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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和龙市乡村旅游扶贫开发为例，运用数理统计法和问卷调查法探析和龙市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及

需求。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积极影响感知明显，而对旅游扶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并不敏感。未来和龙市的旅游扶贫发展应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创新旅游产品，鼓励居民参与，完善旅游扶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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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oor Residen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in Helo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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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elo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
es the perception and demand poor residents of Helong city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of tourism by mean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cal residents have a clear perception of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on economy, soci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but are not sensitive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whole, the government′s supportive, the tourism products,
th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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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业能够有效地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对于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带动就业、促进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很多贫困地区都把发

展乡村旅游业作为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路径，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应。作为乡村旅游的直接和间接参与者，农村

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对于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如

何、有何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居民的参与意

愿与参与行为，进而影响旅游扶贫的结果。

B Bynum Boley等 [1]的研究，证实了心理授权

和个人经济效益对旅游业有直接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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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俊 [2]分析麻城龟峰山风景区当地居民对旅游扶

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态度，发现当地居民对正面

的积极效应有很明显的感知，而对负面的消极效

应感知不很明显。李佳等 [3]研究发现三江源地区

旅游扶贫发展初期时居民对扶贫正效应感知明显

而对扶贫负效应不敏感，但总体上参与旅游扶贫

愿望相对较为强烈。冯旭芳等 [4]发现旅游扶贫对

锡崖沟地区的人均年收入有较大的提高，改善了

村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同时还提高了村民的卫

生意识，乡村环境得到很好的改善。在现有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延边州和龙市为研究对

象，运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

贫困居民对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及诉求，基

于贫困居民视角提出促进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提升

的对策和建议。

1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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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效应是指旅游在贫困地区发展过程

中所产生的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和通过发展旅游业

对贫困地区脱贫的作用和效果。按照内容可分为

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和环境效应；按照态度

可分为正面的积极效应和负面的消极效应。旅游

扶贫效应的居民感知是指旅游扶贫效应通过感官

在居民头脑中的直接反映。分析居民对旅游扶贫

效应的感知就是要分析居民对于经济、社会文化

和环境效应的感知，由此构建了乡村旅游扶贫效

应的居民感知理论分析框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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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分析框架

2 数据来源与调查样本特征描述

2.1 数据来源及样本村乡村旅游概况

2.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延边州和龙市四个发展较好

的旅游民俗村（贫困村）—金达莱村、光东村、柳

洞村和高岭村。2018年 3～4月对和龙市四个村

的贫困居民进行结构式抽样问卷调查 300份，经

整理统计，合格问卷 240份，有效率达到 80%。
2.1.2 样本村旅游扶贫效应概况

金达莱村是集民俗旅游、田园观光、风味餐饮

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村田园旅游新区和少数民

族民俗村寨，拥有“全国文明村”“全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中国十佳最有魅力乡村”等称号。通

过乡村旅游，2017年累计为贫困人口分红 21万
元，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1 050元，实现整村脱贫。

光东村位于和龙市东城镇中北部，是集参观展

览、民俗体验、田园观光、精品民宿等功能于一体

的特色旅游乡村，是延边州十佳魅力乡村、吉林

省 4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等。2017年接待游客 30万人次，实现

旅游及相关产业收入 300多万元，带动 58户、96
人脱贫。高岭村和柳洞村隶属于和龙市南坪镇。

镇内既有茂峰国际旅游区和李旭诗碑两处著名旅

游景点，还有高龄度假村、柳洞一汽小镇等初步

开发的民俗村。旅游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当地的经

济水平，使贫困户脱贫，而且对当地社会文化以

及环境产生了积极效应。

2.2 问卷分析

2.2.1 问卷信度分析

信度检验的目的是确定量表的稳定性和一致

性。一般通过 Cronbach’s Alpha系数对量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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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检验。通常认为 Cronbach’s Alpha系数大

于 0.7表示量表的信度较好。笔者利用 SPSS 21
对旅游扶贫感知效应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以及

居民对旅游扶贫的需求认知 3个变量进行信度检

验，检验结果显示 3个变量量表的 Cronbach’s Al
pha 值分别为 0.820、0.784 和 0.771，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 Alpha值为 0.783，均大于 0.7的建议

