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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的新时代背景下，跨境文旅融合作为连接城乡要素流动与文化互鉴的

创新纽带，正深刻重构着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与价值内涵。通过解构“文化–产业–治理”三维互动框

架，揭示跨境要素流动对乡村发展的双重效应：既通过文化资本转译、数字技术赋能与治理模式创新激

活乡村内生动力，又因文化异化、产业依附与治理冲突引发主体性危机。研究发现，乡村幸福指数提升

需突破“全球–地方”二元对立思维，构建“制度创新–技术适配–价值共创”协同机制：运用区块链

技术建立在地文化产权制度，保障村民对非遗技艺、传统知识的数字确权与收益共享；通过“模块化分

工 + 反向创新”重塑全球价值链，推动乡村从标准接受者向技术输出者跃迁；借助数字孪生系统与混合

治理委员会实现多尺度治理协同，破解跨境生态补偿与文化保护中的权责失衡。研究不仅拓展了乡村振

兴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内涵，其构建的“数字确权 + 弹性治理 + 伦理算法”实践路径，更为全球乡

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兼顾文化多样性守护与包容性增长的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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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ross-bor-
der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s an innovative link connecting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nd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is deeply re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value con-
not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By deconstruct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framework of 
“culture-industry-governance”, the dual effects of cross-border factor flow on rural development 
are revealed: not only activa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areas through cultural capital 
transl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governance mode innovation, but also causes the 
subjectivity crisis due to cultural alienation, industrial attachment and governance conflict.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appiness index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dual opposition 
thinking of “global-local” and build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system innovation-technology 
adaptation-value-co-creation”: use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guarantee the digital right confirma-
tion and revenue sharing of villagers to intangible heritage skill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
shap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rough “modular division of labor + reverse innovation”, promote the 
rural transition from standard recipient to technology exporter; use the digital twin system and 
mixed governance committee to solve th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ross-bord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Research not only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approval + elas-
tic governance + ethics algorithm” practice path, more global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
tribution bot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of Chinese wisdom,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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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的新时代背景下，跨境文旅融合作为连接城乡要素流动与文化互

鉴的创新纽带，正深刻重构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与价值内涵。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和城乡

二元结构的持续破解，乡村旅游已突破单一观光功能，演进为承载文化传承、生态保育与社会治理的复

合载体。跨境文旅融合通过资源互通、产业互嵌与价值共创，不仅为乡村经济增收开辟新渠道，更在文

化认同重构、社区参与激活等方面展现出独特潜力。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文旅产业经济效益，对跨

境情境下文旅融合与村民幸福指数的协同机制尚缺乏系统探究。本研究通过解构跨境文旅要素与乡村幸

福系统的耦合关系，旨在揭示文化资本转化、社会网络重构与生态福祉增进的多元路径，既可为乡村振

兴战略下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新视角，又能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实践参考，

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构建包容性增长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跨境文旅融合 

跨境文旅融合是指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张力中，通过制度创新、要素重组与技术赋能，实现跨国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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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多维嵌合与价值共创过程。其本质特征体现为“三跨协同”：跨地域文化符号的互

译重构，超越简单文化移植，通过创意转化形成具有在地认同的国际文化产品[1]；跨产业价值链的弹性

耦合，以文旅消费为触媒激活农业、手工艺、数字内容等关联产业的模块化重组；跨主体治理网络的动

态调适，构建政府、企业、社区、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弹性协商机制。相较于传统国际旅游的客

源单向流动模式，跨境文旅融合更强调双向文化解码与共生型业态培育，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形成“文化

体验–产品开发–品牌传播”的闭环生态系统，既需破解文化折扣效应与制度壁垒的双重约束，又需平

衡流量经济与文化本真性保护的辩证关系，最终通过文化资本的跨国再生产与旅游消费的场景革命，推

动形成具有文化韧性、经济包容性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新型区域发展范式[2] [3]。 
跨境文旅融合的实践维度呈现出“流动性”与“在地性”的动态博弈特征，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叙

事的跨国嫁接与旅游消费的空间生产，重构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身份认同。在文化解码层面，它要求超

越表层符号的简单挪用，转而通过“原型提取–语境转译–情感共鸣”的三阶转化机制，将异域文化元

素嵌入本土生活肌理，例如将东南亚禅修文化转化为乡村康养旅居产品时，既保留冥想疗愈的精神内核，

又嫁接中医养生等在地知识体系；在产业运营层面，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嵌套”与“地方生产网络重塑”

