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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机理与路径选择 

——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1
 

刘杨星 黄毅 

【摘 要】乡村旅游扶贫在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西部民族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既有助于带动当地产业转型

升级，又有助于贫困地区农户实现脱贫奔康。本文选择典型的民族贫困地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在分析

和总结阿坝州的贫困现状及致贫原因，以及该州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扶贫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

深入研究和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机理及路径选择。本文认为，在路径选择上，西部民族地区依托乡村旅

游扶贫产业，需要融合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增强民族文化主体的保护以及通过人才的培育提高

社区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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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实现脱贫攻坚的成效攸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及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提到，要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2018 年 2 月，中央一号文件根据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全

面部署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而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创新形式，为助力全面实现脱贫攻坚具有重

要意义。201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首次将乡村扶贫作为

特色产业扶贫提到了新的髙度。2014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为促进乡村旅

游改革发展，推动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指明道路。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深受薄弱的经济基础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落

后的传统风俗习性等因素的影响，要彻底消除贫困痼疾，提升脱贫效益，还存在较大的困难。本文基于发展经济学宏观理论分

析基础上，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深入分析其贫困现状及乡村旅游扶贫特点，剖析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结合乡村发展战略实施的契机，深入探究与创新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机制。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贫困问题与不发达经济的研究，国外学者从其定义及摆脱贫困的机制做出了系统的探究。阿马蒂亚•森从生物学、不平

等以及一定的政策性标准等角度上来定义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的本质就是不平等。
[1]
对于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缪尔达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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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人口、教育、农业等方面出发，比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条件的差异，在具体分析不发达国家贫困状况上提出相

应反贫困措施。
[2]
此外，拉格纳•纳克斯认为不发达国家应该通过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形成能够提髙生产效率的资本，以解决不

发达国家劳动力过剩以及消费不足问题。
[3]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区域扶贫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连片特困区域，而针对西部民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主

要按照以下脉络展开：一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及致贫原因。黄顺君认为主要内因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事业

不完善以及贫困户自身脱贫能力低下等；
[4]
覃建雄等认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偏远的地理位置、较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等是主

要原因。
[5]
二是在认识到西部民族地区致贫原因后，由于乡村旅游是以服务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顾客融入其中的社会

演进阶段，通过满足人们的感受体验需求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
[6]
不少学者对在乡村发展旅游经济来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模式进

行研究。一方面，是理论层面上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模式进行探讨。如学者卢世菊认为应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

的开发模式，在正确处理乡村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传承的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7]
陈慧提出打造独具文化内涵的乡村旅游

品牌，建设完整的乡村旅游产业群集来提髙核心竞争力；
[8]
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践方面上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模

式进行探究。如方丹提出产业间联动协调发展模式；
[9]
毛昕从生态旅游的角度，因地制宜地对构建乡村生态旅游模式进行探析。

[10]
 

学者们的研究为扶贫机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是从乡村旅游扶贫研究来看，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全国一般层面

或是单个旅游目的地为主，鲜有纵向比较；其研究方法也只集中在理论分析，鲜有实证分析。本文基于以上两方面需要，从经

济学理论与实证分析层面对四川阿坝州片区的乡村旅游扶贫机理进行探究。 

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贫困现状及致贫原因 

1. 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是集老、少、边、穷、病于一体的落后地区。阿坝州所处髙

原藏区连同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秦巴山区被列为“四大片区”，其髙半山区、边远牧区为国家、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区域。

据统计截止到 2017 年底，该州 13 个县有 6 个属于国家认定的贫困县；截止到 2016 年底，全州仍有贫困村 480 个，贫困人口 5

万，分别占该州总村数和总人口的 35%和 7%，脱贫任务非常严峻。 

2. 地理自然环境条件较为恶劣 

阿坝州地处青藏髙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地貌以髙原和髙山峡谷为主。东南部为髙山峡谷

区，中部为山原区，西北部为髙原区，气温自东南向西北并随海拔由低到髙而相应降低。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的影响，干旱、

