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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 

——以阿坝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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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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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

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

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

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

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

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

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

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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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的发展被提到了更突出的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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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确立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国计民生中的根本性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①2乡村振兴是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由于受制地理区位､环境､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民族地区农村

发展滞后现象尤为明显｡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要求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有效对接,找到二者

的结合点,已经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贴近人民生活等产业特性,在促进资源整合､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对于在资源和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打造农村经济“升级版”､培育消费新

增长点､促进区域内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等具有重大意义,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切入点｡本文研究区域(阿坝州)旅游资源

丰富､分布集中且独具特色;同时,汶川､雅安､九寨沟地震后,旅游业成为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先导产业,经过震后的恢复发展,川西

民族地区旅游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振兴乡村奠定了良好基础｡文章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和切入点,聚焦民族地区旅游发展,

希望通过研究找到区域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并以此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下的乡村振兴和生态化建设带来示范效应｡ 

一､社区参与理论及综述 

墨菲(Murphy)于1985年首次在旅游中使用社区参与概念,他认为社区居民是社区参与的主体､社区参与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发

展的责任分担和对社区发展成果的分享｡①联合国将2002年定位“生态旅游年”,在世界旅游组织(WT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共同主持召开的世界旅游峰会上提出“要使地方社区成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② 

我国学者通过研究旅游地社区参与模式,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保继刚､孙九霞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是指在旅游决策､开发､规

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建设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和社区可

持续发展;③吕星认为,社区参与作为一种旅游开发思想,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的主体,他们应对旅游开发､发展的过程具有知情权

､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郭瑞香认为,社区参与模式对当地居民自身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重新认识,其核心是赋予他们参与旅游

的权利和机会平等,即当地百姓居民也有自身的发言权､决策权来培养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和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④ 

目前国内学者开始从单纯的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各个层面进行研究｡尽管目前的旅

游开发和发展都将社区居民作为参与的相关者纳入到整个旅游规划系统中,从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到社区居民参与的层次

仍处于初级参与阶段(如若尔盖的九曲黄河第一湾和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区周围参与旅游活动的本地村寨居民以分散的､自发的

旅游零售商品售卖为主,没有进行规模化､规范化的引导和管理,导致旅游区周围出现杂乱甚至哄抢游客等不文明现象｡⑤然而,社

区的发展要求社区的全面参与旅游业,不仅要求社区参与经济活动,还要参与旅游目的地的管理中来,包括环境保护和社会文化

传承等,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文明有序､生态健康的生态旅游目的地｡⑥3目前我国旅游发展过快､呈现遍地开花的现象,导致旅游开

发过程中的盲目､同质化现象严重,旅游开发往往停留在政府层面,而真正与社区居民利益结合之处微乎其微,更没有做到社区的

全面有效地参与,因此,要真正做到社会､文化､经济､生态四方面的效益兼顾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二､区域概况 
                                                        
2①光明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2018年09月30日访问｡ 
3①Murphy.P.E.,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New York: Methuen,1985:155-176. 

②陈金华,李洪波:《试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以武夷山为例》,《背景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③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地理学报》2006年第4期｡ 

④李金峰,时书霞:《社区参与:构建天水市扶贫旅游开发新模式》,《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年第7期｡ 

⑤刘俊清:《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⑥白鹭:《基于共生理论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研究》,桂林理工大学,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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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川西典型贫困区,以四川省阿坝州旅游扶贫的多年跟踪调查为分析样本｡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占地84242平方

公里,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部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处,以高原､高山峡谷为主的地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独特

地形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辖阿坝､小金､红原､九寨沟､汶川､金川､马尔康､理县､茂县､壤塘､松潘､若尔盖､黑水等13

县,219个乡镇(172个乡,47个镇),1353个行政村｡2015年末户籍总人口914106人(农业人口710565人､非农业人口203541人)｡汉族

占20.6%,藏族占58.1%,回族占3.2%,羌族占18.6%,其他民族占0.2%｡阿坝州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也是藏族､羌族主要聚居地,拥

