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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对促进社区旅游发展和提升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具有重要意义。知识转移通过社会网

络进行,与转移主客体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转移理论构建并检验社会资本、
知识转移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关系模型,以浙江省三个乡村社区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人际信

任、互惠合作与共同愿景为要素的社会资本,通过克服居民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促进知识转移;人
际信任和互惠合作通过帮助居民实现“个体理性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来提高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知
识转移通过提高居民旅游管理和创新能力以及旅游发展福利,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基于研究结

论,社区应建立旅游互助小组、社区学习社团来提高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促进知识转移,旅游部门应承担

知识中介作用,提高旅游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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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一直是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热点。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是决定当地

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直接关系到社区旅游资源的开发、社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

游客的旅游体验等。尤其是在乡村旅游、全域旅游发展的背景下,乡村社区已成为都市游客寻找乡

愁和体验乡土气息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一方面,乡村社区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游客眼中

的旅游客体;另一方面,居民又是社区旅游发展的旅游主体。因此,成功的、可持续的社区旅游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2 3]。
一种普遍的共识是,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是基于他们对旅游发展所产生的收益和成

本的评价[4]。纵观已有研究,当前对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面。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利益、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影响,体
现在旅游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商业和投资机会[2,5]、引发社会公平和信任危机、
增加生活成本[4,6]、对环境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等[7 8]。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旅游支



持态度又受社区旅游满意度、旅游资源使用度、居民旅游参与度、居民地方依恋感等因素的影

响[8 9]。总体来看,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都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作为研究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

度的主要视角。
近年来,关于知识转移对社区旅游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具有重要意义的声音开始出现[10]。旅

游创新发展的前提是共享,知识只有通过不断的转移才能实现知识共享。当前关于知识共享和转

移的文献和实践研究绝大多数聚焦于旅游企业和组织,缺乏对社区或目的地层面的研究[1 1]。在社

区层面,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实现知识共享就是创造社区知识[10]。知识是结构化的经验、价值和情

境信息的混合,是人类对实践经验和客观世界的认知总结,也是创造世界未来的强大工具[12]。在

社区旅游发展中,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有助于居民积累最佳的旅游实践经验和管理方法[1 3],还能促

进居民创新旅游产品和提高旅游服务品质[14]。换言之,知识将成为社区旅游创新发展的动力,成
为提升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重要推力。

旅游发展中出现的壁垒多、约束多等问题,源于缺乏信任、合作以及学习环境较弱[1 5],使知识

转移和旅游创新无法进行。有效的信息和知识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目的地网络进行转移、交换

和共享,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1 6]。然而,旅游领域中对知识转移的研究仍然

有限[1 7]。特别是在社区旅游中,知识转移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影响研究并没有受到广泛关

注[18]。毋庸置疑,在社会经济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社区居民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
居民之间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提高了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意识、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理解

知识转移对社区居民来说非常重要,知识转移的价值在于把实践证明有效的知识或技能应用到不

同的情境中,以提高知识的产出效应[1 9]。
需要指出的是,社区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个体间知识转移的形式,其核心

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社会交往[20]。社会资本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社会资

本理论指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规范、互惠合作、共同愿景等会影响个体的态

度与行为,进而给个人和集体带来利益[21]。在社区旅游发展中,旅游产品创新、旅游服务和管理的

提高非常依赖知识,社会资本通过发展社会关系可以促成集体行动,提高学习速度,从而促进居民

之间知识的快速转移。知识转移和共享既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创新能力,又可以内化为居民自身的

素养,提升对社区旅游发展价值的认知水平,形成对旅游发展的共识和凝聚力,提高对旅游发展的

支持态度,并最终推动社区旅游持续发展。
本研究通过构建“社会资本—知识转移—旅游支持态度”的关系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和知识转

移对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影响。学界普遍认可 Nahapiet 和 Ghoshal[22]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关

系维度、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本研究分别从人际信任、互惠合作和共同愿景三个指标来探讨社会

资本对居民知识转移和旅游支持态度的影响,并以浙江北部三个乡村社区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知识转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Teece[23]提出,随后在管理学界迅速蔓延开来。就其定义而

言,知识转移是知识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活动,是知识接受者通过吸收所需知识并加以应用

和创新的过程[24]。知识提供者引导知识接收者联结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基础,并整合应用到具体

