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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旅游动机、体验与影响研究


宗圆圆

（闽江学院 旅游系，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公益旅游兴起于欧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近四十年发展，成为一种与志工服
务活动、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等相融合的旅游形式，并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行。通

过对东西方背景下的公益旅游前期研究和近况发展的整理和归纳，总结出公益旅游动机、体验

和影响三大领域的主要理论，并指出公益旅游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等未来发展趋

势，旨在为日后相关研究提供研究思路，推进我国公益旅游实践以发挥其在实现人、社会、生态

三者和谐发展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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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公益旅游（ｖｏｌ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ｍ）是一种将志工服务

行为（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与旅游相结合的新型休闲度假
活动。最早的公益旅游源于西方传教士的朝圣布

道旅行（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ｔｒａｖｅｌ）。在一些有浓厚宗教信
仰的国家如印度，公益旅游往往与传统的朝圣、宗

教节庆联系，被认为是用后现代主义形式来展示

传统的朝圣旅游。现代意义的国际公益旅游开始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旅游者反感福特消费

主义，开始追求非大众性旅游消费形式，并将可持

续发展、背包自助和志工服务等新旅游理念融入

跨国旅游活动中，使公益旅游得以迅速发展。著

名的公益旅游派遣组织如 ｅａｒｔｈｗａｔｃｈ、ｉｔｏｉ、ＵＳ
ＰｅａｃｅＣｏｒｐｓ、Ｇｒｅｅｎｆｏｒｃｅ等以及旅游企业、政府、慈
善机构、学校采用商业化或者公益化的方式来组

织公益旅游活动。随着网上预订和旅游虚拟社区

的兴起，许多志工旅游者（ｖｏｌ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ｔ）通过公益
旅游专业网站（如 ｗｗｗ．ｖｏｌ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ｏ．ｕｋ）、自
助游组织（如多背一公斤）、网上旅游社包价（如

ｔｒ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三种主要方式开展不同类别的公益旅
游活动。通过检索最近英文以及港台主要文献，

结合目前国内外公益旅游发展状况，发现其研究

主要集中在公益旅游动机、体验以及影响三个方

面，因此需要系统梳理公益旅游的三大领域的研

究成果，为日后公益旅游理论发展以及我国的实

践运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二、公益旅游参与动机研究

现代意义的公益旅游源自于海外志工服务组

织（ＶＳＯ）和ＵＳＰｅａｃｅＣｏｒｐｓ等主要非盈利组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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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志工去欠发达地区进行社区援助。后来公益旅

游成为将志工服务和旅游活动相结合的一种非大

众化的旅游形式。早期公益旅游动机研究陷入其

动机是利他主义的先验范式。从公益旅游的历

史、概念和实践上看，志工旅游者的参与动机呈现

出多样化，受到旅游停留时间、旅游项目内容、个

体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一些志工旅游者由于经

济支付能力、签证等方面的限制而选择公益旅游

作为国外长期旅游的可支付方式。在西方注重实

践履历的教育体制下，新加坡等国家的学校和企

业在录取学生时考虑学生的文化适应性、社会责

任心等软指标，因此很多新生或者毕业生在间隔

年（ｔｈｅｇａｐｙｅａｒ）参与公益旅游以增加见识和能
力，培养自己的公益道德修养和就业、入学竞争

力，甚至将日后职业、专业的选择与公益旅游项目

设计相联系。Ｗｅａｒｉｎｇ采用互动论范式将志工旅
游者动机划为：１．提高个人意识和学习，２．提高人
际互动意识和学习、自信和自我满足［１］。Ｂｒｏｗｎ
和Ｌｅｔｈｏ发现参与公益旅游的三个主要动机分别
是体验不同文化、改变现状和寻求驴友友谊［２］。

Ｍｕｓｔｏｎｅｎ认为公益旅游的参与动机在利他主义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与自我中心主义（ｅｇｏｔｉｓｍ）之间波动［３］。

在具体的案例中，公益旅游呈现多种动机相互交

织的状况，这归结于公益旅游体验中自我（ｓｅｌｆ）
和他人（ｏｔｈｅｒ）的重叠矛盾和志工（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和
旅游者（Ｔｏｕｒｉｓｔ）双重身份的悖论［４］。自我（ｓｅｌｆ）
动机往往受他人（ｏｔｈｅｒ）动机和体验的影响，例如
在旅游决策和旅途过程中，由志工旅游者群体和