有独特的藏羌民族文化景观和民俗风情,是重要民俗旅游胜地,具有很大的旅游开发挖掘价值,旅游资源特别丰富｡境内自然资源

保存良好,很多优质资源处于待开发或未被开发的状态,如何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进行什么样的开发?关系到该区能否实现可持

续发展,关系到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关系到我国的国土安全与社会稳定,关系到民生改善及我国经济发

展战略的实现,其生态意义重大｡ 

尽管阿坝州拥有秀美的风景､丰富的自然､人文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阿坝州经济发展仍然后劲不足,依然处于贫困状态｡据

统计,四川省贫困县名单总计88个,国家识别确定贫困县有66个,省级识别确定贫困县有22个,而阿坝州是国家和省级新一轮扶贫

开发的主阵地之一｡反观国家和省扶贫开发评定的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整个阿坝州13县均在列,其中黑水､小金､壤塘三县是国家

重点扶贫开发县｡统计表明,2015年底阿坝州贫困村有606个,占行政村总数的44.8%,贫困人口7.4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0.5%｡与

2011年相比,贫困人口减少了13.5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下降了19.5%,但阿坝州贫困分布广､程度深､返贫率高的特征仍然明显,脱

贫攻坚任务依旧十分艰巨｡ 

表 1阿坝州旅游资源状况 

旅游资源类型 级别 
数量（个/

处/项） 
地域分布 

遗产地 世界级 3 九寨沟、黄龙、大熊猫栖息地 

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3 四姑娘山、九寨沟、黄龙 

省级 6 
叠溪-松坪沟、米亚罗、叠溪-松坪沟、卡龙沟、三江、九顶山-文镇沟大峡谷、草坡 

5A级景区 国家级 3 九寨沟、黄龙、汶川特别旅游区 

4A级景区 国际级 11 毕棚沟、达古冰山、四姑娘山、茂县羌乡古寨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4 九寨沟、卧龙、若尔盖湿地、四姑娘山 

省级 12 黄龙、米亚罗、白羊 

州级 24 黄龙、卧龙、米亚罗 

森林公园 国家级 3 夹金山、雅克夏、土地岭 

文物保护区单位 

国家级 

省级 

州级 

8 

56 

54 

茂县营盘山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阿坝红军长征遗迹等布瓦黄土碉群，福缘桥、

达&寺院、西索民居影子岩防洪堤、威州城遗址 

历史文化名城镇 省级 2 松潘、桃坪羌寨 

民间艺术之乡 国家级 3 金川、黑水、壤塘 

红色旅游精品区 会址类 4 巴西会议遗迹、卓克基会议遗址、两河口会议旧址、瓦切红军长征纪念遗址 

爱国教育基地 

国家级 1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省级 5 

理县甘堡藏寨、汶川县水磨古镇、汶川地震震中纪念地、茂县牟托村、理县桃坪羌

寨 

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 17 南坪曲子、藏族民歌、羌族羊皮鼓舞、羌年等 

省级 54 民间文学类、传统舞蹈类、曲艺类、传统美术类、手工技艺类、民俗类 

州级 366 大禹王故事、日月星辰来历、红军树来历 



 

 4 

国家级羌族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 
国际级 1 范围包括：以汶川、茂县、理县为主体，以及松潘县、黑水县的一些乡镇 

 

数据统计来源:根据阿坝州旅游信息网,四川山区旅游发展研究统计整理｡ 

三､旅游的扶贫效应分析 

(一)旅游收入与经济相关性 

采用相关分析法研究旅游扶贫带来的经济效益｡旅游发展指标选用旅游收入度量｡宏观经济指标采用GDP度量,地方财政收入,

相关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微观指标居民收入分别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衡量｡就业指标选取城镇就业人