实践中[25]。知识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在组织、群体或个体之间转移或传播[26]。其中,个体之间有效

的知识转移往往能获得更直接、更有效的知识,是最具管理和实践价值的知识转移模式[27]。知识

转移隐含着这样一个思想,即知识转移是个体间的互动交换行为,可以提升双方的知识和能力或实

现共同目标。本文研究的知识转移主要是指社区居民个体之间关于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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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游客需求等相关知识和信息的转移和交换,这种转移往往能互补居民原有的知识,提高居民

旅游开发和经营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基于他们获取新知识并将其应用到旅游

开发和经营中所收获的自我满足感和成就感。
社区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个体间非正式的转移方式,其转移的核

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社会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为知识转移提供了通道和动力。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28]。Portes 指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

结果,可以分为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其中,理性嵌入体现为双方对互惠的期待,而结构性嵌入

则强调个体间的信任[21]。Francis Fukuyama 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个体之间互相合作的非

正式规范,这种非正式规范体现为互惠性,在个体不断的社会交往中出现,能促进个体的合作行

为[29]。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理论体系,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普遍共识就是嵌入在社会关

系中的信任、规范、互惠合作、共同愿景等。因此,本研究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并基于 Nahapiet 和

Ghoshal 的理论框架[22]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即社会资本关系维度、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
其中,社会资本关系维度是指关系本身的性质和根植于关系中的资产,人际信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

容[30];社会资本结构维度主要考察社会网络中成员之间的联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互惠合作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30];社会资本认知维度是指社会关系中共享的价值观与共同愿景等对集体目标和行

为方式的理解,共同愿景是其中的重要指标[3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重点探讨以人际信任、互惠合

作、共同愿景为要素的社会资本与知识转移和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与知识转移

1.人际信任和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接收方所面临的困境就是为寻找所需知识而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增
加了转移成本;同时,知识提供方因担心自己存在的知识缺陷而向对方隐藏自身的知识领域,也会

增加知识转移的难度[3 1]。在此情境下,信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信任能促进人们的社会交换

行为,并使其愿意承担交换的风险。高水平的信任关系能够降低知识转移双方的竞争性,有效消除

阻碍知识转移的因素,提升双方知识转移的意愿[32],同时促进双方之间更频繁、深入的沟通,减少

对知识有效性的验证,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33]。Reagans 等指出,信任通过提升知识转移的开放

性和促进共同问题的解决来影响知识转移和共享的过程[34]。信任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预期资产,
保障知识和价值创造的开放性,促成成员间知识转移与共享[35]。在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大

多数从事农家乐、民宿、旅游商品销售等个体家庭旅游经营活动,往往是以非正式网络中的个体或

家庭的形式存在,社会资本也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36]。在社区这种非正式组织网

络中,居民间的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37]。信任的提升能促成居民对旅

游产品和游客需求信息的交换和共享,伴随而来的凝聚力能消除知识转移的多重障碍,使知识转移

更为快速、有效[38]。同时,居民之间的信任能避免投机行为,确保知识不会被挪用或误用,使信息

和知识的质量都有利于双方,从而提高知识转移的有效性[32]。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人际信任对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有正向影响。

2.互惠合作和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是个体间的互动行为,如果知识提供方所承担的知识转移成本不能从知识接受方那

里获得补偿,知识转移行为就可能终止[39]。互惠合作则为解决此困境提供了有效途径。合作伙伴

之间知识转移的意愿源于双方对互惠互利的预期和维持平衡的渴望。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关

系,有效降低了知识转移契约履行过程中监督和谈判的成本,提高了知识转移的自由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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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识转移的效率[40]。知识转移通常是知识提供方与接受方之间的一种交换活动,是以公平互惠

为前提的[41]。在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之间互惠合作的关系有助于开展更好的交换活动,从
而加速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和交换[1 7]。同时,基于地方依恋情感,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行为更容

易建立,频繁的联系能促进更频繁的知识转移活动[1 3]。Nicholas 指出,社区居民之间的互惠合作

有助于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增进整体福利,从而提高居民之间知识转移和共享的意愿,进而改善彼

此旅游经营与管理活动[42]。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互惠合作对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有正向影响。

3.共同愿景和知识转移

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倘若没有共同的愿景和认知框架,成员之间就无法形成对任务和目标的共

同理解,可能产生误解、冲突甚至自利行为[43]。共同愿景降低了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相互监督的成

