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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性!对乡村性进行测评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

是指导乡村旅游开发’经营和管理的重 要 依 据&本 文 采 用 定 性 与 定 量 相 结 合 的 方 法!通 过 理

论分析选取了&个潜在因素和<%个观测因子构建了乡村性测评的指标体系!运用结构方程原

理!建立了乡村性/E+测评模型!并以江西婺源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婺源乡村旅游

典型地区的抽样调查!获取了相 关 数 据!建 立 了 多 元 回 归 方 程!运 用1,11软 件 进 行 回 归 分

析!获得模型的路径系数和随机误差!并对每个 回 归 方 程 进 行 了E检 验 和 拟 合 度 检 验!结 果

显示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对模型中 的 路 径 系 数 进 行 了H检 验!H值 在!5#<=";"5;=&
之间!其显著性概率,小于$5$<或$5$&!模 型 中 的 因 果 关 系 显 著!与 研 究 的 假 设 条 件 相 符

合!模型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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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欧洲!人们在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开始关心工业化和

城市化给生活和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为缓解工作压力!逃避城市拥挤’喧嚣的环境!人

们开始对保存有过去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和拥有美丽’宽广田园风光的乡村地区感兴趣&

<=世纪%$年代!随着欧洲传统农业的衰落!乡村旅游成为一种合适的替代产业!于是乡

村旅游首先在欧洲兴起!随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 兰 等 国 也 开 始 发 展!到 了

!$世纪&$年代!乡 村 旅 游 在 全 球 得 到 蓬 勃 发 展!显 示 出 较 强 的 生 命 力 和 发 展 潜 力&但

是!随着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乡村旅游经营的商业化’(飞地化),<- $即城里人占

据了乡村旅游业中的经营者地位!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城里人的 (飞地)&%现象的加

重!乡村旅游赖以生存的乡村性正在逐渐丧失!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因

此!乡村性成为乡村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对乡村性进行测评!是乡村性研

究的基础!也是指导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

!!国内外有关 乡 村 旅 游 的 乡 村 性 研 究 多 集 中 于 对 乡 村 性 的 内 涵 和 特 性 描 述!如 aGL:
B3?,!-的 (关 于 乡 村 与 农 业 旅 游)!VL3A>8B,#-的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旅 游 发 展 的 新 方 向)!

*G?@AG4等,D-的 (以色列乡村旅游)!以及VL8>KG44等,&-的 *乡村旅游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等文章和书中!都对乡村旅游的乡村性进行了定性描述&国内学者邹统纤,<-’何景明等,"-’
王云才,%-’刘德谦,;-等!在综述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乡村性的理解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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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虽然目前尚未检索到关于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定量分析和测评模型的有关研究!但是国

内外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建立乡村旅游的乡村性

测评模型!并以江西婺源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模型建立的理论分析

!!对乡村和乡村旅游本质内涵和特性的理解是建立乡村性测评模型的理论基础&关于乡

村的解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视角!如乡村地理学家 -RCA/43RH认为!乡村是人口密度

较小!有明显田园特征的地区!具有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小规模和低层次的聚落’特有

的乡村生活方式特点,=-&78UKG44和+MA4G9认为!乡村空间的共同特性为"主体是农田’
牧场’森林’水面’山体和沼泽!村落和基础设施所占空间很小#居民大量的工作时间用

于农业生产#具有丰富和相对廉价的土地#交易费用高,=-&73L>3BH认为乡村包含重叠

的社会空间!这些社会空间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制度和行为准则,<$-&/43FG则从

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偏远性等<"项指标建立了乡村的指标体系&从这些研

究可见!乡村在人口密度’聚落规模’土地利用’景观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是都市所没有的!是乡村的吸引力所在&

!!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统一认识!存在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
如aGLB3?,!-认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非城市地区的旅游活动!它与土地密切 相 关!这 里 居

住着永久性居民!永久居民的存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VGLB8LT08BG,&-则从&个

方面界定了纯粹形式的乡村旅游"<%位于乡村地区#!%旅游活动是乡村的!即旅游活动

建立在小规模经营企业!开阔空间!与自然紧密相联!具有传统文化和传统活动等的乡村

世界##%规模是乡村的!即无论是建筑群还是居民点都是小规模的#D%社会结构和文化

具有传统特征!变化较为缓慢!旅游活动常与当地居民家庭相联系!乡村旅游在很大程度

上受当地控制#&%由于乡村自然’经济’历史环境和区位条件的复杂多样!因而乡村旅

游具有不同的类型&VL3A>8B $<=="%,#-则认为!保持乡村性的关键是小规模经营’本地

人所有’社区参与’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国内学者刘德谦指出,;-"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

