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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分析的我国公益旅游发展研究
宗 圆 圆

(闽江学院 旅游系,福州350108)

  摘要:有组织的公益旅游活动在我国兴起和发展已经有近6年的历史。通过对相关“多背一公斤”网络文本进

行内容分析,总结出我国公益旅游发展的50个高频词汇,并归纳为公益旅游动机、公益旅游体验、公益旅游社区反

应、公益旅游组织和公益旅游宏观影响这五大类目,对之逐一诠释,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公益旅游的现状和发

展特征。

关键词:公益旅游动机;公益旅游影响;公益旅游体验;内容分析法;志工旅游者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2-0063-07

收稿日期:2011-10-28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国内公益旅游动机体验与影响研究”(编号:JBS10151)、闽江学院社科育苗项目“国内外公

益旅游发展研究”(编号:YSY09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宗圆圆(1983—),女,湖北武汉人,闽江学院旅游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

  公益旅游(voluntourism)将志工服务行为(vol-
unteering)与旅游活动相结合,成为欧美社会较为

流行的旅游形式。公益旅游源于早期西方宗教布道

朝圣旅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公益旅游也有自己独

特的发展背景。西方教育体制中提倡间隔年(the
gapyear)旅游体验教育,旨在让年轻人体验人生、
反思自我、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和交际能力,同时也

能学习与未来发展相关的软技能来增强个人发展和

履历竞争力[1]。很多公益组织、教育机构和商业化

旅游公司纷纷抓住公益旅游这一新兴市场,推出融

合生态旅游、社区文化旅游和海外义工旅行等多种

公益旅游项目。面临越来越多的商业化运作,一些

公益旅游项目不再显现活动内容简单、条件艰苦的

表征。公益旅游在个人提升、社区发展和跨文化影

响方面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台湾和香港,
公益旅游常被称为“志工旅行”或者“义工旅行”。很

多港台志工旅游者采用自助结伴形式到中国大陆、
印度、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亚洲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开

展带有海外志工服务性质的旅游活动。在我国,公

益旅游仍属于一种初步发展的旅游形式,其大部分

属于背包客与自驾游者在 NGO组织号召下,借助

虚拟网络论坛结识驴友进行公益旅游活动。最典型

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公益旅游组织是2004年成

立的“多背一公斤”(www.1kg.org),其活动理念是

“爱自然,更爱孩子”,该组织提倡在旅游过程中给沿

途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和孩子送去力所能及的帮助。
因此,对国内公益旅游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西方理

论的引入,更需要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客观分析,为
日后公益旅游的推广与发展提供相关参考建议。

一 最新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公益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益旅游动

机、体验与影响三大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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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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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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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改变和个人成长[2]。LijuChen和JosephS.Chen
以EarthWatch的中国乡村传统项目为例,将样本

动机统计后分为个人动机、人际动机和其他动机三

大类,并细分大类中具体动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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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亚洲学者如LijuChen、

JosephS.Chen、AdaS.Lo、CandyY.S.Lee和

MamiYoda选取东方背景案例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结果更加体现出东西方个体与社会制度差异对公益

旅游活动的影响[3-5]。从研究时间跨度上看,由绝

大部分断面研究某公益旅游活动中的影响开始出现

涉及宏观纵向的研究公益旅游旅后影响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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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entCurve)研究公益旅游中人际增长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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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相关新兴研究领域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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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致西方思维泛化,不利于公益旅游研究的实践针对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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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关注。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选择国内虚拟公

