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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民作为旅游地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获得感是衡量目的地旅游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本文以上海市朱

家角和七宝古镇为例，研究古镇居民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路径。首先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提出

若干假设并构建居民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模型。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采用因子分

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和理论模型成立的合理性，定量研究了古镇居民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

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1) 居民社会文化获得感和环境获得感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2) 经济获得

感与社会文化获得感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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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takeholder of a tourist destination,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is an important crite-
rion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destination. Taking Zhujiajiao and Qibao 
ancient towns in Shanghai as examp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path of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on tourism development support. Firstly, several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a mechanism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on 
tourism development support is constr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hypothesis and theoretical model,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influence 
mode of the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on the support degre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esidents’ sens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gain and sense of environmental gain posi-
tively affect the degree of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2) There is a bidirectional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ain and socio-cultural gain, and the influence 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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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古镇旅游发展成为旅游大趋势，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各地区要依托特色旅游资源，打造一批有特色的古村落旅游目的地。2018 年

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也强调要发展特色鲜明的特色小镇。而国家重视古镇旅游的发展，

实际上也是为了古镇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有所获得，居民获得感的提高是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目前国内学者对获得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获得感的维度划分、影响因素、测量方法三个方面。在获

得感维度的划分上，大都以理论或借鉴其他相近概念为划分依据，将其分为一维[1]或多维[2] [3] [4] [5]，
没有统一的标准。学者们对获得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展开，且以宏观层面为主，

微观层面获得感因素多以满足感、主观幸福感[6] [7]代替获得感，无法准确地反映获得感的特殊性。测量

方法上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获得感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基本聚焦于农民[8]、大学

生[9]和医务人员[10]三类特定群体。 
对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理论上普遍认为社会交换理论是旅游发展支持度的

主流研究理论[11] [12]，但有学者认为社会交换理论过度关注居民经济交换，这是不周全的[13] [14]，部

分学者开始创新利用其它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融合分析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因素[15] [16]。而在研究内

容上，国内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古村落古镇古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探究多种因素对旅游发展支持度

的影响[17] [18] [19]。而国外学者早期以目的地旅游发展状况衡量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认为居

民态度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以旅游的生命周期模型为例[20]。随着研究深入，研究的居民态度范围逐渐

演变成某一特定时点居民对旅游的态度，较少考虑居民在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下的态度差异[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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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研究居民获得感对古镇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路径，有效地解释了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支

持度的过程，为获得感和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实证研究添砖加瓦，从居民获得感角度考虑古镇旅游发展的

不足，促进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假设 

2.1. 经济获得感与社会文化获得感、环境获得感的关系 

基于获得感的形成过程，将古镇居民获得感界定为在感知内容范围内，古镇本地居民参与旅游活动

时感知到的由实际获得而产生的满足，可将其归类于感知的一种。故本文根据获得感与旅游影响感知的

相似性，将居民获得感按照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分类分为环境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社会文化获得感。

Pérez 和 Nadal’s 在对支持发展旅游的居民群体研究中，发现居民的旅游经济感知会降低其对环境的感知

[23]。Dogan Gursoy 通过对影响东道主社区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态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居民的环境感知

与社会文化感知呈负相关[24]。Lankford S. V.认为经济感知与社会文化感知呈正相关关系[25]。综上，提

出以下假设： 
H1：居民环境获得感与经济获得感存在双向的负相关关系。 
H2：居民环境获得感与社会文化获得感存在双向的负相关关系。 
H3：居民经济获得感与社会文化获得感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 

2.2. 居民获得感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 

Keogh 认为居民经济利益感知正向影响其旅游支持度，即居民感知到的经济利益越大，旅游发展支

持度越高[26]。依据 Pérez 和 Nadal 的研究成果，即居民文化成本和社会成本感知与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

间不存在直接的负向影响关系[23]。Yoon Y、Gursoy D 和 Chen J S 认为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会第一时

间关注到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居民环境感知会负面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27]。综上，

提出以下假设： 
H4：居民经济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有正向影响。 
H5：居民社会文化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有正向影响。 
H6：居民环境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有正向影响。 
基于研究理论和研究假设，构建居民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路径机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图 1. 旅游地居民获得感与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研究的理论模型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163


李必伟 等 
 

 

DOI: 10.12677/aam.2022.114163 1496 应用数学进展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研究区域概况 

朱家角古镇隶属上海市青浦区，是历史文化名镇和上海世博会重要接待基地。镇内旅游资源丰富，

树立古镇、新镇、淀山湖一体化的开发和保护理念，先后开发了 20 多种旅游景点。上海七宝古镇位于闵

行区，是离市中心最近的水乡古镇，交通便利，商业发展繁荣。作为古镇旅游发展核心位置的七宝老街，

以售卖当地特色小吃、纪念品等为特色，集休闲、旅游和购物于一体。 

3.2. 问卷和量表设计 

问卷设计主要分为两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和变量测量。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包括性别、年龄、职业、

