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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城大红袍花椒作为中国首个花椒地理标志产品，对于韩城的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韩城大红袍花

椒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文献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基于CVM评估方法，分析游客对于

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支付意愿，探究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因子，分析定性、定量评估这一地理标志产品

的旅游价值；运用SPSS数据分析得出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子：性别、职业和受教育水平；

次要影响因子：月收入水平；量化分析地理标志产品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旅游价值。认识旅游开发中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运用现状，挖掘其在旅游发展中的潜在价值，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为韩城市旅游提供具

有科学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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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of Zanthoxylum peppercorns in China, Hanchen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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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pao peppercor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Hancheng. Taking 
Hancheng Dahongpao peppercor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lite-
rature analysis metho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and CVM evaluation method, the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ancheng Dahongpao peppercorn was analy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n-
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were explored, and the tourism value of thi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was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Using SPSS data,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
tors affect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were identified: gender,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level; Secondary influencing factors: monthly income level; quantitatively analyzing the tourism 
value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Hancheng Dahongpao peppercorn.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explore their potential valu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predict their future develop-
ment trend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Hancheng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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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标志产品在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区域知名度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地理标志产品种类丰富，

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管理能力对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国外对于地理标志产品的研究较早，

保护及培育方法多样，地理标志产品的法律体系相对完善。我国在地理标志产品的研究起步晚于西方，

大多从经济和法律方面着手，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与培育的方式多借鉴于西方。地理标志产品能够引导

消费者购买到品质最佳、价格最实惠的产品，因此地理标志产品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地理标志产品也能增加该地区的知名度，带动该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多方面发展。 
陕西韩城大红袍花椒种植历史悠久，栽培已超过 600 万年，种植规模大，产量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于 2004 年正式成为我国首个花椒地理标志产品，2009 年，在首届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论坛上，

“韩城大红袍花椒”进入“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百强”。得益于韩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红袍

花椒穗大粒多、色泽鲜艳、香味浓郁、粒大肉丰，麻味纯正，久负“中华名椒”盛誉。除了食用价值，

还具有药用、美容等价值，已经被广泛地加工于调味料、锅巴、啤酒、酸奶、护手霜、精油等 60 多种产

品，获得相关专利 100 多项。韩城大红袍花椒及其衍生品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是全国花椒中首个驰

名商标，品牌价值高达 213.6 亿元，成为全国花椒产业第一品牌，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韩城大红袍花

椒及其衍生品多次在国内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奖，表明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但目前国内对于大红袍

花椒成为地理标志产品后带来的旅游价值研究甚少。韩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2019
年以司马迁祠、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党家村、韩城古城四个 AAAA 级景区为代表的旅游景点，接待

游客 452.11 万人次，全市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1535.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1%，旅游综合收入 68.76 亿元，

同比增长 4.2%。 
本文在研究韩城大红袍花椒经济价值的基础上，从地理学角度通过旅游者在韩城市对韩城大红袍花

椒了解程度及改善、大红袍花椒文化创意旅游的参与意愿及旅游者对大红袍花椒的支付意愿来分析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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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购买意愿，揭示地理标志产品韩城大红袍花椒旅游的价值，为韩城旅游多元化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2. 研究区概况 

韩城市位于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关中盆地东北隅，北依宜川，西邻黄龙，南接合阳，东隔黄河与

山西省河津、乡宁、万荣等县市相望，距省会西安 240 km，总面积 1621 km2 (图 1)。韩城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西部深山多为梁状山岭，中部浅山区多为黄土丘陵，境内山原川滩地貌类型兼有，其中深山和

浅山丘陵占总面积的 69%。 
韩城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地区，属于大陆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较多。

年平均气温 13.5℃，平均年降水量 559.7 mm，有利于农业发展。土壤以料姜土和红胶泥为主，钙质含量

高，这些独特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花椒生长。尤其是地面向阳，昼夜温差大，十分有利于花椒干物质的

积累，所以韩城的花椒颗粒饱满，颜色也如石榴子一般红，被人称为“大红袍花椒”。“大红袍花椒”

是韩城著名的特产，以其“粒大肉丰，色泽鲜艳，香气浓郁，麻味适中”闻名遐迩。因其独特的自然条

件以及种植经验，韩城是我国最大的花椒生产基地之一，其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8.9%。阮班录等[1]
调查发现，韩城市花椒总面积近 3.33 万 hm2，建成了国家级花椒产业园区，全市以南部芝阳镇，中部芝

川(巍东)镇，北部桑树坪镇等为主的 190 多个行政村成为花椒生产专业村；全市拥有栽植超过千株的花椒

种植大户 2 万户以上，花椒产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60%以上。大红袍花椒对韩城市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因为它独特的味道和当地特有的花椒衍生品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 
 