本[40],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促成双方的共同行动。Borgatti 等发现,当群体成员共享一

个目标和愿景时,知识的转移更有效率[44]。共同愿景还能促成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并为不同成员

之间的知识整合与转移创造一个约束机制[43]。在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能依靠社会资本建立

社区旅游发展的共同愿景,这种愿景能整合个体和群体的资源,建立知识交流共享平台,为社区居

民创造更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从而促进知识在居民之间的转移[1 7]。共同愿景还有助于居民之间

建立共同的工作制度和价值观,提升知识转移和分享的意愿[45]。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共同愿景对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有正向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利于个体和社区发展的关系和资源,能在个体和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中产

生纽带作用[46],从而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上述社会资本的三个重要指标,即人际信任、互惠合

作和共同愿景都会影响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态度。在社区层面,Purdue 认为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

元素就是信任[47]。在社区旅游发展中,个体和家庭间的社会交往所产生的信任能促进居民之间的

往来互动和情感联动,有助于形成支持旅游发展的共识,提高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48]。同

时,人际信任能提升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满意度,进而促进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正面评价[49]。
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入,社会资本在社区内不断产生和集聚,使居民从中受益,进而激发其开展互惠

合作的意愿[29]。居民之间的互惠合作能让彼此享受合作的成果,并从社区旅游整体发展中获益。
此外,居民建立社区旅游发展的共同愿景,能增进居民的使命感、归属感和认同感[29],促进社区居

民的整体凝聚力,从而增加居民的“福利”[50],使其共同支持社区旅游的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4:人际信任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有正向影响。

H5:互惠合作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有正向影响。

H6:共同愿景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有正向影响。

(三)知识转移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个体间知识转移具有典型的社会交换特征,往往嵌入在社会网络关系中,能使人产生责任感和

信任感[5 1]。Brown 等认为,社区环境在促进知识转移和提高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52]。在社区里,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人员能扮演“边界跨越者”的角色[1 7],促进居民间的知识溢

出,构建起社区内部更好的知识流通网络。随着知识在社区网络中进一步的流通和转移,学习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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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能力强的社区居民会率先成为高级管理人才[1 5],他们积极引进新技术和管理方法,并引导其他

居民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帮助居民创新旅游产品的设计和营销方式,使其从中获益。这大大提升

了居民自我价值实现的成就感,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学习知识的热情和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动

力,实现社区共同利益的增加[53],从而提升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此外,社区居民之间

的知识转移还有助于增强处理社区旅游发展事务的能力,共同应对社区旅游发展中的环境保护、文
化传承、旅游纠纷等诸多问题,有利于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形成共识,推动社区旅游服务、管理和形

象的升华,促成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共同使命感[54],进而提高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知识转移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有正向影响。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概念模型(参见图 1)。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抽样地点和数据搜集

本研究选取浙江湖州市的长兴县顾渚村、安吉县大溪村以及德清县后坞村三个乡村作为研究

地点。这三个乡村的旅游开发程度较高,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社区居民解决就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

的主要产业,在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引领性。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问卷的发放和搜集于 20 1 6 年 1 0 月到 1 2 月期间

完成。调查工作主要对社区内从事乡村旅游的居民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并指导居民对问卷题项

进行客观评价。本次调查总共发放 400 份问卷,剔除任意回答以及回答不全的问卷 68 份,最终获

得有效问卷 3 3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83％。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变量和研究构念量表题项两部分。研究构念的量表

均沿用现有成熟的研究量表,通过回译的方式转译为中文,并根据本文研究的具体情境对部分题项

进行了情境化修改。
人际信任主要参考了 Dallago 等[49]的研究,共 3 个题项;互惠合作参考了 Nahapiet 等[22]、

Inkpen 等[5 5]的研究,共 4 个题项;共同愿景参考了 Tsai 等[30]的研究,共 3 个题项;知识转移参考了

Oksotva[5 6]的研究,共 4 个题项;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参考了 Nunkoo 等[57]的研究,共 4 个题项。
研究量表均由受访居民按照李克特 7 点量表法进行自评(7＝完全同意,1＝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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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抽样调查前,本研究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小规模访谈和 30 份测试问卷考察研究量表结

构和内容效度,并根据反馈结果删除了不适合研究情境的 4 个题项,形成最终问卷。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检验数据的正态

