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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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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心理研究逐渐得到了旅游心理学领域学者的关注，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本文在检索、阅读国内外相关研究专著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的研究现状、理论依据

和研究方法等加以综述、探讨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的相关因素和基于感知和态度差异的目的地居民的群体划

分；并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提出综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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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sychological studies on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have gradually gained the

concern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psychology and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is field. Based on searching and read-

ing the related monographs and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the basis

of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explores the impact factors of residents' psychology and the group divis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and proposes comprehensive comments in this field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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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是指“旅游地居民因居住地

归为旅游地后，当地居民与游客的人际互动中出现的

心理现象”[1]。作为旅游活动的利益相关群体，旅游目

的地居民的自身利益与旅游活动的开展息息相关。

旅游活动的发展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经济收入，同

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和生活方面的影响和碰撞。对

于这些旅游活动所带来的附加影响，无论是积极方面

还是消极方面，目的地居民的感受相对于旅游者而言

都更为明显。长期的忽视目的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

有可能引发居民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冲突，阻碍旅游业

的发展。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使

之拥有健康、积极的心理，有助于真正提高当地居民

对游客的服务质量，从而促进旅游活动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实现目的地旅游业发展与社区居民满意之间的

双赢局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本文就旅游心理学视野下的旅游目的地

居民心理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述评。

1 国外研究进展与现状

旅游心理学在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旅游者和旅游

目的地居民的心理和行为是其研究的重点[1]。针对于

目的地居民心理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着眼于该领域

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

的态度和感知、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的影响因素、旅

游目的地居民聚类分析几个方面[2]。

1.1 相关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自20世纪70年

代，旅游目的地居民被纳入旅游心理学研究范畴以

来，国外学者一直把相关学科理论的引入与建设作为

研究的重点，以便对相关研究结论做出合理解释与推

广。“社会承载力”理论认为任何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都

存在着一个极限，即所谓的社会承载力峰值，超过这

一数值后，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就会由最初阶段的

积极支持变成消极反对。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超

过峰值后，旅游活动给当地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带

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由于“社会承载力”这一概念

涉及人们的心理感受和价值取向，而且这一概念本身

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存在很多种测量方法[3]。Long

等[4]对美国一州的 28个社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当地社区的旅游零售业的社会承载力为30%，超过这

一峰值后当地居民最初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和热情都

会下降，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承载力理论”。旅

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研究开始引用“社会交换理论”始

于20世纪90年代。该理论认为居民只有在其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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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间的资源交换中处于平等或更有利于自己的

