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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社区居民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研究其居民对旅游

影响感知与态度显得格外重要。基于乡村社区居民视角，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分析四川乡村旅游影

响的感知及态度。研究认为，为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从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参与度、

建立成人学校及乡镇图书馆，游客要自觉保护环境、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社区居民要不断提升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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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在旅游活动中社区居民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

一。乡村旅游是否可持续发展跟当地社区居民有着重要的关系。《关于旅游业的 21 世纪议程》明确指出社区居民应成为关注对

象，居民的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居民感知和态度对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指出实施惠民富农工程增强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从居民的感知出发能有效的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全国重点旅游乡村名单，四川省有 23个乡村入选。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迅

速，探讨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可为政府或旅游部门制定旅游发展政策提高一定的参考。 

目前，很多学者对居民感知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影响方面。龚箭和杨舒悦以神农架为例探讨居民对旅

游影响感知差异及影响因素。李伯华、陈淑燕等人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揭示居民对旅游发展人居环境效应感知与态度。

李江敏等人探讨南靖土楼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吴淑君等人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例对当地居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吴开军

和李丹霞以广州番禺沙湾古镇为例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感知进行相关性分析。学者们对乡村旅游影响感知大多进行微

观区域的研究，我们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等影响感知与态度，最后提出适合四川

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设计 

1.1四川概况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内陆，占地面积 48.6万 km2，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全区直辖 21个地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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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总人口 8375万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根据四川 2020年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四川游客量 784.6万人次，同比增

长 11.1%；旅游总收入 11594.3亿元，同比增长 14.65%。四川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旅游资源丰富，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醇厚的民族风情，2020年共有 A级以上旅游景区 726家，拥有乡村农家乐 468家。 

1.2研究设计 

我们对四川省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设计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被调查者基本情况，二是被调查者对旅游影响的感

知，三是被调查者对乡村旅游发展所持的态度；共有 13个陈述项，其中“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同意”“比较同

意”“非常同意”分别用 1、2、3、4、5 表示。主要采取现场发放现场收回和网上问卷两者结合，问卷总共发放 350 份，回收

问卷 341份，剔除其无效的问卷，有效问卷为 318份，问卷回收率为 97.43%，有效率则为 93.25%。 

2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分析 

2.1信度及效度检验 

我们采用 SPSS25.0对样本进行信度及效度检验，检验克隆巴赫(Cronbach)系数为 0.845，信度在 0.7 到 0.9之间，说明问

卷的信度较高；KMO和巴特利特检验进行检验的结果是 KMO为 0.860，说明问卷是有效度较高。 

2.2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被调查的男性稍多于女性，男性占的百分比为 55.72%，女性占 44.28%；调查者主要是以中年为主，占总人数的 52.26%，未

成年人最少，占总数的 5.97%，青年人占总人数的 30.13%，老年人占总人数的 11.64%；社区居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以初中及

以下文化为主，占总人数的 58.34%；被调查者长期居住在四川，被调查者或被调查者的家人是从事旅游工作的占总人数的 54.19%，

家人或自己从事旅游工作 1-5年的比例达到 29.62%，从事旅游工作 5年以上的达到 12.02%；其收入来源以旅游和农业收入为主，

旅游收入占家庭收入 20%～50%的最多，旅游收入占家庭收入大于 50%的比率有 17.86%。 

2.3不同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差异分析 

2.3.1不同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 

经调查发现，不同人口学特征对于旅游各方面的影响感知有所差异，表现为：第一，女性在各方面的感知都略高于男性，

其中女性对环境影响感知最高。第二，不同年龄人群中，中年人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会强一些，其均值为 3.62。第三，不同文

化水平的社区居民的感知差异不显著，学历最高的反而对旅游影响感知最低，硕士及以上文化水平对经济影响感知均值为 3.28。

第四，本人和家人是否从事旅游工作对其影响感知差异不大。第五，在四川居住的时间对旅游影响感知有所差异，居住时间在

26年以上对旅游影响的各方面感知都比较深。 

2.3.2不同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差异。 

不同性别对于旅游发展的态度，男性相对于女性表现为女性更支持旅游发展；不同年龄阶段对于支持旅游发展的态度表现

为，中年人更支持旅游的发展，其次是青年人，然后是老年人，最后是未成年人。对于旅游发展现状较为满意的是青年人和中

年人，均值分别为 3.5、3.49。 

不同文化水平对于旅游发展的态度，大学(大专、本科)学历比较支持旅游的发展，其次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然后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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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专)文化水平，最低的是硕士学历；对于“旅游发展现状满意”度调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值比较高，硕士学历以上

