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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获得感对旅游开发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湖南 10 个民族文化旅游小镇为例 

许春晓 邱赢琦 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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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旅游地居民获得感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旅游开发的成败。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思辨,认为旅游获得感

包含旅游经济获得感、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及旅游环境获得感三大维度。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居民获得感、满意

度与支持意愿关系,以湖南省 10个民族文化旅游小镇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研究发现:居民环境获得

感对旅游满意度及支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居民旅游经济获得感、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对满意度及旅游支持意愿显

著正相关,满意度在居民获得感与旅游开发支持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建议高度重视旅游特色小镇旅游开发中

居民旅游经济获得感、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及旅游环境获得感的满足,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及支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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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矛盾

突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是解决城乡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重大问题的关键

举措。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培育特色旅游小镇,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小镇,促进资源开发,集聚生产要素实现产业融合发

展,培育乡村经济增长极,是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民族文化旅游小镇建设过程中,高度关注当地居民的获得感,

确保项目建设运行得到当地居民的全力支持,形成良好社会效益,是政府部门致力以求的目标,亟待旅游学界的解释。 

旅游学术界高度关注当地居民在旅游开发中各种权益的保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基本上表现着社区居民权利重要性认

识、旅游增权及其结构、增权的政治意义三阶段色彩。最先关注社区参与的权益问题,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增权概念,强调旅

游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AkamaJ,1996)[2]572;讨论社区居民的“权利”与“权力”,旅游增权概念思辨成为了基础理论问题,勾

勒 了 概 念 模 型 : 增 权 的 主 体 (AkamaJ,1996)[2]573 、 受 体 (Rappaport,1984)[3]2 、 内 容 (Scheyvens,1999)[4]248 、 路 径

(Wallace,etal,1996
[5]
;Spencer,2010

[6]
;Le-Klahn,etal,2014

[7]
)和目的(Sofield,2003)

[8]
。 

接着,致力于社区旅游增权的结构和测定指标研究,形成了社区旅游增权的政治增权、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及社会增权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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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Scheyvens,1999)[4]247;之后,又基于不同社区旅游增权的特殊性,扩展了文化增权和环境增权[9]、组织赋权[10],开发了社区旅

游增权量表(Boley等,2014)[11]。从政治层面探究旅游社区增权,有学者再度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增权的个人、组织和社区三个层

次(Rappaport,1984)
[3]3
;结合中国实践将增权分为个体、人际和社会三个层面(范斌,2004)

[12]
;认为个人增权要先于社区增权(左

冰等,2008)[13]。 

旅游小镇建设的研究中,社区参与及支持意愿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选题。特别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

究社区参与对支持意愿的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少,在旅游小镇研究中也有案例(胥兴安等,2015)[14]。 

获得感是一个新词也是一个热词,最早是描述低阶层的消费者行为时使用了“立即获得感”一词(陈峻松,1998)[15]。“获得

感”内涵的清晰表达,是在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16]

的论述。从此,学术界开始积极探究居民获得感的学术内涵,从不同角度描述群众获得感[17,18]、职工获得感[19]及大学生获得感[20,21],

个别研究辅导员的获得感[22]。旅游领域研究较少,尚没有形成出色的成果。 

旅游是新时代重要的事业形态更是幸福产业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大量村寨成为旅游开发的对象,旅游特色小镇也

是地方政府看重的开发项目。在特色旅游小镇尤其是民族文化旅游小镇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权益,通过提升

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全面优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值得探讨。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思辨社区居民获得感的内涵并编制测量量表,探究其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意愿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旅游

小镇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化解利益冲突,合理实现社区居民增权,提升旅游发展的支持意愿,保障支持行为持续,有明显理论价值

及现实意义。 

一、获得感的内涵及其测量 

(一)居民获得感概念 

“获得感”是本土性较强的词汇,细致揣摩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目的均为了提升人民的“获得感”。虽尚未对获得感有明

确的定义,但内涵丰富,包含以下方面:就“获得”来说,要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为基础,从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教育事

业、养老、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分别进行考虑[23];也包括精神上的,精神层面的获得体现为安全、尊严、幸福、成就

等[24],以及机会上的获得[25];更为重要的,是物质与精神上的“持续获得感”。 

考虑到旅游地居民的特殊性,将居民获得感界定为“人们通过对旅游发展给当地带来影响的衡量,在内心形成的一种正面的

感受。不仅包含物质层面上的,更包含精神层面上的;不仅包含当期的,更是对未来的评判。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一种可持续