情况下才会对旅游发展保持支持态度。Perdue等[5]在

其研究就中指出旅游目的地居民为旅游活动提供资

源，支持其发展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旅游活动中获得

与预期相当的利益。Ap [6]在对“社会交换理论”的应用

可行性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交换模型，这一

模型可以很好的解释居民在旅游交换活动中的进入、

延续、退出过程。随后一些国外学者如Madrigal [7]对

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社会表征理论”是社会

学与心理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理论，Pearce等[8]最早将

该理论引入到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研究，其指出居民

对旅游活动形成的感知不仅仅来源于其个体的直接

经验，还受到来自社会的多方面影响。学者们倾向

于根据居民对旅游活动感知和态度的不同将目的地

居民分类，例如 Andriotis 等 [9]把目的地居民分为三

类：支持群体、对社会和环境关注群体和经济发展怀

疑群体。

1.2 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

度 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在

国外起步较早，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一直试图对旅游影

响进行分类研究。目前比较流行的三分法将旅游目

的地居民感受到的影响划分为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和

社会文化影响。学者们最早注意到的是旅游的经济

影响，对其研究也一直延续至今。相关领域的学者在

其研究中无不提到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大

多数学者认为在经济方面，旅游活动给目的地社区带

来的积极影响远远多于消极影响[10]。Akis等[11]认为旅

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多与经济方面有关，而当地居民作

为直接的相关者对经济感知更为显著，表现在就业机

会、生活及收入水平、城镇税收等众多方面的提高。

在关注旅游活动给目的地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的同

时，学者们没有忽略对旅游活动带来的负面经济影

响的研究，比如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大量土地

被征用、收益分配不均及外汇损漏等。学者们普遍

认为关于旅游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是把双刃剑。

Mason 等[12]、McGehee 等[13]、Kazana等[14]、Ko 等 [15]先后

对旅游活动给目的地居民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了正

负两个方面的研究阐述。积极影响主要包括社区基

础设施得以改善、自然环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维护

了社区生态系统的平衡、同时文化古迹得以重视。消

极影响包括交通拥挤、人口拥挤、破坏野生动物生存

栖息环境、污染增加等。对旅游活动给目的地带来的

社会文化影响学者们早期多着眼于其消极方面。学

者们在其研究中探讨旅游在社会文化方面给目的地带

来的诸如文化商业化、居民关系紧张、赌博、酗酒、犯

罪、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冲击等一系列负面影响[16]。

直到1990年之后，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有关于讨论旅游

活动对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文献，相关文献多涉及社

区自豪感、自身种族和文化认同、悠闲游憩机会增加、

文化复兴等方面的讨论[17]。在许多学者看来，目的地

居民对各类旅游影响的感知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

相互影响的。Gursoyd等[18]在其研究中系统讨论了居

民各类旅游影响感知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随后目的

地居民对不同旅游影响的感知与其对旅游发展的态

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被证实。Keogh [19]指出居民对旅

游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使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增

加。Lawson等[20]认为旅游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环

境意识及当地的文化偏见等多种因素都会使目的地

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发生改变。Yoon等[21]发现居

民对旅游环境影响的消极感知降低了居民对旅游发

展的支持度。尽管如此，目的地居民对不同旅游影响

的感知与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

同地区与不同群体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

1.3 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的影响因素 在不同

的时间和空间下，目的地居民的心理存在着差异，而

导致差异存在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和关

注的又一热点。Teye等[22]以加纳小镇为例展开讨论，

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从事旅游服务的工资收入根本无

法满足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这一现象使当地居民对

旅游活动一直持消极反对态度，调查结果可以得出结

论，认为当地对旅游的经济依赖度影响了居民对旅游

活动的态度和感知。Horn等 [23]在对新西兰罗托鲁阿

和凯库拉两个小镇进行研究时发现，对当地旅游活动

控制程度较高的罗托鲁阿镇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消极

影响感知较低，对旅游活动持支持态度。他由此认为

居民对旅游活动的参与控制水平可以对居民的旅游

感知和态度产生影响，而忽略或缺乏当地居民的参与

和控制，会削弱他们对旅游活动的容忍度。人口学特

征方面，性别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的一个重要

变量。Jackson等[24]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地区的研究

表明，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更倾向于支持当地旅游活

动的发展。年龄是另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变量。Tom-

ljenovic等[25]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地区居民的研究发

现，年纪大的居民比年纪轻的居民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持更为接受的态度，他们对于国外游客也更为热情。在

社区归属感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有利

于形成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感知，但同时社区归属感

强烈的居民也会对旅游活动带来的消极环境影响更加

敏感，Gursoy等[26]则认为社区归属感与旅游地居民的心

理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Uriely等[27]认为如果旅游地

居民所处的社区如果有公认的文化宗教价值，当地居

民对旅游的支持度往往更高。

1.4 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聚类分析 近些年来，聚

类分析法开始在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研究领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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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学者们致力于用此方法以态度和行为为依据，对