数｡①4然后,通过旅游扶贫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微观效应进行回归分析旅游对居民收入影响程度,反映旅游扶贫的微观效果｡通过

SPSS软件对阿坝州旅游业及其经济影响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下表2｡ 

表 2旅游收入对经济影响相关性系数 

名目类型 GDP 
第一产业增加

值 

第二产业增加

值 

第三产业增加

值 

地方财 

政收人 

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人 

农村居民纯收

人 

城镇就 

业人口 

旅游收人 0.963 0.933 0.961 0.961 0.959 0.924 0.955 0.941 

 

以上分析表明:旅游收入与宏观经济指标 GDP 相关性最大｡旅游业作为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于一身的行业,旅

游业在促进直接就业的同时,其强大的带动作用还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间接就业机会｡一方面,它给农副业､交通､

商业网络､酒店餐饮服务业等引进了客源;另一方面也带动影响了加工制造､金融保险业､建筑业､房地产､邮电通讯､文体事业等

行业的不断发展｡相关性大小关系排序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且通过三产业占比由图 1可见,阿坝州总体趋势为第一产

业比重由 2000年的 30%下降至 2017年的 15.7%,二产业不断增加､三产业呈现波动变化,阿坝州工业发展越来越快,农业不再是主

要产业,当地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趋于稳定｡ 

 

                                                        
4①徐勇:《中国国内旅游业发展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东北财经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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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增收效益 

农村居民收入包括种植养殖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在旅游未发展之前,农民主要收入

来源是第一产业种养收入,当旅游逐渐发展的过程中,第三产业包括从事景区周边小商品买卖,贩卖土特产等活动逐渐增加,农民

收入的比重发生变化,若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旅游就给农民带来收益从而达到扶贫的目的｡①5旅游扶贫开始实施的过程中

旅游收入在不断增加,所以将旅游收入作为衡量标准｡选取农村居民收入作为因变量Y,农业收入为X1,旅游收入为X2,选取2004～

2017年的数据,建立模型为: 

 

以上结果通过检验,说明农业收入和旅游收入对农民收入有影响,为了比较两者对农民收入影响作用的大小,需要消除量纲

影响和变量自身数值大小的影响,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表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可支配收入平均会增加0.765453个单位,旅游

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收入平均会增加0.241909个单位｡经检验都符合经济学原理,说明X1､X2具有经济意义,通过经济检验｡回

归分析说明,旅游收入的系数为0.241909,农业收入系数为0.765453,说明阿坝州农村人口仍以农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旅游相关

产业链的发展对于农民收入的贡献占农民总收入的1/3,相较过去仅有单一农业收入来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增加了农民收

入来源,且比农牧业种养收入更高,通过发展旅游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潜力巨大｡从三产业结构变化可以看到,阿坝州第一产业在

不断减少,因地制宜通过二､三产业扶贫对于缓解贫困问题更加奏效｡为此,开发旅游扶贫是带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快

捷之路｡ 

(三)旅游对财政收入影响 

建立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和交通状况､经济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的关系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产业促进居民增收

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充分利用旅游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有效的发挥旅游联动作用,实现旅

游企业增利润,居民增收入,使旅游产业成为真正增收脱贫的富民产业,彻底跨越贫困陷阱｡ 

随着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兴起,相关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旅游产业链上的企业获得旅游收入越多,为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税收

                                                        
5①张遵东:《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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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而贫困地区旅游投入比较低,对于摆脱地区贫困作用巨大｡因此,将阿坝州财政收入作为因变量Y,旅游收入作为自变量X,进

行简单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通过检验,拟合优度为92%,X1的t统计量为11.29,“旅游收入”对“财政收入”影响显著,旅游收入增加1亿元,财政

收入平均增加0.099亿元,可见旅游收入对财政有一定贡献作用｡ 

财政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落实政府职能的重要资金保障,为社会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以满足各项支出的

需要｡旅游收入与财政收入相关系数为 0.959,说明旅游收入对财政收入做出较大贡献｡ 

 