的。” 

(二)居民获得感维度的划分 

习总书记强调的“获得感”有切身利益的保障,有公平正义的实现,也有环境质量的改善[26],文化领域层面的获得[27]。学者们

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针对人民群众在政治获得感、经济获得感、文化获得感、生态获得感、民生获得感五大方面的阐

述(文宏等,2018[17]6;郭学静等,2017[18]38)。 

另一个是以大学生等为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讨论。Yooshik Yoon及 Dogan Gursoy等分析居民的感知最易受到经济、

社会、文化及环境因素的影响[28]。不同评估目的其分析存在差异,严格遵循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并结合学者对获得感的探索,将

其维度划分为:旅游经济获得感、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与旅游环境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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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经济获得感 

获得感最先就是要感受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23]
。这对于旅游地居民也是适用的。由于发展旅游而带来的食、

住、行、购、娱以及个人收入、就业机会、贫富差距的变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都能影响居民的经济旅游影响感知[29]121。分

析旅游获得感与其的相似性,参照其测试语句也是可行的。纵向层面的获得感,如个人经济状况与 5 年之前相比的感受、继续发

展旅游个人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17]5。由此,形成旅游经济获得感的测试语句。 

2.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 

发展旅游使得本地社会外观的改善、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文化交流、作为当地居民越来越自豪、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与

人之间信任程度的加深、家庭观念与婚姻关系[29]122的变化,都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社会文化感知。且多数学者讨论文化项目的多少、

公共安全的提升[18]38;公共服务设施的多少[30],医疗服务的改善[31],诉求通道是否增多[32]8,也会影响“获得感”的提升。由此,形成

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的测试语句。 

3.旅游环境获得感 

让人民群众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3]。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政府是

否实施更多保护环境的措施、发展旅游是否会影响居住环境与自然资源、本地污染情况是否加重[29]122都会影响居民的旅游影响感

知。在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下,居民也有权利制止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享有良好的环境[34]。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在逐步确立[32]9,

并以此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由此,形成旅游环境获得感的测试语句。 

(三)居民旅游获得感量表的初步建构 

本研究主要涉及旅游获得感、满意度及支持意愿变量。满意度及支持意愿参照唐晓云(2015)[35]及 Lankford,Howard[36]的成熟

量表结构,而旅游获得感量表的生成严格通过以下原则获取:首先,对获得感文献的分析与思辨,认知其维度划分。其次,参照相近

概念旅游影响感知的成熟量表并结合国内学者对获得感维度的思考,组织旅游地管理人员、居民的访谈,进行焦点小组访谈确定

题项,以此确定旅游获得感测量量表。 

其中,旅游经济获得感有 9 条测项,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有 13 条测项,旅游环境获得感有 6 条测项,共 28 条测项。问卷涉及

的量表均采取李克特 5 点式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完全同

意”,数值越大,符合程度越高。 

(四)效度分析 

为保证量表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进行两轮的调研。第一轮预调研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旅游获得感的维度。保证调研地类

型的一致,选取靖港古镇为调研地,共发放 270 份问卷,回收 265 份问卷,有效问卷为 253 份,有效率为 95.5%。结果显

示,KMO=0.858,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可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最大方差法的正交旋转,共提取 3个公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 60.681%,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采取因子分析

的相关排除原则,最终保留 23条测试语句(见表 1)。 

表 1 旋转成分矩阵 



 

 4 

测项 

成分 

1 2 3 

EA1:个人经济状况与 5年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善 0.57 

  

EA2:个人收入增加 0.78 

  

EA3:增加就业机会 0.809 

  

EA4:继续发展旅游个人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0.844 

  

EA5:导致当地东西越来越贵 0.695 

  

EA6:使本地房屋价格上涨 0.799 

  

EA7:增加了生活费用 0.847 

  

EA8:导致了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0.847 

  

SA1:使得设施变多生活更便利 

 

0.621 

 

SA2:改善本地外观 

 

0.696 

 

SA3: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0.749 

 

SA4:促进文化交流 

 

0.835 

 

SA5:促进居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开放 

 

0.719 

 

SA6:越来越觉得是当地重要的一分子 

 

0.517 

 

SA7:文化服务项目的增加 

 

0.51 

 

SA8:使本地公共安全得到了提升 

 

0.835 

 

SA9:使本地优良传统被遗忘 

 