益旅游社区所开展的旅游活动体验作为研究对象,
借助西方公益旅游研究的既得研究领域和相关理论

成果,抽取有关“多背一公斤”公益旅游网络游记、发
帖和计划作为内容分析文本,借助 ROST Word-
parser分析公益旅游动机、体验、影响和组织的特

征,尝试勾勒我国公益旅游的发展现状。本文一方

面在研究方法上尝试改变以往传统访谈等质性研究

方法,采用媒体文本作为处理对象,减少记录信息的

扭曲和缺失。另一方面,本文还考虑到虚拟网络社

区组织、我国特殊国情和社会体制等因素也会对公

益旅游体验、组织和宏观影响等研究结果产生有别

于西方的地域性、制度性差异,以促使日后相关研究

具有更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contentanalysis)定义和理解颇

多。Stempel认为,内容分析法是对我们常用的非

正式性事物正式化并且系统化,从内容观察法中得

到结论。Berelson则指出,内容分析法是客观系统

并量化的描述显性传播内容的一种研究方法。最广

泛接受的是克林格定义,即内容分析法是一种研究

方法,用一种系统的、客观的、量化的方式对传播内

容作出分析[7]。不过,内容分析法一方面需要聚焦

于显性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阐述内容与内容背后

的抽象理论概念和揭示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其基本

操作是将非量化、与研究主题有关的、有价值的媒介

信息进行量化处理,分解出有效信息并加以分析。
最早应用于二战军事情报研究的内容分析法如今广

泛融入新闻传媒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政治学、管
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之中,成为能够较为科学描述客

观事实、提供研究预测的有效工具,而且更多的内容

分析软件能够提高内容分析的准确度,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各自研究领域。

2.研究设计

根据西方公益旅游研究成果和对以往文献的综

述研究,将内容分析类目设定为公益旅游动机、公益

旅游体验、公益旅游组织、公益旅游社区反映、公益

旅游宏观影响。在样本抽取和文本处理方面,我国

公益旅游开展主要依托网络虚拟社区,其旅游活动

的经过大部分记录在旅后游记、日志和发帖讨论方

面。除了台湾“背包客栈”有一些关于海外志工旅游

的召集帖子之外,很少有分享国内公益旅游体验的

内容。因此,选择开创我国公益旅游的 NGO 组

织———“多背一公斤”官网上的个人日志、发帖(共计

88篇,302957字)作为内容研究的初步样本,发布时

间段为2006-2011年。然后对样本中的图片全部

删除,以保留完好的文本内容。如果出现同一公益

旅游项目的不同系列游记,则将其归并。最后按类

目对文本进行简单合并分类整理,最后保存为TXT
文本进行ROST词频分析处理。

三 研究结果

通过对错误分词的剔除,ROST生成词汇频率

统计表,再过滤掉与研究无关的词汇和单字后,生成

词汇频度表,最后按照词汇出现的频率由高到低选

取与研究主题有关的50个高频词语(见表1)。这

些关键高频词语可以归入五个类目中描述我国公益

旅游发展的基本特征。按出现频率由大到小顺序,
公益旅游动机类目依次包括志愿者、公益、交流、旅
游、朋友、徒步、简单;公益旅游体验类目依次包括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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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校、工作、乡村、灾区、喜欢、感动、有意义、心
灵、代课教师、互动、满足、沿途景区;公益旅游社区

反应类目依次包括分享、高兴、收获、热情、羞涩、感
谢、痛苦;公益旅游组织类目依次包括多背一公斤、
图书室、安猪、参与、方式、管理、物资(资源)、团队、
计划、企业、创新、草根、需求、义卖;公益旅游宏观影

响依次包括希望、人生、贫困、机会、平等、理解、幸
福、责任、信心。

表1.文本样本中的50个高频词

序号 高频词 频率(%)序号 高频词 频率(%)

