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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遗产解说系统是游客与遗产地之间信息交流传递的渠道，其建设状态直接影响受

众的旅游体验和遗产保护的实施。以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区为例，通过１９１份问卷调
查，对解说受众的游览行为及其对解说系统现状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受众９０％以
上是国内外中青年高学历人员，男性占２／３，以摄影为目的游客占５２８８％，网络媒体是受
众获取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现有的解说系统由非人员解说和人员解说组成，均有一定解说

能力，但系统性和专业性不足，游客对两者的平均满意度为１８２，满意度较低；根据解说
系统现状，构建解说信息、解说媒介和解说受众三部分组成的解说系统，并强调解说系统需

要具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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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世界遗产地因其突出普遍价值而常常成为享誉全球的旅游热点地区，如何

协调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间的关系成为遗产研究的前沿核心领域，完善的遗产

地解说系统是协调遗产旅游与保护关系的关键手段。有关解说的概念，早在

１９５７年，Ｔｉｌｄｅｎ［１，２］将解说定义为 “一项通过原真事物、亲身体验和展示媒介

来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的教育活动，而不是简单的真实信息的交流”。

ＧｉａｎｎａＭｏｓｃａｒｄｏ［３］从游客角度出发，认为成功的解说能够增强游客的思考能



力，影响游客在遗产地的行为；美国国家解说协会［４］认为，解说是一种基于使

命的通信过程，即在受众的兴趣和资源的内在意义之间伪造情感和知性的连

接；２００８年 ＩＣＯＭＯＳ大会 《关于文化遗产解说与展示》宪章中将解说［５］定义

为：指为了提高公众文化遗产地意识和增强文化遗产地理解的所有可能的活

动，可包括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公众讲座、现场装置和直接相关的非现场装

置、教育项目、社区活动，以及对于解说过程本身的持续性研究、培训和评

估。区别于解说概念的解说系统，Ｈａｍ［６］和 Ｓｈａｒｐｅ［７］对解说系统的功能、受
众、解说方式、沟通渠道、解说目的等进行了研究。国内关于解说系统的定

义，最早的研究者是吴必虎［８］，他与钟永德［９］均站在旅游解说系统规划的学科

背景下对解说进行阐述，前者认为解说系统就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

特定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接受者中间，帮助信息接受者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

特点，并达到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后者认为解说系统是对遗产区内的解说

景观资源、解说人力资源和解说物力资源等进行合理有效的整合，实现解说区

域内的所有相关解说资源的最优配置，以达到满足游客旅游体验、强化游客生

态意识和改变游客危害环境的行为，从而达到解说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国外对解说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完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方面：一是解说理论与方法［１０－１１］；二是解说的功能与目的［１２－１４］；三是解说规划

与构建［１５－１９］；四是游客满意度问题的探讨［２０－２１］。我国关于解说方面的研究起步

较晚，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解说系统的内涵功能［２２］６４与重

要性的研究［２３－２４］；二是对解说系统进行规划设计的研究［２５－２７］；三是对游客解说

需求与满意度的研究［２８－３１］。关于解说系统构建模式，只有张波［３２］从人文—目的

理论，通过对旅游者旅游价值体现与解说系统构成的关系分析，总结出针对不同

类型旅游活动的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模式。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遗产解说系统是遗产解说的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构成的统一整体，即解说受众、解说媒介、解说信息三者之间各种资源的

优化整合，以达到其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和优化趋向，从而更好地服务和教育受

众，达到保护和传承遗产的目的。国外的研究较为全面，涉及领域较广，对我国

景区、遗产区的解说系统完善或构建有不少启发，而国内的研究割裂了解说系统

的构成要素与功能，系统构建考虑的因素较少，大部分研究均是对解说系统进行

规划，且解说系统建设集中于遗产本体和解说方法上，缺乏从游客解说满意度主

观角度与解说现状调查的客观角度来构建解说系统。

现阶段，世界遗产面临着被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居民安置等［３３］问题，哈

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于２０１３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旅游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当地受众角度和解说系统现状分析，运用

问卷方式对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区的解说系统进行受众满意度调查，调查

解说现状，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组成要素及其达到的功能的解说系统，来解决解

说系统不规范、不建全等问题，以期发挥解说系统的教育与保护功能，为哈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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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一、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区分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县、金平