当地社区居民构成的他人不断影响志工旅游者个

人的动机，另外志工旅游者的利他主义身份特征

与休闲主义的旅游者身份让公益旅游各种动机的

界限模糊化和多元化。由新加坡 ＹＥＰ（ＹｏｕｔｈＥｘ
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组织的“非洲行动”（ＡｃｔｉｏｎＡｆｒｉ
ｃａ）公益旅游显示了志工旅游者大众旅游动机、志
工服务动机、非大众探险与挑战动机和便利经济

动机四种不同动机交织［５］。

当然公益旅游动机也随着旅游活动的时间长

短、旅游签证政策、旅游历程中的体验等因素而有

所变化，并且在旅途中不断修正自我的参与动机。

Ｏｍｏｔｏ从２０多年的志工旅游者案例研究中总结

出公益旅游的短期动机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宗教

价值观的关注他人动机（ｏｔｈｅｒ），但长期动机则是
求知、个人的自我认同和发展、获得社会尊重

等［６］。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志工旅游者根据同伴

经验的反馈，将公益旅游作为出国回避工作护照

的理由，其旅游决策隐含着工作实习和移民的潜

在动机，并且在旅游过程中不断转向潜在动机。

Ａｎａｎｄａ公益旅游项目的很多志工旅游者和宗教
信徒受到当地社区风气影响开始忘记原先的利他

援助动机，转为为了吸食大麻而前往旅游［７］。国

际志工服务组织（ＩＶＳ）主办的越南 ＫＯＴＯ项目中
志工旅游者多半是大学生。但在当地社区教员的

过高期望之下，原本追求互相学习和休闲体验的

动机变成了盲目的“专家化”指导动机，为了不辜

负当地社区赋予的高度期望或者塑造自我“专家”

“圣人”形象而放弃了原先的参与动机。这样不断

强化自己的利他主义和功绩主义动机影响着志工

旅游者的群体动机和未来参与的价值取向［８］。

关于影响公益旅游参与动机的因素研究和模

型设计，Ｍａｒｔｉｎｅｚ和 ＭｃＭｕｌｌｉｎ指出与志工旅游者
参与相关的六个变量分别为参与效用、个人动机、

参与要求、社会网络、生活方式改变和完成承诺，

而最终决定是否参与公益旅游活动的五个主要解

释因素依次为参与效用、完成承诺、社会网络、生

活方式改变和个人成长［９］。Ｃｏｇｈｌａｎ则将动机影
响因素划分为推力因素（ｐｕｓｈｆａｃｔｏｒｓ）和拉力因素
（ｐｕ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１０］（详见图 １）。Ｔｏｍａｚｏｓ和 Ｂｕｌｔｅｒ
预测原先由 ＮＰＯ提供低成本的公益旅游项目被
一些旅游企业提供的更为丰富舒适的商业化项目

所取代，使利他主义动机演变为纯粹的商业功利

主义动机［１１］。ＳａｌｌｙＢｒｏｗｎ运用 ＢＲＯＷＮ动机模
型来分析公益动机层次和影响志工旅游者参与动

机的因素。在基本需求层次（Ｂａｓｉｃｓ）上，公益旅
游必须提供安全、健康、旅游必要设施等基础保

障。一些公益旅游的参与动机基本上为了满足出

国旅游需求。休闲度假型志工旅游者很容易因为

住宿问题而放弃参与。在放松、休憩和更新层次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ｅｎｅｗａｌ）上，志工旅游者认为
旅游目的地必须满足休闲放松需求，而且能远离

惯常生活的压力和循规蹈矩，寻求身心放松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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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工作平衡，这也是影响参与动机的目的地选择

