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卷第6期

2008年12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maI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10．N0．6

Dec．2008

世界文化遗产地——黄山、西递、宏村
国际旅游实证分析

章尚正，1杨琪，1阿拉斯泰尔·莫里森，2严澄3
(1．安徽大学旅游管理系，安徽合肥230039；2．彼路旅游国际公司；3．美国伊利诺伊一香槟大学)

摘 要：我国拥有35个世界遗产，但面向世界的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明显失衡．主要原因之一是世界遗

产地对外国旅游者缺乏研究，旅游开发与市场营销就难免效率不高。对外国旅游者基本特征、信息传播渠

道。以及他们的旅游动机、在目的地参与的活动体验、对文化遗产景点与活动的评价等方面的调查．意在加

深对外国旅游者心理需求与行为特征的认识。提高入境市场开拓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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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年会于1972年通

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明确规定：缔

约国有责任“保护、保存、展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

产和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后代”。11p35年的中外实

践证明，“展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最积极、

最广泛、最有效的形式是推广遗产旅游，特别是面向

世界的国际旅游。迄今为止，中国已有35处遗产荣

登世界遗产名录，而每一个遗产地在申遗成功之后

都引发了旅游热潮，极大地刺激了全国各地的申遗

激情，现在列入中国申遗预备名单的已有几十处，还

有几百处也已启动了各自的申遗工程。但统计数据

表明．“申遗效应”就这35个遗产地旅游而言至少显

示出两大不平衡：首先。旅游发展效益悬殊，并非所

有遗产单位都能造就持续、骄人的旅游业绩。如周口

店“北京人”遗址就门庭冷落，人不敷出。其次，国内

旅游与国外旅游发展水平悬殊，国际旅游所占比例

偏小。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很多。就国际旅游发展水

平偏低而言．既有客观上的资源因素、市场因素、地

理因素等，也有主观上的开发导向、经营战略、营销

管理等。本文试以黄山、西递、宏村的问卷调查为依

据，从入境市场营销角度，探讨外国旅游者的心理倾

向、行为特征、旅游评价等．并进而检讨世界文化遗

产地旅游资源开发与宣传促销的正误得失。

2006年7月一8月初。安徽大学旅游管理系和

美国普渡大学消费及家政学学院合作，在安徽省黄

山市开展了一次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旅游的市

场调查，该调查为期一个多月，调查对象全部为外国

游客。调查采用现场问卷的形式，共发出多种外语

问卷885份。回收有效问卷879份，有效率为

99．32％。问卷调查的内容和角度比较丰富．包括游

客基本信息、旅游地信息、信息渠道、游客旅游目

的、活动体验、对文化遗产景点与活动的评价等方

面共31个问项。据我们所知，这是迄今为止对黄山、

西递、宏村历时最久、取样最多、调查最详、层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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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花费最大的一次国际旅游市场调查。

一、国际旅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

黄山市是我国唯一的拥有两个世界遗产的地

级市，其境内的黄山于1990年被列人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名录，皖南古民居——西递、宏村于2000年

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国别统计

本次调查发现879名答卷者来自五大洲40多

个国家，其中不但有名列中国客源国排行榜前列的

发达国家，也有来自印度、尼加拉瓜、利比亚、特立尼

达与多巴哥等发展中国家，而且这部分客源占到调

查总数的5％。由此可见，黄山、西递和宏村已经在

国际市场上初步树立起旅游形象，市场的广度已经

突破中国周边。开始向全球幅射。

调查统计排名在前10位的国家名单如下：

表1 黄山入境旅游客源国前10名

国家 样本数 百分比(％J 排名

美国 190 20．4 l

韩国 176 20 2

法国 127 14．4 3

英国 49 6．3 4

德国 43 4．9 5

加拿大 36 4 6

澳大利亚 35 4 7

荷兰 33 3．8 8

日本 24 2．7 9

西班牙 18 2 10

这10个国家就洲别而言，欧洲为数最多，占到

5席，另外美洲2国，亚洲2国，澳洲l国，分布面比

较宽广。这10个国家的客流量占到问卷统计总量

的78．5％，说明黄山市国际旅游市场的集中度较高。

2．人口统计特征

针对不同国家的旅游者。通过EXCEL软件分

析整理。得出表2外国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结果。

表2外国旅游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变量 样本数 百分比I％)

性别

男 518 59．1

士 357 40．8

年龄

18岁以下 43 5

18—30 403 46．6

3l√m 183 21．2

4l一50 160 18．5

50岁以上 76 8．8

职业

商人 104 12．6

专家 109 13．2

技师 16 2

公司职员 66 8

服务或营销人员 7 O．9

生产或机床工人 4 0．5

老师 147 17．7

学生 303 36．6

自由职业者 24 3

离退休人员 47 5．7

其他 2 0．2

学历

小学 9 1

中学 182 20．9

高中 25 2．9

学士 340 39

硕士或博士 297 34

其他 20 2．3

年收入(美元)

