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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al progress, cult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nd	it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tourism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ultural	touris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incom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encouraging resi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its negative impact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refore, the utiliz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provision of tourism services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cultural tourism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mak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plans,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to achieve sustain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loc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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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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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旅游已成为中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日益
显著。论文从文化旅游的概念和功能分析出发，探索文化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文化旅游对旅
游目的地居民的经济收入提升、就业机会增加、文化交流活动丰富等方面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促进文化
旅游健康发展，鼓励居民积极参与，预防和舒缓其负面影响，能提高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旅游资源的
利用和旅游服务的提供必须考虑到文化旅游对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作出相应的政策和规划和执行措施，以实现文化
旅游和地方社区的持续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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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旅游作为中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已

经深入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否认，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旅游已在多个方面改善了旅游目

的地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然而，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环境压力的增加，居民生活费用

的上涨等，进一步影响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

水平。这种双重境况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文化旅游对地方居

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以确保其负面影响能被有效预防和舒

缓，从而提升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区总体福

祉。对此，本研究以文化旅游的概念和功能为基础，结合社

会调查和数据分析，深入探索文化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

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本研究的目标是全面理解文化旅游对旅

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为旅游资源的利用和

旅游服务的提供政策和规划的参考，以期促进文化旅游和地

方社区的持续和协调发展。

2 文化旅游的概念及功能分析

2.1 文化旅游的定义及其历史背景

文化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

关注 [1]。它是一种以游客参与和体验为主、强调文化传承和

交流为核心的旅游。其层面包括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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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情、历史文化、艺术风格等的直接了解、参与和交流。

而这种直接的接触，往往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他们

的人生观念带来冲击和启迪，这也是文化旅游的独特之处

所在。

从历史背景角度讲，人类社会在各个阶段都有出游的

形式，人们游历四方以满足对自然、对文化的好奇和探索之

心。在古代，该游历过程多为宗教朝拜、商业贸易、科研探

索等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国家间通信和交通

技术的提高，文化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这也标

志着当代社会旅游成为众多人获取知识、体验生活、享受休

闲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对文化旅游的定义上，国内外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

见解，但研究的主旨基本一致：它是一种以了解、参与和体

验不同文化为主的旅游形式。这个定义强调了文化旅游对于

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性及其对于改善和丰富人们生活方

式的独特作用。

文化旅游的演变，观察其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它是一

种有着很强的人文色彩的旅游形式，而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和

消费的过程。在古代社会，人们通过朝拜、贸易、探索等方

式了解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通过对其文明成果

的了解和学习，提高自我，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

提升 [2]。

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生

活的需求也日益增强，文化旅游此时的出现无疑满足了人们

的这种需求。并且，此类旅游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深度参与和

理解，能够帮助游客形成全球化的视野和包容性的心态，这

对于提升人类全面和谐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文化旅游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及其

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产生了深远影响，这

也构成了论文研究的重要背景。

2.2 文化旅游的主要功能及其特点
文化旅游源于人类对知识的探索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

欣赏。它既是一种认知功能，又是一种社会功能。当人们选

择一次文化旅游，他们不仅想要体验迷人的景点，更重要的

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获取知识，了解新的文化。这就使文化

旅游承载了教育的功能。

一方面，文化旅游促进了人文知识的传播和传承。通

过参与和亲身体验，旅游者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思考文化

现象，加深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从而促进不同文化的尊重

和包容。另一方面，文化旅游对于承载文化记忆的地方来说，

既丰富了文化生活，也使得这些文化记忆得以保存和发扬，

被更多人所共享。

文化旅游更具消费性质。它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满足

了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给各地带来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其替代了传统的单一观光旅游，发展为深度参与

和体验的新的旅游方式。此趋势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不可

忽视。

文化旅游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和富含内涵。它涵盖了各

种文化元素，既包括物质元素如建筑、艺术品、风土人情，

也包括非物质元素如风俗习惯、历史故事、民族传说等。

这使得文化旅游不仅能够吸引大众的参与，也能满足个别

需求。

文化旅游以解读文化的方式进行，注重对于文化内涵

的挖掘和表达。这使得文化旅游具有更高的教育价值。旅行

者在观光中深化了对文化的理解，有效整合了旅游与教育。

文化旅游的持续增长趋势下，不断呈现出更多新的特

点和潜力。例如，文化旅游在本土和跨国的形式中呈现出更

大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以及结合新技术、大数据等元素，使

文化旅游更为智能化、个性化 [3]。

对此，应对文化旅游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运用先进

的旅游理论，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促进其发展，并使其最

大程度地提高公众对文化的认识，增强消费者的文化体验。

文化旅游的发展与文化保护的落实也应互相配合，扎实推

进，同时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2.3 文化旅游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文化旅游在中国发展迅速。政府

