惠
[5]
。Donald G Reid、Heather Mair、Wanda

Gearge 指出社区参与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虽然被认可，但目前还缺乏对社区参与旅游进行有效评估的实际操作工具[6]。总体

上看，西方学者关于旅游社区参与的研究视野较广阔，集中体现在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参与类型、影响因素及机制、效果评

价、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参与等方面，特别针对“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的成果不多。

本文尝试构建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是对该方面研究理论的必要补充。探究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的评价体系的

现实意义在于：在旅游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能通过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正确认识现阶段社区参与能力的实际情况，

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本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社区参与能力，为社区有效参与旅游扶贫开发实践

创造必要的条件。

3、社区旅游参与能力与扶贫

孙九霞、保继刚在《中国旅游大辞典》中将旅游社区参与定义为：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社区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

区的全面发展[7]。定义强调要尊重社区的意愿，明确了要把社区作为旅游开发和旅游参与的主体[8]。旅游扶贫是指依靠贫困地区

特有的旅游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扶持之下，通过发展旅游业，使贫困地区的经济走上可持续的良

性发展道路，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9，10]。旅游扶贫定义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作为主要目标。

从上述两个定义可见，社区发展、当地居民获益是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两个概念的共同关注点，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11]。客观地说，社区参与程度高低直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获益多少，而要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充分保障当地居民发

展权
[12]

，保证当地农民参与旅游经营的空间和机会，前提是充分调查评价当地居民的参与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适应的乡

村旅游发展政策，采取因地制宜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真正实现旅游扶贫开发目标。因此，评价社区居民参与能力是科学制定

乡村旅游政策的重要依据[3]，也是旅游扶贫开发工作中应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4、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4.1构建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原则

构建社区旅游参与能力的评价体系需遵循以下原则：①理论联系实际。以现有的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理论及实践的成果为

基础，并结合现阶段的现实国情，探究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构建实际的贫困乡村社区参与能为的

评价体系。②普遍适用性。构建的评价体系力求最大程度地在现阶段广泛开展的旅游扶贫实践中具有普遍适用性。③可操作性。

在旅游扶贫实践中能够加以应用。

4.2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构成要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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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为当地居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他们从乡村旅游的发展中获益。同时，注重社区参与，提

供旅游就业机会也是旅游扶贫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最基本的途径，而要能胜任这些旅游就业机会，需要社区居民具备相应的参与

能力。因此，从乡村旅游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分析社区参与能力构成要素。一般情况下，贫困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可分为直

接参与旅游、间接参与旅游、未能参与旅游三大类型（表 1）。

表 1 乡村社区旅游参与类型

序号 旅游参与类型 详细情况 具体旅游参与要素

1
直接

参与旅游

社区能人、村干部等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管理

与决策；具有一定的劳动力条件、场地条件

及技术能力的贫困户，旅游扶贫开发中这类

人群进行技术培训及指导，独立或者与景

区、企业合作进行特色餐饮、特色民宿等旅

游项目的经营管理

景区管理与决策、

民宿客栈、驿站、餐

饮、牵马、旅游商品

售卖、农耕体验项

目经营、导游、歌舞

表演

2
间接

参与旅游

采取与景区、企业合作的方法，安置到景区、

企业中从事旅游服务业工作；或通过种植、

养殖、编织手工艺品来为旅游项目经营者提

供原材料，从中获取收益。因年龄、身体、意

愿、社区发展等原因未能直接参与旅游开发

的贫困户，采取土地出租、民居出租等间接

参与方式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客栈管理人员、餐

饮员工、景区安保、

环卫，为旅游商品

提供原材料、土地

流舍、承蚕金、土

地方式入股

3
未能

参与旅游

这些家庭因为年纪太大、疾病、伤残等原因

而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家庭劳动力严重不

足，无旅游参与能力；少部分居民在政府部

门动员引导下仍无参与意愿

无

4.3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本文构建的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特指现阶段需要或正在进行旅游扶贫的贫困乡村旅游中的社区参与能力评价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基于上述对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即顺应旅游扶贫提供的就业机会客观上需要社区

居民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

评价体系：在构建社区旅游参与能力的评价体系时，依据乡村旅游发展中主要的社区参与类型划分出三个一级指标层，即

直接参与能力、间接参与能力、不具备参与能力。依据前文对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二级指标包括：直

接参与能力中的参与旅游开发管理和决策能力、参与住宿和餐饮接待能力、参与旅游商品售卖能力、参与娱乐活动项目经营能

力、参与导游服务能力、参与歌舞表演能力、其他拓展参与能力等；间接参与能力中的参与住宿和餐饮员工等服务人员的能力、

参与景区安保和环卫等员工的能力、参与为景区经营活动提供原材料的能力、参与土地流转承包获益的能力、参与资金或土地

方式入股分红获益的能力、其他拓展参与能力等；不具备参与能力一级指标层下统一把因各种因素无参与能力或不愿参与的情

况归纳为一个二级指标。

基于上文探讨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并充分考虑指标体系的普遍适用性、操作可行性、简易性（特别是贫困乡村政府应用评