性分布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数据结果显示,所有量表题项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在 0.01—0.61 9 之

间,小于临界值 3;峰度系数绝对值均在 0.073—0.67 1 之间,小于临界值 8,表明数据基本符合正态

性分布,适合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下一步的参数估计。量表α系数普遍大于 0.7,说明量表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最后,使用 AMOS 1 7.0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
并对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样本统计情况

样本描述性统计情况如下:男性占 50.6％,女性占 49.4％。36—45 岁、46—60 岁的年龄层最

多,分别占比 3 5.7％和 34.4％;其次是 2 6—35 岁,占 1 6.9％;25 岁以下与 6 1 岁以上最少,分别占

5.8％和 7.2％。居民初中和高中(中专)学历最多,分别占比 3 1.9％和 40.4％;其次是大学(大专)
学历,占比 2 5％;小学以下与研究生以上学历最少,占比 2.1％和 0.6％。月收入 3 000 元以下的占

44.6％,3 001—5 000 元的占 41.9％,5 001—7 000 元的占 1 7.8％,7 001—10 000 元的占8.7％,

10 000元以上的占 1 2.9％。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所有研究构念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6,平均方差抽取

量(AVE)均大于 0.5,这说明本文采用的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参见表 1)。所有构念测量题

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普遍高于 0.6(p＜0.001),显示了良好的聚合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研究构念与测量题项　　 标准化因子负荷 CR AVE Cronbach'sα系数

人际信任 0.94 0.84 0.935

　我非常信任住在社区里的人 0.862∗∗∗

　我能从社区其他人那里得到帮助 0.946∗∗∗

　总体来说,我能相信社区里的其他人对我许下的承诺 0.925∗∗∗

互惠合作 0.89 0.68 90 1

　居民之间的互惠合作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0.800∗∗∗

　居民合作方有我方所需的互补性知识和资源 0.92 1∗∗∗

　居民之间合作双方忠实执行各自的承诺 0.85 7∗∗∗

　居民之间合作各方对合作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充分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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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研究构念与测量题项　　　　　　 标准化因子负荷 CR AVE Cronbach'sα系数

共同愿景 0.96 0.90 0.964

　我们社区内的人愿意与别人分享相同的目标和愿景 0.929∗∗∗

　共同愿景帮助居民建立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完善的工作制度 0.974∗∗∗

　我们社区内的人对追求集体目标和任务都有很大的热情 0.943∗∗∗

知识转移 0.94 0.81 0.948

　我们在知识转移中获得了很多重要的知识 0.970∗∗∗

　社区内部知识转移提升了居民的专业知识水准 0.876∗∗∗

　社区居民对社区内部知识转移的效果感到满意 0.801∗∗∗

　社区内部知识转移提升了居民创新能力 0.95 5∗∗∗

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0.89 0.68 0.743

　我很支持社区积极发展旅游业 0.9 1 8∗∗∗

　我很欢迎游客来本地旅游 0.430∗∗∗

　旅游业是社区最重要的产业 0.93 6∗∗∗

　发展旅游业是社区正确的发展方向 0.924∗∗∗

　　注:n＝332,∗∗∗表示 p＜0.001。

对于区分效度,通过比较构念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平方根与构念间相关系数来检验变量

的区分效度。如果 AVE 的平方根大于构念间的相关系数,则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58]。如表

2 所示,所有构念的 AVE 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说明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良好。

表 2　构念区分效度检验

构念 　　1 2 3 4 5

1.人际信任 0.9 1

2.互惠合作 0.57 0.83

3.共同愿景 0.21 0.45 0.94

4.知识转移 0.49 0.5 1 0.42 0.90

5.旅游支持态度 0.5 6 0.53 0.33 0.5 9 0.83

　　　　　注:矩阵对角线为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平方根,对角线下方为构念间的相关系数。

(三)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在信度和效度分析的基础上,综合选择χ2/df、GFI、CFI、TLI、IFI、NFI、RMSEA 等指标全面

检验模型拟合状况。数据结果显示:χ2/df＝2.870,位于标准区间 1—3 之间;GFI＝0.890,十分接近

0.9 的 临 界 值;CFI ＝ 0.963,TLI ＝ 0.953,IFI ＝ 0.963,NFI ＝ 0.944,均 大 于 临 界 值 0.9;