应该是乡村风情 $乡村的风土人情%!它包括风土 $特有的地理环境%’风物 $地方特有的

景物%’风俗 $地方民俗%’风景 $可供欣赏的景象%等D个方面&

!!以上综述可见!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性!乡村性的内涵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 $<%地域条件&乡村旅游是发生在非都市地域的旅游活动!这里地域辽阔!居住着

多数永久性居民!人口密度小!居民点规模较小!土地利用类型以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为

主!生产方式为传统的自产自销&

!! $!%旅游资源特性&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来源于地方性!它是保持多元文

化价值不可缺少的土壤,<<-!乡村地区集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于一身!对都市旅游者产生

极大的吸引力&此外!乡村地区淳朴’真实的氛围是吸引游客的另一道 (风景),<!-!对于

都市人群来说!乡村旅游与其说是在 (乡村空间)里旅行!还不如说是在 (乡村 生 活 文

化)中的旅游!他们在欣赏田园风光的同时!还能体验到当地居民的友好’热情’淳朴与

真实!是一种 (乡村情境中的消费)&因此!乡村地区那些独具特色的聚落建筑’传统生

活形态’风俗民情’农耕文化和淳朴’真实的氛围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资源!是乡村

性的物质和文化形态的具体表现&

!!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资源的特性决定了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性!因为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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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乡村的田园景观’聚落’民俗文化和自然生态等为旅游吸引物!所以!社区居民的参

与和为当地居民带来利益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并且!这种参与是 全 过 程

的!包括信息共享’意愿表达’决策参与’管理参与和利益共享等&

!! $D%旅游产业本地化&乡村旅游要保持乡村性!关键是要做到旅游产业本地化!即

旅游资源为当地人所有!旅游经营本地化!更多地使用本地劳动力’本地原材料!鼓励地

方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建立本地产品供应链!使旅游收益最大程度地留在本地!满足当

地社区发展的需要&

!! $&%可持续发展&乡村性的保持是乡村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原生文化

的保护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其中原生文化的保护不仅包括古老遗存文化

的保护和拯救!而且包括本地居民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在人口结构中本地

居民的占有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乡村性测评模型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域条件’旅游资源基础’社区参与’旅游产业本地化’可

持续发展等&个方面综合反映了乡村旅游乡村性的本质内涵!它们构成乡村性测评体系的

&大因素!其中社区参与’旅游产业本地化是指标体系的核心!其次是旅游资源基础’可

持续发展!再次是地域条件&

!!乡村性测评指标体系包括上述&大因素和<%个可观测因子!然后将这些观测因子形

成问卷上的问题!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分析数据!构成由目标层’因子层’指标因子层和展

开层四个层次组成的指标体系!见表<&

表!!乡村性测评指标体系

"#$%!!"0,282(,<-.1*1#’)(8<,#2*1,<,3()3+,G

目标层$二级潜在因素% 因素层 $一级潜在因素% 指标因子层 $观测变量% 展开层

乡

村

旅

游

的

乡

村

性

$2<%

地域条件 $-<%

为非城市地区 $,<%

拥有多数永久性居民 $,!%

小规模居民点和人口 $,#%

以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为主 $,D%

旅游资源基础 $-!%

聚落及其他建筑物的地方风格保持 $,&%

地方风俗民情的保留 $,"%

传统农耕文化的保存 $,%%

友好’热情’淳朴和真实的氛围 $,;%

社区参与 $-#%

社区自主管理 $,=%

社区居民参与决策 $,<$%

社区居民与投资者实现利益共享 $,<<%

旅游产业本地化 $-D%

资源为本地人所有 $,<!%

经营本地化 $,<#%

建立本地产品供应链 $,<D%

收益最大程度地留在本地 $,<&%

可持续发展 $-&%
原生文化保护与传承 $,<"%

生态环境保护 $,<%%

展
开
为
抽
样
调
查
问
卷
上
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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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指标体系各层次所反映的因果关系!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法,<D!<&-进行建模!模

