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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游地居民分类与支持行为:
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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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民族旅游地的发展中,居民态度及主客之间的关系是旅游产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

于文化适应理论,通过开发Berry文化适应二维模型,对贵州黔东南黎平肇兴侗寨241位社区居民样本的

实证研究显示:旅游情境中,居民在主客跨文化互动中具有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四种文化适应类型,并

以整合型居多;整合与同化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高,分离和边缘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低;女性的文化适应

程度比男性高;文化适应程度越高的居民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度越高,具体而言,文化适应能力较强的居民

对旅游者更加热情,也更愿意为目的地进行推荐宣传。因此,旅游规划和管理部门应重视并着力提升民

族旅游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适应能力,使其既能自信地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又能与旅游者进行

热情、友好的互动,从而在文化、经济等层面推动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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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ulturationinpsychologicalstudiesconcernstheprocessinwhichdifferentcultural
groupsundergopsychologicalandbehavioralchangesundertheimpactofculturaldifferencesin
theirdirectcontactwithothercultures,whichreflectsthecoordinationbetweenindividuals,local



cultureandforeigncultures.Thisprocesswillexertahugeinfluenceontheindividual,notonly
inphysicalandmentalhealth,butalsoi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andothersocialand
culturalissues.Withrapiddevelopmentoftourism,ethnicareasarefloodedwithalargenumber
oftouristsandfacetheincreasingshockofHanculture,inwhichlocalresidentswillinevitably
experience acculturation pressurein 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Ifacculturation fails,

residentsinethnictouristdestinationswilleitherbecomeself-enclosed,orwillbedrivenby
economicinterestsandcatertothetourists'publicpreferencebycommercializingtheirown
cultureand presenting″pseudo-folklore,″both of which willultimatelyaffe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ethnictouristdestinations.Relevantliteraturereviewrevealsthatthereislittle
psychologicalresearchonethnicgroups'acculturation,andthatacculturationinthecontextof
tourismhasdrawnlittleattentionbyacademia.Thus,thisresearchhassomepracticaland
theoreticalvalue.

ThethesisselectsZhaoxingDongVillageLipinginsoutheastGuizhouprovinceasacase
studyandappliesCanadiancross-culturalpsychologistBerry's(1997)bidimensionalacculturation
theoryfromtheperspectiveofpsychologicalresearchtoanalyzetheacculturationofresidentsin
theethnictourismdestinationsattheindividuallevelbasedonuniqueculturalcontextoftourism
developmentofZhaoxingDongVillage.Withliteraturereview,fieldsurveys,interviewsand
othermethods,thisthesisstartsfromthetypesofacculturationandinvestigatestheacculturation
ofthelocalresidentsandthedifferencesintheirintentionofsupportingtouristindustry.Onthe
basisoftheempiricalresearch,thecountermeasuresarediscussed,inordertopromoteethnical
groups'positiveacculturationandsupportforthetourism.

Thisresearchmainlyincludesthefollowingthreeaspects:First,Berry's(1997)acculturation
theoryisusedtoexplorethetypesoflocalresidents'acculturationintouristcontext.Second,the
relationshipbetweensocialdemographicvariablesandacculturationisanalyzed.Third,basedon
theresidents'acculturationtypes,thedifferencesareanalyzedbetweenacculturationtypesin
theiremotionalattitudetowardtouristsandtheirintentionofwordofmouthmarketing.