因素。在同一整合层次（Ｏｎｅｎｅｓｓ）上，志工旅游
者需要在社交和情感上获得人生平衡，能够与自

我、家庭、朋友甚至全球社区联系，获得整合的、有

质量的归属体验。因此是否能够创造社交与归属

氛围是影响志工旅游者参与互动型项目的主要因

素。在需求（Ｗａｎｔｉｎｇ）和入世（Ｎｏｗ）层次上，志工
旅游者的动机多半是获得与众不同的体验，活在

当下，入世有所为。很多志工旅游者平时生活在

凡间喧哗和忙碌之中，很难欣赏生活每个瞬间风

景。他们既不想活在过去，也不想畅想未来，或是

借助旅游逃避现实，只想体验当下世界上真实发

生的事情，专注于一件能够有始有终的、有意义的

事情，换得暂时的内心平静、愉悦和友爱，更像是

人生的旅行者。因此对未来的过多担忧而无法扎

根当代的时代思潮而引发的焦虑、紧张、压力，恐

惧等多种负面情绪也是激发志工旅游选择入世，

有所作为，反思与享受人生时光的公益旅游的重

要因素［１２］。

图１　公益旅游动机影响因素模型

公益旅游动机最近研究开始关注与其他旅游

形式的交叉对比研究、不同类型志工旅游者的动

机差异和东方背景下案例分析。在交叉对比研究

方面，ＮａｔａｌｉｅＯｏｉ和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Ｈ．Ｌｉａｎｇ探索公益旅
游中的背包旅游兴趣，明确背包旅游与公益旅游

两种形式的动机交汇之处，为开发自助背包旅游

市场和公益旅游的共同市场的营销和发展提供参

考。在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将调查对象分为单一

自助游动机的背包客和有自助游和公益旅游双重

动机的背包客，并两者对比得出两者共同和差异

之处，发现背包客存在大部分公益旅游动机［１３］。

在不同类型志工旅游者动机研究方面，Ｄａｌｄｅｎｉｚ
和Ｈａｍｐｔｏｎ将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从事乡村发展项目的公
益型志工旅游者（ＶＯＬ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ｔ）和马来西亚海滩
从事潜水教学和接待行业的休闲型志工旅游者

（ｖｏｌ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Ｔ）的动机进行对比排序，结果
ＶＯＬ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ｔ的动机依次为加强个人履历和自我
强化提升、环游世界以便更长久在海外生活、不知

道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和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而ｖｏｌｕｎＴＯＵＲＩＳＴ动机则依次为逃避给他们带来
挫败感的工作、度假生活方式能够延长自助背包

旅游、环游世界以便更长久在海外生活和不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并结合访谈剖析动机差

异隐含的西方制度原因［１４］。

值得关注的是，东方背景的公益旅游案例虽

然较少，但开始有所涉足，主要研究目的地零星集

中在中国大陆和日本，或者具有东方背景的公益

旅游者。戴玉秀以上海大学生为例研究公益旅游

行为特征，得出提升动机、猎奇动机、利他动机、亲

和动机、文化动机是大学生公益旅游的主要动机，

其中提升动机为首要动机［１５］。ＬｉｊｕＣｈｅｎ和 Ｊｏ
ｓｅｐｈＳ．Ｃｈｅｎ以 ＥａｒｔｈＷａｔｃｈ的中国乡村传统项目
为例，将样本动机统计后分为三类：１．个人动机，
包括本真体验、旅游兴趣、挑战与刺激、例如专业

学习和政治理解方面的其他兴趣；２．人际动机，包
括渴望帮助、与当地人和文化交流、他人鼓励参

与、加强人际关系；３．其他动机，包括体验公益旅
游独特的风格、时间与财力动机、组织目标、影响

和声望［１６］。ＡｄａＳ．Ｌｏ和ＣａｎｄｙＹ．Ｓ．Ｌｅｅ采用深
度访谈和目标群体的质性方法揭示志工旅游者的

五大动机，分别为１．文化热衷和与当地人的互动
交往；２．回馈社区的愿望；３．与家庭成员分享体
验，为孩子提供教育机会；４．宗教布道参与；５．逃
避日常生活［１７］。ＭａｍｉＹｏｄａ调查哈根达斯日本
员工前往北海道滨中町湿地的公益旅游时发现主

要参与动机兼有休闲旅行和志工服务两者混合，

大部分志工旅游者将远离惯常环境作为其参与动

机，并且认为这种动机隐含四种考虑因素：１．远离
他乡距离是表征，更多是考虑到旅游目的地的地

域意义和公益旅游的活动目标，这才是吸引其参

与的必要条件；２．设计有限时间内的公益旅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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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减少参与阻碍，将增加志工旅游者的成就感．
旅行完整性和舒适度；３．远距离旅游需要承诺和
准备；４．收益应大于成本［１８］。

三、公益旅游体验研究

公益旅游体验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受到志工

旅游者的个人因素（参与动机、生活环境和阅历、

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制度等）、项目活动设计和当

地社区环境和制度影响。他们所追求的旅游体验

是本真的、互利的，不仅利于个人发展，而且直接、

积极的影响他们实施志工行为的地区。Ｗｅａｒｉｎｇ
将公益旅游体验归纳为：１．一种满足寻求差异心
理需求和个人内在动机的私人体验。２．使个人和
社区互利的体验，不仅改变社区的发展道路，也潜