 
Figure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of Weinan City 
图 1. 渭南市行政区划图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研究法 

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百度学术等网站上以“CVM”搜索并获取相关文献，梳理与凝练国内外学者

关于 CVM 评估方法的 50 余篇文献，掌握了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价值评估的测算方法，为后续的研究顺

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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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能够保证调研结果的公正性，本文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来获取一手资料和数据，在对

CVM 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预调查结果不断完善问卷内容，随后在韩城进行实地

考察，确定最终问卷版本。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计算受访者对于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支付意愿，并基于此来

评估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旅游价值。 

3.3. 条件价值法(CVM) 

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通过构建一个假想市场来调查受访者对研究对象的

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以此来得到研究对象背后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对无形

效益的公共物品的评价，如环境、旅游价值、服务价值等的评估。 
条件价值评估法最早于 1947 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经济学者 Ciriacy-Wantrup [2]提出，他认为

通过调查大众对一些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是评价资源环境效益的有效方法。随着美国户外运动的兴起以

及国家公园及环境管理服务机构的需要，CVM 得到快速有效的发展。1963 年，Davis [3]首次使用了 CVM
评估法对林地的休闲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后来的发展中，CVM 评估法快速发

展，从最初应用于资源与环境方面，到后来被应用在旅游、生态系统服务、农业、生物多样性、气候变

化等方面，CVM 逐渐成为西方国家主流的一个价值评估方法。90 年代，Exxon Valdez 公司石油发生泄

漏，Carson [4]基于 CVM 评估了其中被动使用价值的损失。 
20 世纪 90 年代，CVM 评估法传入中国，薛达元等[5]最早采用 CVM 评估法探讨了长白山自然保护

区的非使用价值和旅游价值；崔丽娟等[6]分别对湿地、水源地和海岸带等不同类型资源进行了价值评估

研究。在初步使用 CVM 评估法得到很好的效果后，我国众多学者开始学习使用 CVM 评估法，在逐步了

解中也结合自身实际改良了许多方面，武照亮总结了 CVM 评估法的理论、方法及实践[7]；黄建辉[8]建
议 CVM 实践中必须详细说明调查对象情况，降低信息偏差；李国平等[9]采用多边界离散选择的价值引

导技术使受访者表达在每个投标值上的确定性程度。我国对 CVM 评估法已取得显著成果，但仍有许多

不足。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 CVM 评估法应用的改善以及实践当中，对其有效性检验的实验和探究

缺少。如今，利用 CVM 评估法进行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的评估成为主要的手段[10] [11]。 
本文运用 Excel 和 SPSS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有效问卷获得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获得了消费者

的基本特征以及对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支付意愿等信息。本文基于条件价值法，采用 WTP 值作为旅游价值

的评价标准。然后通过相关性分析计算出影响游客 WTP 值的因子，最终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估

韩城大红袍花椒这一地理标志产品的旅游价值。目前，WTP 值可用调查样本的中位数支付意愿值与相关

群体的总人数乘积来计算，公式为： 

1WTP AWPik
i

ni M
N=

= ∑                                  (1) 

式中，WTP 为被调查者的总支付意愿值；AWPi 为被调查地区人们第 i 水平的支付意愿；ni 为被调

查者总数中支付意愿为 AWPi 的人数；N 为被调查者总数；M 为被调查地区(即韩城)的接待游客总数。 

4.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结合韩城大红袍花椒的发展现状，以韩城大红袍花椒及其衍生品的消费者(旅
游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多时段随机调查的方式，从种植情况、旅游者的支付意愿、重游度及推荐程度来

进行评估，设计韩城大红袍花椒购买意愿的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第二部分是旅游者对于韩城大红袍花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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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程度、内涵、支付产品形式、用处等指标；第三部分采取 NPS 量表，调查消旅游者对于韩城大红袍

花椒整体支付意愿。 
本研究在 2022 年 8 月前往韩城市调研，选取韩城市 4 个 AAAA 级景区展开问卷发放的调查活动，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问卷发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一共发放 310 份，回收率 100%，线下发放

200 份，线上 110 份，剔除回答矛盾及回答不完整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01 份，有效率 97.1%。 
由于 CVM 评估方法存在一定的偏差，有效数据需高于一定统计学数量才具有有效性。本项目的样

本容量计算采取 Richard Scheaffer 的抽样公式： 

( ) 2 1
1

NN
N σ

∗ = +
−

                               (2) [12] 