Theresultsaredrawnasfollows:(1)Therearefourtypesofacculturationin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in ethnic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tourists:″integration″
″assimilation″″separation″and″marginalization″of which theformertworepresent high
acculturation,whilethelattertwomeanlowacculturation.TheresidentsofZhaoxingDong
VillageLiping,showhighlevelofacculturation,asthemajoritybelongstothe″integration″
type,whichisthebeststateofacculturation.(2)Amongthelocalresidents,thereisasignificant
differencebetweenmenandwomenintypesofacculturation,withwomenhavingahigherlevelof
acculturationwhilethereisnoremarkabledifferenceinacculturationbetweenresidentsof
differentagesoreducationalbackgrounds.(3)Theresidentsofhighacculturationholdpositive
emotionalattitudetowardtouristsandstrongerintentionofwordofmouthmarketingthanthose
oflowacculturation.Attheendofthethesis,itpointsoutshortcomingsandprospectsofthe
researchinanattempttofindoutbetterlocalresearchtoolsandcontentsinline with
requirementsofthesituation.
Keywords:acculturation;ethnictouristdestinations;classificationoftheresidents;supportive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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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民族旅游地的社区居民既是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又因身处旅游区而直接承受着旅游带

来的各种冲击,因此,居民对旅游产业的积极态度已成为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关键[1]。然而,就在民

族地区旅游规模增长的同时,大批旅游者涌入所导致的社区居民心理、文化和行为上的变化却往往

容易被忽略。在旅游的跨文化交往活动中,面对强文化的冲击,民族地居民会产生一系列消极情

绪,包括挫折、焦虑、自卑、生气和迷惑等[2],心理状态失衡必然会造成个体心理不健康和对本族文

化的不自信。其结果要么出现自我封闭,要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迎合大众旅游者的偏好而对

自文化做商品化包装,进行“伪民俗”展示,逐渐丧失本真、淳朴的特质,最终势必影响民族旅游地的

可持续发展。这种与新文化、新群体的接触所引致的种种问题,即属文化适应范畴。
文化适应是一个适应新文化环境的过程,包括一个人在新环境中态度、行为和认知的变化[3]。

大多数文化适应研究已在移民、旅居者和境外就业人员等群体中展开[4-6]。但有意思的是,尽管旅

游是面对面跨文化接触中最常见的形式[7]593,却鲜有将文化适应理论应用于旅游情境的研究[8]。
事实上,文化适应与旅游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涉及跨文化交互环境下个体希望接受外来文化和保

持自身文化的程度[9]。目前已出现根据对自文化和旅游地文化的偏好来对旅游者进行分类的研

究[10],但尚未针对社区居民做过类似的扩展,对居民的分类通常都是从旅游影响感知的角度来考

虑[11],往往欠缺理论依据。
为弥补这个空缺,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理论,利用已被广泛使用的Berry文化适

应二维模型,完成以下三个研究目标:第一,利用Berry文化适应模型检验旅游情境中社区居民的

文化适应情况;第二,分析居民的文化适应是否与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有关;第三,探索居民的文化适

应类型是否与他们和旅游者相处时的情感态度及口碑营销意愿有关。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黎平肇

兴侗寨241位居民的抽样数据为例,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指的是在持续面对面的跨文化接触中,不同群体及群体成员所产生

的改变[7]595,它通常被用来研究个体与新文化碰撞时的表现及其结果[12]。文化适应研究始于20
世纪初的美国,1883年,Powell第一次在文献中使用“文化适应”,用来指对外文化者进行行为模仿

所导致的心理变化[13]。当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美国人类学家Redfield在1936年给出的定义:
“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

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14]尽管其首次文化层面的研究是在人类学领域中,但目前已被更多

地引入心理学文献,并在个体层面有了深入研究,如在旅居者、移民和难民等群体的研究中[15]。同

时,外来人口接受方的文化适应也获得了持续关注[16]。这些领域中的大量研究积累为文化适应在

旅游情境中的应用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文化适应的类别

研究者们最初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一维线性的过程,一端是原文化,一端是主流新文化,是一

种个体从原文化的持有到原文化的完全丧失,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员,进而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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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态度、行为的模式[17]。1997年,Berry提出文化适应二维模型,他认为应该把移民对本族群

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态度分别作为独立维度进行研究,通过询问个体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两个问

题来实现,即:(1)是否趋向于保持本族群的文化传统和身份? (2)是否趋向于和主流群体接触并参

与到主流群体活动中? 然后通过“是”和“否”的组合将文化适应分成了四类[18](见图1):当个体不

愿意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而接受主流文化时,就会采取同化方式;当个体既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

