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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特征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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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促进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以巴渝地区 164 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 Arc GIS10.8.1

空间分析法，探究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空间上属于集聚

型分布；空间分布格局上呈现出多个层级明显的集聚区，其中以酉阳、秀山、石柱为核心的渝东南区域为高密度聚

集区；88.41%的传统村落分布在 1 km 以下的中低海拔区；经济、交通、旅游景区、非遗文化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传统村落的分布。利用 SWOT 分析法总结出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优势条件与挑战，并提出传统村落农文

旅融合发展需要强农、兴文、拓融、强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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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历史悠久、遗存雄厚、文化典型
[1]
。为保护、发展和活化传统村落，我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2022 年

国务院在《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探索传统村

落农业文化遗产，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同年重庆文旅委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加大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

集中成片保护力度，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的旅游精品。从国家到地方，越来越重视传统村落的农耕文明、历史文化和旅游潜力，

将有效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传承。巴渝传统村落有发达的农耕文明、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承载着人们无限的乡愁，其保护、

传承与活化利用对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传统村落愈发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双重重视，对其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
[2,3]

、民居

建筑
[4,5]

、价值评估
[6,7]

、空间格局
[8]
等。巴渝地区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化遗产

[9]
、空间分布

[10]
、保护利用

[11,12]
等。然而，

在传统村落的研究中，涉及农文旅发展的研究较少，将农文旅发展与村落空间分异特征相结合的研究更少。基于此，分析巴渝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与农文旅发展相结合，进一步利用 SWOT 分析法总结传统村落

农文旅发展的优势条件与挑战，并提出传统村落农文旅发展的对策，以期为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农文旅发展提供建设思路。

1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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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区域

“巴渝地区”的地域范围是指重庆直辖市。巴渝地区地域辽阔，共辖 38 个区县，总面积约 8.42 万 km2，地形地貌主要以山

地、丘陵为主[13]，地形复杂。该地区现有耕地面积约 162.2 万 hm2，农用耕地开发度较高，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巴渝地区除

了拥有典型的巴渝文化，还孕育出了红岩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等人文历史，具有国家历史文化名称的美誉。巴渝地区深

厚的农耕文明和历史文化为地域内传统村落农文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截止到 2023 年 3 月《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的

六批传统村落名单中，巴渝地区有 164 个，占全国传统村落比例为 2.01%。

1.2 研究方法

在确定巴渝地区每个区县的传统村落数量基础上，通过 Excel 建立相关数据库，利用 Arc GIS 10.8 空间分析中的核密度、

最邻近指数、聚类与异常值分析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核密度分析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离散状态；

最邻近指数分析空间分布的集散程度；聚类与异常值主要是识别空间要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统计显著性的热点、冷点和空间

异常值。

1.3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村落名单来源于住建部官网公布,共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对其进行整理共得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 164 个。(2)使用 Map Location 对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经纬度进行查询，获取地理坐标，利用 Arc GIS10.8.1

进行可视化处理。(3)数字高程来源于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的 SRTMDEM UTM 90 m 分辨率 DMF 数据。(4)巴渝地区各区县的经济、

交通、旅游等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将收集信息导入 Arc GIS10.8.1 中，构建巴渝地区传统村落信息数

据库。

2 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特征

2.1 区域划分

按照巴渝区域划分规定，巴渝地区可以划分为四个片区，即主城片区、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其中渝东南

片区传统村落规模最大，达到 109 个，其次是渝东北片区，有 30 个，主城片区、渝西片区则较少，分别为 2个、23 个。

2.2 分布类型

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分散型分布和集聚型分布，为探求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空间集聚类型，将 164 个传统村落

的地理坐标导入 Arc GIS10.8.1 软件平台，通过该平台中的平均最近邻工具进行运算，得出在显著性 P<0.000 1 条件下，R=0.664

285，即 R<1，由此说明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不均衡，属于集聚型分布类型。

2.3 核密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聚集特征及其各批次变化，利用 Arc GIS10.8.1 在核密度分析工具中分别对 6个批次

和所有传统村落进行核密度分析，并绘制了相应的核密度空间格局（图 1）。从图 1 可以发现，巴渝地区传统村落核密度总体上

呈现出多个层级明显的集聚区。分别是以酉阳、秀山、石柱为核心的渝东南区域为高密度聚集区，以涪陵、江津、忠县、巫山

等为核心的多个次级密集区。综合分析发现，传统村落的分布相对远离主城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其传统风貌保存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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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相关要素分析