值,信度较好，可以使用。

2.2.2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调查样本中主要以贫困户和脱贫户为主。男

性占 67.9%，女性占 32.1%；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

过 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88.1％。和龙市

贫困户主要以 60岁以上老人为主，且受教育水平

较低，对发展旅游扶贫有一定限制作用（表 1）。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家庭人数及性别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及以上

男

女

人数

42
119
65
12
2
163
77

所占比例 (%)
17.5
49.6
27.1
5.0
0.8
67.9
32.1

文化程度及年龄

未上过学

小 学

初 中

中专及高中

大专及以上

30岁以下

30～39
40～49
50～59
60岁以上

人数

89
122
25
2
2
0
2
48
69
121

所占比例 (%)
37.1
51.0
10.4
0.8
0.8
0
0.8
20.0
29.0
50.4

3 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分析

通过入户调查获取居民对乡村旅游扶贫的经

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环境效应等三个方面的

感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查贫困居民对于旅

游扶贫的需求 [5]。把图 1中每个维度下面的各个

指标评语设计成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五个量级。

3.1 经济效应感知分析

经济效应维度下的七个指标中，前五个为积

极影响效应指标，后两个为消极影响效应指标。

在积极影响方面，从“为村民增加就业机会”指标

结果来看，同意和非常同意的占 96.6%，得到村民

的普遍认可（表 2）。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使居民参与到例如景区建设、民俗旅

游、小商品售卖等旅游活动中，促使长期在外打

工的居民返乡创业就业，不仅带动贫困户脱贫，

还为乡村的进一步发展留住了人才资源。从“促

进了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个人收入”

“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结果来看，非常

同意和同意的占比都达到 70%以上，说明贫困居

民已经看到了乡村旅游发展给区域经济和个人生

活所带来的利益。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旅游

扶贫中，获得经济收入，家庭收入大幅度提高，不

仅带动脱贫，还为和龙市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

要的促进作用 [6]。在“增加了本地农副产品的销

售”指标结果中可以看出，居民普遍不认同这个

效应，究其原因是居民对此感知并不明显。和龙

市发展旅游扶贫，对带动大米、辣白菜等销量有

显著影响，但主要是企业在其中获利，居民只提

供了原材料以及廉价劳动力，因此对增加本地农

副产品销售的感知并不明显。在旅游扶贫的消极

影响方面，两个指标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占比

都在 90%以上，说明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居民没

表2 经济效应感知统计 %
指标

为村民增加了就业机会

促进地区整体经济发展

增加居民个人收入

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增加本地农副产品的销售

提高了当地生活成本

拉大了家庭间的贫富差距

非常同意

43.7
23.4
32.1
26.7
4.6
0
0

同意

52.9
55.4
54.6
44.6
6
0
0.4

一般

0.4
15.8
7.1
21.6
31
8.7
1.7

不同意

3
5.4
5.8
7.1
12.1
31.3
28.3

非常不同意

0
0
0.4
0
47
60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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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觉到生活成本的提高和贫富差距拉大。和龙

市乡村居民饮食方面大部分可以自给自足，部分

居民会去附近乡镇购买，物价并没有大幅度提

高。和龙市开展乡村旅游主要目的是为了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通过为贫困户创造就业，增加收

入，从而缩小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

3.2 社会效应感知分析

社会效应维度下的九个指标中，前六个为积

极影响效应指标，后三个为消极影响效应指标

（表 3）。在积极影响方面，从基础设施（供水供

电）得到了改善来看，同意和非常同意占 86.2%，

得到居民的普遍认可，说明和龙市开展乡村旅游

扶贫对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帮助。和龙市

开展旅游扶贫之后，村子的文化设施建设发生了

巨大改变,不仅带动了朝鲜族歌舞的发展,而且为

村里朝鲜族老人修建健身活动广场，提高了村民

的生活质量。从“提升本地的知名度和形象”“增

强个人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两个指标结果来

看，非常同意和同意占比均在 70%以上，说明旅游

扶贫的发展对居民的思想及村子的宣传上有较好

的促进作用。和龙市金达莱村和光东村具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底蕴，发展特色民俗旅游对城市人口