1. 孩子(儿童) 0.194 26. 心灵 0.013

2. 学校(小学) 0.188 27. 贫困 0.013

3. 志愿者 0.088 28. 机会 0.012

4. 公益(行善、慈善)0.086 29. 平等(公平) 0.012

5. 多背一公斤(1kg)0.073 30. 代课教师 0.012

6. 工作 0.069 31. 高兴 0.012

7. 图书室(图书) 0.058 32. 互动 0.011

8. 乡村(农村) 0.033 33. 满足 0.010

9. 希望 0.033 34. 收获 0.010

10. 灾区 0.031 35. 理解 0.010

11. 交流(沟通) 0.030 36. 幸福 0.009

12. 安猪 0.030 37. 热情 0.009

13. 旅游(旅行) 0.030 38. 羞涩 0.008

14. 参与(参加) 0.030 39. 企业 0.007

15. 朋友 0.029 40. 责任 0.007

16. 分享 0.027 41. 感谢 0.007

17. 方式(模式) 0.026 42. 徒步 0.006

18. 管理 0.026 43. 信心 0.006

19. 人生 0.026 44. 痛苦 0.005

20. 喜欢 0.025 45. 创新 0.004

21. 物资(资源) 0.024 46. 草根 0.004

22. 团队 0.023 47. 需求 0.003

23. 计划 0.023 48. 义卖 0.002

24. 感动 0.016 49. 沿途景区 0.001

25. 有意义 0.014 50. 简单(单纯) 0.001

  (一)公益旅游动机分析

“志愿者”、“公益行善”、“交流”、“旅游”、“朋
友”、“徒步”、“简单”构成了公益旅游多种动机的交

织。这一点与 Wearing、Sin等学者的观点一致。最

有代表性的一个讨论帖是“为了行走而行善or为了

行善而行走”。很多驴友跟帖中表达了三种动机:
“旅游为主,公益其次”;“公益为主,旅游其次”和“既
行善,又行走,只要自己开心就行”。由于公益旅游

本身是一种将利他主义的志工服务融入旅游活动的

旅游形式,因此,往往在不同情境之下体现出不同动

机,但最终客观结果仍然外显为利他动机。根据词

频分析,“多背一公斤”组织的公益旅游主要有公益

行善、志愿服务的动机(见图1)。其次,很多志工旅

游者认为,“交流”———旅游过程中与社区孩子的交

流、“朋友”———建立和加强与团队成员的伙伴关系

也是重要的旅游社交动机。“徒步”一方面说明面临

可进入性较差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只能采用这样的交

通方式,一方面也说明志工旅游者多半是背包客,他
们将公益行动与徒步背包这样的旅游形式相结合,
一边行走,一边行善,体现出背包旅行动机与公益旅

游动机的重叠。而这两种旅游动机的重叠再次证实

了NatalieOoi和JenniferH.Liang所探索的公益

旅游中背包旅游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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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后,“简单”(单纯)这类词语也少量出现在志工旅

游者游记中。他们表示自己参加公益旅游是为了追

求一种简单的或者单纯的旅游体验,没有太多复杂

的商业化享乐动机和追求道德声誉和公益绩效的功

利动机,只想简简单单的去旅行,在没有外界干扰或

压力的情况下,单纯地体验和做公益。这也给今后

我国公益旅游项目设计和旅游派遣组织商业化趋势

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如果公益旅游包含太多的商业

化感官娱乐、舒适的服务条件、较高的旅游报价和媒

体炒作,必定会破坏志工旅游者的参与积极性和努

力寻求简单体验的需求。公益旅游作为一种较为特

殊的旅游形式,其开发过程必须考虑以上志工旅游

者的动机和需求。
(二)公益旅游体验分析

公益旅游体验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益旅游过

程中为人所感知和体验到的内容;二是公益旅游体

验的情绪内容表达。“孩子”、“学校”、“工作”、“乡
村”、“灾区”、“代课教师”、“沿途景区”构成了国内公

益旅游的体验内容,而“喜欢”、“感动”、“有意义”、
“心灵”、“互动”、“满足”构成了国内公益旅游体验的

情绪表达(见图2)。“孩子”、“学校”、“乡村”、“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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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公益旅游动机分析