的值比较低。 

家人或自己不从事旅游工作的反而高于从事旅游工作的，说明从事旅游工作者对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不满。对于“四川

旅游现在感到满意”的值分别为 3.42、3.49。关于不同居住时间对于“是否支持旅游发展”的调查中，居住越久的人更支持旅

游的发展，其中居住 36年以上支持旅游发展的值为 4.03。对于“旅游发展的现状”的调查中，居住越久越满意其发展现状。 

2.4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分析 

2.4.1经济影响感知。 

关于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发展提高了就业岗位，增加了居民收入”的调查中，对于这一个正面影响赞同率为 73.37%(表 1)，

相对其他指标来说偏低，这是因为旅游有淡旺季，在旺季的时候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来的人数比较多，如果是淡季的话，社区

居民就回归务农或者务工状态，而是否从事旅游工作也会影响其感知程度，所以社区居民对于这一指标没有那么敏感。“非常

不同意”的占 7.6%，“比较不同意”的比例也比较高，占到总人数的 22.07%，“一般同意”的占总人数 39.16%，“比较同意”

的占 22.24%，“非常同意”的占 8.93%；相比其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这里的反对值偏大，虽然有一半人以上是赞同这一指标，

但是仍有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这是因为社区居民的家庭收入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所以对于是否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收

入，有部分人持否定的意见。 

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指标的调查，赞同率达 80.61，其中“比较同意”的人数占比最大，达到 31.66%，其次

是“一般同意”，占比 30.23%，“非常同意”的也有 18.72%，居民地变成了旅游目的地，所有的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所以大部

分社区居民赞同。 

对于“造成物价上涨”的调查，大量的旅游者的到来势必会引起物价的上涨，外来的旅游者的花费和支付能力明显高于当

地居民，更愿意出高价旅游产品。“引起物价上涨”也是社区居民感知相对比较强烈的，赞同率达 79.69%，这是因为外来的旅

游者追求的是一种享受，会更愿意把钱花在旅游活动当中，比如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在吃、住、行等方面，所以势必会引起物价

上涨，损害社区居民的利用。 

2.4.2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对于“旅游发展提供了与外面接触的机会，增长知识”的赞同率达到 81.56%，旅游者的到来，让社区居民可以有更多的机

会与外界接触，所以在这一方面赞同率会比较高。 

对于“旅游发展提高了四川的知名度”的调查，“比较同意”的占总人数的 35.61%，“一般同意”的占 29.72%，“非常同

意”的占 14.99%，“比较同意”的占比最大，近年来随着旅游的发展，四川蜀国文化深入人心。 

在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调查中，“旅游发展影响了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和“旅游发展打破原有的宁静，社会治安有恶化

趋势”这两个指标的赞同率分别为 63.46%、66.46，相对于其他指标，这一项赞同率相对比较低，且均值分别为 3.15、3.07。 

2.4.3环境影响感知。 

在社会环境方面的调查中，“旅游发展改善了交通道路等设施，交通更方便”这一指标的赞同率为 67.09%，在旅游业发展

之前交通并不是那么便利，乡村中也没有停车场、旅游的发展使得交通更加的便利，村子中或者社区都增加了大大小小的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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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另外，对于“旅游发展改善社区环境和面貌”的赞同率为 70.23%，其中“比较同意”的占比最大，占总人数的 48.53%。说

明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改善社会环境和面貌是有目共睹的，旅游的发展统一了居民的房屋装修风格，垃圾桶增多，乱扔垃圾的

现象明显减少。 

“旅游发展给环境造成了危害”这一指标的赞同率达 77.78%，一是大量的外来旅游者的进入，势必会引起开发商对旅游资

源的开发，不合理的开发会给社会环境带来威胁甚至是破坏；二是社区管理不到位，造成了资源和环境的污染；三是居民或者

游客不文明行为，如乱扔乱吐、随意破坏花草等，也会给环境造型危害。 

环境影响中对于“增加了休闲、娱乐和购物场所”这一项指标的调查均值为 3.41,这一指标最为强烈。因为在旅游发展之前

社区居民没有接触到那么多外来人员，也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因为旅游者的到来，增加了许多娱乐场所，也因为旅游消费者