0.48 

 

SA10:人们之间越来越不相互信任 

 

0.57 

 

BA1:政府实施更多保护环境的措施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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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2:破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0.816 

BA3:生态文明制度逐步确立 

  

0.834 

BA4:有权制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0.716 

BA5:有权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0.715 

 

二、研究假设与调研实施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旅游地居民感受到的发展旅游得到的益处超过成本时,更加愿意支持旅游的发展。经济感知比社会

文化影响及环境影响感知较强[29]120。学者引入社会交换理论,研究旅游影响并解释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度[37],以及居民对经济

影响感知与支持意愿关系的探索[38]。本文将“获得感”比照“旅游影响感知”,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旅游经济获得感对支持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对支持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旅游环境获得感对支持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osqu提出个人的感知体验将会影响满意度[39]。游客对景区的资源、服务、价值的感知与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40]。

感知与期望符合度越高时,游客满意度就越高[41]。故提出假设: 

H1b:旅游经济获得感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旅游环境获得感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正如顾客对产品服务态度的高低与拥护之间的关系,较高的评价产生更高的拥护度(许春晓等,2016)[42]。态度与参与意愿关

系密切[43]29。不管是一种心理倾向还是行为,更愿意做些对当地旅游有益的事,反之亦然。故提出假设: 

H4:满意度对居民支持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前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如下所示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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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地特征及调研实施 

正式调研不仅验证旅游获得感量表的结构,也是为了变量间的关系。调研对象为湖南省 10 个民族文化旅游小镇(见表 2),使

用多时空配比抽样调查方法提高调查信息的有效性
[44]

。且以一户一份问卷的形式,降低问卷的相似性。 

正式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份始,到 2018 年 2 月底,历时 3 个月。委托各个村镇干部发放问卷,平均每个旅游小镇发放问

卷 50份,共发放 500份,回收 465份,回收率 93%。同时,删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434份,有效率 93.3%。 

表 2 数据采集地典型性介绍与问卷发放情况 

案例地 案例地介绍 回收情况 

凤凰古城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 AAAA级景区 回收 48份;有效 45份 

汉回村 长沙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 回收 47份;有效 44份 

上甘棠古村 湖南省目前最为久远的千年古村落 回收 44份;有效 40份 

水车镇 紫鹊界梯田景区所在地 回收 45份;有效 42份 

里耶镇 湘、鄂、渝、黔四省市在此交界 回收 48份;有效 40份 

瑶族乡 花瑶古寨风情是湖南新潇湘八景之一 回收 46份;有效 43份 

芙蓉镇 两千年历史的古镇,有湘西“四大名镇” 回收 46份;有效 4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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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京”之美誉 

黔阳古城 

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滇黔门户” 

“湘西第一古镇” 

回收 48份;有效 46份 

老司城村 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遗址所在地 回收 44份;有效 43份 

芋头侗寨 通道县百里侗文化重要的村寨示范点 回收 49份;有效 47份 

 

三、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一)样本的人口学统计特征 

经过分析显示,从性别上看,男女比例均衡;从年龄上来看,以26～35岁年龄段为主,占总样本的47.4%;从民族上看,各个民族

比例相差不大,汉族占比 31.3%偏多,土家族占比 24.2%,瑶族占比 14.3%,苗族占比 11.8%,侗族占比 10.1%,回族占比 6.9%;从受教

育程度上来看,多集中在大学、大专、高中及初中学历,受教育程度整体较高;从家庭平均月收入看,多集中在 2000～5000元之间;

从居住时间看,比例相当;从与旅游的关系看,从事其他行业或者其亲人从事旅游业等的相对较多。可以看出,调查样本具有一定

典型性。 

(二)居民旅游获得感量表的修正 

为确保结果的可信性,进行信度检测(见表 3)。量表的初始信度由 a 系数衡量,结果显示总体变量的 a 系数为 0.816,各维度

潜变量的 a在 0.729以上,大于 0.70的标准。并据题已删除后的 a系数会降低的标准来进行各项的判别,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结果显示,旅游获得感量表通过检验并处于较好的信度。 

表 3 旅游获得感维度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维度 测项 

校正的项 

总计相关性 

题项删除 

后的 a系数 

维度的 

a系数 

旅游经济 

获得感 

EA1 0.512 0.850 

0.855 

EA2 0.793 0.816 

EA3 0.791 0.819 

EA4 0.749 0.823 

EA5 0.683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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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6 0.783 0.820 

