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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IRT理论，以重庆市綦江区中华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

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即乡村旅游在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资源整合功能和由此激活的强大内

生动力系统耦合协调下促进了乡村振兴。旅游网络系统进入乡村地域系统后，开发乡村内生性资源同时

互补本地产业形成振兴经济动力，嵌入本地社会文化资源形成振兴文化动力，“赋权”村民及“规模”

开发形成振兴环境动力，经济–文化–环境动力系统形成交互式合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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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IRT theory, taking 
Zhonghua Village in Qijiang District, Chongq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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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s, the resource integra-
tion function played by rural tourism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strong endogenous 
power system activated by thi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fter the tourism network system 
enters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dogenous resources complements 
local industries to form a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embeds local social and cultur-
al resources to form a driving force for revitalizing culture, “empowers” villagers and “scale” de-
velopment forms a driving force for environmental revitalization, and an economic-cultural-en- 
vironmental power system forms an interactive synergy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
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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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决策，要求充分激发乡村各类生产要素内力，同步

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五大总要求。乡村作为旧的生活方式和

文化的储存库，响应了后现代人短暂抽离城市生活的需求，旺盛市场需求使得乡村旅游应运而生。乡村

旅游是基于乡村场景拓展农业功能、挖掘乡村价值、创新业态类型的新产业，也是融合“三产”、综合

“三生”、融通工农城乡的综合性产业[1]。国家乡村旅游监测中心数据显示，设在全国 25 个省的 101
个扶贫监测(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为 4796 人，占脱贫人数的 30.4%，也使得监测点贫

困人口人均增收 1123 元[2]，因其在脱贫攻坚时期发挥的强大综合减贫作用使得它也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在此背景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议题成为研究热点。 
目前学者们对乡村旅游如何驱动乡村振兴进行了部分的探讨，但因关注点过于聚焦而造成整体解释

的乏力，且尚未有学者从整体视角出发探讨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运行机制。因此本研究基于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一体化乡村旅游)理论(以下简称 IRT 理论)，以重庆市綦江区中华村为例，利用实地调研资

料，分析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具体运行机制。理论上拓展了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理论视角，也

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洞见，同时对指导地方发展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振兴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

游发展路径以及乡村旅游作用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展开。一是说明乡村旅游是能够同时带动乡村政治、

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3]，分析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多重助推作用[4]，具体表

现为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传承发展乡土文化、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壮大乡村集体经

济等[5]。二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研究[6]，提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乡村旅

游应注重旅游市场的“可进入性”、旅游开发的“可差异性”、当地社会的“可受益性”、生态保护的

“可持续性”[7]。三是乡村旅游作用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学者们从“三农”、生产要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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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目标导向[8]、“嵌入–脱嵌”[9]等视角研究了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机制，从乡村旅游中对乡

村振兴具有重要影响的要素展开了作用路径研究，探究乡村旅游利用“利益相关者”共生[10]、“内生性”

发展路径[5]、发挥“产业融合”的重要作用[4] [11]、对旅游社区中的村民“增权”[12]、加强“生态保

护”[13]等方式驱动乡村振兴。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聚焦研究了乡村旅游中单一要素所发挥的乡村振兴作用，但缺乏整体视角，

忽略了要素之间的联动性。基于此，本文从一体化视角出发，基于 IRT 理论，综合考察乡村旅游作用于

乡村振兴的影响要素。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欧洲就开始关注旅游业对于落后乡村的助力作用，推进了

SPRITE (支持和促进欧洲落后农村地区的综合旅游)项目，学者 Saxena 等在该项目基础上总结所有能够影

响旅游资源整合的要素，提出了“一体化乡村旅游”(IRT)的概念[14]，Cawley 进一步确定概念维度并构

建了 IRT 模型[15]，后续学者将该模型应用于衡量欧洲落后偏远地区乡村旅游一体化的程度，推动了欧

洲落后乡村的振兴。因其良好的评估有效性，国内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一理论模型，在 IRT 理论框架基础