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模型构建的条件假设为"假设乡村旅游的乡村性 $,<%分

图<!乡村性/E+测评模型

E?C5<!OAGLRL84?H9/E+>G8MRLG>GBH>3TG4

别受到 地 域 条 件 $-<%’旅 游 资 源 基

础 $-!%’社 区 参 与 $-#%’旅 游 产 业

本地化 $-D%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等

&大因素的显著正 向 影 响&根 据 理 论

分析和结构方程原理!建立 (二级肯

证式 因 素 分 析,<"- $@3BJ?L>8H3L9J8@:
H3L8B849M?M!/E+%测评模型)!见图

<&

!!将 图<的/E+模 型 转 为 矩 阵 方

程式,<"-!其表达式为

!! ,X.,-\) $<%

!! -X%,\/ $!%

!!矩阵方程式 $<%转成向量形式

,<
,!
,#
,D
,&
,"
,%
,;
,=
,<$
,<<
,<!
,<#
,<D
,<&
,<"
,

0

1

2

3<%

X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D $
$ $ $ *<D!D $
$ $ $ *<&!D $
$ $ $ $ *<"!&
$ $ $ $ *<%!

0

1

2

3&

Z

-<

-!

-#

-D

-

0

1

2

3&

\

)<
)!
)#
)D
)&
)"
)%
);
)=
)<$
)<<
)<!
)<#
)<D
)<&
)<"
)

0

1

2

3<%
!!式中,4$4!1!<%%为观测变量!*4=$4X<!1!<%!=X<!1!&%为,4 对-= 的路径

系数!-4$4X<!1!&%为一级潜在因素!)4$4X<!1!<%%为观测变量的随机误差&

!!矩阵方程式 $!%转成向量形式

3<

3!

3#

3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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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X

4<<
4!<
4#<
4D<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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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Z5<\

5<

5!

5#

5D

5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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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4<$4X<!1!&%为-4 对,< 的路径系数!,< 为二级潜在因素!/4$4X<!1!&%
为一级潜在因素的随机误差&

!!模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为线性关系!可运用1,11<<5&软件!根据模型中的路径图分

步进行多元回归运算,<%-!求得的标准回归系数和标准误差!即为模型的路径系数和随机

误差!并对模型进行检验和解释&

#!实证研究

=%!!研究区概况

!!婺源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与皖’浙两省交界&全县属丘陵区!地形上有 (八分半山

一分田!半分 水 路 和 庄 园)的 特 征!为 典 型 的 山 区 县&全 县 国 土 面 积!=D%F>!!截 止

!$$&年底!全县共有人口##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万!占总人口的;$5"[&婺源古

属 (吴楚分源)之地!古时 一 直 为 安 徽 徽 州 管 辖!为 古 徽 州 一 府 六 县 之 一&民 国!#年

$<=#D年%划至江西!民国#"年 $<=D%年%划归安徽!<=D=年&月又划隶江西&

!!婺源的旅游资源以徽派古村落’田园风光以及生态资源为主!被誉为 (中国最美丽的

乡村)!经过几年的大力发展!该品牌的效益日益凸显!乡村旅游业的成效显著!并逐渐

发展成婺源县的支柱产业&因此!以婺源为案例进行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9!抽样调查及数据处理

!!对模型中的<%项观测因子展开成问卷中的问题!问卷尽量使用居民容易理解的语言

表达!并设计为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诸如 (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很好)!并赋值

(<’!’#’D’&)!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各项得分!求出各样本区每一项因子的均值!构成

样本矩阵!用于模型参数估计&对于不能直接用李克特量表指标度量的一级潜在变量!可

通过求各潜变量所对应指标的均值实现量化,<;-&笔者于!$$"年%月<&日至!!日!在婺

源江湾’李坑’晓起’思溪0延村’理坑等乡村旅游地!对当地居民和部分景区开发者’
表9!样本的基本资料

"#$%9!"0,2*<<#18-.(0,2#<B’,

性别 男 女

人数 !<# !$$

比率 $[% &<5" D;5D

年龄 $岁% #$以下 #<"D$ D<"&$ &<""$ "$以上

人数 <!& <"$ =" != #

比率 $[% #$5# #;5% !#5! %5$ $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以上

人数 =" <"" =# !& ##

比率 $[% !#5! D$5! !!5& "5$ ;5<

平均月收入 $元% !$$以下 !$$"&$$ &$$"<$$$ <$$$"!$$$ !$$$"&$$$

人数 #; ;$ <%D =" !&

比率 $[% =5! <=5# D!5< !#5! "5!

居住 $年% ’<$ <<"!$ !<"#$ #<"D$ D<"&$ &<""$ "$以上

人数 "% <<# =% %& #= !$ !