教师”代表志工旅游者在旅途中关注着乡村教育和

孩子的成长。“和孩子在一起玩很开心,他们笑得很

纯真、朴实”,“喜欢孩子在学校的朗朗读书声,让我

感到一种未来的希望和怀念自己的童年”,这类日志

中流露的体验,一方面体现志工旅游者喜欢看孩子、
与孩子亲近,进而被孩子的真挚情感和在艰苦条件

下的努力向上所感动,从而感到艰苦的公益旅游是

有意义的旅程。“喜欢”、“感动”和“有意义”这些词

语使用频率较高,表达了志工旅游者浅层次的情绪

体验,这种感动绝不是单方面的无情感的物质捐赠

之后就迅速淡去。“心灵”、“互动”和“满足”三种深

层次情感体验借助物质捐赠,产生于和孩子心灵上

的交流,不仅仅是志工旅游者单方面去了解和关爱

孩子,让孩子认识外面的世界,孩子们在旅游之后也

和志工旅游者书信来往,这种互动情感一直延续到

日后志工旅游者重游,直到双方积累感情,获得最终

的满足。除了直接关注孩子,志工旅游者往往通过

乡村教师来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并且需要教师帮

助提供旅游便利条件。这样,乡村教师成为志工旅

游者与孩子接触的中介媒体。乡村教育的历史主要

构成群体———代课教师也成为志工旅游者的重要体

验对象之一。代课教师贫苦的生活近况和对乡村教

育的奉献精神是除了“孩子”话题之外,出现在游记、
日志之中最多的话题。例如,“代课教师的悲情谢

幕”这种跟踪回访帖子,充分体现出志工旅游者心灵

上的震撼以及长期的互动情感的延续。值得关注的

是,从网络文本发布的时间上看,在2008年汶川大

地震、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云南大旱等特殊

时间段,较多体验主要与志工旅游者前往灾区提供

救援服务工作有关,体验主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工作”成为高频词汇,是因为志工旅游者将公益旅

游需要的学校回访、重游、灾区重建等体验内容描述

为一种有意义的“工作”体验,而非休闲体验。正如

Maguire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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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虽然“多背一公斤”成
员表述的公益旅游体验内容大部分与乡村教育、灾
区重建有关,但也在游记中穿插着一些沿途景区游

览、乡村民族文化和田间美景的记录,并且一些如

“雪糕”(周国强,香港1kg团队同城管理员)等志工

旅游者会在游记结尾提供相应的参考游览路线和游

玩费用说明。这些可以使公益旅游体验达到公益行

动与休闲旅游活动的统一。

图2.公益旅游体验分析图

(三)公益旅游社区反应分析

旅游社区居民对旅游者行为通常产生正面和负

面的反应。“分享”、“高兴”、“热情”这些正面词语高

频使用,说明公益旅游社区对待志工旅游者持有积

极欢迎态度。很多游记中提到乡村社区村长、校长

和老师听说志工旅游者的来意很高兴,纷纷提前迎

接、带路,并安排在各自家中食宿,主动介绍当地情

况,在态度和行为上愿意与志工旅游者分享社区资

源。“收获”、“感谢”这两个词语描述出社区居民对

公益旅游行为效果的正面评价和对此表示的感恩之

情。“收获”不单指孩子们获得物质上的帮助,而更

多获得外界知识的输入、精神上的快乐和心灵上的

关爱。不少孩子在志工旅游者的支教和游戏中获得

了城市生活知识和英文等教育知识。社区教师认

为,留守孩子们的收获不在于物质的给予,而在于更

多需要志工旅游者让他们感到生活是快乐的,自己

得到了别人的重视和关爱,至于多学点教育知识并

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多大收获。因此,社区居民认为,
志工旅游者让孩子们获得成长的收获才是他们最需

要的。日志中提到“感谢”的方式,一方面是志工旅

游者走后孩子们的书信表达,另一方面是孩子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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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成绩单、绘画作品以及社区居民对图书室等