具有极大吸引力，抓住本地旅游独有的优势，创

建一个拥有良好口碑的旅游景区，能更好地推动

本地旅游向外发展。在“提高了本地医疗服务水

平”指标结果中，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占 70%以

上，说明居民普遍不认同这个效应，原因在于政

府和企业过多关注于经济效应的获得，而忽视了

对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在旅游扶贫的消极影响

方面，“干扰居民日常生活”“破坏传统生活方式

和民风民俗”两个指标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占

比都在 70%以上，说明居民没有明显感觉到发展

旅游对日常生活以及传统文化上的破坏作用。和

龙市依据朝鲜族传统文化特色，充分利用自然和

人文资源开展民宿旅游，对占用的农户家庭都安

排了集中住处，尽力避免干扰居民的日常生活并

保护传统文化不被破坏。在“破坏本地原来的历

史风貌”这一指标结果中，非常同意和同意占比

将近 80%，说明居民对此项效应感知较为明显。

通过调研发现，旅游发展虽然改善了乡村居民的

居住条件，让贫困户和脱贫户都搬进了新房，但

是新修建的各种旅游景点及建筑彻底改变了原来

的生活环境，对仍居住在村里的老年人来说，破坏了

本地原来的历史风貌生活上难以适应。

3.3 环境效应感知分析

环境效应维度下的四个指标中，前两个为积

极影响效应指标，后两个为消极影响效应指标

（表 4）。在积极影响方面，从“使居民的生活环境

（生活垃圾、用水用电）得到改善”“增强本地村民

的环保意识”两个指标结果来看，非常同意和同

意占比分别为 81.7%和 57.1%，说明发展旅游在改

善居民生活条件和环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正面效

应，但在提升居民环保意识方面略有欠缺。为了

通过旅游缓解贫困，为旅游者带来更加舒适的旅

游环境，政府加大了对乡村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改

造和改善力度。村里垃圾会在固定时间有专门人

员统一清理，同时也会在村子设置环境维护岗

位，聘用贫困户清扫村子里的垃圾，帮助贫困人

口增加收入，但是，居民对环保意识的增强感知

较弱是因为朝鲜族居民非常爱干净，本身环保意

识就比较强，所以对提升的感知不是特别明显。

在消极影响方面，两个指标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占

比都在 60%以上，说明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会增加当地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对旅游扶

表3 社会效应感知统计 %
指标

基础设施 (供水供电 )得到了改善

提升本地的知名度和形象

提高了本地医疗服务水平

保护少数民族古朴的民风民俗和传统手工技艺

增强个人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使居民从业技能和服务水平提高

干扰居民日常生活

破坏传统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

破坏本地原来的历史风貌

非常同意

33.7
22.5
3.7
41.7
23.7
32.9
0
0.4
28.0

同意

52.5
49.2
4.6
11.7
53.7
26.7
8.3
8.7
50.4

一般

6.7
23.7
16.7
34.6
16.3
33.7
11.7
17.1
7.9

不同意

7.1
4.6
46.7
5.4
6.3
0.4
16.7
11.3
8.3

非常不同意

0
0
28.3
6.6
0
6.3
63.3
62.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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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和龙市旅游旺季一般会在