<10000 155 17．6

10000一14999 32 3．6

1500(卜29999 74 8．4

30000一39999 59 6．7

4()000-69999 84 9．6

70I)00-99999 47 5．4

>10()ooo 52 5．9

秘密 376 42．8

(注：本文表中部分变量所统计的样本数之和不

等于879，主要是由于存在缺失值。)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来黄山、西递、宏村旅游

的外国游客，男女性别比例为59．1：40．8。存在着一

定的性别差异。第二，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8—30岁

之间(占46．6％)，其次为31_40岁之间(21．2％)，至于

50岁以上的只有8．8％。由此可见，以往业界普遍认

为中国“文化旅游的目标群体主要是：空巢家庭／富

裕的老年游客”阳并不符合今天的现实。对于以山

岳为依托的世界文化遗产。最大的旅游群体还是年

轻入，这个认识对于指导黄山市以至所有文化遗产

地市场开发都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第三，职业分布

比较分散，其中学生与教师比重较大(分别占36．6％

与17．7％)，两者合计超过半数。由此可见，学生与教

师应该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最主要的国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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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至于商务旅游者在黄山市这样经济欠发

达地区并不具备多大的招徕潜力。第四，学历统计，

学士占39％，硕士与博士占34％，两者合计达73％。

由此可见，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偏爱以较高的文化素

养为基础。第五，年收入选项对于外国游客来说牵

涉到个人隐私，有42．8％的游客选择“秘密”栏，没有

填写具体收入。从实填统计看，年收入超过10万美

元的只有5．9％，而年收人低于10000美元的占到

17．6％，说明中低收入人群占有较高比例。

二、外国旅游者对世界遗产的信息感知

产品信息传递是市场营销的主要环节．中国35

个世界遗产地莫不以世界遗产为最大的亮点与卖

点．如果说这在国内市场上颇有招徕客源之妙效，那

么在国际市场上是否也同样成效显著呢?对此我们

进行了以下6个方面的调查。

1．外国游客对中国世界遗产的感知度

世界遗产作为我国文化与自然瑰宝。在亿万华

夏儿女心中享有崇高的声望．炎黄子孙无不以亲临

瞻仰为人生莫大的荣耀，甚至有的多次登临，乐此

不疲。2000年12月黄山市西递与宏村作为特色鲜

明的古村落荣获世界文化遗产称号．从此在国内旅

游市场上异军突起，游客量2000年为26．52万人

次，第二年就猛增到47．88万人次，2006年更达到

107．36万人次．充分显示了国人对民族瑰宝的热

爱。外国旅游者对中国世界遗产是否也有这种强烈

的向往之情呢?请看表3。

表3外国旅游者对世界遗产的感知度

内容陈述 结果 百分比【％l

您曾经来过几次到过黄山、西
1次 100

递、宏村?

在您到黄山、西递、宏村旅游之
是 41．7

前是否知道该地已经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名录? 否 58．3

知道该地已经是世界遗产是否
重要影响 23

有所影响 46．7
影响了您的出行决定?

没有影响 34．1

1 61．1

在您来中国之前时黄山、西递、 2 17．3

宏村的了解有多少?(1表示很 3 14．9

少，5表示很多) 4 3．5

5 3．2

表3显示，第一，被调查的外国游客100％都是

第一次前来黄山、西递、宏村旅游，连一个回头客都

没有。第二，在分析游客此前对该地的了解程度时。

依据R．A．“kert的5点量表尺度测量。结果为1分

(了解很少)的占61．1％，而5分(了解很多)的只占

3．2％。表明许多外国旅游者对黄山及皖南古村落的

感知度比旅游当局预计的要低得多，也从一个侧面

证明黄山并非中国之行的“主菜”。所以他们对有关

信息的获取无所谓。对此可参照表5分析。第三，被

调查的外国游客中，来之前知道该地已经被列人世

界遗产名录的居然仅占41．7％．知道这个信息对其

出游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只有23％，而没有影响的反

倒有34．1％，这两点大出我们中国调查者的意料。据

当场询问。有的人坦率回答：“世界遗产多啦。”看来

造成中外心理反差的原因有二．一者中国人游览黄

山，满怀民族自豪感，为一举游历了两个世界遗产

而欢欣鼓舞。而对于外国旅游者来说，这只不过是

812个世界遗产中属于外国的2个．自然不会那么

重视。二者。更进一层从民族文化心理看。中国民众

心里等级观念与官本位意识较浓。对于“官封御赐”