县、红河县和绿春县四县境内，其中遗产区的核心区分布在元阳县境内，在

Ｅ１０２°３５′２０１２″－１０２°５０′４４４５″和 Ｎ２３°１０′４８３０＂－２３°１２′０５１１″之间；区内主要
为侵蚀中山地貌，受红河和藤条江水系深度切割，境内 “Ｖ”形地形发育，位于
北回归线以南，气候多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多雨，降水丰沛，植被覆盖率

高。核心区内有８２个村寨，总人口有５４０８６人，人口密度为３２５人／ｋｍ２，哈尼
族大约有３７８万人，占人口总数的７０％①。自２０１３年红河哈尼梯田入遗以来，
旅游业逐步兴起，核心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其中，建设了３个主要观景
区、１个游客中心，分别是坝达片区、多依树片区、老虎嘴片区以及箐口游客中
心。本文选取了核心区内三个观景区 （坝达片区、多依树片区、老虎嘴片）、箐

口游客中心、民俗村寨 （包括箐口村、普高老寨、大鱼塘村、胜村等）及城镇

（新街镇）等１０个具有代表性的观景点、村寨以及城镇等游客集中地进行问卷调
查，具体调查的地点见图１。

（二）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考察哈尼梯田核心区景点和旅游村寨，设计问卷并对解说受众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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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 《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地调查，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解说系统的满意度与建议。在

调查者向游客说明身份、问卷的相关信息以及目的时，每个景区超过５０％的游客愿
意接受问卷调查，遇到旅游团的游客则选取１／３的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作于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日至１月１６日进行，每天从上午５∶００～８∶３０（在多依树景区内发放
问卷）至下午１７∶００～１９∶３０（在老虎嘴和坝达景区内发放问卷），中午时间段则到
各个民俗村寨或旅馆进行问卷调查。此次发放问卷共２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９１
份，有效率为９５５％。应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因子分析后，根据美国学者
Ｐｉｚａｍ和Ｒｅｉｃｈｅｌ［３４］的研究将满意度水平划分四个层次：（１）平均分１００～１９９为
最低；（２）平均分为２００～２９９为低；（３）平均分为３００～３９９为高；（４）平均
分４００以上为很高。用平均值来判断游客满意度，并根据评分结果评价遗产解说
系统的受众满意度。然后，记录受众的需求和意见，了解遗产解说系统存在的问

题，统计分析解说设施标识牌的数量及内容等现状。

二、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解说现状

（一）受众的人口学特征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整理，可以得到受众的人口学特征如表１。由表１可
见，受众性别比例方面以男性居多，占６８％，女性偏少；在年龄构成中，１８～６０
岁年龄段的人数占受众总数的９０％以上，以青年人和中年人为主，老年人和少
年儿童相对较少；在学历方面，小学学历只有１人，小学、初中和高中受众的比
例仅占９％，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为９１％，高学历的人所占比
重较大；职业方面呈现多元化，差异性不明显，普通员工所占比例最高，为

２８％，其次是教师或学生，与退休人员所占比重较接近，公务员比例仅为５％，
人数最少；收入方面，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的受众占３８％，所占比重较大，１０００元以
下的比重仅为１０％，１０００１元以上的比重仅为８％，呈现出中部多两端少的现象；
客源有６７％来自省外，其中部分为海外游客。

（二）受众的游览行为

据调查可知，就旅游动机而言，５２８８％的游客是为摄影而来，访谈中大
部分受众也表示哈尼梯田的旅游除了观光和摄影，没有其他活动，旅程的乐趣

低；关注遗产的占１２５７％；就旅游方式方面，朋友结伴旅游的人数最多，其
次是个人独自来的，跟团的较少；就同伴人数看，４０８４％的受众是３～６人结
伴出行，只有 １０４７％的受众是独自出行旅游；从获取信息的渠道来看，
４３９８％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获取旅游信息的，说明网络媒体是最主要的信息
获取渠道，２９３２％是朋友介绍来参观的，说明亲戚朋友的 “口碑效应”不容

小觑，只有７８５％的受众是由旅行社介绍的，１５１８％的人是通过电视媒体获
取旅游信息的，通过看印刷出版物了解到遗产区的最少，仅占３６７％；交通工
具方面，自驾游和乘坐大巴来的都在３０％以上，通过租车、步行、搭车、骑行
等方式的约占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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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哈尼梯田受众的人口学特征

