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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陶坪羌寨为例，利用赖芙（Ｒｙｆｆ）的心理幸福感量表，通过问卷调查、聚类分析、交

叉列联表等方法，分析社区旅游参与对少数民族女性心理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对心 理 幸 福 感６个 维 度

的聚类分析，将社区女性分为从属型、进取型、均衡型和消沉型４类群体，发现４类群体在旅游参与程度

上表现出显著差别。研究表明，旅游参与对民族社区女性心理幸福感有积极提升作用，但幸福感存在倒

“Ｕ”型波动，参与活动表现出一种“适度参与”的特征，即适度的参与使女性心理幸福感维持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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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人们对积极心理学越来越关注，关于

幸福感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各个学科 的 重 视。［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以 来，以 赖 芙（Ｒｙｆｆ）为 代 表 的 一

些心理学研究者从西方哲学中的完善论幸福观传

统出发，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２］在赖芙

等人看来，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而且包含了通

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的完美体验。为此他

们 采 用 另 一 名 词“心 理 幸 福 感”（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同时，赖芙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多重

测量 维 度，并 编 制 了 多 维 度 的 心 理 幸 福 感 量 表。
该量表包含６个维度：自主、环境控制、个人成长、
积极的人际关系、生活目的和自我接受，［３］［４］成为

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心理幸福感模型。
目前国内 一 些 学 者 对 心 理 幸 福 感 进 行 了 研

究，邢占军等对Ｒｙｆｆ心 理 幸 福 感 量 表 进 行 检 验，
探讨此量表适用于我国城市居民的可能性。研究

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心理幸福感量表效度尚可，具
有进一步试用的价值。［５］刘发勇等人主要 研 究 了

成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和相关因素，发现：不
同年 龄 的 成 年 人 在 个 人 成 长、积 极 关 系、生 活 目

的、自我接受上有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的成年人

在自主性、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６］崔春华等以９５８名 师 范 大 学 学 生

为测试对象，对心理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心

理幸福感的回归方程。［７］由于测量方便，学生和居

民群体仍然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是关于旅游地

不同人群的幸福感的研究还很缺乏。
近十多年来，乡村民族社区旅游开发 成 为 西

部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旅游开发一方面使得当

地社区获得了经济和社会上的快速发展，另一方

面，由于旅游开发导致乡村社会构成、价值观念的

变化，对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皆产

生了深刻影响。从幸福感角度认识这种影响，不

仅可以深化民族旅游影响研究，而且对乡村民族

旅游和谐、健康发展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鉴于此，
本文以四川桃坪羌寨女性为调查对象，分析西部

民族旅游社区女性的幸福感表现和人群差异。重

点探讨旅游参与状况对女性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为相关理论探索提供案例数据，为当地社区旅游

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域及方法

１．研究区域

桃坪羌寨，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理县桃 坪 乡 桃

坪村，是岷江流域杂谷脑河畔的典型羌族古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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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建筑，户户相连的通道和纵横交错的地下

水网而著称。［８］［ｐ．４－１２］桃坪羌 寨 距 今 已 有２１００多

年历史，由两座石雕和石室民居群拼合联接依山

而建，形成了一个建筑严谨、气势恢宏的建筑群，

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筑文化艺术，被专家

学者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古堡”。［９］［ｐ．２９－３７］［１０］［ｐ．１２－２９］

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８年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名录，２０１１年被评为

十大四川最美村落。目前正与甘堡藏寨捆绑申报

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

２．问卷设计与调查

调查问卷包括３部分内容：第一部分 是 当 地

女性的人口统计学信息；第二部分是女性参与旅

游的程度，包括从事职业、参与时间和获得的旅游

收入；第三部分是女性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包括独

立自主、人际关系、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生活目标

和自我 接 受６个 维 度，共１２项 关 于 幸 福 感 的 表

述，这一部分采用５分制的李克特量表，要求调查

对象用１（很不同 意）～５（完 全 同 意）的 等 级 方 法

来表明自己对表述的态度。调查小组 于２０１２年

７月１５日－３１日在桃坪羌寨的老寨和新寨对当

地女性展开 随 机 抽 样 问 卷 调 查，共 发 放 问 卷２００
份，回 收 整 理 后 获 得 有 效 问 卷１５４份，有 效 率

７７％。借助统计分析软件ＳＰＳＳ１１．０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１．女性人口统计学特征