低温霜冻、暴雨洪涝、雪灾、泥石流、山体滑坡及地震等自然性灾害频发。以及受植被退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阿坝州水土流

失严重，土层瘠薄，造林种草成活率低，广大牧民生产生活对森林资源依赖程度髙，草原超载放牧带来的供需矛盾易导致“公

地悲剧”的发生。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该州农牧产业及其经济发展，加剧了返贫率，使得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不到根本性

改善，丰年脱贫、灾年返贫现象普遍存在。 

3. 经济社会条件较为落后 

阿坝州位于偏远连片特困地区，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与资源禀赋不足，教育、医疗、农村金融服务等公益性事业发展较为落

后，从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表 1 所选取的代表性数据分析可得出以下论断：一是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不髙，相比于四川省整体平均水平，阿坝州的人均生产水平和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较低，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公共

基础设施落后，幼儿园建设、公路总里程、公共预算总支出指标仅占全省总水平的很小一部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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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小于全省水平。交通不便、文体设施供给不足、医疗服务覆盖不全等困难严重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三是从业结构

低度化，相比于四川省整体平均水平，阿坝州的就业结构表现为第一产业且髙于全省水平，乡村就业人员占比相较于全省水平

高出了 6.3 个百分点。阿坝州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口仍然停留在农村，特别是滞留在传统农牧业领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人均

收入水平的提高。 

表 1 2016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经济 

社会发展指标测度 

指标 

类 
指标 单位 地区数值 省域数值 占比％ 

经济 

指标 

人均 GDP 元/人 30171 39695 76.01 

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9711 11300 85. 94 

公共 

基础 

设施 

建设 

指标 

幼儿园建设 所 337 12903 2.61 

公路总里程 公里 13447 324138 4.15 

公共预算总支出 亿元 221.06 8008. 89 2. 76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比 % 23. 7 68.5 \ 

从业 

人员 

结构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 56. 7 37. 6 \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 7. 7 26. 8 \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 35. 6 35. 6 \ 

乡村从业人员占比 % 73. 3 67.0 \ 

数据来源：《2017 年四川统计年鉴》。 

四、实施乡村旅游扶贫机理及阿坝州发展乡村旅游的 SWOT 分析 

1. 实施乡村旅游扶贫的机理分析 

旅游对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旅游能突破民族贫困地区一方面具有良好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但却面

临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窘境。一些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是一种“抱着金饭碗饿肚子”的贫困。这些地区未能对其拥有的生

态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和充分开发来发展当地的经济。而目前该区域的工业发展却对其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造成了一

定破坏，导致贫困现象普遍。发展旅游业可以打破这种两难的境况，发挥贫困地区的比较优势，开发、利用丰富的生态、文化

资源，将当地的得天独厚的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发展旅游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带动其他相

关产业的发展，为民族贫困地区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创造出额外的消费，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创造收入，提髙

当地人员素质和生产技能，突破贫困、资源恶化的恶性循环等不利状况。旅游扶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扶贫、社会扶贫、生态

扶贫和文化扶贫等多方效应等。 

2. 阿坝州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发展的 SWOT分析 

(1) 阿坝州实施乡村旅游扶贫的优势。阿埂州的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也有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还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对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具备一定的优势。从自然景观来看，阿坝州风光秀丽，风景名胜众多，有列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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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自然遗产名录》的“神州世界”九寨沟、被列为国际生物保护区的中国最大的大熊猫天然保护基地卧龙自然保护区、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小金四姑娘山等。从人文景观来看，受历史人文因素以及藏族、羌族聚集区的不同风俗文化交融的影响，有卓克基

土司官寨、松岗直波八角古碉群、松潘古城墙、理县筹边楼、小金两河口会议遗址、松潘毛尔盖会议遗址、若尔盖巴西会议遗

址、红原红军烈士墓、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园等。从地缘特征来看，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北部与青海、

甘肃省相邻，东南西三面分别与成都、绵阳、德阳、雅安、甘孜等市州接壤。是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中距省会城市最近的地

方，对于发展乡村旅游服务贸易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2) 阿坝州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发展的劣势。虽然阿坝州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但是其自身固有的短板即“硬件”