同又愿意与主流文化保持接触时,则采用整合方式;当个体注重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而避免与主

流文化接触时,采取分离方式;如果个体既不认同原文化,又不想与主流群体有联系,则其文化适应

方式为边缘化。当居民属于整合和同化类型时,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高,且整合是四种类型中的最

佳状态;当居民属于分离和边缘类型时,意味着文化不适应[19]。我国学者王亚鹏等在对中国少数

民族群体的文化适应进行研究时,借用Berry模型得出过类似的结论[20]。本文将利用Berry模型

对民族旅游地居民的文化适应进行分类,探究当前旅游发展情境中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状态。

图1　Berry文化适应二维模型

(三)社会人口统计学与文化适应

1.性别

Yeh[21]和 Oh等[22]没有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文化适应上有区别。张京玲等则发现年轻的女性

与年轻的男性相比,显示出更高程度的文化适应[23]。Gibson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难进行文

化适应[24]。鉴于女性的职业优势在作为服务性行业的旅游业中较为明显,我们认为:

H1.1:女性的文化适应程度高于男性。

2.年龄

Park等发现,到达东道国的年轻移民对他们原来的国家或种族有更低的族群认同,也因此表

现出对东道国文化更高水平的认同[25]。而王挺在对海南黎族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发现,40岁以上

与40岁以下的黎族人在文化适应上并无显著差异①。西方文献大多将文化适应的研究聚焦于青

少年群体,认为他们能更快地适应新文化。鉴于我国普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及主流电视节目、流
行歌曲、互联网等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中所获得的追捧,我们认为:

H1.2:青少年的文化适应程度高于老年人。

3.教育

教育也被认为是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张劲梅认为受教育水平与文化适应程度成正比,因为

教育与其他资源联系在一起,如与文化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社会经济财富(地位高的职业和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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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等,所以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文化适应程度越高[26]38。因此,我们认为:

H1.3: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的文化适应程度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

4.文化适应与居民情感态度

旅游活动是典型的跨文化行为。个人跨文化接触中最突出的问题,一是文化认同,二是群体间

关系,这便涉及社会认同理论[7]597。社会认同理论被看成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一部分,它包

括对成员资格的意识、评价和情感意义,其形成过程依赖于社会范畴化和社会比较,这个过程必然

形成一个“我群”和“他群”[27]。文化适应理论是对认同和群体间跨文化交互的一种整合,它能反映

出“我群”的特质和保持,也能显现出与“他群”的文化接触和互动。

Tajfel等认为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能够满足他们潜意识自我发展的需要和自尊的提升,并增强

对我群的认同[28]。在旅游情境中居民对目的地文化表征的感知和认同会影响其旅游支持的可能性

以及与旅游者友善相处的意愿,这一点已被广为接受[29]。对地方和族群积极的情感和更深的认同,

有可能激励当地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并提升居民的好客感知[30]9。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对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会更加积极。

5.文化适应与旅游宣传行为

在本文中我们要研究居民对本地旅游发展的宣传意愿,大量实证研究力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

释,它通常与忠诚感和推荐行为联系在一起[31]。本文关注的宣传行为是居民的口碑营销,这是居

民与旅游者沟通交往时的一种推荐行为,是文化适应过程的产出。
已有研究认为,“有机”型信息(如通过社区居民的口碑营销)比“诱导”型信息(如官方旅游宣传

手册)更具可信性[32]。尽管有证据表明在传播“有机”信息时,社会网络媒介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但
当地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和有用的[33]。与平面媒介相比,良好的口碑在个体

间会被更频繁地交换,也更有可能影响买方的行为[34]。当居民自身的文化认同被破坏,与旅游者

的良性互动并未实现时,将会产生负面口碑,作为结果的居民行为可能包括“怨声载道、设置障碍、
传播流言蜚语、嘲笑愚弄旅游者,甚至还可能诉诸暴力来抵御那些感觉迟钝的闯入者”[30]11,其结果