如表１所示，在年龄分布上，由于调查选择在

非节假日的时间进行，所以３０－５９岁的女性比例

最 高，合 计 占 ６９．５％，１８岁 以 下 的 女 性 仅 占

１．９％。在文化 程 度 上，小 学 教 育 水 平 的 女 性 占

２８．６％，初中教育水平的女性占２２．１％。在婚姻

状况上，已 婚 女 性 占 大 多 数，比 例 高 达８７．７％。

从旅游的参与时间上来看，有２９．９％的女性零星

参与或未参与旅游活动，２２．１％的女性参与旅游

时间少 于３年，参 与 时 间 在３－１０年 的 女 性 占

３１．８％，剩下１６．２％的女性参与旅游多于１０年。

从旅游个人收入上来看，没有获得旅游收入的女

性占２６．６％，１８．８％的女性获得少于５千元的年

收入，１０．４％的女性获得５千－１万 元 的 旅 游 年

收入，获得多于２万元年收入的女性占１４．３％。

表１　女性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 项目 人数 比例（％） 变量 项目 人数 比例（％）

年龄 １８ 岁以下 ３　 １．９ 婚姻状况 其他 ３　 １．９
１８－２９ 岁 ３３　 ２１．４ 参与时间 零星参与或没参与 ４６　 ２９．９
３０－４４ 岁 ４６　 ２９．９ 少于３年 ３４　 ２２．１
４５－５９ 岁 ６１　 ３９．６　 ３－６年 ２６　 １６．９
６０岁以上 １１　 ７．１　 ６－１０年 ２３　 １４．９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２７　 １７．５ 多于１０年 ２５　 １６．２
小学 ４４　 ２８．６ 旅游收入 没有 ４１　 ２６．６
初中 ３４　 ２２．１ 少于５０００元 ２９　 １８．８
高中 ２７　 １７．５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１６　 １０．４

大专及以上 ２２　 １４．３　 １０００１元－１５０００元 １７　 １１．０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６　 １０．４　 １５００１元－２００００元 ２９　 １８．８

已婚 １３５　 ８７．７ 多于２００００元 ２２　 １４．４

　　２．社区女性心理幸福感总体水平分析

量表采用Ｒｙｆｆ１９８９年 编 制 的 多 维 度 心 理 幸

福感量表中的１２个测查心理幸福感的项目，有６
个维度：独 立 自 主、人 际 关 系、环 境 控 制、个 人 成

长、生 活 目 标 和 自 我 接 受，［１１］每 个 维 度 里 面 有２
个问项，合计１２项表述。量表采取五级 评 分 制，

分值意义为：１分＝很不同意，２分＝不同意，３分

＝一般，４分＝同意，５分＝很同意。分值越高，幸
福感越高，据此来分析当地女性的心理幸福感水

平。表２是女性的心理幸福感各项均值分析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桃坪羌寨女性的心理幸福感总体

水平较高，各维度得分皆高于中值（６分），整体均

值为４４．６５，高于中值３６分。在各个测量维度当

中，环境控制（７．６８）、人际关系（７．６５）得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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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７．５５）、生活目标（７．５５）得分次之；自我

接受（７．１７）、独立自主（７．０５）得分较低。环境控

制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内部的差异性小，生活目

标和自我接受两个维度内部的差异性大。
表２　女性心理幸福感均值

项目 均值 标准差 项目 均值 标准差

一、独立自主维度 ７．０５　 １．２５８ 四、个人成长维度 ７．５５　 １．２８５
一般遇到事情，我都是自己做决定 ３．９８　 ０．７７７ 这几年，我进步了不少 ３．７０　 ０．８３０

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３．０７　 １．１１０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如意，我要努力改变 ３．８５　 ０．８５９
二、人际关系维度 ７．６５　 １．１９９ 五、生活目标维度 ７．５５　 １．５９３

当我有话要说时，村里的人会听我说 ３．７４　 ０．８１０ 我喜欢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 ３．３８　 ０．８８１
我和村民关系很好 ３．９１　 ０．６１３ 有了目标，我就会努力去实现 ４．１７　 ０．８５７
三、环境控制维度 ７．６８　 ０．９８７ 六、自我接受维度 ７．１７　 １．３４４