上，高静，吴必虎对袁家村成功经验进行模型化的梳理[16]，李燕琴对乡村振兴战略阶段进行提前布置及

理想化分[17]，张晓慧，贾增慧对案例地乡村旅游一体化程度进行测量并确定其发展战略[18] [19]，包乌

兰托亚等对乡村旅游如何协同发展进行探讨[20]，高清明等对社区旅游资源整合功能的实现进行论证

[21]，IRT 理论在落后乡村发展上的广泛应用证明其与乡村振兴有着紧密的联系。 

3.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3.1. IRT 理论 

IRT 是一个用于整合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分散资源、参与者及关系，以实现各要素价值增值，推动农

村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概念框架。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紧密相关但亦有区别，除了强调对社会和自然

资源的保护外，更强调网络发挥的整合作用。IRT 的基本目标是促进旅游业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可

持续性，具体途径为：促进多维可持续性的精神、赋予当地人民权力、资源内生、与其他经济部门和活

动的互补性、适当的发展规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网络，以及在本地系统中的嵌入[15]，同时这些途径也

是构成 IRT 框架的重要维度。各维度的具体内涵见表 1。 
 

Table 1. The connotation of each dimension of IRT theory 
表 1. IRT 理论各维度内涵 

维度 具体内涵 

网络(合作网络) 当地及其他地区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各主体(个人、社区、公司、机构、团体 
及政府)之间合作开发的能力及联合管理的程度。 

规模(资源承载力) 
该地区就其在时间和地理上而言的旅游业发展程度都需要考虑到承载力的 
阈值，强调旅游发展初期需建立适合当地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的物理设施 

及社会网络。 

内生性(本地资源利用率) 当地旅游业发展基于该地区资源(人力、文化及自然)的程度。 

互补性(产业融合程度) 旅游业对当地其余行业及当地居民生活的补充性作用。 

嵌入性(本地文化关联度) 旅游业与当地文化及形象相关的程度(关联程度)。 

赋权(村民参与度) 增强个人的信心和自尊，考虑社区中所有行为者的利益，并增强他们影响和 
参与与旅游业有关的行政，监督和决策的能力。 

可持续性(环境保护力) 旅游业在多大程度上不损害并可能增强该地区的环境和生态资源。 

 
其中网络为 IRT 的核心维度，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内生性、互补性、赋权及嵌入性特征都围绕网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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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规模与可持续性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使行为者能够获取信息、搜索、获取和共享资源，参与互

利的合作行动，发展集体愿景，传播思想并调动资源以吸引游客。反过来，这可以吸引内部投资者，增

加当地的自豪感并消除负面看法[14]。嵌入性表现为基于特定地域背景来塑造独特社会文化特征和身份的

关系网络，但过度嵌入的网络会使当地产品和服务与外部市场脱钩，扼杀地方旅游市场经济活力。因此，

嵌入性网络强调旅游开发需在促进当地文化及身份特征塑造上，同时保持与外部市场联系。内生性的网

络有助于当地资源的挖掘、保护甚至增值，但也不可忽视外部资源网络。赋权网络提高了旅游开发过程

中本地人参与度，更是完善了有效信息系统的搭建。网络是互补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其本质上倾向于通

过合作扩大辐射范围以便能更广泛的服务于农村系统。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并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网络

节点的增减而不断变化的，因此维持适当规模可以避免该乡村在旅游资源质量和游客体验方面的恶化

[21]。IRT 在借鉴可持续性理念的同时，专注于建立相互支持关系和信息交流系统网络，它能够将复杂的

经济、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类关系联系起来，并与其一起密切协同发展。 

3.2. 研究框架 

在许多方面，“IRT”与“乡村振兴”重叠。IRT 将经济、社会文化、自然资源进行强力的链接，使

其能够在农村系统中实现价值增值与服务提升，这基本上也是充分解决乡村振兴许多问题的关键，两者

所致力于达到的目的几乎是不谋而合，因此，IRT 为透视乡村旅游如何驱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本文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机制框架(见图 1)。 
 