必定是引起主客冲突,破坏和谐氛围,影响旅游者的体验。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对旅游者会有更积极的宣传。

三、研究设计

肇兴侗寨位于黔东南黎平县东南部,是中国最为知名的少数民族旅游村寨之一。肇兴侗寨始

建于南宋,距今约有850年历史,包括上寨、中寨与肇兴村三个紧密连接的行政村。肇兴侗寨素有

“侗乡第一寨”的美誉,寨内吊脚楼鳞次栉比,侗族传统戏楼、歌坪点缀其间,具有极高的民俗文化价

值和旅游价值。目前全寨有1143户、4500多人,99.5％以上的人口均为侗族。2005年,肇兴侗寨

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一,2007年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

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8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文化艺术之乡”。

(一)调研过程

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深度访谈为辅,由课题组两名经过培训的研究助理于2015年1月3日

至1月6日、3月4日至3月10日分别在现场通过对住户居民进行面对面的调研,完成数据收集。
本次调研在肇兴侗寨随机发放270份,回收问卷265份,抽样规模均超过10％。剔除回答不完整

和明显矛盾的问卷24份,最终获取有效问卷24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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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

本研究问卷由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Berry文化适应二维模型问项、测量量表三部分构成。受

访居民先填写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再对潜变量测量问项进行自评。为保证研究的信度

与效度,本研究的变量均采用已有文献中的量表进行测量,并用反向翻译法将英文原始量表转为中

文(据文本情境对部分问项的措辞进行了微调)。

1.居民文化适应分类

居民的文化适应分类采用Berry[18]、王亚鹏等[20]以及王挺①的文化适应策略模型,通过“是”和
“否”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 (2)是否愿意学习汉

族人的文化? 组合后在同化、整合、分离、边缘四种类型中进行归类。

2.居民情感态度的测量

采用Ajzen[35]、苏勤等[36]、王咏等[37]编制的3个题项的量表,此量表由居民进行自我评价,示
例问题包括“我与旅游者相处时非常愉快(A1)”、“我与旅游者相处时举止言谈和善、热情(A2)”、
“欢迎旅游者到访本社区(A3)”。社区居民基于李克特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938,这表明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3.居民的宣传行为

居民的宣传行为在本文中专指居民通过口碑营销来提升民族旅游地的一种意愿。采用

Harrison-Walker所编制的3个题项的量表[38],此量表由居民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包括“我愿

意向旅游者介绍和推荐本地的旅游(W1)”、“当我向旅游者介绍旅游目的地时,我会详细地告诉他

们相关情况(W2)”、“介绍我的家乡时,我只说好的地方(W3)”。社区居民基于李克特5点评分方

法进行评价。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82,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总结了所有变量的平均值、方差。可以看出,本研究抽取样本的离散程度较小,能够较为

稳定地表现总体状态。

表1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n＝241)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年龄 3.9 0.89

2.性别 1.63 0.48

3.学历 1.68 0.68

4.文化适应类型 1.54 0.91

5.情感态度 4.09 0.97

6.宣传意向 3.91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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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文化适应类型及程度

通过对“(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和“(2)是否愿意学习汉族人的文化”
两个问题的回答统计,可以看出肇兴侗寨中居民的文化适应被分成了四种类型,即整合(赋值为

1)、同化(赋值为2)、分离(赋值为3)和边缘(赋值为4),其中绝大部分村民既保持着族群良好的文

化认同,又积极与主流文化进行接触和学习。Berry认为,只有整合和同化两种类型代表着文化适

应,分离和边缘意味着文化不适应,而整合状态又是文化适应中的最佳状态[19]。由表2可见,村寨

中80％的村民处于文化适应状态,且大多都是一种整合状态下的适应(71％),只有20％的村民表

现出文化不适应,但他们对自身侗族的族群认同普遍较高。

表2　居民文化适应类型(n＝241)