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我都处理得很好 ３．７８　 ０．５８１ 和别人相比，我感觉自己挺不错的 ３．５２　 ０．８６９
我和身边的人关系很好 ３．９０　 ０．６１５ 我很相信我自己 ３．６５　 ０．７０７

总体心理幸福感 ４４．６５　４．１６８

　　三、桃坪羌寨女性心理幸福感聚类分析

（一）聚类分析

本研究 利 用 快 速 聚 类 分 析 方 法 即 Ｋ－Ｍｅａｎｓ
均值聚类法来细分不同女性类型的特征，即以心

理幸福感各个维度的得分为原点进行聚类，聚类

中心由ＳＰＳＳ１１．０软 件 自 动 生 成，方 法 上 选 择 迭

代与分类，最大迭代次数和收敛阈值标准按系统

默认。为了对分类的效果进行进一步检验，采用

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进 行 显 著 性 检 验 输 出，聚 类

及检验结果表明，４类分类最合理，所选择的６个

维度在４种 类 型 之 间 的 差 异 都 达 到 了 显 著 水 平

（如表３所示）。按照心理特征对４种女性人群进

行命名，分别为从属型、进取型、均衡型和消沉型。

各类型的具体特征如下：
表３　女性心理幸福感的聚类分析

变量 类别１ 类别２ 类别３ 类别４ Ｆ值及其显著性

Ｎ１＝５３ Ｎ２＝３９ Ｎ３＝２４ Ｎ４＝３８
独立自主 ６．６　 ７．５　 ８．２　 ５．９　 ４４．４４４（．００５）＊
人际关系 ８．３　 ７．１　 ８．０　 ７．２　 ３１．５５４（．０００）＊
环境控制 ８．３　 ６．９　 ８．４　 ７．１　 ３１．３７６（．０００）＊
个人成长 ６．３　 ８．０　 ８．１　 ７．８　 ２５．２５０（．０００）＊
生活目标 ７．３　 ８．４　 ８．５　 ６．０　 ４５．６９７（．０００）＊
自我接受 ６．４　 ７．７　 ８．０　 ６．６　 ２４．２４４（．０００）＊

心理幸福感 ４３．２　 ４５．６　 ４９．２　 ４０．６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５。

　　１．从属型女性。这类女性一共 有５３人，占

有效被调查 者 的３４．４％。心 理 幸 福 感 平 均 得 分

是４３．２分，在４类中排名第３。其中人际关系得

分在４类中最高，个人成长和自我接受得分最低，

在独立自主和生活目标的维度上处于中下水平。

这类妇女与村民关系融洽，在羌寨旅游开发过程

中，认为自身进步缓慢，不相信自己，独立自主能

力较差，对社区环境的依赖性强，旅游参与中处于

从属地位。

２．进取型 女 性。该 类 型 共 有３９人，占 总 体

样本 的２５．３％，心 理 幸 福 感 得 分 较 高，为４５．６

分，是４类中的中间型。该类的特征是人际关系

和环境控制的得分在４类中最低，在独立自主、个
人成长、生活目标、自我接受上均较高。说明她们

能够独当一面，积极主动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对
未来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由

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和村民关系不太融洽，对

于旅游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些措手不及，不能及时

有效地处理问题，找到解决的策略。

３．均衡型女 性。这 个 类 型 包 括２４名 女 性，

占总体样本 的１５．６％。这 类 群 体 心 理 幸 福 感 最

高，为４９．２分。她们的特征是除了人际关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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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第１类稍低以外，其余５个维度的得分在４类

中最高。说明她们能够独立解决问题，与村民和

谐相处，相信自己，能够正视自己的优缺点，有明

确的生活目标，具备不断发展的自我意识，希望自

己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和进步。

４．消沉型 女 性。这 个 类 型 共 有３８人，占 总

体样本 的２４．７％。心 理 幸 福 感 得 分４０．６分，是

心理幸 福 感 最 低 的 一 群 人。这 类 女 性 在 独 立 自

主、生活目标方面，得分在４个类型中最低，个人

成长处于中等水平，其他各项得分在４类中皆处

中下水平。这类妇女缺乏独立自主能力，对自己

未来的生活缺少打算，但对社区生活有较好的适

应，对自己的发展现状较为认可。
（二）不同类型的社区女性的构成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求旅游社区女性群体的心理幸