价指标体系时操作过程不宜过度复杂），初步构建起旅游扶贫背景下的贫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力评价体系（表 2）。评价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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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评分制，具体指标得分由专家人员、专业规划人员、政府人员或村集体小组评分方法获得，直接参与能力和间接参与能力

共计 100 分，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直接参与是社区旅游参与的核心，提供直接就业机会，引导社区居民直接参与旅游也是旅游扶

贫开发中推动贫困人口脱贫的首要途径，直接参与对居民参与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比分权重也更高，定为 60%；间接参与带来的

旅游脱贫效应不如直接参与明显，对社区居民参与能力要求相对较低，权重定为 40%。直接参与能力和间接参与能力的各项二级

指标评分总分均为 10分，依据笔者在多项贫困乡村旅游扶贫规划实践中总结的现实经验，将社区旅游参与能力现状划分为无户

数能胜任（0）、少数户数能胜任（20%以下的居民户数能胜任）、较多户数能胜任（20%-50%的居民户数能胜任）、很多户数能

胜任（50%以上的居民户数能胜任），相对应的评分标准依次为 0分、1-3分、4-6分、7-10分。

表 2 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

参与旅游

类型及

分值比重

社区旅游参与

能力构成要素

现状及分值范围（根据实地调查选择正确反映当地实际情况的选项与分

值）

无户数能

胜任分值

（分）

少数户数

能胜任

分值（％）

较多户数

能胜任

分值（％）

很多户数

能胜任

分值（％）

直接参与

能力

（分值占 60%）

参与旅游开发管理、决策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住宿、餐饮接待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旅游商品售卖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娱乐活动项目经营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导游服务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歌舞表演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其他拓展参与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间接参与

能力

（分值占 40%）

参与客栈、餐饮等服务人员的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景区安保、环卫等员工的能里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为餐饮、旅游商品等经营活

动提供原材料的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土地流转承包获益的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参与资金、土地方式入股分红获

益的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其他拓展参与能力
0

（0）分

0-20%

（1-3）分

20%-50%

（4-6）分

50%以上

（7-10）分

不具备

参与

因为年纪太大、疾病、伤残等原因、

而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家庭劳动

0

（0）分

0-20%

（-3—-1）分

20%-50%

（-6—-4）分

50%以上

（-1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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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力严重不足，不具备参与旅游的

能力；部分居民不愿参与

评价方法：在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专家、专业规划人员或上级政府部门的相关评分人员需

深入实地走访调查，统计总居民户数，基本了解具备某项具体参与能力的户数，各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商讨评出能客观反映当

地社区旅游参与能力实际情况的分数。二级指标项数是开放的，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可增加多项，二级指标得分之和需进

行百分制换算以得出一级指标的得分，见式（1）和式（2）。不具备参与能力得分则为负分，即需在直接参与能力评价和间接

参与能力评价得分之和的基础上减去不具备参与能力的分数，最终得出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总得分，见式（3）。

直接参与能力评价得分 A：

式中，A为直接参与能力评价总得分；an为各二级指标评价得分；n为直接参与能力二级指标项数。

间接参与能力评价得分 B：

式中，B为间接参与能力评价总得分；bn为各二级指标评价得分；n为间接参与能力二级指标项数。

不具备参与能力评价得分 C，C为负数。

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总得分：

根据旅游扶贫背景下的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总得分，可把其参与能力大致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见

表 3。参与能力评为一级的乡村进行旅游扶贫开发的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基本条件很好，二级较好，三级一般，四级的社区居民

参与能力较差，并且从评价体系各项指标得分情况可清晰看出社区参与能力的薄弱点是哪些。主管当地旅游扶贫各级政府部门

可依据当地社区参与能力情况来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补短板、促参与、带脱贫。

表 3 贫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力评价结果

评价总得分 （0-40）分 （41-60）分 61-80分 81-100分

参与能力等级划分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5、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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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案例地选取

甲寅乡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境中东部，是红河县旅游环线上的重要节点和主要景观分布区之一。他撒村位于甲寅乡辖

区内，是典型的贫困少数民族村寨，村寨内 90%以上的居民为哈尼族，社区居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农业和劳动力输出，社会经济

发展落后，是政府部门抓扶贫工作的重点村寨。该区生态环境良好，有大规模的梯田，保留了哈尼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具

备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资源条件，因此该村寨也成为云南省政府部门“挂钩帮扶”搞旅游扶贫”的试点之一。从 2016 年 6 月至

今，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昆明分院、云南省旅游规划研究院等编制完成《绿树格梯田景区总体规划》、《他撒旅游村修建性详细

规划》，并持续性主导和帮扶规划的实施，课题组多次深入当地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走访等途径获取了丰富的基础数据资

料。选取他撒村进行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实证研究，具有典型性意义且可操作性强。

5.2案例地概况

他撒村是红河县境中东部甲寅乡辖区内的自然村，也是村委会所在地，距离甲寅乡 4km，国土面积 2.8km2，全村辖 5个村名

小组（图 1）。甲寅乡政府、他撒村委会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 2016年 12月，有农户 293户、乡村人口 1473人。