比率 $[% <"5! !%5D !#5& <;5! =5D D5; $5&

!!资料来源"抽样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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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为了保证抽样调查问卷的有效回收!采取现场回收方法!共发放

问卷&$$份!收回有效问卷D<#份!有效回收率为;!5"[!符合问卷调查的有效率要求&

!!样本数据处理运用1,11<<5&软件!对于问卷中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样本均值替代法

处理!删除异常数据!用样本均值替代!然后对数据进行信度检测!信度检测刻度要求$
"$5%!通过对调查数据处理!取得本研究相关的数据!见表!’表#’表D&

表=!婺源E个样本区观测变量平均值

"#$%=!Y$2,1A,+A#1)#$’,2<,#3.1-<E2#<B’,+,2()3#()-32-.T*8*#3

!!!观测变量 晓起 理坑 思溪0延村 李坑 江湾

地域条件 D5!" D5&# D5$; #5;% #5!&

!!,< 非城市区位条件 D5&$ D5;D D5D$ D5$$ #5"$

!!,! 永久性居民的数量 D5$$ D5<! D5$! #5;% #5"#

!!,# 居民点和人口规模 D5$& D5!& #5;& #5;< !5;$

!!,D 农林用地比重 D5&$ D5;= D5$# #5%; !5=;

旅游资源基础 #5=! #5=% #5;< #5<< !5%%

!!,& 建筑物具有地方风格 D5%$ D5$& D5&; #5%; !5;$

!!," 地方风俗民情 D5$& D5DD D5D$ #5$$ !5%"

!!,% 传统农耕文化 #5;& #5;$ #5D$ #5<& !5;<

!!,; 友好’淳朴’真实的氛围 #5$% #5&= !5;& !5&$ !5%$

社区参与 #5#$ D5<< !5"# !5#D #5#D

!!,= 社区自主管理 #5!# D5D# !5%D !5#D #5"$

!!,<$社区居民参与决策 #5D& D5&& !5D= !5<< #5<$

!!,<<社区居民与投资者利益共享 #5!! #5#& !5"& !5&" #5##

旅游产业本地化 #5%! #5"D #5$! !5&& #5$#

!!,<!资源为本地人所有 D5D& #5%= #5&< !5"" D5$$

!!,<#经营本地化 D5#! #5&= !5%! !5&$ !5%;

!!,<D本地产品供应链建设 #5$$ #5<& !5;& !5#D !5=$

!!,<&收益最大程度留在本地 #5<$ D5$< #5$< !5%$ !5D!

可持续发展 D5<$ D5!= #5!! #5#& !5!%

!!,<"原生文化保护与传承 D5$= #5%= #5$< #5<= !5<$

!!,<%生态环境保护 D5<< D5%; #5D! #5&$ !5DD

!!!!资料来源"抽样调查统计

表C!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

"#$%C!7,2*’(-.\*,2()-33#)1,-21,’)#$)’)(8#3#’82)2

潜变量 观测变量 +4IA8系数

地域条件 ,<!,!!,#!,D $5=#D!

旅游资源基础 ,&!,"!,%!,; $5;;%!

社区参与 ,=!,<$!,<< $5;;&%

旅游产业本地化 ,<!!,<#!,<D!,<& $5;<<<

可持续发展 ,<"!,<% $5=&<!

总量表 $5=&%<

=%=!模型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模型参数估计就是为了获得测量模型中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以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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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潜变量 与 潜 变 量 之 间 的 路 径 系 数&本 研 究 是 根 据 模 型 图<所 示 路 径 方 向!运 用

1,11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所得回归系数即为路径系数!分析结果见表&’表"&

表E!测量模型的参数表

"#$%E!:#1#<,(,12(#$’,-.<,#2*1,<,3(<-+,’

路径系数 随机误差 H值 *! 路径系数 随机误差 H值 *!

*<<X$5&$; )<X$5$$" ;$5D%# $5=&< *<$!#X$5=D% )<$X$5$## !=5"!D $5&;!

*!<X$5%%% )!X$5$!D ;$5D%# $5D#& *<<!#X$5D<= )<<X$5$#& !=5"!D $5D=&

*#<X$5%$# )#X$5$$# %$5&D" $5%!$ *<!!DX$5&D# )<!X$5$$= &;5%"= $5!#$

*D<X$5%&; )DX$5$$" ;"5;=& $5=#< *<#!DX$5&!$ )<#X$5$<! #;5#=; $5"%<

*&!X$5"D; )&X$5$!< #<5##$ $5"D! *<D!DX$5;D% )<DX$5$#< &;5%"= $5;D&

*"!X$5%<$ )"X$5$!" !"5<&& $5%#< *<&!DX$5"=; )<&X$5$$; D"5%## $5;%D

*%!X$5;=< )%X$5$D= #<5##$ $5;== *<"!&X$5=<D )<"X$5!$; #5;;= $5%$#

*;!X $5;"& );X$5$D! #%5%$= $5=DD *<%!&X$5=<D )<%X$5!$; #5;;= $5%"D

*=#X$5";D )=X$5$<" D;5#$< $5%D!