文化适应

类型

是否愿意保持侗族人的

身份和文化特征

是否愿意学习

汉族人的文化
频率 比例(％)

整合(1) 是 是 170 71
同化(2) 否 是 22 9
分离(3) 是 否 39 16
边缘(4) 否 否 10 4

(三)文化适应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aone-wayANOVA)来验证 H1.1－H1.3;同时利用Bootstrap技

术,从原始样本中重复抽样1000次,得到1000个统计量,利用这1000个统计量的样本方差来计

算统计量的方差,以弥补样本量较少的问题。研究发现,肇兴侗寨的居民中,男性和女性在文化适

应类别上有明显不同,男性更偏向于同化(M＝1.87),女性更偏向于整合(M＝1.35),女性的文化

适应程度更好。居民的文化适应无论在年龄还是学历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表3　居民文化适应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比较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F 结果

性别
男性 89 1.87 1.11
女性 152 1.35 0.71

73.29∗∗∗ H1.1接受

年龄
40岁以下 135 0.91 1.2　
61岁以上 20 1.90 1.17

2.64 H1.2拒绝

学历

小学以下 105 1.48 0.86
高中或中专 107 1.56 0.95
大专以上 29 1.69 0.93

　0.029 　H1.3拒绝

注:n＝241;∗、∗∗、∗∗∗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四)文化适应与情感态度及宣传行为分析

在表4中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了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时的情感态度和口碑营销意愿,在此

同样采用了1000次重复抽取子样本的Bootstrap方法。可以看出,与 H2一致,整合、同化、分离、
边缘四种类型的居民在与旅游者接触中的情感态度上具有明显差异,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整合

和同化)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分离和边缘)更加热情。进一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两

比对后发现,整 合 和 同 化 之 间,存 在 情 感 态 度 上 的 差 异,整 合 类 的 居 民 在 情 感 上 会 更 积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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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51,p＝0.02),分离和边缘之间没有明显不同(t＝0.093,p＝0.607)。
与H3一致,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四种类型的居民在其口碑营销意愿上有明显差异,文化适

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更愿意对旅游地进行积极的推荐和口碑宣传。进一步通

过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两比对后发现,整合和同化之间存在口碑营销意愿上的差异,整合类居民

会有更加积极的口碑营销意愿(t＝3.210,p＜0.001),分离和边缘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异(t＝0.551,

p＝0.246)。

表4　居民文化适应类型与行为比较

行为
整合M(SD)
n＝170

同化M(SD)
n＝22

分离M(SD)
n＝39

边缘M(SD)
n＝10

F p 结果

情感态度 4.48(0.75)4.19(0.62)2.7(1.07)　 2.67(0.91) 11.15∗∗∗ 0.000 H2接受

　我与游客接触时很愉快 4.46(0.95)4.18(0.93)2.51(1.18)2.50(0.85) 11.97∗∗∗ 0.000

　我在与旅游者相处时

举止言谈和善、热情
4.44(0.63)4.23(0.42)2.74(1.50)2.50(1.35) 5.884∗∗ 0.003

　欢迎游客到访 4.53(0.65)4.18(0.93)2.79(0.83)2.30(0.68) 7.161∗∗∗ 0.001

　t检验 2.351∗∗ 0.093

口碑营销意愿 4.28(0.67)3.87(0.61)2.66(0.84)2.52(0.76) 6.63∗∗ 0.002 H3接受

　我愿意向旅游者介绍

和推荐本地的旅游景点
4.35(0.66)3.77(0.85)2.36(1.22)1.90(1.00) 3.522∗∗ 0.031

　我趋向于告诉游客关

于本地旅游的很多细节
4.28(0.76)4.05(0.72)2.87(0.66)2.4(0.75)　 4.635∗∗ 0.01

　我一般只说好的事情 4.19(0.85)3.82(0.93)2.62(1.22)3.00(0.94) 9.522∗∗∗ 0.000

　t检验 3.210∗∗∗ 0.551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在旅游发展情境中对Berry文化适应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尽管该模型已被广泛地运用