福感在人口学特征和旅游参与程度上是否存在差

异，对这４种类型女性的心理幸福感与人口统计

学指 标 和 旅 游 参 与 程 度 进 行 交 叉 分 析 （Ｃｒｏｓｓ－
ｔａｂ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４类女性的交叉分析 结 果 表 明，

这４类人群在家庭年收入、参与旅游的时间和获

得的旅游收 入 这３个 方 面 的 差 异 达 到 了 显 著 水

平。在学历方面的差异虽未达到显著水平，但也

较明显，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则不明显。

表４表明，从属型女性以中青年为主，年龄在

３０－５９岁之间的占７５．５％，其中３０－４４岁青壮

年占４１．５％，为４类人群最高；文化程度最低，小

学以下和小学文化者共计占５４．５％，小学以下文

化水平比例在４类 中 最 高，占２４．５％；已 婚 女 性

居多；收入水平中等偏下，７６．５％的女性家庭年收

入在４万元以下；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的农牧业、

外出打工为主，共占６５．８％；只有１６．２％的女性

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旅游经济收入低，５８．８％的

女性没有获得旅游收入，１３．２％的女性每年获得

不到５０００元的旅游收入。这类女性因较 少 参 与

旅游，没有客源抢夺和利益纠葛，所以和村民关系

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密。这类以没参与旅游的女性

为主体的群体心理幸福感较低。

进取型女性年龄分布相对均衡，年龄在１８－
５９岁 的 人 占 ８４．３％，６０ 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占

１３．１％，老年人比例在４类女性中最高；在受教育

程度上，小学 文 化 水 平 的 占３３．３％，初 中 文 化 水

平的占２９．４％，处 于４类 中 的 中 等 水 平；已 婚 女

性占８４．３％；收 入 水 平 最 高，５９．１％的 女 性 家 庭

年收 入 多 于６万 元；收 入 来 源 以 旅 游 居 多，占

５２．１％；从 旅 游 工 作 上 看，旅 游 私 营 业 主 占

６６．７％，这在４类中比例是最高的；从旅游参与时

间上看，参与时间长，２３％的女性参与旅游有６－
１０年，４８．４％的女性从事旅游超过１０年，是４类

女性中比例最高的；同时，获得的旅游收入也是最

多的，旅 游 年 收 入 在１．５万 元 以 上 的 女 性 占

６４．１％。这类女性平均参与旅游 时 间 最 长，旅 游

经 济 收 益 最 高，但 心 理 幸 福 感 水 平 没 有 达 到 最

高值。

均衡型女性年龄主要分布在１８－５９岁之间，

１８－２９岁的青年女性在４类中所占比例最高，为

３４．１％；受教育程度在４类中最高，高中和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分别占３４．６％和２７．８％；收入

水平较高，４１．７％的家庭年收入在４－６万元；收

入来源以旅游和副业居多；在旅游工作上，景区雇

员所占比例最高，达到３７．１％；这类人参与３－６
年旅游所占 比 例 达 到４５．７％；在 旅 游 收 入 上，女

性获得１万 元 以 上 年 收 入 的 占 到７９．７％。这 类

人群普遍受教育程度高，能积极参与到羌寨的旅

游开发活动中，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坦然处理

旅游参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够较好地协调各

种关系，心理幸福感水平最高。

消沉型女性以中青年为主，其中４５－５９岁的

中年女性占５８．９％；文 化 程 度 中 等，以 小 学 初 中

为主，小学以下教育程度偏高，占１９％；已婚女性

为主；收入水平较低，４９％的女性年家庭年收入在

２－４万元；收入来源以旅游为主，占６７．６％；从旅

游工作上来看，旅游商品的加工及销售所占比例

最高，达到６８％；参 与 旅 游 的 时 间 少 于３年 的 女

性占４７．６％，旅游年收入在５千元以下的女性占

４２．９％。消沉型女性学历偏低，没有足够 的 资 金

开办家庭旅馆餐馆，只能靠向过路的游客出售土

特产和工艺品来参与旅游服务。这类妇女一部分

有零售摊位，一部分属于提篮叫卖的游商，由于景

区改 制 等 原 因，这 些 妇 女 的 利 益 难 以 得 到 保 证。

另外，部分妇女来自邻近村落，经营过程中受到景

区村落的排挤，心理幸福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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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心理幸福感人群构成特征交叉分析