 
Figure 1. Rural tourism-driven rural revitaliz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frame-
work 
图 1. 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运行机制框架图 

 
该框架以一体化乡村旅游作用乡村振兴过程为线索展开，认为乡村振兴得益于乡村旅游在开发过程

中所发挥的资源整合功能以及由此激活的强大内生动力系统，其中资源整合系统是振兴的基础，内生动

力系统是振兴的引擎，在两者的耦合协调下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实现。 
在实践过程中，IRT 的七大维度并非随机发生作用[21]，而是存在明显的内部逻辑关系，现有文献表

明，IRT 应该通过内生和互补的社会交换网络在小规模上构建，该网络赋予当地社区权力，并嵌入这些

社区[14]。其中“可持续性”是根本目标，“网络”是框架的核心，具体运作逻辑为：旅游开发中的内生

性与互补性促进当地经济资源的挖掘，嵌入性使得目的地社会文化资源得以利用，“赋权”造就良好乡

村治理社会环境，“规模”地开发对当地的生态资源实现保护，接着通过多利益主体参与、外围节点不

断增长的网络完成对不同领域资源的整合，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分散资源的整合能够带来群集效应和规模报酬，形成使该整合领域动态向前的动力，且要素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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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催生出一个复杂系统。根据系统理论，系统的存在本质上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外部表现多为建

构出新的系统结构，系统中的子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交互效力将会产生一种驱动力，称之为系统动

力[22]。据此 IRT 框架内部所带来的各维度资源整合也将激发各维度的动力，进而集成系统，在此系统

中，经济、文化和(生态及社会)环境维度上的动力在发挥自身固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集结其余两领域共

同作用。三者间交织边缘模糊地带同时体现出多因素特征，在动态的交互磨合中最终形成稳定的合力，

进而推动经济–文化–(生态及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案例引入与分析 

4.1. 案例背景 

中华村位于重庆市綦江区东部，幅员面积 5 平方公里，辖 8 个村民小组，3684 人，127 名党员，处

于綦万创新经济走廊的核心区域，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还未发展乡村旅游以前，该村与广大落后的传

统村落一样，呈现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发展模式，即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留守务农[23]。直

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及“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王良”故居所在地，该村红色旅游资源价值得

以挖掘，中华村依托王良纪念馆打造党性教育基地，开始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以王良故居、王良纪

念馆为轴心，向周边拓展延伸休闲观光农业，形成“感红色文化、享亲子采摘、品农家盛宴”的串点成

线发展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一个乡村旅游成功带动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并先后荣获“全国

文明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村”“全国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2018 年被綦江区委评为“乡村振兴示

范村”，2019 年被重庆市委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中华村通过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对所搭建的解释框架具有良好的印证作用，且中华村从早

期困境到实现振兴的实践反映了广大农村发展的真实现状，因此此案例对于理解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

的内在机制具有代表性。 

4.2. 方法和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作者依据课题开展的资料收集和实地调研。调研对

象包括村支书、农家乐经营者、草莓园经营者、普通农户、导游解说员、游客等，通过对不同群体进行

访谈深入了解该村的旅游发展情况、村庄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4.3. 案例分析 

4.3.1. 资源“内生”与产业“互补”激发经济动力 
乡村旅游网络中的内生性发展能够促使乡村旅游利润最大化，通过激活当地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

要素活力，能够开发出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向游客提供独特乡村体验，形成强大的市场竞

争优势。中华村充分利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及的“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王良”故居所在地这

一内生性“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了王良故居、王良同志纪念馆等党性教育红色阵地，并通过拍摄制作