捐赠设施的完好看护和管理之类的行为表达。而

“羞涩”、“痛苦”则是较少使用的负面词语,但公益旅

游行为对社区的不良影响依然存在。“羞涩”是一些

孩子面对陌生的志工旅游者的第一反应,并且在参

加志工旅游者设计的游戏项目中也会有所表现。因

为乡村欠发达社区缺乏接触外界的机会,因此,孩子

们由于传统的保守性对陌生事情和人表现出一种本

真的自我保护性。例如,游记提及的少儿青春期教

育游戏中,志工旅游者为了让孩子克服“男女授受不

亲”的传统观念而让他们男女牵手合作完成游戏,结
果许多孩子普遍很羞涩而没有较好完成。“痛苦”是
社区反应中最少使用的词语。但是,在诸如“捐助者

与受助者的心态”、“冷眼看支教”、“关于慈善的理

解”、“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等讨论帖

子,提及从受众角度来看待公益旅游给社区带来的

文化冲击和孩子们的内心痛苦。一方面,物质的捐

赠往往会让接受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感到自尊受

到伤害,对比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从而承受命运

的沉重与痛苦;另一方面,孩子们希望能够达到志工

旅游者的期望而参与自己不善于的教育活动,随后

由于没法完成而感到失落和痛苦。因此,志工旅游

者设计的学习交流项目,是否能够考虑到社区孩子

的真正需求,是否破坏社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加强双

方不平等的关系,这些敏感问题都是志工旅游者与

公益旅游社区之间合作与冲突的体现。但从词频排

列看,与社区的合作分享关系是主要表征(见图3)。

图3.公益旅游社区反应分析

(四)公益旅游组织分析

公益旅游组织构建涉及到组织的身份性质、领
导权、参与、运行方式、对外合作、变革等方面。“多
背一公斤”、“图书室”、“安猪”、“参与”、“方式”、“管
理”、“物资(资源)”、“团队”、“计划”、“企业”、“创

新”、“草根”、“需求”、“义卖”这14个高频词占全部

高频词的28%,说明公益旅游组织将是未来公益旅

游研究的新兴研究领域。其中“多背一公斤”、“图书

室”和“安猪”出现频率较高,代表着组织的身份、项
目和领导权威是公益旅游组织构成的基本要素(见
图4)。

图4.公益旅游组织分析

“多背一公斤”是志工旅游者认同的组织,很多

队员用“1KGer”来显示身份,表明对组织的归属感,
同时最高的词频率也显示该组织的规模、公众影响

力和成员认同感。“图书室”是支教型旅游活动中公

益意愿的载体,通过企业赞助而建立的coface图书

室、twinbooks图书捐赠公益计划等频繁出现在游

记、讨论帖中。“安猪”多次在驴友的游记和跟帖中

提及,说明公益旅游组织中领导权威和社会企业家

精神的重要性。“参与”、“方式”、“管理”、“团队”、
“计划”、“需求”依次表明公益旅游组织提倡广泛参

与,人人做公益,思考公益旅游开展的方式和如何努

力发现、协调旅游者和社区的需求,管理方式较为扁

平化,推崇区域性团队活动,并要求提交有效的旅游

攻略计划。“物资”、“义卖”两个词语概括了“多背一

公斤”的物质资源相对缺乏以及依靠成员开展义卖

活动来提供财力支持。一些如“暖暖”、“秀秀”、“雪
糕”等网络社区同城主管和活动精英分子也借助义

卖活动跨区域来联络组织感情,其活动记录和游记

也展示这些组织成员联谊、跨区域旅游和义卖主题。
“企业”、“创新”这类词语使用次数虽然靠后,但却预

示着公益旅游组织开展活动,需要借助和旅游相关

的服务企业合作,动用和整合社会资源和创意,参照

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才能有所突破。例如,香港

1KG团队主管“雪糕”发帖统计与“多背一公斤”合
作的企业组织,诸如志工旅游者在旅游社区推广宝

洁公司舒肤佳赞助的“教孩子洗手”卫生教育项目。
“草根”使用频率靠后,对比笔者以往语言访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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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背一公斤”的草根组织性质开始转变,NGO组织

的社会企业运作促使其公信力得以提升,组织的合

法性逐渐为社会政治利益体承认。但国内公益旅游

组织的草根性依然依托广大普通旅游者发挥其草根

民众的社会行动力。
(五)公益旅游宏观影响分析

公益旅游宏观影响涉及到社会体制变迁、社会

阶层分化、经济发展、城乡二元文化融合、社会运动

和文化反思等重大方面。“希望”、“人生”、“贫困”、
“机会”、“平等”词频在0.012%-0.0329%之间,反
映出我国公益旅游在未来的“希望”和现实的“贫困”
之间的关联作用(见图5)。