表J!结构模型的参数表

"#$%J!:#1#<,(,12(#$’,-.2(1*;(*1#’<-+,’

路径系数 随机误差 H值 路径系数 随机误差 H值

$<<X$5=#" /<X$5!!; D5"$< $D<XY$5DDD /DX$5D;< !5#;;

$!<X$5""! /!X$5<;< D5%D! $&<X$5&;D /&X$5$=& "5$"<

$#<X$5!DD /#X$5#D$ !5#<=

!!在求算模型路径系数的过程中!同时对每个回归方程都进行了E检验!显著性系数,
#$5$<!并对测量模型中样本观测变量的拟合优度进行了检验!判定系数*!中除有<项

值为$5!#$!#项为$5D#&’$5D=&和$5&;!外!其余均在$5"D!"$5=&<之间!具有较好

的拟合度!回归方程可以接受&然后!对回归运算所得的路径系数进行了H检验!表&’
表"显示!H值均超过了临界值<5="!H的显著性概率,值小于$5$<或$5$&!表明潜在

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得到的路径系数符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要求&从路径系数

的大小来看!$5=以上的系数有D个!最大为$5=D%未超过临界值$5=&!并且没有太大的

标准误差和负的误差变异数存在!所以!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C!测评参数的分析

!! $<%在结构模型的参数中!地域条件’旅游资源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系数相对

较大!它们分别为$5=#"’$5""!和$5&;D!表明居民对婺源地理条件’旅游资源基础和

保护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认识较为深刻&原因是婺源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依靠传统

聚落建筑和生态田园风光资源!居民从发展乡村旅游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所以!居民对

当地拥有的资源自豪感较强!对其价值认识较深!对资源的保护意识较强&

!! $!%旅游产业本地化的影响系数最小!为Y$5DDD!原因是目前许多乡村旅游地为了

解决开发资金的问题多采用经营承包方式!资源虽为居民所有!但大多数利益由开发商获

得!旅游 (飞地化)现象严重!从而影响到社区居民的参与!其关联系数仅为$5!DD&而

测评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就是社区参与和旅游产业本地化!所以尽管婺源乡村旅游发展较



!#期 冯淑华 等"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000以江西婺源为例 "!#!!

快!但在乡村旅游的乡村性保持!尤其是在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方面还需从经营管理体制

和机制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 $#%从测量模型的参数来看!路径系数相对较小 $小于$5%%的部分也主要集中在

体现社区参与和旅游产业本地化的二级因子上!如社区自主管理 $$5";D%’社区居民与投

资者利益共享 $$5D<=%’资源为本地人所有 $$5&D#%’经营本地化 $$5&!$%’收益最大程

度留在本地 $$5"=;%等因子方面&所以处理好开发者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关系是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D!结论与讨论

!! $<%从乡村旅游理论分析了乡村性的本质内涵!选取了地域条件’旅游资 源 基 础’
社区参与’旅游产业本地化’可持续发展等因素作为测评乡村性的一级指标!并论证了反

映这些因素的系列观测因子!构建了由&大因素和<%个观测因子组成的测评指标体系&

!! $!%运用结构方程原理!对指标体系各层级因子进行了建模!构建了乡村性/E+测

评模型&通过对江西婺源乡村旅游典型地区的调查研究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观测

变量与潜变量’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是显著的!与假设条件相符!模型可以接受&

!! $#%通过建立乡村性的测评模型!定量地探讨了乡村性各要素层的内在关系以及各

因子对乡村性的影响程度!弥补了乡村性定量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乡村旅游及其可持

续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评价框架!对乡村旅游开发’经营和管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 $D%尚待完善的研究有"一是模型的检验是基于对当地居民和景区开发者的抽样调

查展开的!尚未考虑旅游者的认知情况!今后还须从游客层面展开调查!进一步对模型进

行检验和修正&二是由于存在不同语境下对乡村性的不同理解!指标体系尚存不足!可在

今后的研究中!根据乡村旅游的发展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补充!进一步完善乡村性测评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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