EA7 0.719 0.826 

EA8 0.418 0.812 

旅游社会文化 

获得感 

SA1 0.415 0.804 

0.813 

SA2 0.483 0.798 

SA3 0.449 0.801 

SA4 0.510 0.797 

SA5 0.421 0.804 

SA6 0.306 0.812 

SA7 0.486 0.800 

SA8 0.584 0.785 

SA9 0.657 0.775 

SA10 0.645 0.777 

旅游环境 

获得感 

BA1 0.499 0.691 

0.729 

BA2 0.495 0.694 

BA3 0.455 0.707 

BA4 0.574 0.655 

BA5 0.603 0.648 

 

(三)效度分析 

旅游获得感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效度分析也是很好的(见表 4)。效度的检验进行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的检验。拟合优

度分析中,CMIN/DF=3.783,RESEA=0.070,小于 0.08 的标准,模型基本适配较好;GFI=0.865,CFI=0.925,AGFI=0.818,可接受水平,

且 CFI 越接近于 1,模型适配越佳
[45]
;PNFI=0.727>0.5,样本数 CN=434,显示数据适配情况较好。在聚合效度分析中 CR 在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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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 之间,大于 0.7 的标准,AVE 均在 0.5 以上。可看出,旅游获得感维度的适配效果极好。旅游获得感由旅游经济获得感、旅

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及旅游环境获得感组成。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各潜变量的拟合指数证实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较好。居民的满意度是中介变量,可将其作为一个大类来分析[46]。在满意

度与支持意愿拟合指标中,CMIN/DF=4.731<5,在可接受范围内,GFI=0.983,CFI=0.956,TLI=0.891 均超过 0.9 的理想水

平;PNFI=0.654>0.5,样本数 CN=434,RMR=0.024<0.05表示模型拟合度较好(见表 4)。 

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在 0.146～0.984之间,几乎都大于 0.2;对应的 t 值在 2.754～21.791 之间,均大于 1.96;而 AVE

在 0.500～0.786 之间,大于 0.5 的标准,说明模型的聚合效度良好。根据测算各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小于值,变量间的区

分效度较好。 

表 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标准化因子载荷 标准误(S.E) 

t值 

(C.R) 

平均提 

取方差 

组合 

信度 

a系数 

旅游经济 

获得感 

EA1:个人经济状况与 5年前相比 

有很大改善 

0.477 -- -- 0.500 0.875 0.855 

EA2:个人收入增加 0.683 0.104 11.847*** 

   

EA3:增加就业机会 0.981 0.142 11.124*** 

   

EA4:继续发展旅游个人经济状况 

越来越好 

0.720 0.122 9.883*** 

   

EA5:导致当地东西越来越贵 0.549 0.096 10.299
***
 

   

EA6:使本地房屋价格上涨 0.984 0.143 11.119*** 

   

EA7:增加了生活费用 0.674 0.118 9.586
***
 

   

EA8:导致了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0.168 0.130 3.352*** 

   
 

续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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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变量 观测变量 

标准化因 

子载荷 

标准误 

(S.E) 

t值 

(C.R) 

平均提 

取方差 

组合 

信度 

a系数 

旅游社会 

文化获得感 

SA1:使本地设施变多生活更便利 0.699 0.078 13.449*** 

   

SA2:改善本地外观 0.760 -- -- 0.500 0.891 0.813 

SA3: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0.651 0.062 13.920*** 

   

SA4:促进文化交流 0.720 0.066 13.845
***
 

   

SA5:促进本地居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开放 0.659 0.070 12.556*** 

   

SA6:越来越觉得是当地重要的一分子了 0.557 0.090 9.612
***
 

   

SA7:文化服务项目的增加 0.146 0.115 2.754** 

   

SA8:使本地公共安全得到提升 0.183 0.109 3.504*** 

   

SA9:本地优良传统被遗忘 0.298 0.105 5.721*** 

   

SA10:人们之间越来越不相互信任 0.255 0.111 4.907*** 

   

旅游环境 

获得感 

BA1:政府实施了更多保护环境的措施 0.854 -- -- 0.500 0.811 0.729 

BA2:破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0.744 0.053 15.767*** 

   

BA3:生态文明制度在逐步确立 0.728 0.049 15.452
***
 

   

BA4:有权制止破坏环境的行为 0.260 0.109 5.032*** 

   

BA5:有权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0.345 0.113 6.806
***
 

   