的大力支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日渐提升的国民消费

水平都为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助推。在中国，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以文化旅游作为其主要的产业支柱，将

其市政发展与文化资源进行有机的结合。

可预见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未

来文化旅游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并且更加具有个性化、多

元化的特点。另外，随着大众对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理

念的认同度逐步提高，文化旅游也会向生态和可持续方向

转变。

文化旅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文化冲击、环

境压力等，这对研究文化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

量的影响产生了重要的启示。这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思考和方向。

3 文化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量
的影响研究

3.1 文化旅游对地方居民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影响
文化旅游的发展，通常可以带动目的地地方居民的经

济收入增加。特定的文化旅游产品，如艺术表演、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等，往往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这为地方居民

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由此带动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提高。

另外，地方居民可以通过租赁或销售土地、建筑物及其他资

源，获得土地租金、房租等收入。这些收入来源对于地方居

民来说非常实际，往往能够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

3.2 文化旅游对地方居民生活费用和环境压力的影响
文化旅游的发展亦可能导致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费用

的上涨。当文化旅游发挥其经济效应时，会对目的地带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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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涌入，消费需求增大，使得住宅、食品、水资源等生活必

需品的价格上涨。文化旅游的发展通常会对环境产生压力，

包括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地方居民可能需

要承受与此相关的各种环境压力，如噪声、塑料垃圾、环境

破坏等。

3.3 文化旅游对地方居民文化交流活动及生活水平

的影响
除经济和环境影响外，文化旅游亦具有重要的社会和

文化影响。文化旅游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形式，为地

方居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交流机会。地方居民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了解到外界的新鲜事物，扩大视野，提升自我。这对于

提高地方居民的精神生活质量，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文化旅游的发展可以改善地方居民的居住和交通设

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改善地方居民的生活水平。

过度的文化交流可能对当地文化产生冲击，导致地方

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下降。适度的文化旅游开发和良好的旅游

管理对于保障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研

究和探讨文化旅游与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关系，对于实现文

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

实践意义。

4 文化旅游和地方社区的协调发展策略

文化旅游发展如火如荼，协调文化旅游与地方社区的

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性。那么，如何制定出一个恰当的协调发

展策略，使文化旅游与地方社区共享利益，创造良好的旅游

环境，减少不利影响，在政策与规划，居民参与，以及预防

和舒缓负面影响等方面寻求答案，呈现出以下主要观察和

分析。

逐渐优化并推动文化旅游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划

措施极其关键。政策规划是协调文化旅游与地方社区发展的

基石和引导，政府首先应制定出全面、科学、系统的文化旅

游政策，以明确旅游项目的目标和路径。关于文化旅游的各

项规划应实现多部门、多层次的协调，确保旅游资源的合理

开发与利用。

积极引导和鼓励地方居民参与文化旅游的方式和方法

极为重要，以实现地方居民与文化旅游的共享共赢。而社区

居民是旅游目的地文化的直接携带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积极

参与和接纳，对于文化旅游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故而，培养社区居民文化知识和服务能力，激发他们

的参与热情和维护意识，确保他们从文化旅游中获得应有的

利益，也是平衡地方社区和旅游发展的有效策略。

再者，建立规范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制定具有因地制

宜的、针对性的维护措施，以预防和舒缓文化旅游可能带来

的负面影响。如何在保护环境和文化资源地减轻经济压力，

减少文化冲击，确保地方社区居民的生活不受影响是摆在

面前的问题。例如，制定严格的旅游数量和活动控制措施，

环境和文化资源保护法规，创建理念合理、科学管理的旅游

项目。

制定并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方的

意见和需求，以保持地区的持久发展。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业

的发展方向，需要更多地注重社区居民的利益并充分发挥其

在项目中的主体作用，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制定和

执行文化旅游和社区协调发展策略具有多重意义。希望通过

以上探讨和建议，能为中国文化旅游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

实践者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启示。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对文化旅游概念和功能的深入分析，系统

地探讨了文化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文化旅游在提高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加就业机会，

丰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文化旅游的发

展同时也带来了环境压力和生活费用的上升，对居民生活质

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要实现文化旅游和地

方社区的持续和协调发展，我们需要在旅游资源的利用和旅

游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充分考虑其对地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

响，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规划，以预防和缓解其负面影响，

提升旅游目的地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推动文化旅游对社区

福祉的贡献。此研究希望可为文化旅游的健康、和谐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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