的各种名号历来特别感兴趣。对于最高等级的景点

尤其向往。大有“不到某某心不死”之类宏愿壮志。

而欧美日韩等国旅游者自主意识比较强烈，不那么

在乎带封号的名胜古迹。既然调查数据表明。世界

遗产的荣誉并没有在外国旅游者抉择旅游地上产

生“震撼效应”．他们并不会为了一个外国的殊荣而

前来旅游，那么我国的世界遗产地在面向世界市场

进行宣传促销时。就不能仅靠一个世界遗产名号，

还是要在产品的特色化、形象化、品牌化等方面多

多开拓。

2．外国游客的信息渠道选择

一般地，由于旅游资源具有不可移动性，旅游

资源的价值只能借助传媒向潜在旅游者宣传。因

此，信息渠道作为旅游目的地与潜在旅游者的沟通

桥梁十分重要，有时其作用甚至超过资源本身的优

势。作为旅游信息渠道的媒介一般有报纸、旅游杂

志、旅游展览、电视广告、网络、旅游组织和旅行社、

口头传递等。外国旅游者的信息渠道调查见下表：

表4外国旅游者的信息渠道选择

信息媒介类型 样本数 百分比(％)

报 纸 46 6．7

旅游杂志 229 33．4

国际旅游展览 33 4．8

电视广告 93 13．6

网 络 165 24．1

口头传递 270 39．4

旅游组织和旅行机构 25 3．6

本次调研发现，第一，在所有的信息来源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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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传递的影响最大，占样本总量的39．4％。由此可

见。已访者与相关者的口口相传作用比想象的要大

得多。第二。选择旅游杂志的也出人意料的多，占

33．4％．位居第二。但愿这一数据能纠正市场营销决

策者对旅游杂志的轻视，今后多多邀请外国旅游杂

志的记者与编辑，并将一部分广告经费投放于有影

响力的旅游杂志。第三，网络名列第三．占24．1％，国

外电子网络的重要性于此可见。所以我国世界遗产

单位与所在目的地一定要建立多功能、多语种的网

站。第四，电视广告与报纸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强大

媒体，哪知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其影响远不如杂志与

网络，只分别占13．6％与6．7％。第五，最值得深思的

是，国际旅游展览只占样本总量的4．8％。众所周知，

我国省市级旅游局经常组团参加海外旅游展览．有

的还请党政一把手亲自率团，以示隆重，每一次花

费几十万、几百万元，但产生多大经济效益、投入一

产出比如何却始终云里雾里，谁也说不清，本次调

查倒给中国旅游界提供了清醒剂。

3．信息对出游决定的影响

“以上信息来源对您做出这次旅游决定有多大

的影响?”对此问项，选择“重要影响”的占37．81％，

选择“有所影响”的占36．50％，两者合计74．3 I％，而

选择“毫无影响”的占25．69％。由此可见，外国旅游

者自主择游意识颇为强烈，他们比较重视信息收

集，而这些信息对其出游抉择也确实起到了重要作

用。

4．外国游客了解最多的信息

旅游目的地输送出的大量信息，经过客源地各

种媒介的导向性放大．再经过旅游者的志趣性筛

选，最后投影在旅游者脑海中的又是哪类信息呢?

面对问项“通过这些信息的传递，您对黄山、西递、

宏村哪方面了解的最多?”选择“自然景观”者为绝

大多数，占86．6l％，选择“徒步旅行”的居次，占

39．43％，而选择“徽州文化遗产”的只占23．66％。由

此可见，国外传递最多、也最有效的信息是自然景

观，相比之下，文化遗产让外国人理解、重视并留下

深刻印象就要艰难得多。另外，外国旅游者对徒步

旅行的浓厚兴趣值得重视。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发并

宣传促销这类产品。

5．信息与游客体验的一致性

信息渠道传递了世界遗产地的产品、服务、设

施等方面的信息，其作用是促使旅游者前来观光和

消费。而旅游资源价值的实现是在游客游览目的地

的活动过程中，如果游客之前获得的信息与旅游体

验的实际效果相差甚远，势必导致游客的反感与不

信任态度。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您所获得的信息

与您在真实的旅游过程中的感受是否一致”这一问

项，外国游客中选择“是”的占83．7％，选择“否”的只

有16．33％，基本上达到信息与旅游体验一致性的要

求，可见信息的真实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6．信息的清晰性

信息的清晰性指信息内容的详尽程度。“您对

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的清晰性是否满意?请您

进行打分(5分最满意，0分最不满意)。”对此选项，

外国游客打2分的占14．53％，打3分的占36．17％，

打4分的占29．83％，打5分的占12．98％。显然他们

认为信息是有的。但就所需要的详尽程度而言，半

数以上游客尚不满意。这就告示我们，媒介传播的

信息量总是有限的，潜在旅游者择取信息是有方向

性的，要想让有限的信息发挥功效，并充分满足游

客的需求，营销部门就一定要研究不同国家旅游者

对信息的特殊要求，研究各类文化遗产的信息传感

特点。多多发布高效、详尽的产品信息。那种把国内

宣传资料翻译成英语。就向全球各国发送的“通稿”