N*为调查样本总数，N 为一年接待游客数，σ 为抽样误差，本调查规定误差为 6%，以韩城市 2019
年全市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1535.74 万人次为一年所接待的游客数，由公式计算得出抽样样本数为 279 人，

实际发放了 310 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301 份，大于最小样本量，因此具有统计学意义。 

5. 结果分析 

5.1. 人口学特征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性别结构方面女性旅游者占比 53.49%，男性旅游者占比 46.51%，男女比例接近 1:1；
年龄在 18 岁以下占比 3.65%，18~30 占 37.87%，31~40 占 12.96%，41~50 占 25.91%，51~60 占 10.96%，

60 岁以上占比 8.64%；月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 8000 以下；职业以公司职员和学生为主；受教育水平在高

中或大专和大学阶段占比较大(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表 1. 游客人口学特征 

指标 指标值 样本数 占比 

性别 
男 140 46.51 

女 161 53.49 

年龄 

18 岁以下 11 3.65% 

18~30 114 37.87% 

31~40 39 12.96% 

41~50 78 25.91% 

51~60 33 10.96% 

60 岁以上 26 8.64% 

月收入水平 

<2000 85 28.24% 

2000~5000 92 30.56% 

5000~8000 81 26.91% 

8000~10,000 21 6.98% 

10,000~14,000 10 3.32% 

14,000~17,000 5 1.66% 

>17,000 7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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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 

公职人员 41 13.62% 

个体经营户 11 3.65% 

公司职员 84 27.91% 

自由职业 45 14.95% 

学生 86 28.57% 

退休人员 34 11.30%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6 1.99% 

初中 15 4.98% 

高中或大专 92 30.56% 

大学 166 55.15% 

研究生及以上 22 7.31% 

5.2. 信度分析 

为了验证问卷数据的有效性，对所得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分析，采用 Cronbach α信度系数，计算公式

如下： 
2

21
1

iSN
N S

α
 

= −  −  

∑                                  (3) 

其中 N 为测量个数，S2 表示数据求和后的总变异， 2
iS 表示第 i 项的数据变异，

2
iS∑ 表示各项数据

变异求和。 
检验情况如下：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 0.869，信度系数在 0.8 以上，说明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

问卷量表具有相当的可靠性，能够顺利展开后续的研究分析。 

5.3. 旅游者支付意愿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可知，游客不论来自省内还是省外，愿意购买韩城大红袍花椒及其衍生品的支付率达

到 95.02%，不愿意支付的人数仅 15 人，不愿支付的人群多为学生和公职人员，由于部分学生目前没有

稳定的经济来源，且对地理标志产品不够了解，对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支付意愿不强，从侧面表明韩城大

红袍花椒在宣传等方面的不足；韩城大红袍花椒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在韩城市全面脱贫中起到重要作

用，是部分陕西省机关单位的定购品。而较高的愿意支付率表明韩城大红袍花椒对大部分前往韩城旅行

的游客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是当地的特色产品，有购买带给亲朋好友或自己品尝的

打算。本研究通过 SPSS 26.0 对所得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游客的性别、受教育水平、从事的

职业对支付意愿的显著性较强，在 P = 0.05 上显著(表 2)，大多数消费者不论收入高低，都具有支付意愿，

所以导致月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的敏感度相对低于其他自变量。 
在被调查的游客中，印象最深的产品是花椒酸奶和花椒锅巴，分别占比 39.87%和 42.52%，73.42%

的游客表示如果增添韩城大红袍花椒付费采摘体验活动自己非常愿意参加，86.05%的游客表示愿意购买

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文创产品，而对于韩城大红袍花椒是地理标志产品，只有 58.8%的游客知道，由此，

可以看出，韩城市对于韩城大红袍花椒作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人们缺乏对于地理标志产品

的认识与保护，从侧面体现出韩城大红袍花椒在旅游方面具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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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PSS 26.0 中进行 logistics 多元回归分析时，将游客的支付意愿划分为 8 个等级并赋值统计分析。

第一个等级为 0 支付意愿， 1 1X = ，第二个等级为 [ ]2 1,20 2X ∈ = ，第三个等级为 [ ]3 21,40 3X ∈ = ，第四

个等级为 [ ]4 41,60 4X ∈ = ，第五个等级为 [ ]5 61,80 5X ∈ = ，第六个等级为 [ ]6 81,100 6X ∈ = ，第七个等级

为 [ ]7 101,200 7X ∈ = ，第八个等级为 [ ]8 201,500 8X ∈ = 。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pay 
表 2. 旅游者支付意愿回归分析 

自变量 简化模型的-2 对数似然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性别 79.723 18.229 7 0.011 