《王良军长》电影，吸引全国 12 余万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影院感悟王良同志“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革

命精神的方式，收获了营销宣传带来的外生性资源，知名度有利于当地资源更好的链接外部市场。 
互补性主要体现在旅游业的介入能够优化当地的经济结构，以及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整体效益，

此处强调更多的是带来的经济效益。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中华村因地制宜强化资源内生动力，以发展集

体经济为重点，以农业投资项目为主体的村庄内部产业，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转变为绿色产业优势。一是，

流转土地大力发展规模农业，中华村流转了 80%可利用土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引进业主种植“凤冠

橘”，后期村党总支立足村域资源，借助已颇具市场竞争力的“凤冠橘”品牌成立专业合作社，采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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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 + 股民”模式建成柑橘园 120 亩，将村域资源价值最大化发挥，形成具有市场实力的规模农业。二

是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华村把产业提效益与村民增收入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休闲观光

农业。在“凤冠”品牌全面打响后，中华村配套发展草莓、葡萄等产业，初步形成了 2000 亩凤冠橘、400
亩草莓葡萄、800 亩香桃、1500 亩苗圃等以农业观光采摘为主的特色效益农业。中华村在充分挖掘红色

资源的基础上，开发橙色资源，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的良好经济效益。 

4.3.2. 乡村“规模”与“赋权”村民创造环境动力 
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在乡村旅游网络中规模与赋权特征与环境紧密相关。其中规模强调

旅游发展初期需建立适合当地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的物理设施及社会网络，就地理环境适配而言是指旅

游开发初期的可进入性、可观赏性、便利性的基础设施规划及优化，这必然带来乡村物质空间的重构及

功能的多样化；就社会结构而言是指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结成，赋权是提升本地居民在旅游开发

中参与度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分配方式，它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的扩张，各利益主体聚集形成的动

态上共同目标向前，静态上利益相互制衡的网络关系不仅作用于与乡村旅游相关的事项，同时也有利于

乡村治理结构的优化。 
中华村统筹整合多方资金项目，改善了生产生活设施，促进乡村空间的重构。一是基础设施提质增

效，提高当地可进入性。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乡村“美化、靓化、绿化”三个工程。硬化公路

25 公里、人行便道 32 公里，整治山坪塘 2 口，沟渠整治、拓宽、硬化、油化环村旅游道路 4 公里。二

是人居环境宜居变靓，提高旅游地可观赏性。实施新农村建设，建成永丰河自行车骑行步道和旅游环线

2 条，整村推进庭院美化绿化、房屋风貌改造、安全围栏装置，整治庭院 15 余个，栽种花草 3 万多株，

60%的农户修建小花园。在迎宾大道设计打造红色文化主题灯箱、景观小品，在公路步道沿线添置花箱

120 套、路灯 100 盏、便民座椅 40 把，营造了浓厚红色氛围。三是旅游配套便捷完备，提升旅游的便利

性。围绕红色旅游产业，在王良故居、王良纪念馆、中华广场等旅游场所完善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

游憩设施、导游全景图、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公交车站、停车场、污水处理站、公厕等设施也全面投

用。乡村环境是一个整体概念，旅游环境建设与村民的生活环境完善密不可分，因此旅游开发意味着当

地乡村空间从作为农业生产主体逐渐向生产、消费和生态等多功能空间转变[24]。 
中华村发展旅游前因为村里青壮年人力资源流失严重，较少的留守老人社会联系薄弱，造成无力的

乡村治理。旅游发展后，基层力量的充分开发利用以及村民的主体参与构成了旅游实践多样性组织。一

是基层治理组织，将“王良精神”与乡村治理深度结合，严格落实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

完善村民自治管理、民主监督和“一事一议”制度，推动法治、德治、自治深度融合。二是集体组织，

于 2019 年注册成立了綦江区永城镇中华社区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和重庆永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将本地