做法应当终止。

三、外国旅游者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体验

1．黄山、西递、宏村尚非来华旅游线路中的主打

产品、核心产品

“您这次来中国。有哪些地方是您已经去过或

者将要去的?”对此多项选题．调查结果如下表：

表5外国旅游者此行的其他目的地

城市 样本数 百分比(％)

北京 607 69．1

上海 770 87．7

西安 284 32．4

桂林 144 16．4

重庆 100 11．4

香港 207 23．6

台湾 76 8．7

其他 139 15．8

此选项有效问卷为878份。上述目的地选中数

合计为2327个，加上黄山则为2415个，平均数为

3．75个。由此可见。外国旅游者此次中国行普遍选

择3个以上的目的地；他们感兴趣的城市依次为上

海、北京、西安、香港j桂林、台湾；黄山只是他们选

万方数据



第6期 章尚正，等：世界文化遗产地——黄山、西递、宏村国际旅游实证分析 ．27．

中的目的地之一。而且从下列问项及当场交谈来

看，黄山还只是他们来华旅游线路中的组合产品，

而非主打产品、核心产品。这个认识对于黄山市确

定市场开拓战略颇有参考价值。当着黄山尚未成长

为首选或主要旅游地、自足独游目的地时。采取与

上海、北京、西安、桂林、杭州等热点城市联手打造

精品旅游线，就是必然的国际营销战略选择。像黄

山这样拥有高品位旅游资源的地级市．莫不希望开

辟独立客源．但当国际市场还未认同你的“世界旅

游名胜地”地位时，积极争取“二手”客源乃是现实

的策略。

2．夕h国旅游者旅游目的

外国旅游者来到黄山市，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什

么呢?878人给出以下多项选择。

表6外国旅游者旅游目的

旅游目的 样本数 百分比(％)

攀登黄山 698 79．5

徽州文化遗产 131 14．9

商 务 56 6．4

购 物 40 4．6

观 光 43l 49．1

探亲访友 40 4．6

私 事 23 2．6

从表6看，在外国旅游者的心目中，我们引以

为豪的徽州文化遗产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只有

131人对它表现出明确的旅游意识．占总数的

14．9％；绝大多数的外国旅游者对于具有挑战性的

登山运动大感兴趣，79．5％的表达了“攀登黄山”的

愿望；另有49．1％的旅游者表示有泛泛的“观光”意

愿；至于城市旅游常有的目的项。如“商务”在调查

者中只占6．4％，黄山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商务活

动不活跃，“购物”只占4．6％，当地尽管有不少特色

鲜明的旅游商品，如文房四宝、徽州三雕、新安画

作、红绿名茶、珍贵药材，但对外宣传显然不足，以

至外国旅游者对此没有什么印象，当然就没有购物

欲望。

3．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吸引物

为了进～步探究外国旅游者对黄山等世界文

化遗产的兴趣点，我们请上表中选择具有了解“徽

卅I文化遗产”动机的131位游客再回答“黄山、西

递、宏村有哪些特殊的文化遗产吸引物促使您来此

游览?”，选项结果见下表。

表7黄山、西递、宏村文化遗产吸引物

文化遗产吸引物 样本数 百分比(％)

古微州历史建筑 122 97．6

参与传统的节庆活动 5 4

徽州民问传说及民间艺术 21 16．8

中国的书法和绘画 56 44．8

徽州饮食 40 32

徽州茶艺 33 26．4

悠久的徽商历史 37 29．6

其他 8 6．4

黄山、西递、宏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突出

的普遍价值”的内容甚多，上表中所列7个选项是

学术界与旅游界认为应该重点开发的内容。上表统

计有四点值得注意：首先，以古牌坊、古祠堂、古民

居为代表的“古徽州历史建筑”是最典型、最壮观、

最易欣赏的文化遗存．理所当然地成为外国旅游者

最大的促游因素。其次，“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对于

西方人来说，是另成系统的神秘文化，对于汉文化

圈国家来说，是他们文化的源头之一，难怪选此项

者居其次。再次。“悠久的徽商历史”是国内游客不

太注意的内容，说句不客气的话，国人关注帝王争

权夺利、妓女风流逸事的兴趣也比这个大得多．说

到底还是古代“轻商”意识的遗风．而占29．6％的外

国旅游者选择此项，恰恰反映了商业社会中人们对

商业、商入、商史的特殊关切．在产品开发与讲解时

应该对徽商历史多下功夫。最后．32％的选择了“徽

州饮食”，26．4％的选择了“徽州茶艺”．说明名列中

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拥有黄山毛峰、太平猴魁、

祁门红茶等海内外驰名品牌的徽茶，已经成为国际

旅游吸引物。

4．外国旅游者参与的活动

外国旅游者既然有上述表6、表7所示旅游动

机，那么他们在黄山市能否如愿以偿呢?我们设计

了一个问项：“您在黄山、西递、宏村的旅游过程中，

已经参与了或者将要参与下列哪些活动?”调查结

果如下表：

表8外国旅游者参与的活动

旅游活动 样本数 百分比(％)

