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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认同视角下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态度
研究
———以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为例

任洪昌１， 林贤彪１， 王　 纯１， 王维奇１，∗， 闵庆文２， 张永勋２， 郑江闽３

１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３ 福州市农业局，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５

摘要：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态度影响其行为选择，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人文

地理学及环境心理学领域的地方认同理论，选择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及行为认同 ４ 个维度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以福

州居民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态度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

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定量分析居民认知态度、保护行为与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１） 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

统的行为认同维度得分高于其他维度，且福州市民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２） 受访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认同与其

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在福州居住时间长短的关系较为密切；（３） 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发

现，福州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较弱。 本文对拓展农

业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地方认同； 农业文化遗产；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 认知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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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ＩＡＨ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自 １９７０ 年代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将“地方”重新引入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中并提出“恋地情

结（Ｔｏｐｏｐｈｉｌｉａ）”后［１］，“地方” 以其在人地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再次受到地理学及环境心理学界的重视。
Ｒｅｌｐｈ［２］通过深入研究认为“地方”由物理环境、地方的人类活动、情境和事件以及基于该地方的经历和目的

而建立的个人和群体的心理意义三个组分构成。 Ｔｕａｎ［３］ 提出“地方”具有不同的空间尺度，既可以是宏观层

面上的地区与国家，也可以是微观尺度中的社区和城市，并倾向于将城市整体视为一个地方，认为“地方”的
主要功能在于促使人们对该地方产生归属和依恋。 １９７８ 年环境心理学家 Ｐｒｏｓｈａｎｓｋｙ 依据自我与物理环境之

间的认知联结提出地方认同（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概念，认为地方认同是通过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信仰、喜
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倾向和技能间的复杂作用所建立的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４］，地方认同偏

重于人对地方的情感性依恋［５］。 作为关注人地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地方认同理

论针对不同目标人群开展了诸多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６，７］、居民地方认同度对

环保态度及行为影响［８，９］、历史街区居民态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１０，１１］ 等方面，而很少涉及文化遗产地尤其是

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地方认同和认知态度的研究［１２，１３］。
自 ２００２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 ＧＩＡＨＳ）概念以来，全球已有 １３ 个国家的 ３１ 个传统农业系统列入 ＧＩＡＨＳ 保护项目。 我国作为

具有悠久耕作历史的文明古国，历代劳动人民在辽阔大地上通过辛勤耕作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文化知识，创造

了类型多样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 １１ 个 ＧＩＡＨＳ 保护试点，居各国之首。 福州作为茉

莉花茶的产生源地，栽植茉莉花已有 １７００ 多年的历史，窨制茉莉花茶也有近千年的历史。 当地农民在长期的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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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管理过程中形成了福州茉莉花与茶区位选择较为系统的知识经验，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茉莉花茶制

作、保存以及与茉莉花茶相关的习俗、医药、茶艺方面的文化知识。 茉莉花茶是由鲜茉莉花加上茶坯（通常为

绿茶）拌和窨制而成，具体窨制程序为：伺花（茶坯粗制、精制和鲜花处理）、窨花（茶花拼合）、静置通花、收堆

复窨、起花（茶花分离）、转下一窨或提花、匀堆装箱。 南宋时，福州茉莉花最早用于制作茉莉花茶，１２４０ 年南

宋赵希鹄在其所著的《调燮类编》中对茉莉花茶的制作过程作了详细记述；明代茉莉花茶加工工艺得到较大

发展，开始有“三停茶而一停花”的窨茶经验，茉莉花茶的窨制技术逐渐成熟；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福州茉莉花茶的生产加工进入鼎盛时期，清咸丰年间由福州窨制的茉莉花茶行销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抗战

时期，由于战争影响及销路受阻，福州茉莉花茶由盛转衰；新中国成立后，福州茉莉花茶得到长足发展，行销

２２ 个国家及地区，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福州茉莉花茶达到鼎盛，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１４］。 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方式多元化以及其他茶类的冲击影响下，福州茉莉

花种植面积以及茉莉花茶产量迅速下降，花农与茶农的种植热情以及对茉莉花茶的情感也日趋淡化，茉莉花

茶的发展面临严峻的局面，２００６ 年福州茉莉花茶生产降至历史低点。 作为具有典型农业文化遗产特征的复

合农业系统，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鉴于此，本文以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在农业文化遗产地采取调查问卷方式对福州居民茉

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态度进行调查研究，以期运用地方认同原理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 茉莉花 ［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ｓａｍｂａｃ （Ｌｉｎｎ．） Ａｉｔｏｎ． ］原产于印度、波斯湾一带，属木樨