和“软件”的供给不足，已成为乡村旅游扶贫的阻碍。从公路运输情况来看，2016年统计的阿坝州的公路总里程为 13447公里，

占全省的 4.15%,髙速公路总里程为 51公里，仅占全省的 0.78%,据统计，阿坝州的辖区面积占全省的 17.1%，交通的落后，严重

制约了该州与外部的经济往来。从自然生态环境来看，阿坝州生态环境脆弱，旅游承载能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经

济的发展。从乡村旅游必备的基础设施来看，笔者在当地调研时发现，由于阿坝州大部分地区位于偏远山区，4G网络信号较差，

WiFi 覆盖率不髙，垃圾治理及公共厕所的建设还有待完善。从财政方面看，资金支撑不足，西部民族地区多为特困区，地方财

政资金有限，投入到发展乡村旅游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当地政府的投资侧重于旅游公共基础设施，景区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

致使对农家乐、乡村客桟、生态园林等乡村旅游项目的投入极少。此夕卜，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来看，劳动力素质技能低。据调

研发现，阿坝州贫困地区农户受教育情况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农村剩余的髙素质人才较少，乡村旅游人才更是匮

乏，严重制约着农户自身脱贫能力的提升及该州乡村旅游的发展。 

(3) 阿坝州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发展的机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开放带动乡村旅游

创造了机会，也为西部民族地区依托乡村旅游扶贫提供了机遇，为解决西部民族地区连片贫困问题提供了战略契机。2018 年 2

月，在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通过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实

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来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此外，阿埂州政府在遭遇 2008 年重大地震灾害后，重整旗鼓，出台了

一份《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阿坝州片区旅游业恢复重建实施规划》，其中在乡村旅游安民工程中，提出以特色羌寨、藏寨等民俗风

情以及自然生态等乡村旅游资源为依托，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这些政策的出台都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依托乡村

旅游实现扶贫开发带来了重要的机遇。 

(4) 阿坝州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是乡村旅游发展不稳定。虽然阿坝州拥有丰厚的旅游资源，优越的地缘

位置，但是阿坝州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近十年来，阿坝

州旅游发展呈波动变化趋势，受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影响，旅游总收入从 2007年的 74.38 亿元下降到 2008年的 17.42亿元，

2008年收入仅为2007年的23.4%;旅游接待总人次从2007年的881万人次下降至2008年的200万人次，只有2007年人次的22.7%。

得益于当地政府对乡村旅游灾后重建的成效，2009 至 2016 年旅游总收入平稳上升，从 2009 年的 40.68 亿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314.95 亿元，旅游接待总人次也从 2009 年的 514 万人次增加至 2016 年的 3761 万人次。然而，2017 年 7 月发生了九寨沟 7.0

级地震对阿坝州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旅游总收入下降至 235.72 亿元，比 2016 年减少了 33.61%f 旅游接待总人次

下降至 2910 万人次，比 2016 年减少了 29.25%。反观阿坝州地质灾害频发的原因，不仅由于阿坝州本身就处于构造断裂带、地

震带及髙山峡谷地带，当地岩体比较破碎和松散，容易引发地质灾害，还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当地草原的沙漠化比较严重，

据统计，目前为止，阿坝州有 121 万亩天然草原退化。可见，脆弱的生态环境及地质灾害问题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发

展的“绊脚石”。 

二是乡村旅游市场开发落后。随着震后乡村旅游市场回暖，阿坝州乡村旅游产品已逐步成形，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阿坝州旅游市场发育不够，潜在旅游市场发掘不足。从表 2 可以看出，近十年来，阿坝州主要以国内游客为主，入境游

客占比最髙的年份还是 2007年，仅为 5.15%,且逐年降低。从乡村旅游的类型、分布及开发深度来看，阿坝州的乡村旅游发展不

均衡，主要以九寨、黄龙、松潘等东部地区的髙山峡谷、溪流海子为乡村旅游产品主要开发点，而其西部地区如达古冰川、若

尔盖大草原等旅游资源开发滞后，造成了“东热西冷”的旅游格局，难以满足旅游者多样化需求，不利于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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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旅游配套要件建设情况来看，阿坝州与云南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著名旅游景点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阿坝州缺乏与国际