月收入水平 202.531 55.728 42 0.076 

受教育水平 132.784 42.559 28 0.038 

从事的职业 180.697 57.314 35 0.010 

5.4. 韩城大红袍花椒旅游价值估算 

根据样本对韩城大红袍花椒每一层次的支付金额(WTP 值)及其所对应的人数，取每一层次金额的中

位数作为该层次的支付金额(WTP 值)，乘以对应层次人数占样本总数的比值，累计求和，得到样本支付

金额(WTP 值)，将样本支付金额乘以接待游客总数，即得到总 WTP 值。通过公式(1)计算，韩城大红袍

花椒的旅游价值为 11.84 亿元/年。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在 2021 年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推动

特色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结合 CVM 评估法和借用 SPSS 等工具以及 logistics 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对韩城

大红袍花椒这一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特色、旅游价值、经济发展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从韩城大红袍花椒

本身出发，发掘其特色，了解其经济效益和旅游价值，层层推进到对整个韩城的旅游市场提供一定的参

考价值。 
对于韩城大红袍花椒，超过九成的人了解其食用价值，3/4 的人都希望参与到亲自采摘的体验活动中

去，超过八成的人也有购买花椒的文创产品的意愿。同时，本研究运用多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模型，分

别选取月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性别和职业进行分析，其中，月收入水平、性别和职业对支付意愿具

有较高的敏感性。总的来说，月收入水平和学历越高，其支付意愿也越高。同时，游客对于韩城大红袍

花椒及其衍生产品的购买意愿比较强烈，并且 91.04%的人都对花椒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经过本研究计

算预测韩城大红袍花椒的旅游价值为 11.84 亿元/年。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例如，对韩城大红袍花椒的种植地分布的时空特征仍需更

加深入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其种植分布的特点才能更进一步为韩城的旅游及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准

确的指导。 
本项目立足于地理学，并在心理学、社会学、旅游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的指导下，深入探讨韩

城大红袍花椒的旅游价值，并对其衍生品的相关价值进行评价，为韩城市花椒及其相关产业提供具有科

学依据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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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议 

1) 重视农户和政府牵手 
首先，农户在韩城大红袍花椒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不可否认也不可撼动，农户需要学习韩城大红袍花

椒的相关习性，充分了解韩城大红袍花椒。而后学习并掌握更加先进的花椒种植技术，从花椒种植品种

的选择到实地栽培，包括栽种的种类、栽植区域和田间管理，再到采收工作，以及相关的加工和储存包

装工作，严格把关每一道工序，提升大红袍花椒的品质，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其次，相关产业的农户

也不能忽视政府的主导作用，农户还需深刻解读政府针对当地的特色花椒产业制定的相关政策，发展优

势并改进不足。农户立足自身充实技术，同时深刻解读相关政策、接受一定的政府帮扶，真正做到农户

和政府牵手，不论是在生产、流通还是销售过程，都会对韩城大红袍花椒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发展花椒特色产业 
从本研究出发，不可否认韩城大红袍花椒这一地理标志产品是主体，但此外，关于韩城大红袍花椒

的衍生品还有花椒酸奶、花椒啤酒、花椒锅巴、花椒护手霜等等。生产者不仅要重视花椒的现有价值，

还要不断深入了解花椒的作用与功效，从其本身的温中行气、排寒祛湿、驱寒暖胃以及杀菌消炎作用的

基础上发掘更多新的价值，在其新价值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韩城大红袍花椒特色产品和产业，创造更多的

旅游和经济价值。除此之外，还可开发花椒的文创旅游，以韩城大红袍花椒为主体，在花椒种植基地建

立相关基础设施，吸引游客自己进行花椒的采摘活动、亲自动手参与加工花椒衍生品的过程、并试用自

己全程参与做出的花椒产品等，以打造韩城大红袍花椒特色文旅。 
3) 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途径，在全国各地各大景区、商场、广场等地使用横幅宣传、网络

宣传、海报宣传等方式加大韩城大红袍花椒作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力度，打响其“粒大肉丰、色泽鲜

艳、香气浓郁、麻味纯正”的旗号，提升旅游者对韩城大红袍花椒的了解程度和购买意愿。同时，随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旅游者的消费渠道也得到了极大程度地升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体购物消费，而

是开辟出了许多新渠道：线上平台消费、直播带货等。韩城大红袍花椒作为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大对地

理标志产品的宣传，同时也可以随居民消费渠道的变化调整策略，通过某些平台上线产品进行宣传及销

售，一定程度上，也可利用自媒体发展助农经济、直播带货，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尝试并购买

韩城大红袍花椒甚至前往韩城当地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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