变量 项目 从属型 进取型 均衡型 消沉型 Ｘ２　 ｄｆ　 ｐ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１．９％ ２．６％ ４．１％ ０．０％ １０．５３１　 １２　 ０．５６９
１８－２９ 岁 １７．０％ ２３．５％ ３４．１％ １９．０％
３０－４４ 岁 ４１．５％ ２５．５％ ３１．３％ １７．３％
４５－５９ 岁 ３４．０％ ３５．３％ ３０．５％ ５８．９％
６０岁以上 ５．６％ １３．１％ ０．０％ ４．８％

学历 小学以下 ２４．５％ １１．８％ １０．３％ １９．０％ ２０．８７２　 １２　 ０．０５２
小学 ３０．０％ ３３．３％ １０．３％ ３４．０％
初中 １３．４％ ２９．４％ １７．０％ ２８．０％
高中 １５．１％ １５．７％ ３４．６％ １０．１％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０％ ９．８％ ２７．８％ ８．９％
婚姻状况 未婚 ７．５％ １３．７％ １１．８％ ９．５％ １０．２３５　 ６　 ０．１１５

已婚 ９２．５％ ８４．３％ ７９．３％ ９０．５％
其他 ０．０％ ２．０％ ８．９％ ０．０％

家庭年收入 少于２００００元 ３１．２％ １３．７％ ７．６％ ３２．９％ １９．１２４　 ９　 ０．０２４＊
２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元 ４５．３％ １１．６％ ３０．５％ ４９．０％
４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元 １１．５％ １５．６％ ４１．７％ １３．３％

多于６００００元 １２．０％ ５９．１％ ２０．２％ ４．８％
主要收入来源 农牧业 ２８．３％ １２．５％ ３．５％ ４．８％ ９．５４４　 １２　 ０．６５６

旅游业 １１．９％ ５２．１％ ４１．３％ ６７．６％
副业 １０．９％ １２．７％ ３４．５％ ４．３％

外出打工 ３７．５％ １３．８％ １３．８％ ９．５％
其他 １１．４％ ８．９％ ６．９％ １３．８％

旅游工作 旅游私营业主 ０．０％ ６６．７％ １７．９％ ４．８％ １８．３２３　 １５　 ０．２４６
旅游商品销售 ５．７％ ９．２％ １１．３％ ３６．４％
旅游商品加工 ３．８％ ７．８％ ９．９％ ３１．６％

私营雇工 １．９％ ５．９％ ８．５％ １１．６％
景区雇员 ４．８％ ７．８％ ３７．１％ ４．７％

其他 ８３．８％ ２．６％ １５．３％ １０．９％
参与旅游时间 零星参与或没参与 ７４．２％ １１．２％ ３．８％ ４．８％ ２４．０７６　 １２　 ０．０２０＊

少于３年 ９．４％ ９．６％ ２８．６％ ４７．６％
３－６年 ３．８％ ７．８％ ４５．７％ ２３．８％
６－１０年 ５．７％ ２３．０％ １６．５％ １９．０％
多于１０年 ６．９％ ４８．４％ ５．４％ ４．８％

旅游收入 没有 ５８．８％ １４．６％ ５．４％ ９．５％ ２７．３４０　 １５　 ０．０２６＊
少于５０００元 １３．２％ １３．５％ ３．４％ ４２．９％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９．４％ ３．９％ １１．５％ １９．０％
１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元 ５．７％ ３．９％ ３１．４％ １０．１％
１５００１元－２００００元 ５．８％ ２８．２％ ３７．５％ １４．３％

多于２００００元 ７．１％ ３５．９％ １０．８％ ４．２％

　　　　注：表中Ｘ２ 表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卡方值，＊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５。

　　四、讨论与结论

不同于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强

调个人的积极或消极情感体验，心理幸福感关注

人的 潜 能 的 实 现（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自 我 表 现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１２］Ｒｙｆｆ从６个维度衡

量心理幸福感，认为心理幸福的人具有以下特征：
对自己拥有积极的态度，对生活乐观；能与他人建

立并 保 持 真 诚 亲 密 的 关 系；对 生 活 有 目 标，有 信

念；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潜能，认识到自己的进步；
以内在自我调整行为，以个人标准评价自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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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和创造适合个人需求的环境，实现个人价值。
相反，心理幸福感低的人：从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人