图 1 案例地所在位置与现状

红河县域内及周边遍布的梯田风光是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他撒村的绿树格梯田极具观赏价值。他

撒村属于哈尼文化的典型地区，村内保留了部分较完整的哈尼风格古民居，既有少量典型的蘑菇房，又有传统的土木结构民居。

传统民俗保存也非常完好，每当村内有祭祀或重大节日，村民都在此进行传统的文艺表演，村民热情参与打磨秋、打陀螺、射

弩等体育活动，场面极其热闹。哈尼族有名的长街宴更是吸引了大量本地的居民乃至外地的游人参与。他撒村村口处有著名的

十二龙泉，村庄前后梯田环抱，村落点缀其中。总体来看，他撒村山水旅游资源特色突出，同时兼有哈尼族祈福文化、生活习

俗、丧葬文化等多种哈尼族民俗，具有很高的观光游赏和哈尼文化体验价值。

5.3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

在他撒村田野调查期间，课题组在村寨内多次走访，通过入户访谈、问卷调查、拍照记录、村委会访谈会、到当地政府部

门查阅资料等途径进行了全面详实的资料收集。在此基础上，对全村 293 户居民参与旅游就业的能力和类型进行了初步评估、

筛选，统计出能胜任各类型就业机会的户数，其中部分户数具备参与 1项以上的就业能力，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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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他撒村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旅游能力户数统计

旅游参与类型 参与旅游就业机会 能够参与户数（户）

直接参与

参与旅游开发管理、决策 23

参与住宿、餐饮接待 48

参与旅游商品售卖 125

参与娱乐活动项目经营 28

参与向导服务 150

参与歌舞表演 134

参与农耕体验项目经营 95

间接参与

参与客找、餐饮等工作 146

参与景区安保、环卫等工作 98

参与为餐饮、旅游商品等经营活动提供原材料 158

参与土地流转承包获益 40

参与资金、土地方式入股分红获益 37

没能参与 — 29

根据他撒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能力的户数统计，计算出各类型就业机会能参与的居民户数占他撒全村户数的百分比，并评

出相应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要素得分，见表 5。

表 5 他撒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分

旅游参与

类型及

分值比重

社区旅游参与

能力构成要素

现状及评分

无户数能

胜任分值

少数户数

能胜任

分值

较多户数

能胜任

分值

很多户数

能胜任

分值

直接参与

能力（分值

占 60%）

参与旅游开发管理、决策能力
-

-

7.84%

1.5分

-

-

-

-

参与住宿、餐饮接待能力
-

-

16.38%

2.5分

-

-

-

-

参与旅游商品售卖能力
-

-

-

-

42.66%

5.5分

-

-

参与娱乐活动项目经营能力
-

-

9.55%

2分

-

-

-

-

参与导游服务能力
-

-

-

-

-

-

51.19%

7分

参与歌舞表演能力
-

-

-

-

45.73%

5.5分

-

-

其他拓展参与能力
-

-

-

-

32.42%

5分

-

-

间接参与 参与客栈、餐饮等服务人员的能力 - - 4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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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分值

占 40%）

- - 6分 -

参与景区安保、环卫等员工的能里
-

-

-

-

33.44%

5分

-

-

参与为餐饮、旅游商品等经营活

动提供原材料的能力

-

-

-

-

-

-

53.92%

7分

参与土地流转承包获益的能力
-

-

13.65%

2分

-

-

-

-

参与资金、土地方式入股分红获

益的能力

-

-

12.62%

2分

-

-

-

-

不具备

参与能力

因为年纪太大、疾病、伤残等原因、

而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家庭劳动

力严重不足，不具备参与旅游的

能力；部分居民不愿参与

-

-

9.89

%-2分

-

-

-

-

5.4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结果分析

在表 5的基础上，运用式（1）、式（2）、式（3），分别计算得出他撒村社区居民旅游直接参与能力评价

得分 41.43 分、间接参与能力评价得分 44 分、社区参与能力评价最终总得分 42.46分。依据表 3，他撒村目前社区旅游参

与能力评定为三级，参与能力一般，特别是参与旅游开发管理和决策、参与住宿和餐饮接待、参与娱乐活动项目经营等直接参

与能力较薄弱。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在规划建设他撒乡村旅游的工作中应关注旅游资源挖掘开发、基础配套设施修建等“硬件”

建设的同时，以社区参与能力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应作为旅游扶贫的关键。当前他撒村的旅游开发亟需在社区参与能力培养

方面采取系列政策措施，加强智力投入，从旅游发展知识建设、旅游发展意识建设、旅游发展技能建设等领域展开培训，全面

提升当地居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能力，确保村民从旅游发展中实实在在获益。

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性议题，本文在旅游扶贫背景下，从就业机会的角度探讨贫困乡村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构成

要素，构建了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体系并进行实证研究。定量评价体系中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构成要素数量是开放的，具备普

遍适用性，期望对其他贫困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工作中的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评价能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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