接轨的配套服务设施，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行社及高档酒店较少，旅游信息数据服务中心缺乏，国际旅游人才投入不够等问

题导致阿坝州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不足。从上述现状不难看出，阿坝州入境旅游发展进入了瓶颈时期，国际旅游市场有

待进一步完善和开发。 

表 2 阿坝州 2007〜2016年游客接待情况 

年份 

阿坝州游客接待情况（单位:万人次&百分比） 

总人次 入境游客 
入境游客 

占比（％） 

国内 

游客 

国内游客 

占比（％） 

2007 881. 00 45. 40 5.15 835. 60 94.85 

2008 200. 00 5. 66 2. 83 194. 34 97.17 

2009 514.00 11.23 2.18 502. 77 97.82 

2010 850. 00 13.10 1.54 836. 90 98.46 

2011 1464. 00 17.28 1.18 1446. 72 98. 82 

2012 2100. 57 18.82 0.90 2081. 75 99.10 

2013 2289. 60 12. 80 0.56 2276. 80 99.44 

2014 2876. 78 14.83 0.52 2861.95 99. 48 

2015 3232. 74 11.11 0. 34 3221. 63 99.66 

2016 3761.29 11.00 0.29 3750. 29 99. 71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6年四川省统计年鉴计算得。 

 

表 3  阿坝州乡村旅游产业与 GDP和三产产值 

单位：亿元 

年份 
Xo （旅游 

总收入） 

X1 

(GDP) 

X2 （一 

产产值） 

X3 （二 

产产值） 

X4 （三 

产产值） 

2007 74. 38 105.10 19.55 45.40 40.15 

2008 17. 42 75. 60 20.19 75. 30 32.51 

2009 40. 68 109. 60 23.02 43.18 43.4 

2010 73.78 132. 76 25.10 58.55 49.12 

2011 124. 00 168. 48 27.86 79.67 60. 95 

2012 181.03 203. 74 31.57 102.12 70.05 

2013 195. 67 233. 99 35.04 120. 84 78.11 

2014 242. 53 247. 79 37.25 125.31 85.23 

2015 285.58 265. 04 40. 84 130. 02 94.18 

2016 314. 95 281.32 44. 05 132. 90 104. 37 

2017 235. 72 295.16 46.34 141. 38 107. 44 

三是阿坝州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未能充分发挥。阿坝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从

乡村旅游发展与地区经济及产业之间关联度的角度分析，如关联度髙，则旅游扶贫乘数效应大，反之，旅游收入漏损严重，旅

游扶贫乘数效应小。通过《四川省统计年鉴》收集阿坝州 2007〜2017年旅游总收入、GDP、一产、二产和三产产值数据（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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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运用灰色分析法对阿坝州的乡村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增长及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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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阿坝州旅游业与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较髙，说明乡村旅游产业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该州发展乡村旅游扶

贫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而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联度相对较低且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主要得益于阿坝州政

府近年来对乡村通村路及重点交通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对第二产业贡献较大的交通运输制造业与旅游业的关联度较大；受自

然条件和地质灾害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的投入产出率低，导致旅游业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低，存在较大的经济漏

损；此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只能从事低端的服务岗位，如饭店服务员或者景区保洁工等，

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度不髙，导致旅游业与第三产业也存在一定了漏损程度。 

四是乡村旅游文化受到城市化冲击。阿坝州独特的地域生态风光以及多民族风俗文化固然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天然优势，但

随着政府对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的不断推进，该地区面临着在吸纳外来城市文明因素的同时又面临如何保留并发扬自身人文生态

的难题。发展乡村旅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提髙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乡村人文生

态的恶化。乡村旅游开发以及城市人口的进入，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是对当地文化的“入侵”，其一，少数民族文化容易受外来