类别 游客特征 人数 比例／％ 类别 游客特征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１１９ ６８

女 ７２ ３２
客源地

红河州境内 ９ ５
元阳县境内 １０ ５
云南省 ４３ ２３
外省 １２９ ６７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１ １
初中 ６ ３
高中 １０ ５
大专 ５７ ３０
本科 １００ ５２

硕士以上 １７ ９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１ １
１８～２５岁 ３７ １９
２６～３５岁 ４８ ２５
３６～４５岁 ３９ ２０
４６～６０岁 ５０ ２７
６０岁以上 １６ ８

职业

个体经营者 ２７ １４
普通员工 ５３ ２８
公务员 １０ ５
管理人员 ３０ １６
教师／学生 ３９ ２０
退休人员 ３２ １７

收入

１０００元以下 ２０ １０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元 ３５ １９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７１ ３８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 ３３ １７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１６ ８
１０００１元以上 １６ ８

（三）遗产区解说系统现状分析

目前，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地解说系统服务主要依托游客中心以及由

州、县旅游局、梯田管理局、当地旅游集团等单位，现有的解说系统主要包括人

员解说以及游客中心、公众信息资料、标识牌系统所组成的非人员解说系统，具

体情况见表２。
１人员解说系统
解说员：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景区内部配置的专业解说员，但据实地调

查，景区内没有专业解说员，只有检票员、餐饮服务员及内部管理人员，游客到

景区后均是自行观光游览及拍照，无讲解流程；另一类是游客自带导游或是跟团

导游，统计有１５位，据游客反映，自带导游大多不具备丰富的相关知识储备，
不能进行准确解说，仅起到向导作用。

２非人员解说系统
游客中心：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目前有１个，即位于遗产地入口处的箐口

游客中心，此处的解说系统主要有前厅的弧形电子屏幕和遗产区沙盘，其中沙盘

展示了元阳县内三大片区梯田的规模、布局；后厅包括１块巨型 ＬＥＤ屏幕用于
播放电子多媒体展品，２２块墙壁灯箱展板，１台触屏电子解说系统，６类套装书
籍。总体来看，游客中心的解说系统有一定的解说能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无人

员解说服务，游客中心的解说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公众信息资料：目前遗产区内有旅游指南、旅游宣传手册、哈尼梯田画册、

研究论著、科普读物、画册、音像制品７类宣传册，种类比较多，但有２６％的人
表示没有见过相关宣传册；网络宣传方面，目前已有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

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ｙｈｎｔｔｃｏｍ，包含中文、英文、日语、韩文和法语５种语言服
务，有天气预报提醒、地图导向服务、旅游动态指南、自助游服务和景点视频赏

析等，还有美丽的梯田风光展示平台等。除此之外，哈尼梯田还有微信平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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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世博元阳哈尼梯田”，主要包含景区介绍、当地风情、微商城、微相册和旅

游攻略服务。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网站的分支哈尼民俗文化、旅游路线、旅

游指南等板块形同虚设，无法进入查找相关资料，旅游动态更新慢，它的分支旅

游专题活动目前只有两个，最新更新还停留在２０１３年２月份，旅游资讯停留在
２０１５年５月份，景区动态指南目前没有更新。

表２　解说系统现状统计

解说系统 解说媒介 详细内容 数量 （个／类）

人员解说系统

解说员
景区内部导游 ０
自带导游 １５

游客中心

沙盘、ＬＥＤ屏幕 １
触屏电子系统 １
墙壁灯箱展板 ２２

非人员解说系统

公众信息资料

官方平台 ２
套装书籍 ６
宣传手册 ７

解说牌

禁止类标识牌 １２８
安全提示牌 １３
植物标识牌 ４３
服务指示牌 ９
游览道路牌 １６

标识牌系统：主要集中于服务指示牌和游览导示牌，其内容能满足游客的基本信

息需求。但据实地调查，遗产区内现有的标识牌有５类 （见表２）：①禁止类标识牌
是一些禁止类的标语，禁止一些不良的行为，如禁止吸烟、禁止攀爬等，是目前数量

最多的一类标识牌；②安全提示牌：友情提示游客注意安全，如注意脚下、注意蛇虫
等；③植物标识牌：主要介绍植物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属类及用途，该标识牌一般
用石块刻画而成，置于植物根部；④服务指示牌：为具有服务功能建筑物进行导引指
示，如厕所、餐厅、休息室、停车场等；⑤游览道路牌：一般设置在遗产区入口，指
示遗产区全景图，在弯曲的小路及岔路口处，也有简单的路标用于指明游览路线。整