旅游目的地居民进行分类，以此揭示居民对旅游感知

和态度的群体差异。国外学者们研究的大部分国外

旅游地经过长期的发展规划发展水平较高，居民分化

明显。居民聚类分析方法最早由 Davis 在 1988 年提

出，他通过对美国某州的415个居民样本进行聚类，将

其划分为热爱者、憎恨者、谨慎的支持者、中立者和理

性爱好者五类[28]。Weaver等[29]通过对博里萨山居民进

行聚类，将其划分为支持者、反对者和中立者三种类

型。Williams等[30]根据新西兰旅游部的数据通过聚类

分析把居民分为热爱者、愤恨者、中立者和漠不关心

者四类。

2 国内研究进展与现状

国内旅游心理学侧重于对旅游者心理的研究，以

刘纯为代表的国内学者认为研究影响和激励旅游者

出游心理的相关因素，探讨旅游者的需求、感知、态

度、个性等可以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31]。在研究

对象上，国内学者对旅游目的地居民这一主体研究相对

较少。薛群慧[1]在其著作中阐述了把旅游目的地居民

纳入旅游心理学研究范畴的必要性，并把旅游目的地

居民心理定义为“旅游地居民因居住地归为旅游地

后，当地居民与游客的人际互动中出现的心理现

象”。国内有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的研究始于20

世纪 90 年代，同一时期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日

趋成熟，国内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引介国外较为成熟的

研究理论和研究框架，主要利用文献法、调查问卷，结

合统计技术逐步开展贴近我国实情的实证研究。概

括起来大概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的引介、基于具体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

实证研究、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旅游感知与态度差异的旅游目的地居民聚类

分析。

2.1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引介 由于我国针对

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而同一时

期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因此我国学者

在最初研究阶段十分注重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学

习借鉴，涌现出了一大批为了介绍国外先进研究理论

和方法的综述性文献。赵玉宗等[32]在大量阅读梳理国

外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相关文献后，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归纳评述。郭伟等[33]从理论依据、

研究方法和具体案例三个方面对国外的相关研究进

行了回顾总结。王子新等[34]从旅游经济影响、环境影

响、社会文化影响三方面系统介绍了国外目的地居民

态度与感知。张欣然[35]介绍了国内外对旅游影响感知

与态度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2.2 基于具体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旅游感知与态

度实证研究 基于具体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旅游感知

与态度实证分析是我国旅游心理学领域针对目的地

居民这一研究对象的现阶段研究热点。相关学者们

以国外的成熟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基础，结合我国旅游

目的地的实际情况，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旅游目的

地，对当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进行实证研

究，如王宪礼等[36]对长白山生物保护区居民对旅游影

响感知的探析、宣国富等[37]对海口三亚等海滨旅游城

市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探析、章锦河[38]对西递古村居

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探析、吴忠宏等[39]对澎湖旅游区居

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探析。

2.3 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分

析 作为旅游活动最直接的利益相关群体，目的地居

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当地旅游

活动的有序进行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具体研究中，

这也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杨兴柱等[40]在对中山市

居民的旅游感知差异分析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造成

当地居民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谌永生等在对敦煌

市居民的旅游感知进行研究时，探讨了年龄因素对居

民社会文化感知的影响[41]。唐晓云等[42]通过对广西龙

脊平安寨梯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分析得出，利益感

知、关系感知、环境感知、参与程度感知四个方面都会

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

2.4 基于旅游感知与态度差异的旅游目的地居

民聚类分析 基于旅游感知与态度差异的旅游目的

地居民聚类分析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我国具

体的旅游目的地之间发展并不平衡，很多旅游地尚处

于旅游生命周期中的初期早期阶段，因此旅游目的地

居民的分化程度不高，对旅游业发展基本上持较积极

的态度，很多旅游目的地居民尚未形成明显的“憎恨

者”。王丽华[43]在对南京市居民进行旅游影响感知与

态度的分析过程中指出，根据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影

响的感知差异可以将居民划分为矛盾支持者、现实主

义者和热爱者三类；根据对旅游环境影响的感知差异

可以将居民划分为现实主义者、热爱者和矛盾支持

者；根据对旅游活动社会文化影响可以将居民划分为

矛盾支持者、现实主义者和热爱者三类。向明[44]在对

德夯苗寨居民进行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研究时，根据

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均值的特点，将其分为矛盾

的憎恨者、理性的支持者、憎恨者和热情的支持者四

种类型。

3 国外研究评述与我国相关研究展望

国外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心理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后期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