在利于旅游者未来人生。３．通过社会互动使旅游
者自我认知重塑和自省的一种体验［１９］。

（一）学习和教育型体验

学习和教育型体验往往与志工旅游者的学

生、专家、兴趣爱好者身份有关。在 ｔｈｅＬｏｎｅｌｙ
Ｐｌａｎｅｔ网站博客上，一些中学、大学的志工旅游者
利用间隙年（ｔｈｅｇａｐｙｅａｒ）进行公益旅游活动。他
们大部分体验是源自于在赈灾、支教、改善基础设

施、保护生态环境等艰苦活动中的互惠性认识。

从当地社区居民角度看，他们的体验是利他的、单

调的、艰苦的。但是志工旅游者认为得到来自于

与社区、与同伴的互动，是一种学习与教育的体

验。这类体验主要是获得现代职场世界中所需的

软技能（ｓｏｆｔｓｋｉｌｌｓ）；自我发展和丰富个人知识、塑
造社会价值和建立社区精神的意识、更好适应大

学生活、增加就业吸引力。新西兰北部岛屿项目

的志工旅游者体验到不同于以往认知的毛利人生

活方式和文化，用毛利语ｐｏｗｈｉｒｉ问候来拉近与当
地人的距离，增强民族之间的交往能力［２０］。１ｋｇ
组织的志工旅游者讲述了参与乡村公益旅游的体

验：学会吃苦和包容，改变目前一味追求技能教育

的观念，弥补心灵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缺失。有些志

工旅游者甚至认为欠发达社区的某些让孩子淘气、

自由玩耍、田间步行等“天性”教育是值得学习的。

（二）情感社交型体验

在诸多公益旅游体验调查和访谈记录中，高

频出现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社交（ｓｏｃｉａｌ）、人际（ｉｎ

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交往（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等人际关系词汇，
构成公益旅游的情感社交体验。一些香港志工旅

游者的体验感知价值包括加强与社区、家庭成员、

旅伴的关系。新西兰北方岛屿项目中很多志工旅

游者感到一种有意义、信任、热情、有人情味的情

感交流，例如志工与毛利人互换礼物、照片、家传

绿松石坠子等。这些毛利人将仅有的珍贵物件交

付给志工旅游者，以希望不要忘记他们［２１］。台湾

山学团志工旅游者认为和经验丰富的公益旅行家

近距离接触是难忘的经历，同时和缺乏交流的同

事、校友在一起加深彼此的私人友谊。有些志工

旅游者是由于躲避紧张的家庭、工作关系来加入

旅行，由起先的沉默、不合群而最终被其他同伴感

染和融合，开始接受以前不能容忍的相处

模式［２２］。

（三）宗教或精神净化型体验

公益旅游活动多半涉及扶助社区、环境保护

等利他主义内容，因此志工旅游者的体验很类似

宗教朝圣或者布道。Ｚａｈｒａ、ＭｃＩｎｔｏｓｈ的访谈记录
显示西方没有经历苦难的志工旅游者看的诸如抱

着孩子的母亲乞讨、医疗条件极度落后等情节下

产生很强烈的同情、救世态度，并且以普爱、以耶

稣名义实施帮助，正视宗教信仰的积极意义，同时

反思自己以往的人生聊赖，无事可做、享乐装酷的

人生观念［２３］。Ｍｕｓｔｏｎｅｎ提到一些印度教志工旅
游者沿途行善，将瑜伽、洗礼等宗教养生仪式融入

公益旅游活动中，获得宗教精神的内心宁静［２４］。

南非人类栖息地项目（ＨＦＨＳＡ）中宗教信仰相似
的志工旅游者将旅行视为一种以神的名义扶助社

区的修行［２５］。东西方背景下的很多志工旅游者

由于职场疲惫、人际关系扭曲、情绪耗竭而借助公

益旅游休整和放松自己的身心，通过与周围自然

人文环境的互动来净化自己的内心世界。例如微

软中国总裁约翰伍德在尼泊尔公益旅游之后放弃

了自己高薪工作，投身公益事业。越南 ＫＯＴＯ项
目的志工旅游者自愿与当地居民谈起自己困惑的

人生，与孩子共度美好时光，宣泄自己不良负面情

绪，感受精神的愉悦［２６］。正如 Ｚａｈｒａ、ＭｃＩｎｔｏｓｈ总
结：公益旅游展现的是一种净化旅游体验（Ｃａｔｈａｒ
ｔｉｃＴｏｕｒｉ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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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反思、重塑和发展型体验