居民有组织的加入旅游发展中。三是兴趣组织，依托“吹打”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立了刘家班乐团。

自此原本松散的社区，因为多行动主体及集团的加入变得紧密，并推动了乡村治理结构的完善。 

4.3.3. 乡土文化修复与共同价值观培育唤醒文化动力 
乡村旅游网络嵌入本地系统时强调的是在当地主人翁思维的形成，自豪感的培养及社区认同感的形

成过程中，旅游业发挥作用的程度。嵌入在地方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和身份有助于塑造关系和网络，并

通过提供共同价值观的剧目，在个人和地方之间建立心理情感纽带[25]，其中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在乡村

体现为乡土文化，它是由村民的共同价值、生活场景、所熟知的符号等构成的具有强大动力的文化，也

是吸引游客的关键变量，因此，当前大部分乡村旅游发展都首先着力在传统文化符号还原与恢复上。 
中华村在旅游的介入，游客需求的靶向下，溯源本土文化，弘扬乡土文明。一是围绕中华村特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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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开展“老黄牛”农民大学实践课堂，让游客与和村民一起学习体验“五禽戏”“画簸箕”“绣

鞋垫”“打络子”等传统文化。二是乡土文化载体的建设落地，中华村修建了乡情陈列馆，挖掘了中华

村乡情乡史，重点展示中华村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重要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重要人物的

光辉事迹，展现在党领导下乡村振兴的新气象等，激发村民对美好家园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幸福感。还

与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共建了重庆市第一个乡村美术馆，深入开展“艺术美乡村”行动。三是重塑乡

风文明，通过开展“和谐家庭”“美丽庭院”“文明卫生户”“孝心儿女”等评优表彰活动，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利用身边的典型带动群众，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村入户，凝聚乡风文明建设正能

量。 

4.3.4. 动力内生系统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等构成的主体系统和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本体系统复合而成[26]，各系

统相互交织的边缘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27]，交换所产生的各系统耦合动能推动着乡

村转型与发展。中华村形成的“感红色文化、享亲子采摘、品农家盛宴”的串点成线经济发展模式持续

为修复本土文化系统供能，旅游业与休闲农业的介入使得中华村认识到文化内生动力的重要性，而文化

系统的修复也为经济系统发展赋能，深度挖掘特色文化将会增强旅游吸引力，两大发展系统形成良性互

动；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中华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居环境的美化，旅游业的规划性开发也使得中华村生

态环境得到保护。总而言之，经济系统促进了环境系统的完善，反过来，环境系统的完善也将反哺经济

系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便是基础设施，道路硬化提升游客的可达性、

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升旅游的观赏性、锦鲤养殖培养竞争力，中华村实现了环境资源变产业资源。 
文化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灵魂，环境动力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经济动力为乡村振兴发动引擎，三

大系统凝聚为强大动力助力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五大战略目标的达

成，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5. 结论 

以重庆市綦江区中华村为案例对象，基于 IRT 理论，探究了影响乡村旅游作用于乡村振兴的全要素

机制，即旅游开发中的内生性与互补性促进当地经济资源的挖掘，嵌入性使得目的地社会文化资源得以

利用，“赋权”造就良好乡村治理社会环境，“规模”地开发对当地的生态资源实现保护，接着通过多

利益主体参与、外围节点不断增长的网络完成对不同领域资源的整合，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IRT 框架内部所带来的各维度资源整合也将激发各维度的动力，进而集成系统，在此系统中，经济、文

化和(生态及社会)环境维度上的动力在发挥自身固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集结其余两领域共同作用。三者

间交织边缘模糊地带同时体现出多因素特征，在动态的交互磨合中最终形成稳定的合力，进而推动经济

–文化–(生态及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乡村振兴得益于乡村旅游在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资源整合功能以及由此激活的强大内

生动力系统，其中资源整合系统是振兴的基础，内生动力系统是振兴的引擎，在两者的耦合协调下促进

了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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