科，茉莉属，常绿灌木，为热带、亚热带长日照偏阳性植物［１４］，适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温 ２０—４０ ℃，土壤持水

量 ６０％—８０％的环境下生长［１５］。 茉莉花在西汉时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
这与福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 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 ２５°１５′Ｎ—２６°２９′
Ｎ，１１８°０８′Ｅ—１２０°３１′Ｅ 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横贯其中，下游为福州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山地和

丘陵，南部为平原。 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年均温在 １６—２０ ℃之间，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８．６ ℃，１ 月平均气温 １０．５ ℃，年均日照时数 １７００—１９８０ ｈ，全年无霜期长达 ３２６ ｄ。 年均降水量

达 ９００—２１００ ｍｍ，平均湿度 ７７％［１６］。 福州在光、热、水、土资源等方面与其他茉莉花种植区相比优势明显，为
茉莉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１７］。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

境内的晋安区、仓山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等 ６ 个县（市、区），总面积 ３２９１ ｋｍ２，其中茉莉花主

要生长在闽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沙洲上，茶树则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区。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中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

维度测量量表等内容。 按照调查对象的性质把福州居民分为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 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

文化系统不同事物的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采用从 １（表示“强烈反对”）到 ５（表示“完全同意”）的 ５ 分制

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 参考 Ｐｒｏｓｈａｎｓｋｙ［４］对地方认同所下定义，结合本调查问卷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

为地方认同理论的应用及研究范围，将地方认同划分不同认同维度：历史认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现实认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情感认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和行为认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调查小组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在福州市仓山区的万达广场、台江区的闽江公园以及晋安区的鼓山 ３ 个地点随

机对福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当面回收有效问卷 ３４２ 份。 受访居民基本情况参见表 １。 受访居民中，福州市

民（４６．７８％）和外来居民（５３．２２％）所占比例较为接近，男女性别比例相当（５１．４６％和 ４８．５４％）。 受访者中以

３　 ２０ 期 　 　 　 任洪昌　 等：地方认同视角下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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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 岁年龄段为主（占比 ９２．６８％），所从事职业以工人（２３．３９％）、学生（１５．２０％）及企事业职工（２４．５６％）
为主，年均收入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下、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元、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２０．１７％、
２２．２２％和 ２７．１９％，受访者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５４．６７％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借助 Ｅｘｃｅｌ 进行

数据汇总并利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对汇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１．２．２　 问卷信度与效度

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各维度与测量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 ０．３０—０．８０ 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 ０．１０—
０．６０ 之间［１８］。 据此，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中 ｓｃａｌｅ 模块提供的信度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及因子分析功能对量表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认同维度量表的

克朗巴哈a（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a）系数为 ０．６６４，ＫＭＯ 统计量为 ０．６５，球形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检验发现变量间在 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对量表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表 １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Ｎ＝３４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基本情况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基本情况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调查对象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福州市民 ４６．７８ 年均收入 ／ 元

Ｉｎｃｏｍｅ（ｙｕａｎ）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

外来居民 ５３．２２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０．８７

性别 Ｓｅｘ 男 ５１．４６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 １３．１５

女 ４８．５４ 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２２．２２

年龄 Ａｇｅ １８—２５ ２２．８０ 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２７．１９

２５—３５ ２８．０７ 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０

３５—４５ ２２．８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４．９７

４５—６０ １９．０１ 居住时间 ≤５ ａ １２．２８

>６０ ７．３１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５—１０ ａ ２２．５１

职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工人 ２３．３９ １１—２０ ａ １６．９６

学生 １５．２０ ２１—４０ ａ １４．６２

个体户 ９．０６ >４０ ａ ３３．６２

政府工作人员 ５．８５ 文化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小学及以下 ４．６７

企事业职工 ２４．５６ 初中 １４．６２

科研人员 ０．８７ 高中 ２６．０２

退休人员 ７．８９ 大学 ４９．１２

其他职业 １３．１５ 硕士及以上 ５．５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总体特征分析

采用 ５ 分制 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测量时，通常情况下得分均值在 １—２．４ 之间表示不同意，２．５—
３．４之间为一般，３．５—５ 之间为同意［１９］。 由表 ２ 可知，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同认

同维度的总体得分介于 ２．８０—３．９０ 之间。 其中，福州居民在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及情感认同 ３ 个维度上的总

体得分分别为 ２．８５、２．８０ 和 ３．２５，认可程度一般。 行为认同维度上的得分达到 ３．９０，表明福州居民在保护茉莉

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在对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分别进