2.4.1 地形

地形地貌可以影响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农业生产方式，高程可以反映地区的地形地貌[14]。运用 Arc GIS10.8.1 将巴渝

地区传统村落分布数据与高程数据进行叠加处理，形成巴渝地区传统村落高程图（图 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分布在海拔 0～

500 m 的传统村落有 65 个，约占总数的 39.63%；500～1 000 m 的传统村落有 80个，约占总数的 48.78%；1 000～1 500 m 的传

统村落有 17 个，占总数的 10.37%；1 500 m 以上的传统村落仅 2个，约占总数的 1.22%；高于 2 000 m 的区域则没有分布。由

此可见，巴渝地区传统村落数量随地形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主要分布在中低海拔区域。

2.4.2 经济

为探究经济要素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对重庆市 202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进行了统计，将 GDP 密度地图和传

统村落进行叠加，利用 Arc GIS10.8.1 对其进行聚类与异常值分析，得到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经济分布及自相关聚类结果（图

3)。从图中可以发现巴渝地区传统村落在经济分布上主要分为 3 类。一是 H-H 聚类（1个），表明村落的发展与周边的经济发展

水平均较高，该村落位于主城片区中经济相对较好的巴南区；二是 L-L 类（66 个），表明村落自身发展与周边经济发展水平均

较低，主要集中分布在渝东南各区县、渝东北的巫山、奉节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三是没有显著聚类（97 个），此类村落分

散在各个区县，主要根据 H-H 聚类走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道路。

2.4.3 交通

交通是决定村落与外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自驾游的兴起，交通可达性成为影响传统村落的分布格局以及保护发展的

重要条件[15]。为探求主要交通干线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关系，运用 Arc GIS10.8.1 对巴渝地区范围内 2022 年的国道、省道、

县道的基础道路信息建立 1 km缓冲区分析，再与传统村落的坐标数据进行相交分析，得到传统村落与主要道路的关系（图 4）。

分析发现，在剔除靠近两种交通干线基础上，靠近交通干线的传统村落一共有 53 个，约占总数的 32.32%。其中，靠近国道分布

的仅有 4 个，约占总数的 2.44%，靠近省道分布的有 15 个，约占总数的 9.15%，靠近县道分布的村落有 38 个，约占总数的 23.17%。

2.4.4 旅游景区

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资源禀赋、设施完善、活动丰富、客流量稳定成熟，其发展态势在国家旅游景区发展中处于引领地位，

能为其他景区的开发提供参考标准[16]。目前，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水平总体上还处于相对较弱的阶段，通过旅游景

区的影响力带动传统村落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从重庆市文旅委公布的截至 2022 年 12 月的 A 级旅游景区名单中选取了 4A 级以

上的旅游景区共 152 个，在排除地形、交通可达因素的前提下，利用 Arc GIS10.8.1 以 10 km 为半径建立缓冲区（理论上半小

时车程能到达），并将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与传统村落进行叠加分析，发现共有 50 个传统村落位于缓冲区范围内，占巴渝地区

传统村落总数的 30.49%（图 5）。

2.4.5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分布与传统村落的分布之间的联系，运用 Arc GIS10.8.1 对巴渝地区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与传统村落的坐标数据进行相

交分析，得到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图 6）。可知，巴渝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大致存在正向关

系，特别是在渝东南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高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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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核密度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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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高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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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 GDP 分布及自相关聚类结果

3 传统村落的农文旅融合发展

“农文旅”发展是乡村绿色振兴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为打好生态优势牌，巴渝地区打造了一批批农文旅融合发展美丽景点,

不仅给人们的休闲娱乐带来方便,也为农民创造收入。基于前文传统村落影响要素分析，利用 SWOT 分析法探究巴渝地区传统村

落农文旅融合发展条件，并提出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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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与主要道路 1 km 缓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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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分布与 4A 级旅游景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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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分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关系

3.1 农文旅融合发展条件分析

根据前文对巴渝地区传统村落农文旅发展的基础条件进行总结，主要表现在地形、经济、交通、旅游景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五个方面因素。为了更加明确巴渝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及提出相应对策，在查阅相关文献基础上，利用 SWOT 分析法