公益旅游一个重要的体验是自我反思和个人

发展。这种体验不仅发生在旅游过程中，还有可

能长久停留在旅游结束之后。志工旅游者反思和

重新审视过去，评价以前的人生、家庭、决策和态

度，潜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促进个

人人生旅途的发展。在个人生活方面，志工旅游

者发现原来的人生态度和目标是片面狭隘的、消

极的、物欲过度化的。通过与当地社区家庭互动

交流，志工旅游者看到不同的家庭结构关系，从而

对比反思家庭关系的意义。例如新西兰北方岛屿

项目的志工旅游者发现毛利人的扩展型和混合型

家庭结构中亲属对孩子的照顾，体现了西方社会

少有温情的亲属关系，从而意识到血浓于水的亲

情重要性以及对父母抚养的感恩［２７］。１ｋｇ组织成
员对比自己与留守儿童的童年，感到父母对孩子

的陪伴和关爱是无法用金钱来取代的，更加强了

家庭责任意识。在价值观转型方面，志工旅游者

反思物欲社会对个人价值观的扭曲，体验到幸福

来自于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给予和救赎。

（五）适度义务的、有意义的休闲型体验

公益旅游并非完全是苦行僧似的，往往带有

一定休闲度假性质。如何平衡义务与休闲是决定

公益旅游的休闲体验的重要因素。传统观念认为

参与的义务会增加个人压力，减少活动的自由度

和旅游休闲体验，即义务与休闲是一对无法调和

的矛盾。但Ｍａｇｕｉｒｅ认为现代消费社会强调人的
生产力，个人有义务感到自己一定要有生产力，即

使在休闲之中。义务在个人可以接受、适宜的情

况下，个人才产生某种休闲活动的依恋和期

望［２８］。很多休闲活动中的义务被看做是休闲。

例如肯尼亚Ｔａｉｔａ探索度假中心的志工旅游者将
自己的适度义务的体验描述为休闲而不是工

作［２９］。马来西亚海滩的休闲型志工旅游者在免

费教当地社区居民潜水技能的同时也享受海滩度

假的乐趣，他们控制好志工服务时间和压力，认为

找一件一步一步做的事情是一种度假生活方

式［３０］。１ｋｇ组织成员描述旅游经历时也提到简
单、快乐的做公益旅游和力所能及，尽力便可的义

务程度。这些显示出公益旅游体验终归是一种休

闲与义务的统一体。

四、公益旅游影响研究

根据旅游活动开展涉及的相关体，公益旅游

影响包括：１．对志工旅游者个人的影响；２．目的地
社区与志工旅游者相互关系的影响；３．对公益旅
游群体内部和组织的影响；４．跨文化影响。其研
究模式是以志工旅游者的感知来描述与社区的关

系，往往带有自我（ｓｅｌｆ）概念来解释的片面性，忽
视了从他人（ｏｔｈｅｒ）的公益旅游社区居民的视角
来看待公益旅游的多重影响，同时很少从个人层

面和纵向层面定量测度公益旅游的效果，且较少

关注公益旅游群体之间关系和组织发展趋势。

（一）志工旅游者个人旅后影响

传统早期研究假定公益旅游对志工旅游者的

旅后生活态度、价值观等方面产生改变终生的影

响。通过文化环境差异、与组织、社区合作交流等

旅游活动体验，许多志工旅游者在专业和职业选

择、生活目标、公益参与兴趣、社会公民意识提高

等方面有所改变，而且不少文献也提到公益旅游

参与对个人旅后生活的重大意义和旅后体验。例

如ＭｃＧｈｅｅ、Ｓａｎｔｏｓ指出个人旅后影响包括容忍度
的变化、更强的赋权意识、增强改变自我的活

动［３１］。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ｉ和 Ｗｅａｒｉｎｇ则挑战以往的志工
旅游者返回家中面临文化冲击假设，认为志工旅

游者很少经历文化冲击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融入

当地社区文化。但转向研究旅后志工旅游者的另

一种反向文化冲击（ｒｅｖｅｒ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ｏｃｋ）、跨文化
再调适（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和旅后回归
（ｒｅｅｎｔｒｙ）［３２］。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公益旅游的体
验会影响到志工旅游者个人成长、日后生活和决