体而言，区内标识牌种类和数量基本能够满足游客获取部分信息的要求，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遗产区标识牌类型不齐全，牌上内容比较局限，警示禁止牌过多，三个景区

的禁止牌有１２８个，服务指示牌少于１０个，数量分配不合理。
（四）受众对解说系统现状的满意度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对问卷中的１８项解说系统观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借
助ＫＭＯ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ＫＭＯ值为
０８４６（大于０８），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Ｐ值为０００（小于００５），
表明该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通过正

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 （见表３），最终确定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解说员、

游客中心、标识牌、公众信息资料”，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７６２９％，表明４个因
子具有显著代表性。

根据以上解说受众因子的提取结果 （见表 ３），并对照 Ｐｉｚａｍ和 Ｒｅｉｃｈｅｌ
（１９７８）的满意度水平划分标准，求取４项因子的平均值 （见表４），评价解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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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游客对哈尼梯田遗产区解说系统中的解说员和自带导游的满意度分别是

“０００”与 “０８４”，满意度特别低，由于当地景区内没有配置专业的解说人员，
游客到景区内均是自行观光；游客对游客中心的满意度 “低”（均值２８６），游
客中心内部缺乏人员解说。公众信息资料的满意度 “低”（均值２０６），游客对
标识牌的满意度较 “高” （均值３３５），这与标识牌系统的现状调查并不矛盾，
具体情况会在讨论里面进行说明。

表３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解说受众因子分析

因子 观测内容 因子载荷
累积方差

贡献率／％
因子 观测内容 因子载荷

累积方差

贡献率／％

Ｆ１

位置合理 ０７９０
规模适度 ０９１３
设施齐全 ０９０４
服务周全 ０８５７
展示丰富 ０８４１

２２４２ Ｆ３

外观设计 ０７９４
规划布局 ０８８２
数量合理 ０８２３
内容科学 ０７３６
解说简明 ０６６７

６２２９

Ｆ２

举止得体 ０９５９
内容丰富 ０９６２
讲解技巧 ０９５８
工作热情 ０９５４

４４１０ Ｆ４

影像制品 ０７０９
印刷制品 ０６９０
网络宣传 ０７６３
相关书籍 ０７５５

７６２９

问卷设置了１个开放性问题 （关于游客解说需求与建议），调查发现，游客

在解说信息方面需求较高。首先，目前导游解说信息少，仅仅局限于核心区梯田

景观、哈尼族节庆日、哈尼族的美食比较突出的方面，游客表示对遗产的产生年

代背景、发展历程、文化内涵，以及农耕生产、传统纺织技术、祭祀文明等比较

感兴趣。其次，解说方式方面，游客表示标识牌系统中景点全景指示牌只标出景

区所处地点、方位、面积、主要景点、服务点、游览线路，缺少咨询投诉、紧急

救援、电话号码等信息，更期待能有人员解说；另外，游客表示遗产区除了

“看”，没有其他的体验活动。

表４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地解说系统的受众满意度评价

解说类型 因子 平均值 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人员解说
景区内解说员 ０００
自带导游 ０８４

０４２

非人员解说

标识牌 ３３５
游客中心 ２８６

公众信息资料 ２０６
２７６

１８２

综上所述，将提取的因子综合为人员与非人员两类解说方式 （见表４），则
人员解说满意度 “较低”（０４２），而非人员解说满意度为 “低”（２７６），因而
解说系统总体满意度也为 “低”（１８２），

反映出现阶段哈尼梯田景观遗产区的解说系统现状不佳，解说工作不到位，

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据实地调查分析发现，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遗产解说系统

还没有完整的、系统的遗产解说体系，也没有相应的解说流程，解说系统整体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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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弱。因此，需对遗产区的解说系统进行优化整合，构建新的解说系统。

三、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解说系统构建

根据目前的解说受众特点 （主观性）、解说系统现状 （客观性），将两者结

合，对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区解说系统进行新的整合构建，如图２。

由图２可见，整个系统包含组成要素、特点和功能３个子系统。其中，要素
子系统整合为３级，一级要素是最顶层的要素，由解说信息、解说媒介和解说受
众三部分组成，二级要素是一级要素的扩展，三级要素是二级要素的延伸，也是