四､旅游与环境共生耦合关系 

(一)藏区文化生态观与共生理论的契合 

阿坝州民族成分多样,藏､羌为主要世居民族,在长时间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

藏､羌民族人人信教,其宗教“万物有灵､万物同源”思想一直在族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世代传习下来的乡

规民约｡在藏传佛教和羌族信仰中倡导的戒杀生､对神灵的崇敬思想中,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牛粪作为燃料和轮作放牧的生产习惯

中都蕴藏着深刻的生态智慧｡他们认为,人和动物共同生活在大草原中,人们从大自然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源,应感谢神灵赐予的恩

惠,牛羊提供肉､毛皮､奶制品等生活所需,更要善待它们,如果过度地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或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人类和动物将不

能长久的生存下去,神灵终会惩罚人类｡藏族宗教教义中朴素的生态思想与道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善待自然､与大自然协同

共生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和谐”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在川西民族地区旅游生态化建设中,尊重并吸取藏文化中所体现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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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将其运用到旅游规划､旅游开发和管理中来,将对旅游和环境的和谐共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环境对旅游活动的适应性 

旅游作为一种现代经济活动,也必然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势必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对环境的自身适应性提出

了新的要求｡环境和旅游是相互依存的,两者共同处于旅游系统之中,而旅游活动作为一种外力与内生环境系统进行物质和能量

交流,在动态变化中互相竞争､适应｡因此适当的旅游活动对环境具有保护､改善作用,也表明环境对旅游活动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反之不适应将会造成旅游与环境向不利的方面转变,从而不能达到共生的稳态｡①社区居民作为当地环境的一部分,他们深知当地

实际环境特征,在进行生态化建设中,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旅游的开发､规划､建设､管理和决策中来,积极地保护当地资源

环境,缓解了旅游建设带来的资源保护压力,从而使旅游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一致,促进旅游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三)旅游活动对环境的保护 

美国学者史密斯认为旅游的发展目标应该追求:①保护自然生态与生物的多样性以作为人类生存的条件;②维护人类文化遗

产和族群的多元化,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社会发展｡②6旅游与环境共处于一个系统之中,旅游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承载力之上,

决不能只注重眼前经济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发展利益,更不能以损害后代享受环境带来的福利的权利｡旅游活动要将当地的空间环

境､地方性特征和社区作为旅游活动的基本载体,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形式｡正确处理旅游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矛盾,在

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处理好与环境､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反过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为当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地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改善,从而确保旅游活动与自然､文化､社会环境的协调､共生和持续｡ 

五､旅游生态化建设措施 

(一)旅游发展理念转型 

我国处于旅游发展的转型期,各旅游区提倡的“区内旅游､区外住宿”的绿色旅游发展理念｡①社区居民解放思想,摆脱传统

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开始衍生出在旅游区周边从事与旅游相关的饮食､住宿､特产销售等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以摆脱贫

困状态和提高生活水平｡旅游是具有关联效应的服务性产业,它的发展能够带动当地社区多方面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

供就地就业上岗的机会,为社区居民提供经济收入,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随着旅游活动的展开,当地居民意识到自己生产生活

的环境也是一种旅游资源也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参与旅游的热情日益高涨,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在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改善

生活水平驱动下,社区居民也愿意通过自己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行动来提高和改善生态旅游区与生活社区的生态环境;除生态､

经济效益外,社区的参与也有利于当地文化传统的传承和保护,从而激发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②更加积极地参

与传承民族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 

(二)明确居民在旅游生态化建设中主体地位 

民族地区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须着眼社区居民,因为当地居民不仅是旅游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旅游系统中旅

游产品和民族文化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居民是旅游者体验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当地居民是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主角,对游客

体验､目的地开发和生态建设感受最深,也形成了本民族敬畏自然､珍惜生命的民族伦理价值观,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区居