满意度 

D1:旅游发展感到满意 0.805 -- -- 0.774 0.911 0.917 

D2:旅游发展预期满意 0.937 0.051 21.791
***
 

   

D3:旅游发展理想满意 0.893 0.053 21.411*** 

   

支持 F1:愿意参与旅游发展 0.784 -- -- 0.786 0.879 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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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 
F2:继续支持发展旅游 0.979 0.253 5.151***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五)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与假设检验 

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均达到不错的标准。故进入整体模型的检验,采取极大似然法对其进行估计。通过验证,整体拟

合度极高。χ2/df 值为 3.319;RMSEA=0.073,小于 0.08,模型达到普通适配标准;GFI=0.852,CFI=0.922,接近 0.9,简约适配指标

PGFI=0.655,PNFI=0.737,PCFI=0.761其均大于 0.5,模型拟合的效果很好,是可以接受的模型。 

结果显示,假设 H1a、假设 H1b、假设 H2a、假设 H2b、假设 H4路径通过,假设 H3a、假设 H3b 没有通过。旅游环境获得感与

满意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52,p值为 0.195,其在 p<0.05的水平下不显著,因此拒绝假设 H3a;旅游环境获得感对旅游支持意

愿的路径系数为 0.075,p值为 0.186,显然在 p<0.05的水平下不显著,故此拒绝假设 H3b(见表 5)。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检验 

假设 路径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t值 标准误 假设检验结果 

H1a 旅游经济获得感→满意度 0.132* 2.557 0.128 支持 

H1b 旅游经济获得感→支持意愿 0.417*** 5.529 0.078 支持 

H2a 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满意度 0.258
***
 4.457 0.155 支持 

H2b 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支持意愿 0.217** 2.657 0.091 支持 

H3a 旅游环境获得感→满意度 0.052 1.297 0.129 不支持 

H3b 旅游环境获得感→支持意愿 0.075 1.323 0.076 不支持 

H4 满意度→支持意愿 0.170*** 3.232 0.022 支持 

 

注: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确定了旅游地居民获得感维度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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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证的验证,旅游获得感由旅游经济获得感、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旅游环境获得感三大维度构成。 

2.居民旅游环境获得感对旅游满意度及旅游发展支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这一研究与卢小丽(2012)[47]、周学军等(2017)[43]29的研究结果相悖,与部分学者如何彪等(2017)[48]7的发现一致。出现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调研对象居民的特殊性,其大多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乐观的把发展旅游当作提升经济的有力条件而忽略

了对环境的关注,同时也侧面反映了旅游小镇发展理念有待提升。 

3.旅游经济获得感对满意度及旅游开发支持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对满意度及旅游发展支持意愿有显

著正向影响 

这一结论与何彪(2017)[48]5、周学军(2017)[43]30、白玲、余若男(2018)[49]206 等学者研究的结果一致。可见,居民对旅游经济获

得感越强时,对总体旅游发展满意度越强,就更加愿意参与旅游的发展。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越强时,对旅游发展满意度就越强,

对发展旅游的意愿就更强。 

4.满意度在旅游经济获得感及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与旅游支持意愿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这一结论与白玲、余若男等(2018)[49]206的研究结果相符。即旅游经济获得感、旅游社会文化获得感对旅游支持意愿有直接正

向影响,且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也对支持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启示 

1.高度重视旅游特色小镇旅游开发中居民经济利益获得感的满足,提升居民的支持率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居民的个人利益,严格控制由于发展旅游而造成的个人经济、贫富差距等负面影响的变化,同时保

证利益分配,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建设设施优良、功能多样的特色小镇,加大当地居民的参与程度以使居民有更多的“获得

感”。 

2.高度重视旅游特色小镇旅游开发中居民社会文化获得感的满足,提升居民的满意度 

重视旅游特色小镇的开发,要增加其自豪感,让其感受到自身作为本地重要的一分子,更要注重文化交流、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等,确保居民心底里的获得。 

3.高度重视旅游特色小镇旅游开发中对居民的环境教育,确保居民环境意识的提升 

让居民有良好的居住条件、更加优美的环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注重于环境意识的培养,加大环境保护教育。 

(三)局限 

首先,由于研究时间有限,结构内容可能存在不完整的方面。其次,样本和案例地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湖南省 10 个民族

文化旅游小镇过于分散,且样本量较少。调研时间分布在春节前后,受访者可能大多是长期在外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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