春天和夏天，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游客量迅

速增加，不仅给环境造成压力，也会导致交通拥

挤，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出行。

表4 环境效应感知统计 %
指标

使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增强本地村民的环保意识

增加当地环境污染

引起当地交通拥挤

非常同意

61.7
43.3
23.0
17.5

同意

20.0
13.8
43.7
52.5

一般

18.3
42.5
18.3
13.7

不同意

0
0.4
13.7
7.1

非常不同意

0
0
1.2
9.2

4 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需求分析

本研究不仅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分析，而且

还调研了贫困居民对发展旅游扶贫的需求认知

（表 5），分析贫困居民需要，以便于为旅游扶贫的

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从“政府应加大对村子

的资金扶持力度”“政府应加大对村民旅游技能

方面的培训力度”这三个指标结果来看，非常同

意和同意的占比均为 90%以上，说明贫困居民对

此需求明显，政府应加以重视。开展旅游扶贫，

最重要的就是帮扶资金到位，宣传到位，吸引贫

困户参与其中，并对贫困户进行专业技能的培

训，提高贫困家庭收入，促进旅游更好更快发

展。从“是否会把旅游作为终生的职业发展下

去”这一指标结果看，非常同意和同意仅占

52.4%，说明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未来发展还抱有

观望和迟疑态度。和龙市农村大部分贫困人口都

是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旅游扶贫参与性较差，

参与形式少，在旅游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一定限

制性。

表5 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需求统计 %
指标

政府应加大对村子的资金扶持力度

您认为需要在村子里成立一个代表村民的旅游组织吗

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居民了解旅游、参与旅游

政府应加大对村民旅游技能方面的培训力度

您会把旅游作为您终生的职业发展下去吗

非常同意

53.3
77.0
46.7
41.7
2.0

同意

40.0
16.0
44.3
11.7
50.4

一般

6.7
7.0
1.8
34.6
7.9

不同意

0
0
2.6
5.4
8.3

非常不同意

0
0
4.6
6.6
5.4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和龙市 2017年旅游接待人数共 110万人，旅

游收入 5.72亿元。短短几年时间，和龙市旅游扶

贫发展受到了广泛好评，取得了显著效应。贫困

居民对旅游扶贫带来的积极效应感知明显，普遍

认为旅游的发展为村民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

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提

升了本地的知名度和形象、使居民的生活环境得

到改善并增强了本地村民的环保意识。对提高了

当地生活成本，拉大了家庭间的贫富差距，干扰

了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增加了当地环境污染等消极

效应感知不够明显。在对旅游扶贫的诉求上，尽

管贫困居民对是否把旅游作为终生职业发展下去

抱有迟疑态度，但却普遍认为政府需要在旅游资

金的投入、旅游技能的培训以及旅游的对外宣传

上加大力度。基于此，政府应重视居民需求，提

高居民对旅游的信任度，把旅游作为带动家庭收

入增长的主要方式长期发展下去。和龙市旅游扶

贫现在处于稳步发展阶段，整体效果不错，但是

对发展中产生的小问题仍需加以关注和解决。

5.2 建议

5.2.1 增加培训力度，鼓励居民参与

鼓励和带动贫困居民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是真

正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应该加大对

旅游扶贫的宣传力度，增加对贫困居民的培训次

数，使贫困居民从多方面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

5.2.2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长久而有效的旅游政策的缺失是现今旅游扶

贫发展的一大障碍性因素，政府应制定相关旅游

扶贫政策，为自主参与到旅游中的贫困居民提供

政策性保障以及相应的优惠政策，缩小贫富差

距，吸引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口回到家乡开展旅游

事业，为和龙市的旅游发展提供劳动力。

5.2.3 深度开发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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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市现在主要的旅游模式是一日游或者两

日游，旅游产品形式单一，没有办法把游客留

住。为了丰富和龙市的旅游产品形式，需要深度

挖掘朝鲜族特色文化，以朝鲜族特有的文化为基

础，创新旅游模式，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和龙旅游。

5.2.4 政府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环保意识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地生态环境逐渐被破

坏。政府应加大对环境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应政

策和措施，增强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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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4 页）我院图书馆的服务团队难以达到理

想的水平，为了保证个性化服务的实施和质量 [1]，

馆内采取了“包所服务”措施，并效仿兄弟院所建

立“学科馆员”队伍。农业图书馆应组建一支高

水准的“学科馆员”团队，一是信息人员要积极参

加技能培训，掌握学科馆员专业知识。二是信息

人员要有现代化的服务理念，适应新环境，吸收

新思维，转变新观念。三是掌握电脑检索、网络

信息筛查等技术方法，并具有相当水平的情报专

业知识和较为广博的农业知识以及较高的外语水

平。同时还要提高收集、整理、分析网络信息的

能力，更要不断地了解、跟踪学科发展动态，熟练

运用现代信息手段从事各层次信息服务，充分发

挥信息导航员的作用 [1-3]。

4 结 论

开展好个性化服务是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

做好读者服务工作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今多元

化复杂环境下，建立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面临着

诸多问题。因此，首先需要图书馆转变思维，突

破桎梏，创新服务模式和理念，不断寻求新思路、

新方法；其次不仅要加强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个人业务素质，还要加强软件和硬件以

及高科技信息平台安全建设，力求将个性化信息

服务的理论知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把握机遇，

迎接挑战，深层次探索不同农业科研课题的各个

阶段，为科研人员提供针对性、专指性和有效性

为一体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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