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在旅游地居住年限和当地旅游业发展时间等。获得感变量采用欧阳润平和覃雪[28]
所开发的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量表中关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部分测量题项；旅游发展支持

度变量直接采用朱鹤[17]学者研究中的成熟量表，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3.3. 数据收集 

笔者一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前往朱家角和七宝古镇实地发放问卷。问卷调查

期间与古镇居民交流互动，随时协助被调研者更好地理解每个题项，并确认其回答符合真实想法。最终

收集了 248 份有效问卷，剔除其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共获得 222 份可供分析的样本。 

3.4. 人口统计特征 

利用 SPSS22.0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发现调研居民中男性高于女性，中青年居

民占比 45.9%，文化素质水平较高，职业为个体工商户的居民占比 29.3%，就业选择较为单一。近 70%
的居民有在本地居住 10 年的经历，经济水平较高。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population 
表 1. 样本人口基本特征 

类别 题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16 52.3 

女 106 47.7 

年龄 

18 岁以下 1 0.5 

18~24 岁 59 26.6 

25~44 岁 102 45.9 

45~60 岁 44 19.8 

61 岁以上 16 7.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1 5 

初中 35 15.8 

高中/中专 55 24.8 

大专/本科 105 47.3 

研究生 1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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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1 9.5 

个体工商户 65 29.3 

军人 7 3.2 

企业工作人员 41 18.5 

学生 23 10.4 

自由职业 37 16.7 

其他 28 12.6 

居住年限 

10 年以下 72 32.4 

10~20 年 72 32.4 

21~30 年 45 20.3 

31~40 年 17 7.7 

41 年以上 16 7.2 

月收入 

1240 元以下 11 5 

1240~2480 元 26 11.7 

2480~5000 元 62 27.9 

5001~6000 元 35 15.8 

6001~8000 元 38 17.1 

8001~10,000 元 25 11.3 

10,001~15,000 元 13 5.9 

15,001~20,000 元 6 2.7 

20,001~30,000 元 3 1.4 

30,001 及以上 3 1.4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4.1. 量表信效度检验 

使用 SPSS 22.0 计算古镇居民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研究问卷所收集到的数据的克朗巴哈

系数，结果如表 2 所示。Cronbach’s α系数最小为 0.773，最大为 0.842，均超过了 0.6 的要求，说明样本

具有非常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通过。 
由表 3 的 KMO 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可得，居民获得感和旅游发展支持度两个量表的 KMO 值

分别为 0.846 和 0.853，结构效度良好，显著性均为 0.000，各变量的相关性较强，可以尝试进行因子分

析。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163


李必伟 等 
 

 

DOI: 10.12677/aam.2022.114163 1498 应用数学进展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formal survey 
表 2. 正式调研的信度分析 

变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经济获得感 0.841 4 

社会文化获得感 0.797 3 

环境获得感 0.773 3 

旅游发展支持度 0.842 5 

整体 0.888 15 

 
Table 3.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each dimension 
表 3. 各维度的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KMO 值 Bartlett’s 球形检验 

居民获得感 0.846 0.000 

旅游发展支持度 0.853 0.000 

整体 0.873 0.000 

 
Table 4.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of observed variables 
表 4. 观测变量信效度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非标准化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标准化 

系数 
克朗巴赫 
系数 

CR AVE 

经济获得感 

JJ1 1    0.681 

0.841 0.841 0.571 
JJ2 1.242 0.12 10.342 *** 0.820 

JJ3 1.226 0.123 9.985 *** 0.781 

JJ4 0.997 0.105 9.484 *** 0.733 

社会文化 
获得感 

SH1 1    0.797 

0.797 0.797 0.568 SH2 0.888 0.089 9.964 *** 0.720 

SH3 0.968 0.095 10.203 *** 0.741 

环境获得感 

HJ1 1    0.829 

0.773 0.779 0.546 HJ2 0.641 0.079 8.083 *** 0.584 

HJ3 0.872 0.085 10.21 *** 0.780 

旅游发展 
支持度 

ZCD1 1    0.672 

0.842 0.842 0.517 

ZCD2 1.211 0.125 9.654 *** 0.771 

ZCD3 0.97 0.11 8.809 *** 0.688 

ZCD4 1.027 0.113 9.066 *** 0.712 

ZCD5 1.149 0.122 9.412 *** 0.746 

注：***是在 0.001 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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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型信效度 

采用组合信度(CR 值)作为判别模型内在质量的主要指标，若组合信度值大于 0.60，表示模型的内在

质量理想。由表 4 可知，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分别为 0.841、0.797、0.779、0.842，均大于 0.70，表示各

潜变量内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变量的综合信度良好。 
采用平均提取方差(AVE 值)作为衡量收敛效度的方法。一般 AVE 值需大于 0.50。由表 4 可知，四项