策。Ｓｉｍｐｓｏｎ的间隙年志工旅游者调查发现，西方
志工旅游者感受到一些欠发达社区如此追捧自己

的西方生活方式、文化理解和物质观，进一步加固

此类原有的意识形态，没有实现公益旅游所倡导

的个人全球意识培育［３３］。越南 ＫＯＴＯ项目的一
些ＩＶＳ志工旅游者旅后感到一种挫折感，愿意多
停留在社区以获得完整的体验。因为大部分公益

旅游项目停留时间较短，他们刚刚开始融入就不

得不离开。一些志工旅游后来常常怀疑短期项目

的效果，这样影响日后志工旅游者的参与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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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决策［３４］。日本志工旅游者也认为由于以往

公益旅游参与途径、项目内容、社区网络联系和群

体成员等信息的缺乏将导致其日后减少参与各类

公益活动［３５］。目前只 Ｂａｉｌｅｙ和 Ｒｕｓｓｅｌｌ纵向定量
研究公益旅游体验对志工旅游者个人影响。他们

采用本征曲线方法（ＬａｔｅｎｔＣｕｒｖｅ）研究公益旅游
中人际增长的预测指标，其目的是确定公益旅游

体验对大学生志工旅游者的开放性、公民态度和

智慧的影响和设定在预测结果中积极成长的指

标，用多变量本征成长模型来检验人际增长轨迹

的本质，结果显示公益旅游项目样本与所有因变

量正相关，而且一个月之后跟踪评估显示公益旅

游中人际增加依旧持续，特别是处于公益旅游领

导角色和进行个人反省的志工旅游者显示出更强

的人际关系增长［３６］。

（二）目的地社区与志工旅游者相互影响

由于公益旅游强调公益旅游目的地社区与志

工旅游者的真实互动交流，因此需要从两者的角

度来审视社区与志工旅游者之间的认知和关系。

从社区角度看，ＭｃＩｎｔｏｓｈ和 Ｚａｈｒａ就项目支
持、对志工旅游者态度和活动的社区影响三个方

面调查当地毛利社区对公益旅游的反应，过去经

验和公益旅游效果的认知、志工旅游者平等友善

态度和社区文化的沟通方式，对毛利文化的尊重

增加了毛利年轻一代对自己文化和价值的认同，

志工旅游者与当地孩子建立正面引导的角色［３７］。

Ｓｉｎ通过对柬埔寨项目社区的访谈，发现当地社区
居民尽管与志工旅游者语言不通，但是最满足当

地教育需求的支教项目提供、以往建立的与志工

旅游者友谊和亲眼目睹的志工艰苦服务感化当地

居民，这些将有利于获得社区对公益旅游的真正

支持和合作［３８］。ＭｃＧｈｅｅ和 Ａｎｄｅｒｅｃｋ基于社会
交往理论构建出运用于公益旅游的社区居民态度

分析模型，通过对墨西哥Ｔｉｊｕａｎａ地区若干社区调
查得出社区居民的人口统计因素与其对公益旅游

正负面影响认知存在弱相关性，只有社区居民教

育程度能作为公益旅游负面影响认知的一个指

标［３９］。一些公益旅游的行善行为和交流会因为

缺乏社区角度考虑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感和抵

制。例如错位的感慨给予孩子钱财、糖果之类将

鼓励乞讨、愚昧和破坏当地人的内在自尊，一些居

民不能接受这样的有损社区尊严和道德的行为。

但也出现居民羡慕、妒忌志工旅游者的物质生活，

表演热情以迎合志工旅游者的事例［４０］。

从志工旅游者角度看，如果公益旅游项目能

真正考虑到社区和志工旅游者两者需求的平衡和

利益的契合，那么相互关系的基调往往是和谐、平

等和友爱，表现的事实是双方互赠礼物和深度交

流、志工旅游者的故地重游、社区努力为公益旅游

开展提供己所能及的住宿、安全等条件。然而与

社区的关系看似充满着友善、互动和合作之下，却

暗含着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等冲突。志工旅游

者免费帮助当地改善基础设施、修建房屋、治病等

同时，客观上也部分剥夺了当地社区居民的就业

机会，招致无技术的社区年轻人的反感，但社区又

期望获得公益旅游带来的消费收入，长此以往增

加了对志工旅游者的技术、经济的依赖［４１］。哥斯

达黎加社区公益旅游保护海龟行为与当时传统的

捕杀海龟、采集海龟蛋等生产方式相违背，后来居

民参与保护海龟的原因是认为公益旅游项目能给

予社区经济利益比偷猎海龟和食用海龟蛋更多。

志工旅游者常常质疑以短期经济利益为根本目

的，缺乏真正意义的合作意识和发展能力的社区