系统最基础的部分，包含的内容最详细。特点子系统注重解说信息的各种价值、

解说媒介的多样化与规范化、解说受众的人口学特征和游览行为特征对解说媒介

的类型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别的解说信息需要各类解说媒介的相互补充使用，是

一一针对要素子系统目前的解说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反馈所提出的新的建议，使其

具有次序性与条理性，以达到解说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在各子系统协同作用

的基础上，发挥功能子系统的作用，给受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此来教育受众，

使他们完整准确地认识、欣赏遗产景观，并产生保护遗产的意识和积极行为，达

到保护和传承遗产的功能，具体如下。

（一）突出遗产价值与科学解说

对观光资源信息、解说信息淳朴，未突出主题情况的，要突出解说主题———

哈尼梯田 “遗产”，深度挖掘 “遗产”背后的价值，在原有解说信息的基础上，

开发景观片区沿线丰富的游憩资源，进一步挖掘遗产区内的自然生态景观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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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其次，尝试解说遗产的保护工程和措施，发挥解说的遗产保护功能与教育

功能。总而言之，解说要突出遗产的价值，对于遗产区管理信息解说，应采用

“说明型”的方法进行科学解说，突出其管理机制的科学性。

（二）人员解说专业化和常态化

解说员是连接游客与解说对象的重要媒介，因此对解说员的数量与质量有严

格的要求。目前，解说员数量不足，解说质量不高，需要 “培训专业解说员，引

进志愿者解说机制”，因此，首先在数量方面，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对当地

哈尼族人民进行统一培训。其次，调动片区的管理人员积极参与。第三，引入志

愿者解说机制，增加解说人员数量，满足游客对解说员数量的需求。质量方面，

为了做到深入讲解与科学解说，有必要组织解说人员多学习哈尼族的历史、文

化、建筑、祭祀、餐饮与节庆日等方面的知识，以更专业的水准向游客解说，解

说时要有科学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同时，严格规范解说员的日常用语、仪容仪

表、行为举止及解说词，增强其服务意识；培养解说员的解说能力与技巧，学习

几种常用外语，解说注意虚实结合，突出重点，采用分段讲解法、描绘法、触景

生情法［３５］等进行解说，提升游客满意度。开发游客体验式解说系统能够使游客

亲身参与体验，满足游客的心理需求［３６］，从游客的旅游动机与需求出发，开展

“游客解说体验”，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后解说宣传。例如：在森林要素里开发定

向越野活动、蕨草迷宫体验活动，在梯田里开发捞鱼拾螺等生态旅游活动，４Ｄ
梯田全景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等。

（三）标识牌的人性化、规范化

这是基于服务设施信息与标识牌的现状提出的。第一，服务设施一定要标注

说明，便于游客获取信息。第二，标识牌的设计制作要 “人性化”，注意高度与

倾斜角度，以人为本，考虑小孩、老年人与残疾人的需求，内容要简洁新颖，行

文优美，排版清晰；选材方面，要生态环保耐用，两者都要与文化背景相协调；

“规范化”是针对标识牌现状提出的，需改进标识牌布局，适当调整，充分利用

沿线珍稀的植物资源、村寨的寨神林祭祀等将点状布局的标识牌系统推进为线状

布局，使三大片区网络化，优化景点组合现状。第三，在遗产区内部增加温馨问

候性标识牌、保护遗产提示性标识牌等，劝说性标识牌要注意语言表述，全景导

览图或路标指向牌需标注出距离里程数，便于游客估算时间做出选择。

（四）印刷物的科学性与专题性

种类要根据专题划分出来，配套发放，尽量做到免费或低价，其内容要精心

设计与挑选，摘取科学水平较高的专业知识，确保其科学性，要中英文对照，保

证其多语种，对外可读性；排版做到文字与图片结合，文字简洁优美，色彩搭配

符合游客的心理需求；出版数量适当，主题突出。

（五）加强智能解说

这是基于多媒体解说系统不完善提出的，多媒体是最能吸引游客的视觉和听

觉的媒介。因此，引进高科技产品，采用新技术、新方式、多种角度、多种语言

进行解说是必要的，增设 ＬＥＤ电子液晶多语显示屏，增加信息量；设置景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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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或ＡＰＰ进行智能解说，使用导览讲解系统等多媒体设备，根据游客的喜好
来选择解说内容与方式，提升游客的愉悦性和满意度。