的交互作用，国际文旅品牌的标准化服务流程需适配乡村社区的弹性生产传统，如跨国民宿连锁品牌与

本土农舍改造的工艺融合[4]；而在治理创新维度，则催生出“超国家”尺度的协作框架，跨境生态补偿

机制、文化遗产联合申报等制度设计，正在突破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这种融合模式不仅重新定义了文

化资源的产权形态——从封闭的地域专属资产转变为可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更通过游客凝视与居民主

体性的双向建构，推动乡村从“被观看的客体”升维为“文化对话的主体”，最终在跨文化实践中培育兼

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新型乡村文明形态。 

2.2.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国家战略，其内涵是以系统性思维重构乡村

发展范式，通过要素重组、制度创新与主体激活，推动乡村实现经济、生态、文化、治理与民生的多维振

兴。区别于传统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单向度输出模式，乡村振兴强调在保留乡村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城

乡融合为基底，通过产业生态化转型、文化资本转化、数字技术赋能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具有内生

动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乡村共同体[5]。其核心维度包含：产业振兴以延伸农业价值链为导向培育

新业态，生态振兴聚焦人居环境改善与低碳循环体系建设，文化振兴通过乡土记忆重构与现代性转化实

现精神共富，组织振兴依托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激发治理效能，人才振兴借力政策牵引与价值重塑吸引

要素回流。这一概念既体现着对传统农耕文明价值的再发现，又承载着破解“三农”问题的现代性方案，

本质上是通过制度供给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创新，推动乡村从“被动输血”向“自主造血”转型的复杂社

会工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逻辑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与要素整合构建“乡村性再生产”机制，在现代化

进程中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动态平衡。其价值内核包含三个辩证统一：在空间维度上，既要维护乡村

作为生态屏障与文化遗产地的原生特质，又要通过数字基建与智慧服务植入现代生活功能；在主体维度

上，既需保障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核心地位，又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跨界创客群体的协同创新网

络[6]；在文化维度上，既要激活宗族伦理、乡土技艺等传统治理资源，又要构建开放包容的跨文化对话

机制以抵御同质化风险。这种战略设计突破了“城市中心主义”发展范式，转而强调乡村作为独立价值

单元的自主性发展权，通过重构城乡要素交换的定价机制与流通渠道，使乡村不仅能承接城市消费升级

的外溢需求，更能以文化 IP、生态产品等新型供给重塑城乡关系。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并非单纯追求经

济指标趋近城市，而是构建具有差异互补性、功能共生性的城乡命运共同体，在生态文明范式下探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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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聚居形态的多元可能。 

3.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乡村发展现状 

3.1. 发展特点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的乡村发展呈现出“全球在地化”的复合特征，其本质是在流动性加剧的全球

化语境中，通过文化资本、技术要素与治理模式的跨境重组，重构乡村空间的价值生产逻辑。这一进程

催生出四大典型特征[7]： 
其一，文化符号的转译性生产打破“中心–边缘”结构，乡村从文化消费的客体升维为叙事主体。

非遗活化、民俗节庆 IP 化等实践通过“在地文化原型提取–国际审美编码–数字传播裂变”的转化链条，

使傩戏面具、梯田耕作等传统元素转化为元宇宙虚拟展演、沉浸式剧本游等新型文旅产品，在跨境传播

中形成“越本土越国际”的悖论效应，如贵州苗绣与意大利奢侈品牌的联名设计，既实现工艺价值百倍

增值，又重构了村民的文化自信。 
其二，产业形态呈现“弹性嵌套”的组织创新，跨境要素流动倒逼乡村生产网络升级。数字文旅平

台将乡村民宿、手工作坊接入 Airbnb、Etsy 等全球分销系统，促使生产方式从家庭作坊式向“云端接单 
+ 在地制造”的柔性供应链转型，云南普洱茶庄园通过区块链溯源技术对接欧盟市场，在传统制茶工艺

中嵌套国际质量认证体系，形成“工艺守界”与“标准越界”的辩证统一[8]。 
其三，治理结构经历“多尺度重构”，跨境文旅项目推动乡村嵌入地方治理网络。中俄边境旅游试

验区实行的“一码通关”政策，使乡村社区同时接受国际旅游组织标准、国家生态红线与地方村规民约

的三重规制，催生出“社区环境陪审团”“跨境文化遗产联合管委会”等混合治理主体，治理权威从单一

的行政主导转向“政府–企业–村民–国际 NGO”的协商共治。 
其四，社会关系面临“流动的现代性”冲击，跨境文旅带来的文化碰撞重塑乡村共同体边界。巴伐

利亚风情小镇与浙江莫干山的民宿聚落对比显示，国际游客的持续涌入既培育出多语种服务合作社等新

型社会组织，也导致传统宗族关系的工具化转向，村民在抖音上表演改良版山歌时，不得不平衡文化本

真性与流量算法偏好间的张力。这些特征共同指向乡村发展的根本性变革：跨境文旅融合不再局限于经

济增收工具，而是演变为重构乡村文明形态的催化剂，在“文化解码–技术赋能–制度调适”的螺旋演

进中，乡村正从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区域”转型为文明互鉴的“创新实验室”，但这种转型也暗含文化