攀登黄山 821 93．5

购 物 37l 42．3

品尝当地美食 559 63．7

访问当地居民 150 17．1

划 船 28 3．2

参与和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 737 83．9

现光 693 78．9

打高尔夫球 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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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中所列7个活动项目，按参与者比例大

小排列。参加者最多的是“攀登黄山”，占93．5％；其

次是“参与和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占83．9％；第三

是“观光”，占78．9％；第四是“品尝当地美食”。占

63．7％，前4项可以说满足了外国旅游者上述旅游目

的的基本需求。遗憾的是作为皖南古村落遗产文化

的深层次产品“访问当地居民”。不知是由于供给还

是需求的原因．参与者只有17．1％。至于水上运动项

目“划船”参与者偏少，只占3．2％，而陆上运动项目

“打高尔夫球”参与者更少，只有2．1％，倒在我们意

料之中，因为尽管黄山南有干岛湖、北有太平湖．黄

山市政府把加快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作为“黄山第三

次创业”的重点工程之一．但黄山市在国际市场上至

今为止还只是一个观光旅游目的地(此可参下文)。

四、外国旅游者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价

凡到中国来的旅游者对古老神秘而又博大精

深的中国文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有探究之心。

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与文

化意识不浓的旅游者也许根本就不会选择到中国

来观光旅游。那么他们在游历黄山之后。对这里世

界文化遗产评价如何呢?这是我们调查的重点之

一，为此我们设计了有关旅游目的实现与否，以及

文化遗产活动、文化遗产景点等体验满意度的问

项。

1．旅游目的实现的满意度

外国旅游者对黄山之行中文化探索等旅游目

的实现与否的满意度，汇总统计请看下表：

表9旅游目的实现满意度矗■～巡 1 2 3 4 5
4、5萎N意率(％)～ 合计

探索从未经历过的新的文化 11．3 13．0 19．3 21．5 35．O 56．5

寻找与我自己国家历史

和文化的相似处
45．2 22．7 18．2 9．2 4．7 13．9

为了学习新知识 6．7 6．7 13．1 24．2 49．3 73．5

体憩 21．4 14．1 22．6 18．8 23．1 41．9

陪伴别人或是探望朋友 47．0 9．1 12．0 lO．7 21．3 32．0

(注：1分为满意度最低，5分为满意度最高。4、

5合计视为高分肯定。以下袁同。)

879位外国旅游者全部回答了此问项。对上表

所列5项主要旅游目的，首先看满意度偏低的项

目。他们最不满意的是“陪伴别人或是探望朋友”．

占47．0％的游客对此给了1分，看来此行缺乏温馨

的场景氛围和互动性活动，以致在促进人际情谊方

面留下了一些遗憾。另一令人失望的是“寻找与我

自己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相似处”，占45．2％与22．7％

分别打出1分和2分。即合计67．9％的游客对此很

不满意，这一统计数据意义不凡，它提示我国文化

遗产景点在旅游开发利用与对外宣传时，不但要极

力突出民族文化特色，而且还要特别关注外国旅游

者对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自尊心理与对外传播欲望，

就像中国旅游者到国外看到唐人街、龙狮舞、郑和

下西洋遗迹等就感到特别兴奋、亲切、自豪一样，因

此黄山等地应该积极开发体现中外文化交流的产

品。如艺术大师黄宾虹对外国绘画的借鉴与影响。

至于“休憩”项占21．4％的给1分，实在情理之中，上

文已述，黄山旅游尚属观光型，而观光旅游的特点

就是游览活动安排紧凑。游人身心都觉得很累，当

然难以享受到休憩之乐。其次，再看满意度较高的项

目。外国游客最满意的是“学习新知识”，占49．3％的

给了5分。24．2％的给了4分，也就是说占73．5％的

645位游客对此甚为满意。还有占56．5％的游客对

“探索从未经历过的新的文化”给出5分或4分。综

上两项。可见黄山在文化遗产的产品开发与宣传展

示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

2．文化遗产活动的满意度

在上项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调查了外国

旅游者对各类徽州文化活动的体验满意度。结果如

下表：

表10外国旅游者参与徽州文化活动的满意度∑■～巡 1 2 3 4 5
4、5

体碧＼＼满意奉(％)
～

合计
类型 ＼

参观古建筑 1 6．8 25．1 35 32．1 67．1

参与当地的节庆活动 O 23．1 23．1 38．5 15．4 53．9

欣赏传统的徽州戏剧 0 11．8 29．4 35．3 23．5 58．8

欣赏传统的中国书法和绘画 2．7 9 27．2 29．6 31．6 61．2

品尝徼州饮食 2．7 8．1 28．6 36．1 24．5 60．6

品尝徽州荼叶 1．5 8．4 26．8 31．1 32．2 63．3

居住在当地居民家中 11．1 9-3 27．8 29．6 22．2 51．8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中祖传
3．8 13．8 33．3 30．5 18．6 49．1