去做决定，在处理日常事物方面比较吃力，感到自

身处于停滞状态，在人际交往中感到孤独，有挫折

感，做事缺乏目标和方向，对自我不满意，希望完

全改变自己。［５］［１３］

现有研究表明，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幸 福 感 有

一定的解释作用。其中已婚可以作为自我接纳和

生活目标的预测变量；女性可以预测积极的人际

关系和个 人 成 长。［１３］Ｋｅｙｅｓ等 人 发 现，受 教 育 水

平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着较小的相关。［１４］我国

学者关注到了民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别，与汉族相

比，少数民族的幸福感水平较低。陈田林将江西

中医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藏、蒙、回、维４个少数

民族）与普通汉族大学生幸福感及幸福指数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两者在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社会幸福感及幸福指数上有显著差异，少数民族

大学生在这４个幸福指标的平均得分上都低于汉

族大学生。［１５］周 末、毛 燕 等 人 对 贵 州 省５所 大 学

的１２５８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民

族大学生只有中等程度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和正性

情感。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较高的负性情感。
和国内其他学者对汉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结果［１６］相比，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 福 感 更 低。［１７］

少数民族的幸福感水平普遍偏低，这与他们所处

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如生存环境封闭、经济条件

差、教育水平低、生产方式单一、交通不 便 等。除

了人口学变量，一些外在因素也对心理幸福感具

有预测能力。如搬迁有助于老年女性心理幸福感

的提升，照顾子女则有助于老年人感受到生活的

方向和目标。［１８］社会支持对心理幸福感有一定的

预测作用，与心理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７］

本研究将西部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和女性

参与作为一种外在因素，考察其对社区女性心理

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调查社

区羌族女性的心理幸福感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中

间水平），说明旅游参与对羌族社区妇女的心理幸

福感有重要的提升作用。社区旅游的开发，使得

传统封闭的社区对外开放，社区环境和生产、生活

状态发生改变。民族社区女性由于其独特的文化

承载特性和参与旅游服务业优势，积极参与到旅

游开发过程当中，这种参与为社区女性改变自我

认知、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为少

数民族女性个人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从桃坪

社区整体来看，社区旅游改善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羌族妇女个人

发展上来看，旅游开发使民族妇女增强了自信心，
提高了她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促使她们学会

承受旅游开发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同时抓住机遇，
与各类人群构建互动的人际关系，积极构建自己

的生活目标，为羌族妇女积极心理的产生做出了

贡献。
然而，通过聚类分析显示，旅游参与的程度与

社区女性心理幸福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

系，如果用旅游收入和参与时间衡量参与程度，则
幸福感存在倒“Ｕ”型 波 动，参 与 活 动 表 现 出 一 种

“适度参与”的特征，即适度的参与使女性心理幸

福感维持较高水平。从研究结果来看，桃坪羌寨

参与旅游时间最长（多于１０年为主），平均旅游收

入最高的 女 性 群 体 并 不 是 心 理 幸 福 感 最 高 的 群

体。反而适度参与（３－６年为主，平均收入较高）
的群体心理幸福感水平最高。从桃坪羌寨个案来

说，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如下解释：１９９６年，桃坪个

别女性带头参与旅游，在自己的家里招待过路游

客，首先致富。随后经过当地政府鼓励和组织，更
多妇女慢慢 加 入 旅 游 的 行 列。２００８年 汶 川 大 地

震以后，由于老寨的修复和新寨的开发等原因，前
期已有积累的女性更加强势，贫富差距拉大。而

此时由于新寨开发，竞争加剧，寨子里的旅馆业主

互相争抢客源，关系紧张，所以邻里之间并不像以

前那样关系融洽。加之景区实行新的门票政策，
使得生意并不如前，社区旅游进入困顿时期，进取

型女性群体的心理幸福感水平降低。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参与大致 都 经 历

了相同的阶段，即个别参与、组织参与、普遍参与

等，在整个参与过程中，社区经济和社会都得到了

发展。但随着参与阶段的演进，多种利益群体的

介入，旅游经营竞争的加剧，社区成员幸福感水平

可能会呈现由初期的增高到后期的下降特征。如

果从旅游开发促进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角

度来看，这种现象有悖于旅游发展的初衷，值得关

注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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