异化、利益分配失衡等风险，亟待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跨境红利与地方主体性的动态平衡。 

3.2. 问题分析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的乡村发展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碰撞中，暴露出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其问题

可归结为文化、产业、治理与伦理四重维度的结构性冲突。 
第一，文化符号的异化与主体性危机。跨境资本主导的文化转译机制往往陷入异化陷阱，导致乡村

文化主体性被消解。以贵州苗绣国际化为例，欧洲奢侈品牌通过“纹样采风–设计重构–全球营销”的

产业链条，将传统刺绣符号剥离原生文化语境，转化为时尚单品中的装饰元素。村民虽获得订单收益，

却丧失对文化解释权与定价权的掌控——苗绣纹样蕴含的祖先崇拜、族群迁徙等集体记忆被简化为视觉

代码，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谁在定义传统”的权力博弈愈发凸显[9]。更严重的是，跨境文旅项目催生的

“表演性文化”扭曲了乡土社会的意义网络，如湘西巫傩仪式被改造为沉浸式剧场后，其神圣性让位于

游客猎奇需求，年轻一代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渐从“生活实践”退化为“商业剧本”。 
第二，产业嵌套中的依附性发展困境。跨境文旅产业链的“微笑曲线”两端被国际企业垄断，乡村

陷入低端锁定困局。云南普洱茶庄园对接欧盟市场的案例显示，为满足跨境认证标准，茶园被迫放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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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林茶共生”种植模式，转而采用单一化有机种植技术。标准化生产虽提升出口效率，却导致生物

多样性锐减，且村民仅能获得初加工环节的附加值。这种“工艺守界”与“标准越界”的悖论，折射出全

球价值链中乡村产业升级的结构性障碍：数字平台虽将手工艺品纳入 Etsy 等国际电商网络，但算法推荐

机制迫使生产者迎合西方审美偏好，导致传统工艺的在地创新空间被压缩。 
第三，治理体系的多尺度冲突。跨境文旅的流动性特征与地方治理的属地原则产生剧烈摩擦。中俄

边境乡村旅游试验区推行“一码通关”政策时，电子签证系统与村集体土地权属登记制度发生技术性冲

突——游客跨境流动的数字化管理要求，暴露出乡村地籍数据标准化程度不足的短板。更深层矛盾在于

治理权责的错配：跨境生态补偿项目要求村民承担大部分的环保成本，而碳汇交易的收益却由国际机构

主导分配。此外，跨国 NGO 推动的“社区环境陪审团”制度，与村委会基于宗族网络的传统权威形成管

辖权竞争，导致生态保护政策执行效率下降[10]。 
第四，流量经济下的文化伦理失序。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正在重塑乡村文化生产机制。浙江莫干

山民宿业主为迎合 TikTok 流量规则，将夯土建筑改造为“ins 风”打卡点，传统山歌被切割为 15 秒的“洗

脑神曲”，文化本真性让位于数据变现需求。这种“算法暴政”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代际文化传承断

裂，掌握流量密码的年轻村民与坚守传统的老匠人形成价值对立；二是文化创新陷入“异托邦”困境，

跨境游客对乡村的“想象性消费”需求，倒逼文化符号不断异化，最终形成“伪在地性”的景观泡沫。 
第五，利益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跨境文旅创造的财富未能实现普惠共享。跨国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

断攫取收益，而承担环境成本与文化风险的乡村社区仅获小部分的分成。更严峻的是，东南亚医疗旅游

热潮导致海南乡村中药资源年损耗率上升，但跨境生态补偿机制尚未覆盖生物多样性损失。这种“成本

在地化、收益全球化”的分配模式，实质是全球化进程中乡村被迫承受的“制度性剥削”。 

4.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乡村幸福指数提升路径 

4.1. 文化资本转化：构建主体性参与的价值共创机制 

破解文化异化困境的核心在于重构村民在跨境文旅中的文化话语权。首先，需建立“在地文化产权

制度”，通过区块链技术对非遗技艺、传统知识进行数字确权，明确村民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收益分成比