的制度

研究徽州民间文化的发展 8．8 16．6 34．2 27．5 13 50．5

上述8项徽州文化活动，参与过的外国旅游者

给予高分(5分或4分)的依次为1)参观古建筑

(67．1％)；2)品尝徽州茶叶(63．3％)；3)欣赏传统的

中国书法和绘画(61．2％)；4)欣赏传统的徽帅l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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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5)参与当地的节庆活动(53．9％)；6)居住

在当地居民家中(51．8％)；7)研究徽州民间文化的

发展(50．5％)；8)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中祖传的制度

(49．1％)。对此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上述8项活

动，给出高分者占60％以上的有3项，占50％以上

的有4项，即便名次殿后项也有近半数打高分，由

此可见，外国游客欢迎参加各种活动，而古老的徽州

文化的开发活动是生动而有效的，获得了外国游客

的好评。第二．如上述排序两端所示，徽文化外现的

物质部分比较容易被外国游客所欣赏。其内蕴的非

物质部分就比较难被理会，对此实有深层次再开发

的必要。第三，获得肯定性评价最高的“参观古建

筑”，606位答题者也有7．8％只给了1分或2分，可

见景物特色研究与宣传讲解工作还需提高。

为什么有些外国旅游者对于徽外I文化活动的

满意度低于3分?我们设计了下表：

表11 徽州文化活动满意度偏低的原因

原因陈述 样本数 百分比

我对这类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
O O

地不感兴趣
这类地点缺少深度和权威

8 27．6
的解释

当地政府对该地的保护不充分 4 13．8

旅游时间过短使我无法深入了
10 34．5

解该地的特征和内涵

以上都不是 7 24．1

对上表选项回答者只有29位．但从中透露的

信息却颇具代表性。看来并非外国游客主观上对

。这类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地不感兴趣”．而主要是

客观上旅游活动组织安排欠合理、缺少深度和权威

的解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游客的确很重视旅

游地环境保护，环保不充分就将导致评价降低。

3．文化遗产景点满意度

文化景点是文化遗产的载体，是外国旅游者观

光游览的主要场所，也是他们了解、体验、评价与记

忆文化遗产的主要依据，游客对景点的满意与否直

接影响到整个目的地旅游市场的声誉与兴衰。为此

我们设计了下表：

表12文化遗产景点满意度

4、5蔷≤面器 1 2 3 4 5
合计

屯溪老街 1％ 2．6 24 39 33．3 72．3

西退 0．7 5．3 17．9 33．1 43．1 76．2

宏村 0．6 2．7 13 31．2 52．7 83．9

瑞玉庭 0 O 34．8 30．4 34_8 65．2

敬爱堂 O O 28．9 37．8 33．3 71．1

承志堂 0 0 21 45 33．9 78．9

黄山寺庙 1 2 25．5 36．5 35．1 71．6

上表所列景点简介如下：屯溪老街位于黄山市

政府所在地屯溪区中心，是国家建设部命名的第一

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现辟为旅游古商业街；瑞玉

庭是西递村徽商豪宅代表；敬爱堂是西递村最大祠

堂；承志堂是宏村最大最豪华的徽商宅邸，据传建

造费用高达60万两白银，素有“民间故宫”之称。如

上表所示．外国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景点满意度普遍

较高，给出5分或4分的全部在65％以上，其中宏

村更获得83．9％游客的高分好评。可见文化遗产景

点给外国旅游者的整体形象颇为良好。

4．美韩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景点和活动的满意度

的对比

来自东方与西方的外国游客对于文化遗产景

点和活动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统计结果证明这

种差异的确存在。由于调查问卷中美国和韩国是最

主要的客源国(样本比例分别为20．4％，20％)，又具

有东西方文化代表性，所以提取出来，列表加以比

较。