（六）其他方面

游客中心在现存规模的基础上，需新建展览馆进行 “展示解说”，除现有的

具有艺术性的展示外，可放置写生游记、哈尼语言、哈尼族发展史、模型、民族

特色服饰等与自然生活气息紧密联系的东西，以丰富解说内容，满足游客进行文

化交流和艺术鉴赏等活动，还可开展哈尼梯田的专题知识讲座；游客中心，也称

游客 “服务”中心，顾名思义，它的服务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增加游客休息

室，热水提供处等服务，销售与遗产区相关的纪念品等。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以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为案例，采用实地调查法，以问卷调查

方式为主，获取第一手资料，后续运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结果发
现：（１）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受众以国内外中青年人为主，占９０％，高学历
游客占９１％，３８％的游客的收入集中在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之间，男性占了２／３，但
职业方面呈现多元化，普通员工、教师／学生所占比重相差不大；出游方式以朋
友结伴为主，５２８８％的游客以摄影为主要动机，均表示是摄影爱好者；网络媒
体是游客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占４３９８％，而２９３２％的受众是通过朋友介
绍而来，说明受众的 “口碑效应”的宣传作用不可小觑；自驾和乘坐大巴为主要

的出行方式，占３０％以上。（２）解说系统现状方面，遗产区现有的解说系统均
有不同程度的解说能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景区内禁止类标识牌最多，数量分

配不合理、类型不齐全、信息不全面，公众信息资料少，网络信息更新慢，景区

内无专业解说人员，自带导游不能准确把握解说内容，总体表现为系统性和专业

性不足。（３）满意度方面，由于哈尼梯田景观遗产区的解说系统现状不佳，解说
工作不到位，没有相应的解说流程，因而导致受众对人员解说满意度 “较低”

（０４２），而对非人员解说满意度为 “低”（２７６），进而降低受众的总体满意度，
没有达到游客的旅游需求，导致游客满意度低下。

根据解说系统现状和受众满意度情况，构建了解说信息、解说媒介和解说受

众三部分组成的解说系统，并强调解说系统应该具备一些特点。（１）解说信息方
面：需要突出 “遗产”价值，解说信息要具备科学性。（２）解说媒介方面：人
员解说服务应专业化与常态化，注重解说员数量分配的合理性，提高解说技巧，

提高志愿者解说服务，非人员解说规范化，如标识牌的数量、布设、分配等方面

的合理性以及开展智能解说等。（３）解说受众方面：鼓励受众参与以及解说方案
多样化；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并具备各个特点，相互作用，

共同优化组合为新的解说系统，具备一定的系统性与专业性，达到为受众服务的

功能，为当地实施合理有序的解说系统提供参考。

（二）讨论

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未来的解说会发展为以游客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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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说体验［３７］，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于２０１３年入遗，其旅游还处于初期
的开发规划阶段，解说系统还不完善，各个解说环节均需要改进，这与唐鸣镝对

解说系统的分段研究结果一致［２２］６７，处于初期规划设计阶段的旅游解说，其解说

功能较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已有研究表明游客对标识牌的材质、数量和解

说内容的科学性很重视，在这方面需求较高，且主要通过宣传册和光盘等方式获

取旅游信息［３８］。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类似，但在标识牌的内容方面，哈尼梯田

文化景观遗产区的受众表示不是很关注，且主要通过网络媒体获取信息，两种研

究结果的差别可能与各个旅游地的景区特色和宣传方法不同有关，导致两个旅游

地受众的关注点和获取信息方式有所差异；向东福等［３９］对红河哈尼梯田的解说

系统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遗产地的解说系统传递的信息量处于中等水平，并

不全面，本文的研究也表明该地区的解说系统的系统性与专业性不足，并没有形

成完善的解说体系。因此，有必要对红河哈尼梯田进行解说系统构建。

本文在研究视角上，同时从遗产地客体和受众主观两个角度出发，对解说系统的

现状进行分析。首先，基于遗产地客体的角度，即旅游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哈尼梯田

遗产地解说系统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其次，基于受众的主观角度，以问卷调查受

众的方式对当地解说系统现状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兼顾客观与主观角度进行分析，这