行研究发现，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 除在行为认同维度上福州市民和外来居

民得分均值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Ｐ＞０．０５），在其他认同维度中两者得分均达到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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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维度测量结果（Ｎ＝３４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ｚｈｏｕ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地方认同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核心语句
Ｋｅ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调查对象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总体均值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历史认同维度 了解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传统 福州市民 ２．８５ ３．０８ ０．９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外来居民 ２．６３ ０．８４

现实认同维度 生活中受茉莉花与茶文化的影响 福州市民 ２．８０ ３．０２ ０．８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如：是否经常喝茉莉花茶） 外来居民 ２．５９ ０．７３

情感认同维度 对福州茉莉花播种面积急剧下降及花茶 福州市民 ３．２５ ３．３６ ０．８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文化逐渐淡化的现象感到难过 外来居民 ３．１４ ０．８８

行为认同维度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茉莉花与茶文化遗产
（如：为保护该农业文化遗产的支付意愿） 福州市民 ３．９０ ３．９７ ０．７９

和支付金额 外来居民 ３．８３ ０．７７

２．２　 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差异特征分析

以地方认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认同维度均值为变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

地方认同及其 ４ 个认同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年均收入、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进

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 为尽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组因

样本量过少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现将职业组别中“科研人员”样本以及年均收入组别中“５，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 元”样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 ３）。

表 ３　 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ｚｈｏｕ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项目
Ｉｔｅｍｓ ｄｆ

地方认同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 Ｐ

历史认同维度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 Ｐ

现实认同维度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 Ｐ

情感认同维度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 Ｐ

行为认同维度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 Ｐ
性别 Ｓｅｘ １ ０．２０７ ０．６５０ ４．１９３ ０．０４１∗ ０．４３８ ０．５０９ １．０５０ ０．３０６ １．９０７ ０．１６８

年龄 Ａｇｅ ４ ３．４４８ ０．００９∗∗ ２．５１２ ０．０４２∗ ３．４６５ ０．００９∗∗ ３．８７７ ０．００４∗∗ ０．６８８ ０．６０１

职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６ １．４４６ ０．１９６ ４．０５２ ０．００１∗∗ １．３９８ ０．２１５ ２．７９２ ０．０１２∗ ２．３９２ ０．０２８∗

年均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５ ２．８６６ ０．０１５∗ １．５８３ ０．１６４ １．３９８ ０．２２４ ３．４６０ ０．００５∗∗ ３．９７４ ０．００２∗∗

居住时间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４ ５．８１３ ０．０００∗∗ ∗ ５．６２９ ０．０００∗∗ ∗ ４．８８４ ０．００１∗∗ ２．７３２ ０．０２９∗ ０．９９２ ０．４１２

文化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 ２．８８６ ０．０２３∗ ６．２１４ ０．０００∗∗ ∗ １．１８９ ０．３１５ １．１９９ ０．３１１ ４．９８６ ０．００１∗∗

调查对象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１ ２９．９２９ ０．０００∗∗ ∗２１．１２６ ０．０００∗∗ ∗ ２５．２２１ ０．０００∗∗ ∗ ５．５１５ ０．０１９∗ ２．９４５ ０．０８７

　 　 ｄｆ 为自由度；Ｆ 为组间均方与组内均方的比值；∗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０１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随着年龄的

增加，地方认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地方认同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维度（Ｐ＝ ０．０４２）、现实认

同维度（Ｐ＝ ０．００９）及情感认同维度（Ｐ＝ ０．００４）上，而在行为认同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Ｐ ＝ ０．６０１）；不同

收入水平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显著（Ｐ＜０．０５），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差异主

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Ｐ＝ ０．００５）和行为认同维度（Ｐ＝ ０．００２）上，而在历史认同维度（Ｐ ＝ ０．１６４）和现实认同

维度（Ｐ＝ ０．２２４）上差异不显著。 年均收入在“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的居民在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上均高于其他

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其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 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需要较长时

间的积累，居住时间愈长，地方认同程度愈高。 具体而言，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地方认同的历史认同维度（Ｐ＝
０．０００）和现实认同维度（Ｐ＝ ０．００１）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在情感认同维度（Ｐ＝ ０．０２９）上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但在行为认同维度（Ｐ＝ ０．４１２）上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

维度和行为认同维度分别在 ０．０５、０．０１ 和 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中“大学”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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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历史认同和行为认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访者，说明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关系密

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认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的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 具