的异地文化冲击，如村子里年轻人的穿着服饰、生活方式及婚恋观念等遭受着都市文化的同化；其二，商业资本的“入侵”在

给乡村社区带来发展的同时冲淡了当地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如驻扎在农村中的鳞次栉比的商铺、五光十色的不夜灯以及搓麻将、

卡拉 OK的喧闹声都是为迎合部分旅游者而产生的一些不良现象。 

五、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途径选择 

1. 助力乡村旅游扶贫与生态建设融合发展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整体布局应坚持生态导向和环境保护原则。为提高乡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实现乡村

旅游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不仅要从环保政策上来规定农村生活及农作产物垃圾的处理办法，还要对村民灌输“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让他们自觉参与到生态保护、低碳生活当中去。此外，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发

展乡村旅游，比如生态脆弱地区更适合实施环境保护而不是旅游开发，要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突出特色，在保留农村原生

态的条件下开发乡村旅游产品。在助力乡村旅游与生态建设融合发展时，应把握“度”的衡量，如藏家乐、特色村寨、休闲农

业等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规模、结构、质量、效应等应该与乡村的生态承载力、人文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相匹配，厘清生态保

护红线’，建立环境及生态保护补贴制度，明晰生态产权并加强监管，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走绿色化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 

2. 优化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以满足旅客多方位需求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但分布较散且开发程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所以在区域尺度上，地方政府应该在对

该区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充分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对具有独特优势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多样化乡村旅游产品以弥

补季节性限制。此外，还应拓宽乡村旅游中心景点的辐射范围，通过满足旅游主体主客观需求来加大旅游者在区域间各景区的

多向流动。如充分发掘旅游主体的“乡愁”怀旧、回归自然等心理情感需求；优化停车场、厕所、网络信息服务等乡村旅游配

套基础设施需求；健全乡村旅游法规制度、透明公开价格制度、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等现实保障需求等。在乡村旅游扶贫的进程

中，要通过探究西部民族地区不同种族、不同年龄阶段的旅游者们对乡村旅游的兴趣、动机和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发兼具多元

性、特色性、体验性的乡村旅游产品，从而增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并提髙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 推进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人才培育 

政府、企业、村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是乡村旅游社区的主要参与者，在乡村旅游扶贫的进程中要充分的发挥其社区主人翁

的意识，尤其是调动当地村民主动参与到乡村旅游建设中去。为了实现乡村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变以及当地部分农民的职业顺利

过渡到服务业，需要智力的支撑和资金的保障。首先，加强对社区村民以及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相关技能的培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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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接待讲解员、旅店客栈服务人员、餐饮烹饪人员以及乡村旅游社区管理人员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训；其次，多方面

探索乡村旅游融资渠道，如鼓励金融机构授信于乡村旅游项目，吸引国外大型旅游企业以合资的方式进驻，鼓励村民们以土地

房屋等固定资产或是技术等无形资产入股兴办乡村旅游项从而获得资产性受益。要注意的是，社区参与型的乡村旅游的发展，

要保留传统的技艺、民俗文化以及农产业，社区各参与者也要守住乡土味，以淡然自若的心态融入到社区乡村旅游的发展。 

4. 致力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护与传承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的独特的自然资源、人文内涵、农业景观等都是开展乡村旅游扶贫的核心要件，乡土性是少数民族

文化的本质特点，而要使少数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只能是当地少数民族自身。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建立合

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是赋予乡村旅游扶贫地少数民族更多的权力，来提升少数民族对本民 k 文化的自豪感、自信心，进而增进

其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动性。如适当增加当地少数民族主体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话语权、决策权、利益分享权来保障当地村民

的利益最大化从而进一步扩大旅游扶贫效应。另一方面，适当利用新兴科技来打造兼具民族特色、地域风貌、历史韵味等文化

多样性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来对传统的乡土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如对文化产物采用景观化塑造或博物馆陈列来打造主题文化

馆；借助 VR、智能设备等髙科技支撑的情景互动体验；打造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文化产品增添文化旅游的魅力。此外，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可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文化记忆并利用其文化共同点，加强文旅合作，推动乡村旅游经济结构调整

与产业升级以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增进乡村旅游扶贫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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