的到来增加了很多购物场所，所以社区居民才会比较偏向赞同这一项指标。 

2.4.4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的调查，有 79.27%的人表示会上前制止，其中“非常同意”上前制止“破坏环境的行为”的占

17.89%，“比较同意”的占比最大，达到 39.84%，“一般同意”的有 21.56%。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无动

于衷，有 8.75%的人表示非常不同意制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较不愿意的有 11.98%。因此，大部分社区居民有较高的环境

保护意识，但是对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还没有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这一方面还需加大努力。要做到人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行为意

识。 

旅游的发展总体来说有利有弊，大部分社区居民比较支持当地旅游的发展，70.11%的人对旅游发展表示支持，其中“非常

支持”的占 12.22%，“比较支持”的占 32.57%，“一般支持”的占 25.32%，但仍有一部分人不支持旅游的发展，其中“非常不

支持”的有 18.51%，“比较不支持”的有 11.38%，虽然占比不大，但其影响不容小觑。 

对于目前四川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有 74.87%的居民表示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有 13.58%，“比较满意”的有 36.78%，

“一般满意”的有 24.51%，虽然大部分人都比较满意，但是仍然有部分人比较不满意，甚至是非常不满意，说明旅游的发展给

居民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其负面影响感知较深的是“旅游发展引起物价上涨”，其次是“旅游给环境带来了危害”和

“旅游发展打破原有的宁静，社会治安有恶化趋势”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社区居民比较看重的是经济利益和环境的变化。 

3 四川乡村旅游优化发展对策 

3.1政府层面 

第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可进入性。 

政府部门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对原有的环境进一步升级改造，例如，增加娱乐设施、完善厕所环境、

完善社区的排污系统等；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例如：增加公交车(专线车)的站点、完善景区(景点)的停车场、完善乡村道路

的建设，提高旅游的可进入性。 

第二，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实现共同富裕。 

政府必要的时候要给予社区居民一定程度上的引导，建立比较合理有效的参与机制。首先，设立培训机构，邀请各方面的

专家对社区居民开展专题培训。其次，政府部门还应该完善奖励机制，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各种旅游经营活动，鼓励社区居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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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旅游产品，鼓励社区居民开发民俗旅游活动等。依据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个人能力的不同实施正确的引导。 

第三，建立成人学校以及乡镇图书馆，提高居民文化水平。 

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为社区居民举办成人教育，以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相应的政府方面应该给予一定的教

育补贴。另外，还可以建立一些乡镇图书馆，增加社区居民获取知识的平台；乡镇图书馆还可以为游客提供当地相关的旅游文

化读物等。 

3.2居民及游客层面 

第一，自觉保护环境。 

任何的发展都应该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作为社区居民应该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自觉主动保护社区的环境。旅游者的增多，

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担，环境方面就会很容易遭到破坏，会出现随意采摘花草，随意踩踏农田等情况。作为旅游者要时刻注

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垃圾不乱扔，合理分类，不随地吐痰，不乱摘景区(景点)的花草树木等。作为旅游开发者更不能因为

短浅的利益而盲目进行旅游开发，要把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引进绿色产业投资等。 

第二，居民要提升文化内涵。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传统文化随着老人的逝世又无人继承，导致很多传统文化失传。作为社区居民有义务传承和保护传

统文化，积极主动学习传统技艺，传承老祖宗留下的瑰宝。 

第三，游客要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文化底蕴深厚，有自己的民族风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者应该要尊重旅游目的地的风俗文化。 

表 1四川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情况 

影响 指标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赞同率% 

经济影响 

旅游发展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居民收入 3.19 1.131 73.37 

旅游发展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3.52 1.162 80.61 

旅游发展造成了物价上涨 3.37 1.124 79.69 

旅游发展提供了与外面接触的机会，增长知识 3.48 1.179 81.56 

社会文化影响 

旅游发展提高了四川的知名度 3.53 1.225 80.32 

旅游发展影响了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旅游发展 

打破原有的宁静，社会治安有恶化趋势 
3.153.07 1.1521.121 63.4666.46 

旅游发展改善了交通道路等设施，交通更方便 3.15 1.184 67.09 

环境影响 旅游发展改善了社会环境和面貌 3.27 1.12 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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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增加了休闲、娱乐和购物场所 3.41 1.187 79.89 

旅游发展给环境造成了危害 3.49 1.23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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