变量均符合标准，因子载荷 > 0.6，显著性水平 P < 0.001，因此模型具有比较好的收敛性。 
综上所述，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效果较为理想，组合信度和收敛度良好。 
由表 5 可以看出，古镇居民在当地旅游发展中的环境获得感与居民在当地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文化获

得感相关性系数绝对值小于 0.5，其他维度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5，且三个相关性系数绝对值均

小于 AVE 平方根，说明各个居民获得感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Table 5.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model of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表 5. 居民获得感与旅游发展支持度模型的区别效度 

维度 环境获得感 社会文化获得感 经济获得感 旅游发展支持度 

环境获得感 0.756    

社会文化获得感 0.379 0.754   

经济获得感 0.524 0.682 0.739  

旅游发展支持度 0.579 0.541 0.532 0.720 

注：对角线粗字体为 AVE 开根号值，对角线下三角为各维度之皮尔逊相关。 

4.3. 结构模型分析 

使用 AMOS 20.0 软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适配性检验，获取到的各指标及相应的标准如表 6 所示。可

以看出，X2/df 的值为 1.773，小于 3，模型适配是理想的。SRMR 为 0.051，RMSEA 为 0.059，大于 0.05
但小于 0.08，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理想状态，但是可以接受。除 AGFI 略小于 0.9 外，其他指标均大于 0.9，
说明模型结果适配良好。 

 
Table 6. Model fitting test 
表 6. 模型拟合度检验 

拟合指标 卡方/自由度 SRMR RMSEA GFI AGFI TLI CFI IFI 

检验值 1.773 0.051 0.059 0.919 0.884 0.942 0.954 0.954 

参考值 <3 <0.08 <0.08 >0.9 >0.9 >0.9 >0.9 >0.9 

 
以显著性 p < 0.05 为标准进行路径分析，得到假设检验结果。由表 7 和图 2 可得，居民环境获得感、

经济获得感与社会文化获得感两两之间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3 得到验证，同时拒绝 H1、H2；
居民经济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无显著影响，拒绝 H4，而社会文化获得感和环境获得感则正向影响旅

游发展支持度，故假设 H5、H6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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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Path coefficients of model fitting 
表 7. 模型拟合路径系数 

假设 路径关系 Unstd. S.E. C.R. P Std. 假设结果 

H1 环境获得感↔经济获得感 0.240 0.045 5.287 *** 0.524 支持 

H2 社会文化获得感↔环境获得感 0.179 0.043 4.180 *** 0.379 支持 

H3 社会文化获得感↔经济获得感 0.317 0.052 6.141 *** 0.682 支持 

H4 经济获得感→旅游发展支持度 0.079 0.087 0.903 0.367 0.103 不支持 

H5 社会文化获得感→旅游发展支持度 0.237 0.081 2.926 0.003 0.318 支持 

H6 环境获得感→旅游发展支持度 0.306 0.069 4.420 *** 0.405 支持 

注：***是在 0.001 水平下显著。 

 

 
注：JJ、SH、HJ 和 ZCD 分别为经济获得感、社会文化获得感、环境获得感和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缩写。 

Figure 2. Model path diagram and standardized estimates 
图 2. 模型路径图与标准化估计值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 居民社会文化获得感和环境获得感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对于这个结果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

因：第一，古镇旅游发展促进居民对古镇居住地文化的了解，增强了居民的文化自信，提升了当地居民

的环保意识；第二，政府注重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总的来说，古镇居民依然倾向于认为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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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镇旅游的发展总体上给当地带来了较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变化。而居民经济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支持

度无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古镇旅游地出现了当地政府管理不当、旅游公司宣传力度不够和居民参与

度低等问题。 
2) 经济获得感与社会文化获得感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经济获得感与环境获得感以

及社会文化获得感与环境获得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是正值，与之前提出的

理论假设为负相关不符。 

5.2. 对策建议 

1) 促进居民参与，共创旅游价值。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政府的统筹、旅游企业的运营，

更需要居民的参与。一方面，政府要重视居民的态度和建议，鼓励居民古镇旅游建设建言献策。另一方

面，旅游企业可对本地居民进行招聘和培训，让居民通过旅游服务间接参与到旅游经营中，提高居民的

归属感和获得感。 
2) 优化顶层设计，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应下移古镇旅游发展工作的重心，将旅游发展的专项管理

权力下放给各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将旅游发展工作落到实处，促进古镇旅游快速发展。此外，政

府应多倾听居民意见，让居民参与到古镇旅游发展决策中，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旅游开发管理水平，

实现旅游发展的健康可持续。 
3) 加大营销力度，宣传本地特色。在宣传方式上，可实施新媒体媒介和新闻媒介并行。针对年轻居

民，旅游企业可创立专门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号发布带有本地特色的有趣图片和文案或在古镇旅游地人

流量较大的地方放置特色地标、投放电子屏幕播放本地特色文化、美景、美食和节庆活动等；针对中老

年居民，旅游社区可通过电视新闻、广播的形式加深其对本地旅游特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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