民的生存和发展将无所依托｡居民作为旅游资源的缔造者和保持者,以其自身各种生产要素进入旅游活动中,参与旅游活动的决

                                                        
6①郑媚春:《旅游业发展中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科技创新与应用》2011年第24期｡ 

②Smith,V·L. ,Sustainability. In Smith,V·L. &Brent,M. (ed.) ,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 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2001: 190 -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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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执行,并以此获得利益的分配,不但可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还能在客观上展示居民在生态化建设中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从而

对旅游者起到生态教育的作用｡③当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到生态保护的主体是当地居民,在关注民生的同时赋予民众保护的权利和

义务,充分调动当地民众的积极性,发挥居民的主观性,增强社区与旅游的内生联系,体现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及时反馈影响社

区旅游发展的内外因素｡ 

(三)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境教育机制 

在旅游与环境的共生系统中,不合理的旅游行为将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影响整个系统的协调性｡在阿坝州民族旅游和生

态化建设中,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游客和管理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共存､共享的单元,因此充分发挥法律､纪律､道德的作用,

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不同层度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加强环境立法,建立生态补偿和奖惩机制,建立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机制,规范

并提高旅游相关企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培训宣传活动,定期举办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和环保义务活动;④另一

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宣传,让旅游者积极参与到绿色出行､低碳消费的行动中,缓解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让自然生态环

境能在一定时间内自我恢复和改善,从而让旅游者在实际行动中潜移默化地树立起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意识;⑤7只有各旅游系统

中的相关者在旅游活动中遵循自然､人文规律,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和实际行动,实现民族旅游开发和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才能更

好的实现旅游与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 

(四)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区域联动 

阿坝州是一个跨四川､甘肃两省的共同地理区域,更是青藏高原大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旅游生态

化建设将对整个中国西部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通过调查分析认为:实现本地区的旅游区域

合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首先,区域没有明显的地理分异差异,并且相邻村寨有着相同的民族成分､宗族亲缘关系,以及相同的文

化背景和宗教价值观;其次,本区域相邻省份作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相似;再次,

区域之间可进入性较好,并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彼此之间互相依存｡正是有着如此契合的共生关系,在“全域旅游”的大

旅游理念发展背景下,加强区域合作,明确区际､区内分工,打破旅游管理制度区隔,完善区域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建

立跨地区的旅游产业链,加强区域之间的人才､信息交流和共享;利用空间上的近邻优势,建立区域联合网络,适当开展旅游产品

营销;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设立区域旅游合作专项发展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抵御旅游市场带来的风险,为实现区域旅游一体

化提供保障｡ 

六､结语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综合效应突出:投资乡村旅游具有改变西部传统农牧区聚合风险反复侵害路径现状,形成“生态恢

复—防灾减灾—生计改善—居民增收—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城乡平衡—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的乡村振兴路径｡社区参与旅

游的发展模式,是将社区主体居民和旅游经济活动进行有效整合,使社区和旅游区能够彼此达成利益共同体,社区参与方法将促

进各利益主体更平等､公平的利益分配,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实现社区和旅游区在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统一｡①8因此,在民族

地区旅游生态化建设中,要积极探寻扶贫及生态化建设模式的多元化,而不只是停留在政治维度而忽视地方层面,以当地经济发

展､农民脱贫致富为目标,采取多方合作和多元发展的方式,力求在社区和整个旅游区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实现共生发展均衡以

抑制旅游发展的过度膨胀,以“造血”的路径帮助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①潘少兵,刘峰:《基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模式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②陈忠晓,王仰麟,刘忠伟:《近十几年来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进展》,《地球科学进展》2001年第4期｡ 

③邓前程:《旅游业发展中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以西昌市邛海风景区为例》,四川师范大学,2008｡ 

④李辉,马中华:《旅游经济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董建辉:《旅游资源开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版｡ 

8①陈爱:《城市社区旅游开发研究——以成都宽窄巷子社区为例》,四川师范大学,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