体分析发现，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在历史认同维度（Ｐ＝ ０．０００）和现实认同维度（Ｐ＝ ０．０００）上的差异均达到极

显著水平，在情感认同维度（Ｐ ＝ ０．０１９）上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但在行为认同维度（Ｐ ＝ ０．０８７）上差异不显著。
福州市民地方认同高于外来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依存地变化可能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

影响。
２．３　 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为研究不同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借助 ＳＰＳＳ１７．０ 相关分析功能中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对受访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以及文化程度与其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

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进行相关分析（表 ４），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

间和文化程度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年龄和年均收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Ｐ＜
０．０５），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 受访居民的居住时间和文化

程度与历史认同同样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表明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愈长，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访

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程度愈高。 福州居民现实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龄和

居住时间的影响，与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 居民的情感认同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５），与年均收入和居住时间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福州居民的行为认同与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

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各认同维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

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对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表 ４　 人口特征与地方认同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地方认同
Ｐｌａ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历史认同维度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现实认同维度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情感认同维度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行为认同维度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年龄 Ａｇｅ ０．１３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３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７

年均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９∗∗ ０．１２７∗

居住时间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０．１９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８

文化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９ ０．２１４∗∗

　 　 ∗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

为探究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规律，按照受访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与地方认

同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大小，将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保护划分为由低到高的 ３ 个层次：人口

特征、认知态度和保护态度，其中，依据地方认同各维度涉及的具体调查内容，以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情感认

同 ３ 个维度指示居民的认知态度，以行为认同指代居民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据此，构建福州居民农

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图 １）。
在地方认同与受访者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中，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２０］ 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地方

认同时就会表现出对该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 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认知态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
文化程度等）的影响，而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的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

人口特征相关性不强。 依据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在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

举措转变居民的认知态度，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经常性地组织或举办弘扬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以

吸引市民参与其中，增强居民对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因此而成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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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ｚｈｏｕ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州市花，占据“天时”与“地利”而独具特色，政府部门应

利用大众传媒及移动互联网多渠道对茉莉花与茶文化

进行积极宣传，增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对该文化遗

产的情感认同；可针对居民开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讲

座或论坛，拓宽居民对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进
而影响其消费倾向。 通过增强居民的认知程度最终影

响其行为选择，以实现对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３．２　 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研究方法及内容

对比

为丰富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相关研究方法，以更

好地促进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笔者参考相关文献将国内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

保护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内容加以分类整理（表
５）。 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

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 概括来讲，在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运用

的主要方法有问卷调查及访谈法、结构方程模型及评价模型、生态足迹方法等。 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开发与

农业文化遗产地资源 ／居民态度之间的关系、遗产地资源多功能性价值评价、生态足迹及生态补偿等。 福州茉

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及技术成果，依
据本地实际情况，取长补短，从而促进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表 ５　 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ｓ

农业文化遗产地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研究内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文献来源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广西龙脊平安寨稻作梯田系统 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
社区型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态度与
旅游发展关系

［１３］

广西龙脊平安寨稻作梯田系统 半结构式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旅游开发对遗产地社区文化的影响 ［２１］

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 时空适宜性评价模型 遗产资源旅游开发时空适宜性评价 ［２２］

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 生态足迹方法、生态承载力
传统农业地区生态足迹构成及资源
消耗特点

［２３］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问卷调查法、面对面访谈法 稻田生态补偿机制的动态补偿标准 ［２４］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模型 旅游资源潜力评价 ［２５］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农业多功能性多维评价模型 遗产地农业多功能性评价 ［２６］

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 生态系统评估方法 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服务价值评价 ［２７］

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 适应潜力评价方法
半干旱区庭院农业旱灾适应潜力
评价

［２８］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 地方认同理论、问卷调查法 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 本文

３．３　 本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应用地方认同理论以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态度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探索

及拓展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途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存在如下不足之处：（１）笔者

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研究只涉及该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此单一功能，而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农

业多功能性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除文化价值外还有产品生产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生态环境保

护功能、景观保留功能等［２６］，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应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２）本文在应用地方认同理论开展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仅是选取 ４ 个认同维度，为更全面评价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在今后研究中应尽可能

７　 ２０ 期 　 　 　 任洪昌　 等：地方认同视角下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态度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拓展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同维度；（３）本文尚未对福州农村居民的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同程度进行调查，
因此，为全面反映福州城乡居民在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各功能价值上的认同度，以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

代表性，在后续研究中应对福州农村居民的认同表现给予足够的重视；（４）在定量化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地居

民认同度及其影响机制过程中，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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