都取得了极大的提高，基本进入成熟阶段。纵观国外

学者近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从多个角度对旅游

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系统总

结，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对居民态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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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而且梳理出了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之间

的关系，探讨了影响其感知与态度的内外影响因素，

在宏观视角上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目的地居民进行

基于感知与态度差异的类型划分。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实证性的定量分析已经成为国外学者主要的研

究手段和方向，理论成果的总结、应用和分析模型的

建立，推动了本领域的研究过程。

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理论

研究和方法学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成

果基本上是基于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具体

情况得出的实证性个案研究。缺乏自主的理论方法

和学术创作，数据分析方法较为简单，较少建立模型，

而且在个案研究的选择上也存在局限性，有很多尚未

涉足的领域。总体而言，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着

很大的上升空间。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在研究

对象的选择上不仅要注重代表性还要注重全面性；在

研究内容上要更多关注旅游者与居民之间的交互作

用等因素对居民自身心理的影响，探讨更为深层次的

影响因素；在研究方法上要采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重视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由简单的个案分析上升

到统一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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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干细胞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王贤，张培华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整形外科研究所，广东 湛江 524023)

【摘要】 干细胞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拥有巨大的潜能。在细胞治疗方面，脂肪干细胞是最有前景的种子细胞

之一，其他的还包括胚胎干细胞和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和诱导的多能干细胞都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因

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胚胎干细胞和诱导的多能干细胞分别受限于伦理学问题及细胞表型的鉴定。脂肪

干细胞则不受这些限制，不仅易于获取，而且方便扩增。在不同的诱导条件下，脂肪干细胞能分化为脂肪细胞、成

骨细胞、软骨细胞、肌肉细胞、内皮细胞和神经细胞，这些分化潜能可应用于再生医学领域，如：皮肤重建，骨和软骨

修复等。本篇综述着重讨论目前脂肪干细胞的分离、分化和治疗应用。

【关键词】 脂肪干细胞；分离；分化；应用

【中图分类号】 R32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6）06—0965—03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WANG Xian, ZHANG Pei-hua. Plastic Surgery
Institut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23,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Stem cells have a great potential to treat various kinds of diseases. For these cell-based therapies, adi-

pose-derived stem cells (ADSCs) are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seed cells, with others including embryonic stem cells

(ESCs) and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ESCs and iPSCs play important roles due to their pluripotency. How-

ever, ESCs and iPSCs have limitations in ethical issues and in identification of cell phenotypes, respectively. Unlike

ESCs and iPSCs, ADSCs do not have such limitations, which are not only easily obtained but also uniquely expandable.

ADSCs can differentiate into adipocytes, osteoblasts, chondrocytes, myocytes, endotheliocytes and neurons under differ-

ent differentiation conditions, and these kinds of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of ADSCs could be applied in regenerative med-

icine e.g., skin reconstruction, bone and cartilage repair. In this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of ADSC isolation, differentia-

tion and their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Isolation; Differentiation; Application

·综 述·

干细胞包括胚胎干细胞、诱导的多能干细胞和

成体干细胞。胚胎干细胞能自我更新，并且能分化

为人体的任何一种细胞。但由于涉及伦理问题，胚

胎干细胞应用于临床研究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诱导

的多能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自从 Zuk 等 [1]发现脂肪组织中含有多分化潜能的干

细胞，脂肪干细胞就逐渐成为了成体干细胞中最有

前景的种子细胞之一。脂肪组织通过脂肪抽吸术或

者外科手术易于获取，对供体的创伤相对较小，而且

不涉及伦理问题。在体外，脂肪干细胞能大量扩增，

操作简便，并能在相应的诱导条件下分化为脂肪细

胞、成骨细胞、软骨细胞、肌肉细胞、内皮细胞、神经

细胞等[1-10]。因此，同其他种子细胞相比，脂肪干细胞

所受限制小，具有更加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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