例。例如，贵州苗绣可依托智能合约实现纹样使用权的跨境交易，村民通过数字钱包实时获取国际品牌

合作中的版权收益[11]。其次，培育“文化转译共同体”，联合国际设计师、本土手工艺人与人类学家组

建跨界工作坊，以“原型提取–语境转译–情感共鸣”的三阶转化法重构文化符号。如浙江龙泉青瓷与

丹麦皇室品牌的合作中，宋代极简美学与北欧设计语言通过共研模式融合，既保留“雨过天青”的东方

意境，又契合现代生活美学需求，使村民从文化生产者升级为价值共创者，增强文化自信与获得感。 

4.2. 产业生态重构：打造弹性嵌套的全球—地方生产网络 

突破产业依附性陷阱需重构跨境文旅价值链分配逻辑。一方面，通过“模块化分工”提升乡村在全

球产业链中的位势：将传统工艺拆解为设计、制造、营销等标准化模块，村民依托数字平台自主选择参

与环节。云南普洱茶庄园可建立“种植–加工–认证–跨境营销”的分布式协作网络，茶农通过区块链

溯源系统直接对接欧盟消费者，溢价收益占比提升[12]。另一方面，发展“反向创新”模式，以乡村智慧

反哺全球市场。福建土楼建筑技艺经适应性改良后，输出为东南亚海滨度假村的生态营造方案，传统夯

土技术以专利授权形式参与国际价值链高端分工，实现从“标准接受者”到“技术输出者”的角色跃迁。 

4.3. 治理协同创新：建立多尺度嵌套的弹性治理框架 

化解治理冲突需构建“超国家–国家–地方”协同的复合治理体系。在跨境生态补偿领域，可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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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文化”双要素交易机制：将梯田景观的碳封存能力与哈尼族生态智慧打包为“生态文化包”，

通过国际碳交易市场实现价值转化，收益的大部分直接注入村集体福利基金。针对管辖权争议，可创新

“双轨制”治理架构：成立由跨国 NGO、村委会、文旅企业组成的“混合治理委员会”，日常运营遵循

村规民约，跨境事务则启用国际仲裁规则[13] [14]。例如，中俄边境乡村旅游区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同

步对接两国土地管理数据库，在确保主权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游客动线智能优化，使治理效率提升。 

4.4. 技术伦理重构：以人本导向平衡算法赋能与文化本真 

抵御“算法暴政”需重塑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一是开发“文化守护算法”，在短视频平台嵌入非遗

传承评估模型，对山歌改编、手工艺展示等内容进行本真性评分，流量推荐权重向文化完整性高的作品

倾斜。二是构建“数字包容基础设施”，在乡村建设文旅数字实验室，通过 VR/AR 技术复原传统仪式场

景，老年村民可借助语音交互系统参与跨境文化解说，打破数字鸿沟。例如，湘西巫傩文化通过元宇宙

空间实现跨境展演，村民以虚拟化身主持仪式，游客通过 NFT 门票获得文化体验权，收益用于非遗传承

人培养，形成技术赋能与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 

4.5. 利益共享升级：构建跨境负外部性的对冲机制 

破解分配失衡需创新“风险–收益”再平衡制度。首先，设立跨境文旅社会责任基金，要求跨国企

业将部分利润投入乡村韧性建设，用于生态修复、文化保育与技能培训。其次，推行“社区优先股”制

度，村民以土地、文化资源入股跨境文旅项目，享受股权收益与决策参与权[15]。例如，海南槟榔谷黎族

文化旅游区通过“资源折股 + 保底分红”模式，村民年均收入增加，且对过度开发项目享有一票否决权。

最后，建立跨境环境责任保险，由国际机构、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共担生态风险，确保乡村可持续发展

能力。 

5. 总结 

通过解构跨境文旅融合与乡村幸福指数的内在关联机制，揭示了全球化浪潮下乡村发展的双重效应：

一方面，跨境要素流动通过文化资本转化、技术赋能与治理创新重塑乡村价值生产体系，为破解城乡二

元结构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文化异化、产业依附与治理冲突等风险挑战凸显地方主体性守护的紧迫

性。研究创新性提出“文化产权–产业生态–治理协同”三维协同框架，指出乡村幸福指数提升需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区块链确权构建文化收益共享机制，以模块化分工重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借助

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多尺度治理耦合，并在算法设计中嵌入文化本真性保护伦理。实践路径表明，只有当

村民从“文化持有者”升维为“价值共创者”、乡村产业从“标准接受者”转型为“技术输出者”、治理

体系从“属地管控”演进为“弹性协商”时，才能在跨境文旅融合中实现经济增益、文化认同与生态福祉

的协同增效。该研究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跨境融合场景下的理论范式，其构建的“数字确权 
+ 反向创新 + 混合治理”工具体系，更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兼顾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包容性增长

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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