是本文的新颖之处。同时，从两个角度相结合来分析当地的解说现状，也发现了其中

的一个问题，从调查结果看，基于主观的受众满意度评价与基于客观的现状调查在解

说员和自带导游、游客中心、公众信息资料的评价方面基本一致，但关于标识牌的满

意度研究结果与调查的实际情况有些不吻合的地方，文中游客对标识牌的满意度调查

结果为 “高”，而实际调查的情况是标识牌的数量、类型等信息不合理，两者看似自

相矛盾，其实不然，究其缘由，是因为目前哈尼梯田遗产地仍处于 “大众观光旅游”

阶段，多数游客对标识牌的需求仅为便于旅行的路标、景区导览图、服务指示牌等服

务，但从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其牌示解说设施除常规的导引等服务牌之外，

还需要充分展示遗产价值及其教育、宣传、保护和传承等相关的解说牌，以便实现红

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哈尼梯田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形成的独特的可持续世界文化景观遗

产，其解说内容的重点应从组成文化景观的自然 （梯田、村寨、森林、水系）和

文化 （民风民俗）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出发，突出遗产价值，其解说方式应强调受

众参与，其解说目标需更注重遗产保护及教育等功能方面。最终发挥解说系统在

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１］王婧，钟林生，陈田．国内外旅游解说研究进展 ［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５，３０（１）：３３－３９．

［２］ＴＩＬＤＥＮ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ｏｕｒ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５７－６０．

［３］ＭＯＳＣＡＲＤＯＧ．Ｍｉｎｄｆｕｌ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２３（２）：

３７６－３９７．

［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０１－２３）［２０１７－１０－１２］．ｈｔｔｐ：／／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ｃｆｍ．

４７ 　　　　　　旅　游　研　究　　　　　　　　　　　　　第１０卷



［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ＣＯＭＯＳｅｎａｍｅ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Ｂ／ＯＬ］．

（２０１１－１１－０８）［２０１７－１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ａｍｅ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ｒｇ／．

［６］ＨＡＭＳＨ．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Ｔａｉｗａｎ，ＵＳ，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２００２：１－１０．

［７］ＳＨＡＲＰＥＧＷ．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８２：２－２６．

［８］吴必虎，金华，张丽．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 ［Ｊ］．旅游学刊，１９９９，１４（１）：４４－４６．

［９］钟永德，罗芬．旅游解说规划 ［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２００８：５２－５３．

［１０］ＵＺＺＥＬＬＤ．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６，１（４）：

２１９－２２８．

［１１］ＥＭＭＡＪＳ，ＢＲＯＮＷＹＮＭＨ，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８，１９（３）：２５７－２６６．

［１２］ＬＩＴＴＬＥＦＡＩＲＣ，ＢＵＣＫＬＹＲ，ＲＡＬＦＣＢ．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ｔｏｗｏｒｌｄｈｅｒｉｔ

ａｇｅｓｉｔｅ［Ｊ］．Ｈｕｍ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３７（５）：３３８－３４１．

［１３］ＬＥＥＴＨ．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ｈｏｗ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ｆｕｔｕｒｅｖｉｓｉｔ

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ａｏｍｉＥｃｏ－ｖｉｌｌ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２００９，

１７（６）：７２７－７４５．

［１４］ＭＡＡＲＴＥＮＨ．ＪＡＣＯＢＳＭ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ｈａ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Ｊ］．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３（６）：１２３－１３１．

［１５］ＴＯＤＤＪ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ｏｆｍｕｓｅｕｍｓ［Ｎ］．ＤａｌｌａｓＭｏｒｎｉｎｇ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０６－２０

（２１）．

［１６］ＤＡＶＩＤＵ，ＲＯＴＢ．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２７（４）：１０７１－１０７４．

［１７］ＢＯＹＬＥＳＣ．Ｏｐｅｎｉｎｇｍｉｎｄ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３，５６（３）：

８６－９３．

［１８］ＲＯＹＢ，ＫＡＲＥＮＨ，ＮＩＧＥＬＢ．Ｕｓｉｎｇ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ｉｔｅ［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４（６）：７２－８０．

［１９］ＨＥＡＬＹＮ，ＲＩＰＥＲＣＪＶ，ＢＯＹＥＤＳＷ．Ｌｏｗｖｅｒｓｕｓ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ｆｆｓｏｆＭｏｈｅｒ，Ｉｒｅｌａｎｄ［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２）：５７４－５８３．