究竟能否理解和支持公益旅游［４２］。一些社区孤

儿院贪污捐助基金、社区不同地方力量对捐献物

资的争夺让志工旅游者与社区的经济关系出于矛

盾中。另外从社会文化角度，志工旅游者受旅游

商业宣传影响，简化和固化对社区文化的理解，社

区在游客凝视之下利用孩子走秀式出卖贫困、天

真，索要物资的行为，实际上揭示了社区社会对贫

困的漠视和对非人道商业旅游行为的纵容［４３，４４］。

这些社会文化的现实让来自不同生存制度的志工

旅游者感到内隐的冲突。

（三）公益旅游群体内部和组织的影响

绝大部分公益旅游研究没有关注公益群体内

部的关系和影响以及公益旅游组织发展。在旅游

过程以及旅后，志工旅游者之间的影响尚没有系

统得以研究。ＩＶＳ小组进行志工服务时就如何将
项目内容适应于当地情况产生了工作矛盾，几个

小组之间相互权力变化和过度的激励强度使善意

的意图转变为行动方向和个人思维框架的错

位［４５］。日本志工旅游者认为群体内的关系比较

松散，工作氛围并不自然，会降低参与积极性［４６］。

台湾山学团志工旅游者之间也存在不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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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整合、不同动机参与者的思维造成的冲突

以及个性背景差异带来的冲突和融合［４７］。公益

旅游对参与群体内部的影响将影响今后此类旅游

的参与度和组织技能、效率的提高。

西方对公益旅游组织研究基本上局限于组织

类型的分类和组织作用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是按

志工旅游者感知和整体形象来进行组织分类。此

外，公益旅游的风行造成了公益旅游市场ＮＰＯ组
织与旅游企业的竞争，很多间隔年（Ｔｈｅｇａｐｙｅａｒ）
派遣组织将社区的差异当做商品消费，其项目宣

传材料中各个社区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且缺

乏参与性。对此，Ｒａｙｍｏｎｄ和 Ｈａｌｌ在学习交流方
式、项目目标设计、参与机会公平和参与人员多元

化、时间协调方面提出相关建议［４８］。Ｐａｌａｃｉｏｕｓ则
建立高校组织语境下的公益旅游影响模型（详见

图２）［４９］。针对西方公益旅游组织市场化和商业
化问题，Ｗｅａｒｉｎｇ和 Ｌｙｏｎｓ认为没有实证数据证明
“ＮＧＯ所作的公益旅游项目都是好的，而商业运
作的项目一定全是不好的”。这种明显的分化观

念不能解释ＮＧＯ运作与商业运作两者的交互模
糊关系，但是商业化公益旅游组织发展将成为新

的研究领域［５０］。而东方背景下的公益旅游仍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缺乏对公益旅游组织研究，因此

更多研究需要结合具体制度背景来探讨发展中国

家公益旅游组织 ＮＧＯ合法性以及面临的挑战和
具体议题。

图２　高校组织语境下公益旅游影响

（四）跨文化影响

公益旅游跨文化影响涉及来自两种不同文化

背景和制度的志工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之间的交

互作用，不仅仅停留在目的地社区这样的微观范

围，更多的影响着两方所代表的社会环境和制度。

西方学者多半集中研究公益旅游对接待社区

的社会宏观影响。尽管很多案例显示公益旅游能

够改善种族关系，增进国际友谊。志工旅游者在

较短时间能够超越国籍、制度、文化差异，能够表

现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但是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

文化定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和态度，甚至会加固
原有的文化［５１］。另外西方发展模式会导致社区

形成欧洲中心主义（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ｃ）态度，认为西方
一切是发达的，先进的。最典型的是，ＩＶＳ项目的
接待社区显性假设澳洲大学生是知识丰富的，万