RMSEA＝0.075,小于临界值 0.08,表明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度良好。结构模型的

标准化参数输出结果如图 2 所示。
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本文提出的 7 个假设中,有 6 个得到了数据支持,人际信任、互惠合

作和共同愿景对居民知识转移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互惠合作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具有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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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共同愿景则影响不显著;知识转移正向影响旅游支持态度。因变量旅游支持态度的回归判定

系数(R 2)为 0.373,说明本研究的自变量解释了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3 7.3％的方差,显示了模型良好

的效力。

图 2　假设模型标准化输出结果①

表 3　路径系数估计与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t 值 假设检验结果　

H 1:人际信任→知识转移 0.3 1 7∗∗∗ 0.081 5.303 支持

H 2:互惠合作→知识转移 0.21 7∗∗∗ 0.09 5 3.223 支持

H 3:共同愿景→知识转移 0.254∗∗∗ 0.060 4.808 支持

H 4:人际信任→旅游支持态度 0.285∗∗∗ 0.06 6 4.804 支持

H 5:互惠合作→旅游支持态度 0.1 7 1∗∗∗ 0.075 2.66 9 支持

H 6:共同愿景→旅游支持态度 0.05 5 0.049 1.072 不支持

H 7:知识转移→旅游支持态度 0.335∗∗∗ 0.047 5.934 支持

　　注:∗∗∗表示 p＜0.001。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是社区旅游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旅游产业亟待解决的关键

问题[57]。本研究认为,除了以往研究中普遍提及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外,社会资本和知识转移对

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作用也应引起重视。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居民吸收新知识、促成知

识共享、摒弃私利行为创造了重要动力。Allen 曾指出,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具有纯粹的私人性

质的特征,表现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而社会资本为解决此困境提供了重要途径[5 9]。在

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弱化了转移各方对知识转移收益和代价的预期,增强了居民

之间知识转移的意愿[32]。居民之间的互惠合作与共同愿景有助于降低相互监督的成本,形成开

放、共享的发展平台,提高知识转移和吸收的效率。因此,社会资本是居民之间知识转移的重要推

力,是居民福利增加的社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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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资本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为居民形成信任合作、促成集体行动创造

了合力效应。正如 Coleman 所说,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是一种理性行为,具有较强的目的性,而依

托社会资本的个体行动往往能实现共同的目标[60]。换言之,在社区旅游发展中,社会资本能克服

社区居民“个体理性人”的角色,强化“社会人”的意义。社区居民主要从事个体旅游经营活动,人际

信任与互惠合作有助于促进彼此的社会交往,建立更好的情感纽带与合作共享关系,形成社区旅游

发展的合力,提高社区居民旅游发展的使命感,凸显居民在社区中的“社会人”角色,这也将成为提

高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社会基础。而共同愿景对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则影响不显著,从访谈和

调查的情况来看,社区居民对彼此执行共同目标的投入程度心存疑惑,依然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现

象。这也再次彰显了知识对教化居民的重要性,通过知识转移提高居民的思想水平和知识素养,使
其深刻认识社会资本对社区旅游发展和居民红利的共同意义。

第三,知识转移对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具有积极影响。知识转移为居民创新旅游产品开发、
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提供了知识基础。同时,居民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区居民更好地认

识和解决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谋划社区旅游发展方向,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

群体认同感和凝聚感,增加社区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福利,从而提高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未

来,知识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成为社区居民转变“经营家庭”、“经营乡

村”理念的重要基础。知识转移也将为创造社区共享经济、增加居民福祉、提高居民旅游支持态度

释放新能量。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旅游发展的相关管理建议。第一,政府和社区应引导居民建立旅

游互助小组,鼓励一部分率先发展起来的居民帮助落后的居民改善旅游经营和管理方法;同时,鼓
励居民在旅游产品销售、乡村民宿互相推荐等方面建立互助合作模式,实现旅游产品和服务供应联

动化,避免部分居民旅游产品和服务闲置,这将进一步提升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和互惠合作意愿。
此外,政府和社区应多组织居民集体娱乐活动,加强居民之间的情感联动;同时,带领部分居民代表

外出学习其他乡村社区的优秀模式,强调社区旅游发展的红利将惠及全体居民,鼓励居民主动承担

社区旅游发展职责,并明确其具体工作,强化主人翁意识,构建社区旅游发展的共同愿景,形成社区

共同努力的良好氛围。第二,政府应联合社区引导居民建立社区学习社团,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