表13美韩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景点和活动满意度的对比

卜娄毫度＼篇＼
国家 1 2 3 4 5 均值

4、5合

雾紫率 计

美国 0％ O．9％ 21．74 37．73 39．6％ 4．2 77．3绲
屯溪老街

韩国 1．9％ 5．6％ 6．3％ 3．3％ 13％ 3．5 轭3
美国 O O 17．1％ 25．7％ 7．1％ 4．4 82．8

西递
韩国 0 8．3％ 25％ 16．75 50％ 4．1 66．7暖

美国 0 O 2．9％ 34．3％ 62．95 4．6 97．25
宏村

韩国 0 9．1％ 36．4％ 0I％ 4．5％ 4 4．5％

美国 0 2．7％ 24．33 29．7％ 43．2％ 4．1 72．9％
黄山寺庙

韩国 0 2．5％ 2．5％ 30％ 35％ 4 65％

参观古 美国 0 4．3％ 21．74 33．32 40．6l 4．1 73．94

建筑 韩国 0 14．3％ 3．9％ 5．5％ 6．3％ 3．4 1．8％

欣赏传统

的中国书
筻国 O．9％ 3．7％ 29．62 26．91 38．91 4 65．83

韩国 2．2％ 30．4％ 8．3％ 9．6％ 9．6％ 3．2 9．2％
法和绘画

品尝徽州 美国 2．9％ 3．7％ 25．73 36．02 31．61 3．9 67．6吸

饮食 韩国 2．3％ 20．5％ 9．8％ 2．7％ 4．8％ 3．3 37．5绲

品尝徽州 荚国 O．9％ 3．8％ 22．6％ 31．1％ 41．5％ 4．1 72．6绲

茶叶 韩国 O lO．1％ 40．5％ 21．5％ 27．8％ 3．7 49．3％

居住在当

地居民家
美国 12．5％ o％ 12．5％ 25．0％ 50．O％ 4 75％

中
韩国 0 16．7％ 58．3％ 16．7％ 8．3％ 3．2 25％

研究中国
传统社会 美国 1．8％ lO．7％ 32．1％ 39．3％ 16．1％ 3．6 55．4％

中祖传的 韩国 O 29．2％ 29．2％ 41．7％ O％ 3．1 41．7％

制度

研究徽州
美国 6．9％ 13．8％ 27．6％ 39．7％ 12．1％ 3．4 51．8％

民间文化
韩国 15．6％ 18．8％ 34．4％ 21．9％ 9．4％ 2．9 31．3％

的发展

上表ll项统计显示出许多发人深思的差异。

第一．从“均值”看，来自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属于西

方文化圈的美国．比起来自我国近邻、同属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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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韩国，明显“慷慨大方”。各项给分都高出O．5分

左右；再从“4、5合计”高分看，更是高出7％一50％，

由此可见，来自地理位置越远、文化差异越大的国

家，游客对目的地传统文化的兴趣越大、评价越高。

第二，美韩旅游者满意度差距最大的是“居住在当

地居民家中”项，“均值”相差0．8分，“4、5合计”相

差50％；差距最小的是“黄山寺庙”，“均值”相差O．1

分，“4、5合计”相差7．9％。以此为线索，再求证于其

他项．我们发现美韩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活动的满意

度差额要远远大于文化遗产景点，由此可见，东西

方文化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参与性高、身心体验强的

活动上。第三，对文化遗产4个景点，美韩旅游者满

意度都比较高，对4个景点几乎都给出4分以上的

均值，并且美国游客1分率为0，韩国游客1分率除

屯溪老街为1．9％外，其余3个也为O；美韩旅游者

满意度差距也普遍不太大，如从“均值”看，黄山寺

庙为4．1：4，西递为4．4：4．1，宏村为4．6：4，屯溪老街

为4．2：3．5。第四，对文化遗产7项活动，从“均值”

看，韩国游客没有一项给出4分以上，美国游客也

有3项给在4分以下；对于涉及徽州文化深层次的

活动，美韩游客打分更为偏低，而且差异度小于其

他各项活动．如“研究徽州民间文化的发展”为3．4：

2．9，“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中祖传的制度”为3．6：3．1，

而其他4项活动差异都在O．6以上，由此可见，我们

的活动设计还配不上东西方旅游者的胃口。以上分

析对于研究黄山市的旅游产品定向开发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5．对导游与随团参观的评价