总结了巴渝传统村落进行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构建了巴渝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SWOT 分析矩阵（表

1）。

表 1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SWOT 分析矩阵图

优势（S） 劣势（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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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遗产丰富，农耕 文明深厚；

•村落内部交通便利；

•低山丘陵之地土壤肥沃，

自然资源丰富；

•周边旅游景区辐射较广

•农业发展难成规模，主导 地位不突出；

•村落整体经济落后，财政 投资较难；

•村落文化产品影响力不足；

•省市外交通较封闭

机会（O） 挑战（T）

•国家乡村振兴等政策利好；

•各级政府部门重视传统村 落的活化利用；

•村民向往更加美好生活的

目标；

•游客对乡村旅游产品的强 劲需求

•同质化发展严重，竞争激烈；

•游客需求更新快；

•建设标准要求更高

3.2 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对策

通过 SWOT 分析结果，总结出当前巴渝地区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表现出农业发展难成规模、特色文化产品影响力不足、

交通等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旅游资源同质化等问题。因此，基于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条件分析，提出

农文旅融合发展对策。

3.2.1 强化农业基础，厚植农文旅融合根基

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生态兴农，立足优势资源，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一是重视个体户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衔接，扶持农业个体户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提升农产品档次和附加值，

在村落聚集区域发展壮大绿色优质产业集群，拓展增收空间。二是培育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志性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等

发展格局。三是发展村落共享经济，如在交通较好的村落建立产学研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作

为农耕文明遗产的村落，其文旅发展必须依托于当地农业资源，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3.2.2 兴盛村落文化，焕发农文旅融合气象

巴渝地区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发展中须传承农耕文明，走文化兴盛之路。一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对地方文化、农耕文明、民俗风情等元素进行系统挖掘、整理、活化与传承，形成传统村落农文旅发展的灵魂。二是要创

新传承村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演形式，加强村落节事产品打造与营销宣传，以此来推进传统村落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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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三是加强村落文创产品的开发，除了要重塑文化 IP，还要注重村落消费场景的打造，推进村落文化与文创产品的有机融

合，增进文化认同感、参与感；此外，可以将文创标签贴在村落提供的农副产品上，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同时，推动农产品提质

增效。传统村落深厚的文化与农业、旅游相融合，能有效解决村落文化影响力不突出的困境。

3.2.3 开拓融资渠道，强化农文旅融合保障

巴渝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集中在经济较落后的区域，导致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资金支持不足。因此其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方

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政府不仅可以直接进行专项资金支持，还可以出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优惠政策吸引其他资金的投入，

通过整合资金、创新投入优化财政支农的投入供给结构，要鼓励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产业之间的合作，优势互补，形成客源共

享、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要注重分区域、分类型对传统村落的农文旅项目进行分级和分类支持，如对于经济特别落

后的村落发展农文旅发展，要提供更多的项目支持和产业支持，增强其内生动力；对于受旅游景区辐射影响较大的村落，可加

大其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开发一些体验休闲、田园综合体等有发展潜力的项目。

3.2.4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文旅融合体验

基础设施建设是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巴渝地区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省市外交通相对封闭现

象，然而随着自驾游的兴起，传统村落农文旅融合发展需要加快省内外交通干线、旅游景区到传统村落的道路交通建设等，提

升传统村落的可进入性。鼓励传统村落因地制宜发展农业观光步道、打造文化走廊等，从而促进旅游发展，传承村落文明。加

强农文旅发展需要的基础配套设施，如村落供水供电、停车场、厕所、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提升村落进行农文旅融合发展保

障能力。

4 结论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巴渝传统村落属于集聚型分布类型，主要在以渝东南片区为高密度聚集区；空间分布主要在丘陵与低

山区域；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落对外交通相对封闭，导致发展农文旅在吸引跨境人流及消费上能力不够；巴渝传

统村落位于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缓冲区范围内较多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存在一致性，可以有效利用景区和非物质文化优势发

展农文旅。同时，基于巴渝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特征提取其农文旅融合发展优势与困境，并总结出了农文旅发展的强农、兴文、

拓融、强基四大对策。

本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上对巴渝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并据此提出农文旅发展对策，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随着农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以及地方性发展差异等微观

问题也值得重视，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传统村落农文旅发展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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