的形式,定点、定时地帮助居民学习旅游发展的相关专业知识、旅游经验和经典案例,促进旅游专业

新知识在居民间的转移和分享,增加居民知识的存量和广度。同时,邀请部分旅游经营较为成功的

居民分享自身经验,为其他居民传授旅游产品创新设计、线上线下联动营销、对外合作经营等心得,
推动社区旅游持续发展。第三,旅游管理部门应承担起知识中介的作用。旅游业是一个基础性的

服务产业,其管理实践高度聚焦于有效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换与转移。知识转移对创新和竞争力的

重要性在酒店业已受到广泛认可[6 1 6 2]。此外,诸多学者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距离、社交媒体等在

旅游景区中对促进知识转移和创新也具有重要作用[63 6 5]。但在全域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旅游目

的地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旅游发展的重点。旅游目的地内小企业、小组织的多样性(民宿、农家乐、旅
游商店等)已成为不同知识的来源。旅游管理部门应承担起知识中介的作用,不仅需要帮助乡村社

区居民创新旅游商业经营模式和理念,还需帮助更广泛的旅游从业者学习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
推动知识在整个旅游领域内的流通和转移,提高整体旅游业发展的知识水平。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设计的社会资本与知识转移的变量测量题项主要参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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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组织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考虑到企业组织与目的地社区之间在性质上存在差异,未来应

开展定性研究,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居民访谈和案例研究提炼出与旅游相关的测量题项,以此提高

理论构念的操作化测量和应用普适性程度。其次,本文的研究样本源于湖州的三个乡村社区,这在

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地域选择,提升了研究的内部效度,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研究的外部效度。因

此,未来研究应通过多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社区的抽样和比较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最

后,本文主要探讨社会资本、知识转移与社区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影响关系,事实上,影响旅游支持

态度的因素是多样化的,后续研究可以从“人—地”内部关系、社区结构等角度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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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Knowledge Transfer and Community Residents'Support for Tourism: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amples from 3 Rural Communities

Zhou Lingqiang　Zhou Bo
(1.School of Management,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5 8,China;

2.Busines s School of Zhej 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Hangzhou 3 1 00 1 5,China)

Abstract:In the previous ten years,rural tourism has been the primary choice for most tourists
from urban areas.At the same time,rural tourism industry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atalys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Despite its rapid development,series of problems regarding product,

service and rural environment come into being.These problems result from″the lag in the modern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individual operators″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Rural tourism in China is largely dependent on rural community,and
thus is inseparable from community support.In this sense,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hould be
not only rich in tourism resources,but also in culture and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Previous researches regarding residents'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can be divided into
macro and micro levels.Macro researches generally followed the ″economy-culture-environment″
perspective and are concerned with the impact of residents'perception o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micro researches focused more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which may also impact residents'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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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residents'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from tourism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of studying the
residents'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Recent researches have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Theoretically,knowledge transfer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social network,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subj ect and obj ect of knowledge transfer.Therefore,by
introducing social capital theory,this study tries to construct and test the relationship modal of
social capital,knowledge transfer and residents'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Three rural
communities in northern Zhej ia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nd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and analyzed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MOS 1 7.0 software package.It is found that:(1)interpersonal trust,reciprocal
cooperation and shared vision positively affect knowledge transfer by overcom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2)Interpersonal trust and reciprocal
cooperation help residents to change their role from an″individual rational person″ to a″social
man″and thereby positively affect their 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3)knowledge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s'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by promoting the
residents' tourism innovation ability and management ability and the benefits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ommunity establish
cooperating groups and learning groups to increase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promot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and
communities.Meanwhile,tourism departments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termediari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maj or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1)It changes the previous research paradigm
regarding residents'perceptions on tourism impact as the main factor of residents' 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to the
research of residents'attitude,which ma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2)Previous studies mostly
emphasized the role of an″individual rational person″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tourism,

while ignoring its role as a″social person″.By introducing social capital theory,this study treats
community residents as″social persons″ embedded in the network of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and thus may more comprehensively explain the degree of residents'participation in and support
of for tourism.(3)The application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ory in tourism research are mostly
focused on hotel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By focusing on the rural community of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small businesses 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ory in tourism research.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transfer; community tourism; 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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