上文中外国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景点和活动的

满意度多大程度上受到导游与随团参观的影响?下

列问项意在寻找答案。

表14导游与随团参观的评价蕊潜 1 2 3 4 5

随团旅游使我无法有充足的

时间去深入了解该地的特征 33．2 15．1 21．2 17．5 13

和潜在内涵

导游进行充分到住的讲解 14．4 9．6 20．5 22．3 33．1

旅游者过多妨碍我曼加充分

的了解文化遗产的内涵
33．8 13．8 22．1 14．9 15．4

据统计，这879位外国旅游者的旅游形式，散

客占52．22％，未配导游的团队游为5．69％，配有导

游的团队游为37．77％。配有导游的散客为4．32％。

即配导游的游客共占42．09％，他们对导游讲解比较

肯定(给3分以上，下同)的占55．4％；认为随团旅游

导致无充足时间去深入了解该地特征和潜在内涵

者占51．7％；认为因旅游者过多而妨碍更加充分地

了解文化遗产内涵者占52．4％。

五、对黄山之行的总体满意度

1．黄山之行的收获

黄山地区高品位旅游资源丰富，人文景观与自

然景观交相辉映．外国旅游者对黄山之行总体满意

度如何?下表有助于我们对此探究。

表15黄山之行的收获

4、5蕊漤 1 2 3 4 5
合计

这次旅行增长了时徽州历史
17．8 15．1 20．2 24．9 22．1 47．0

的了解

这次旅游使我知道更多徽州
31．8 20．3 21．3 15．7 10．9 26．6

的民间艺术

通过这次旅游我更加了解了
40．4 21．4 19．2 11．8 7．3 19．1

古微州的神话传说

在这次旅游中我十分喜爱徽
18．2 12．7 25．9 22．9 20．3 43．2

州的饮食和茶文化

这次旅游使我更多地了解了

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25．8 18．5 25．3 18．6 11．9 30．5

我感到自己从平常的生活中
10．5 5．6 13．7 25．8 44．5 70．3

解脱出来

我体会到了快乐 10．3 8．3 18．6 28．4 34．4 62．8

像家人一样团聚 42．7 7．4 10．8 12．9 26．2 39．1

如表所示，以“4、5合计”为据，外国旅游者满意

度最高的是“我感到自己从平常的生活中解脱出

来”，占70．3％；其次为“我体会到了快乐”，占

62．8％；再次为“这次旅行增长了对徽州历史的了

解”，占47．0％：还有“在这次旅游中我十分喜爱徽州

的饮食和茶文化”。占43．2％。由此可见，从心灵、心

情到口福、学识，外国旅游者都收获丰厚，多数甚为

满意。

2．重游黄山、西递、宏村的意愿

衡量游客对目的地满意度的重要标志是重游

意愿。下表调查结果令人欣喜，有多达60．5％的外国

旅游者表达了肯定的重游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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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 百分比【％)

非常愿意 198 22．6

愿意 333 37．9

不确定 276 31．4

不愿意 71 8：l

综上所述，市场调查是市场营销的基础，而旅

游者问卷调查是市场调查的的重要手段，本次中美

高校在黄山地区进行的外国旅游者联合调查。只是

一次尝试。统计数据给我们许多启发、希望：“旅游

局与旅游企业要高度重视市场调查信息，借以改进

工作，提高市场营销的效率，这才是市场调查的最

终目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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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Ilternational Tourism in Three World Heritage Sites

——Ca∞Studi鸭of Mt．Huangshan，Xidi Vmage and Hongcun Village
Zhang Shan铲heng，YarIg Qi，Al鼬tair M．Morri∞n，Yan Cheng

(1．Depan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A11hui UIliversit)r，Hefei230039，China，

2．Bnu Int唧ational TmVel，3．UniVersit)，of Illinois U小删Cham叫肌Ame—ca)
Abs”act： Among China，s tllirty—IfiVe Wodd Heritage Sites，many su饪矗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intemationally 丽ented cul￡uraJ ￡ourism． One p—mary cause is tlle lack of research on fbrei印 t豫vele瑁

which decreases 山e e￡ficienc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Through tlle investigation into tlle

basjc features of foreign tmvelers， jncluding their info阳mtion disseIIli∞tion， traveling motiv瞄， local

experiences and their evalu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traveling activities， the paper ai咖 to

improVe t}le undellstanding of mental demands鲫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travele璐，which wiU

enable market expansion to become more targeted and efficient．

Key wordS：Mt Huangshan；Xidi village，Hongcun Village；World Cultural Heritage；heritage tourism

·徽州文化小资料·

文 会

文会是地方文人、士绅自发成立的一种较松散的读书、聚会和学术交流团体，以“言规行矩，讲学明道。

砥砺名节，宣布教化”为基本宗旨。参加者多为致仕或休假在乡的官僚、举人、秀才以及尚未取得功名的读书

人等。

文会定期集会，讨论的内容各异，或研讨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著作，探微索隐；或讨论文学，吟诗作赋。

有的文会也规定研讨的范围。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歙县岩镇(今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有南山、斗山、

呆山等文会，其中南山文会会例即规定只接纳文学研习者，不接纳经学研习者。万历末年。该地又建有友善

文会，明确规定只研究经学。到清代，文会还发挥了乡村基层组织的功能。许承尧《歙事闲谭》录《歙风俗礼教

考》记载：“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呜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

明清徽州著名文会还有沙溪凌氏北园文会、潜口文会、唐模许氏文会、南七里头张氏飞霞文会及玉泉文

会、臬山文会等。黟县五都聚奎文会创始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才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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