图5.公益旅游宏观影响分析

第一,最重要的宏观影响是给社区孩子带来更

多人生的希望,让孩子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目前的生

活,并且给予他们梦想。这也是我国公益旅游发展

的愿景。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很多

志工旅游者往往在旅游过后反思“贫困”的根源,他
们没有像西方志工旅游者那样将社区贫困原因归结

于个人不努力和上天宿命安排,而是从社会体制层

次解释贫困是因为社区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

界,或是由于国家体制和政策的倾向导致[10-11]。因

此,解决贫困问题关键是“平等”———社会公平、机会

均等。第二,对于客源地社会而言,“理解”指的是公

益旅游培育了志工旅游者理解现实的能力,一些志

工旅游者在日志中提到公益旅游改变了自己以前的

狭隘社会观,自己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社

会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也是

西方学者 McGhee提倡公益旅游产生社会行动主义

(socialactivism)的基础[10]。另外,在许多日志中提

到了旅后对“幸福”的认知变化。旅游者的幸福观折

射出对消费主义城市文化的反思,抑或是在城乡二

元差距对比之后所产生的知足和宽容。第三,“责

任”和“信心”两个词较少使用,暗含着公益旅游依然

被1KGer们视为是一种“有限责任”旅游活动,客观

上,我国志工旅游者对自己的社会行动能力、社会网

络关系的掌握和社会资源发掘利用方面有所欠缺,
经验主义的旅游项目尝试让一些志工旅游者感到信

心不足。例如“雪糕”和“堂堂橘子皮”对福建乡村较

为富裕,公益旅游临时改变捐赠计划感到虚惊一场,
开展过程中仍处于小心翼翼的探索。此外,融入旅

游中的志工服务不应该成为具有压力的“责任”。公

益尽力而为,完成政府的责任、启发社会公民意识等

深层次宏观社会影响在“多背一公斤”组织的旅游活

动中相对弱化。
四 总结

西方公益旅游研究集中在旅游动机、旅游体验、
旅游者与社区关系、旅游组织和跨文化影响领域。
对比西方研究成果,通过 ROST Wordparser对我

国“多背一公斤”公益旅游活动进行内容分析。在旅

游动机方面,公益行善、社交比背包旅游休闲动机更

明显。在体验方面,其内容包括乡村教育和救灾两

大主题,情绪表达以浅层次单向的“喜欢”、“感动”、
“有意义”为主,逐渐深入到深层次双向的“互动”、
“心灵”、“满足”,其体验一直延续到旅后回访,情感

不断深化。在社区反应方面,透过志工旅游者的描

述,绝大部分表现出合作分享的欢迎态度,但仍隐含

着社区与旅游者不平等地位给孩子带来的“痛苦”的
负面影响和文化冲击。在公益旅游组织和合作方

面,志工旅游者对NGO组织的认可和归属感、组织

权威和活动精英的领导、社会企业的运作、成员之间

的协作参与、与企业合作等构成了目前公益旅游组

织行为的基本特征。在宏观影响方面,其主要表现

在对二元经济体制下贫困问题的解释、对社区社会

文化的反思、志工旅游者旅游之后的幸福观和社会

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行动力。当然,公益旅游发

挥的“有限责任”作用和定位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
由于“多背一公斤”网站近期出现故障,相当一

部分驴友日志和发帖永久性遗失,加之很多志工旅

游者由于时间有限,对旅游过程的记录往往采用图

文并茂的形式,甚至大量应用照片加上几句简练文

字解说,旨在让他人从视觉上解读其中的情绪和体

验,因此使网络文本样本抽样范围有限。但是这些

大量的旅游图片却为今后的公益旅游内容分析提供

了另一种研究思路和媒体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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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hina’sVoluntourismDevelopmentBasedonContentAnalysis

ZONGYuan-yuan
(TourismDepartment,Minjiang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108,China)

Abstract:Organizedvoluntourismactivitieshavebeenlaunchedanddevelopedforalmostsix
yearsinChina.Bycontentanalysisoninternettextsof1KGwebsite,fiftyhighfrequencywords
onDomesticvoluntourismdevelopmenthavebeensummarizedandcategorizedintothemainfive
items:voluntourismmotives;experiences;hostcommunityresponse;voluntourismorganization
andmacroscopicimpacts.Thesewordsareparaphrasedandcomprehensivelyepitomizethestatus
quoandfeaturesofDomesticvoluntourism.

Keywords:voluntourism motive;voluntourismimpacts;voluntourismexperienc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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