［２０］ＡＮＮＡＣ．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ｐｌａｃ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２００４，１２（５）：４３２－４５９．

［２１］ＲＯＪＡＳＣＤ，ＣＡＭＡＲＥＲＯＣ．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ｏｏｄ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９（３）：５２５－５３７．

［２２］唐鸣镝．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 ［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６，２１（１）：６４－６８．

［２３］陶伟，杜小芳，洪艳．解说：一种重要的遗产保护策略 ［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９，２４（８）：４７－５２．

［２４］陶伟，洪艳，杜小芳．解说：源起、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 ［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９，２４（５）：１０１－１０６．

［２５］唐伽拉．旅游解说规划初探———以浏阳道吾山引路松景区为例 ［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３，１８（３）：１４－１７．

［２６］李振鹏，王民，何亚琼．我国风景名胜区解说系统构建研究 ［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３，３２（１）：

８６－９１．

［２７］罗颖．世界遗产地旅游解说系统规划与构建研究———基于安阳殷墟的调查数据 ［Ｊ］．地域研究与开

发，２０１１，３０（４）：１０３－１０７．

［２８］张欢欢．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山地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以河南省鸡公山风景区为例 ［Ｊ］．西北师

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５２（５）：１２０－１２９．

［２９］罗芬，钟永德，吴忠宏，等．世界自然遗产地游客旅游解说需求之研究———以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

区为例 ［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８，２３（８）：６９－７３．

［３０］邓明艳，覃艳．基于需求分析的遗产景区旅游解说系统优化研究———以峨眉山景区为例 ［Ｊ］．旅游

学刊，２０１０，２５（７）：３５－４０．

５７第３期　查智琴，角媛梅，向东福，等：基于现状与满意度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区的解说系统构建



［３１］左冰，周东营．基于ＳＥＭ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旅游解说效果评价 ［Ｊ］．热带地理，２０１４，３４

（２）：２０９－２１６．

［３２］张波．基于手段—目的理论的人本化旅游解说系统构建 ［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１，２６（５）：１４３－１４７．

［３３］邓谋优．中国遗产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以世界遗产为例 ［Ｊ］．经济地理，２００６，２６

（Ｓ２）：５６－５８．

［３４］ＰＩＺＡＭＡ，ＮＥＵＭＡＮＮＹ，ＲＥＩＣＨＥＬＡ．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Ｊ］．Ａｎ

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８，５（３）：３１４－３２２．

［３５］窦志萍．模拟导游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６４－６６．

［３６］廉晓利，袁书琪．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古都洛阳为例 ［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１，２８（２）：７９－８３．

［３７］胡传东，黄宗林，罗仕伟．基于元分析的国内旅游解说研究特征分析 ［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１（３）：１００－１０７．

［３８］杨前进，周善怡，付海龙．基于游客视角的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评价———以重庆武隆国家地质公

园为例 ［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８（３）：６９－７３，８４．

［３９］向东福，查智琴，王梅．基于信息流的遗产地解说系统评价———以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为例

［Ｊ］．云南地理环境研究，２０１６，２８（３）：５３－５９，６６．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ｎｉＲｉｃ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ＺＨＡＺｈｉｑｉｎ１，ＪＩＡＯＹｕａｎｍｅｉ１，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ｆｕ１，ＷＡＮＧＭｅｉ１，ＬＩＵＺｈｉｌｉｎ１，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ｓｈｅ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ｉｔｅｓ，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ａｋｅｓＨｏｎｇｈｅＨａｎｉＲｉｃ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ｎ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１９１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ｍａｋｅ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ｔｏｕ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９０％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ｉｎ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ｒ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ｉｎｗｈｉｃｈ２／３ａｒｅ
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ａｋ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５２８８％，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ｅｄｉａａｒ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ｎ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ｈａｖｅ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ｂｕｔｉｔｉｓｓｈｏｒ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ｎｅｓｓａｎｄｌａｃｋ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ｔｏ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１８２，ｔｈｅｉ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ｓ
ｌｏｗ．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ｍａｄｅｕｐ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ｅ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ｎｉＲｉｃ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７ 　　　　　　旅　游　研　究　　　　　　　　　　　　　第１０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