能的，赋予志工旅游者优越地位和极高的期望值，

而志工旅游者不得不为维护自己“专家、志工援

助者”文化形象和身份概念而努力，导致最终没

有获得期望的跨文化交往能力，反而形成了西方

文化的优越感［５２］。

在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方面，西方志工旅游

者由于先赋优势，脱离政治而缺乏对经济发展不

平衡、不公平和贫困的深入思考，主要表现为：

１．贫困解释宿命化。将社区贫困和制度不公平归
因于“抽签逻辑”（ｌｏｔｔｏｌｏｇｉｃ）或者“感恩与赎罪”。
志工旅游者面对贫富差距，一方面因为个人的幸

福和优越而赎罪，去弥补内心的不安，同时感恩和

庆幸自己得到上天的幸运安排（ｌｕｃｋｏｆｄｒａｗ），用
“幸运”等虚无宿命观来解释贫困和公平问题［５３］。

２．贫困解释个人化。将社区贫困归结于个人的不
努力，一些参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ｃｔｉｏｎ等非洲项目的志工
旅游者认为非洲居民的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不

努力、集体主义搭便车。其实代表了西方个体奋

斗改变命运的价值观，但是却忽视了理解社区现

状以及制度化的差异［５４］。以上两方面较为片面

的关注个体发展，而无法改变欠发达目的地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结构关系。３．经济发展的绿
色帝国主义（ｇｒｅｅ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５５］。西方志工旅
游者认为目的地社区没有重视生态保护、环境缺

乏治理等问题，缺乏西化的环保意识和技术，应该

将生态保护放在优先地位。肯尼亚海龟保护项目

中存在着经济生产发展与生态物种保护的矛盾：

究竟是生存重要，还是环保重要？西方志工旅游

者为满足自己的项目任务和需求，借助公益生态

旅游宣读西方环保价值观，干预目的地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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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选择，却没有考虑到目的地社区经济发展现

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性，也没有提供相应的

条件来帮助当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升级，以

环保阻碍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发展。上述三点负面

影响表现某种程度上将公益旅游沦为一种新殖民

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绿色帝国主义的手段。对

此，ＭｃＧｈｅｅ等人主张结合政治背景，在公益旅游
过程中一方面增强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建立

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动员和组织志工能力、借此获

得开展社会运动的资源和扩散社会行动主义，形

成公民社会责任之心［５６］。Ｓｉｎ认为尽管公益旅游
实践中存在效率、价值观导向问题，但是需要持有

包容的态度看待两地差异，不应过多质疑公益旅

游的行善意图［５７］。

对比西方，国内公益旅游宏观影响尚缺乏系

统研究。但国内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在区域文化上

表现出二元文化特征———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

换而言之，国内宏观影响实质上也是一种跨文化

影响。因此西方对社区的负面跨文化影响或多或

少存在于国内城市志工旅游者体验欠发达乡村社

区的过程中。而国内欠发达社区文化和价值观在

客观上同时影响着国内公民精神的培育、社区理

解与反思能力的提高、对间歇年旅游教育的解读、

ＮＰＯ和草根组织的成长、经济发展模式、生态观
和幸福观的评判等深度社会思考。

五、结语与展望

通过对公益旅游动机、体验与影响研究成果

的梳理和阐述，不难发现，从研究方法上看，由原

来的初步概念性研究转为深度的定量与质性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上看，由研究西方背景

下跨国公益旅游开始增加东方背景下的公益旅游

案例；从研究时间跨度上看，绝大部分断面研究某

公益旅游活动中的影响，但开始出现涉及宏观纵

向的研究公益旅游旅后影响力；从相关新兴研究

领域上看，一些学者结合公益旅游实践提到对东

方背景的公益旅游社区和志工旅游者的体验研究

凤毛麟角，这样西方泛化思维不利于公益旅游研

究的实践针对性。同时随着虚拟社区、网络营销、

组织市场化、政府作用等趋势日益显现，对传统公

益旅游的影响也需要得以关注。回顾欧美、国内

和港台等相关理论成果，更多的研究安排和重点

应考虑。１．跨学科理论、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
结合，致力于公益旅游理论、政策和实践研究。特

别是定量研究公益旅游尤为缺乏。２．公益旅游折
射的全球化、社会发展、社会行动等影响力如何测

度。这将为未来公益旅游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

考。３．深化公益旅游市场与组织研究，为公益旅
游项目开发规划指明方向。４．研究价值观和视角
更多关注不同背景下公益旅游社区或弱势利益相

关者的话语权。唯有此，公益旅游研究才能直面

当下，放眼未来，在反思之路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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