于诸多领域,但尚未在因旅游的跨文化接触所引致的社区居民文化适应问题及行为产出过程中进

行探究。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及主客之间的关系已被认为是旅游产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39],
而当前大多数对居民态度和行为意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发展感知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社会心

理学领域的文化适应理论,以贵州黔东南黎平肇兴侗寨的241名村民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领域进

行了新的尝试。我们发现:(1)黎平肇兴侗寨居民的文化适应总体程度较高,适应类型以整合型居

多,表现为对汉族文化的学习热情较高,同时对侗族文化的认同感也较高,这正是文化适应的最佳

状态。(2)社区中男性和女性在文化适应类别上有明显的不同,女性更偏向于整合而男性更趋于同

化,女性有更强的族群认同。(3)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在情感

态度上会更积极。整合状态下的居民与其他类型相比,在与旅游者接触时会持有更愉悦、好客和欢

迎的态度。(4)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会有更强的口碑营销意愿。整合

状态下的居民与其他类型相比,更愿意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对旅游产品进行积极推荐。
基于此,为了实现民族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多民族关系的和谐,实现旅游脱贫,本文提出

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需要了解并重视居民的文化适应状况。正确识别并衡量旅游发展进程中居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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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适应状态,无论对旅游规划者还是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居

民一方面能保持并增强其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能积极接触并学习汉族文化,以更开放和

包容的心态对待文化变迁,那么在主客文化冲突中就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尊严、有质量地成

为文化传承者,进而提供具备好客和真实特质的旅游产品。
第二,帮助居民在文化改变中进行调整。Pearce认为旅游发展中东道主会从文化的接触和改

变中感受到压力,产生一系列消极情感[40]122。政府相关部门要建立少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的预防

与干预体系,及时识别旅游带来的压力,尤其是针对分离和边缘型的居民,要更有针对性地提升他

们的文化适应能力,特别是对汉文化的学习和接受能力。
第三,帮助居民学习新的文化技巧。在跨文化接触中,文化学习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目前,

实践和社会技能已经被纳入到社会文化适应的概念中,这也是目前公认的文化适应经验的核心组

成部分,其中,特定的文化知识学习、他语言的流利运用、以往的跨文化经历和文化相似性等都已经

与更好的社会文化适应相联系[41]。在旅游发展中,政府对村民旅游意识的培训、鼓励村民参与旅

游经营和旅游规划等项目都有助于缓解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文化适应能力

更强的村民,在与旅游参与经营相关的各种政策上可以更多地向他们倾斜,如精准小额信贷、旅游

培训、旅游乡村精英扶植等,塑造旅游创业典型。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本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首先,本文采用的变量测量工具大多来自西方文献。虽然各个变量的信度和效度都达到了

可接受的水平,但更严谨的做法是对西方的量表进行修订或开发出适合西部民族旅游地情境的

量表。并且,本文对最核心的构念———文化适应的测量还只停留在分类学的讨论上,下一步将

依据西部民族旅游地的实际开发出社区居民文化适应的本土量表,更精准地把握居民的心理适

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状态。
其次,尽管本文从文化适应理论出发,探讨了居民的分类和旅游参与态度及行为,但并未论证

其中的内在机理。后续的研究可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些内部机制进行探索,探寻更多

旅游情境下的民族社区居民文化适应的结果。
再次,本文仅仅探讨了居民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文化适应等变量对旅游发展中居民态度和宣传

行为的影响。但事实上,可能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个体层次的因素,也有整个社区层次

的因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未来的研究可持续关注更多的影响变量,厘清居民文化适

应过程中各种可能的前导因素。
最后,本文的研究样本来源于贵州黔东南的黎平肇兴侗寨。尽管选取此样本有助于控制地域

和旅游产品类型,从而提升研究的内部效度,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研究的外部效度。后续的研究

可对更广泛的地区和旅游产品类型进行调查,以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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