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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旅游成为了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的重要路径。乡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的重要旅游方式之一。如

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向。当下文化旅游热潮涌动，民众对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蟳埔村也站在“互联

网+”的时代风口上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然而，蟳埔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此，

本文立足“互联网+”背景，通过分析蟳埔村旅游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并梳理现存问题，提出一些契合

实际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旨在为蟳埔村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益思路与切实可行的方案，也能为其

他乡村的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在“互联网+”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文化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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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rural tourism, an emerging sector i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 prominent form of tourism for people.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age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rural areas and new direc-
tions for rural tourism. Currently, with a booming cultural tourism trend and the public’s growing 
demand for spiritu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Xunpu Village, boasting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is 
riding the wave of the “Internet+” era, seizing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How-
ev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unpu Village’s tourism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net+” context. By analyzing the village’s unique tourism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t proposes pract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he 
goal is to offer useful ideas and workable solution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Xunpu Vil-
lage’s tourism,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othe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growth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Interne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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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愈发显著，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1]。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能够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还能促进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化的双赢[2]。在“互联网

+”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推动乡村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亟待探讨的课题。  
福建省泉州市蟳埔村作为海丝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民俗文化

资源，尤其是“簪花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使其在海丝文化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

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蟳埔村吸引了大量游客，逐渐成为区域乡村旅游的典范。然而，与发展相伴的是

一系列问题：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智慧旅游服务发展不足，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文化冲突等。这些

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了蟳埔村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其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 
本文选取蟳埔村作为研究案例，旨在探讨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重点在于剖析蟳埔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及挑战，并探索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文化传承以

构建一条符合当地特色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蟳埔村在“互联网+”环境

下的旅游发展现状、所遭遇的问题以及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本文的研究将为乡村旅游的实践提供新

的视角和思考。 

2. 泉州市蟳埔村旅游发展的优势 

2.1. 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泉州市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同时也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位于泉州市东南部和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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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晋江出海口北岸的蟳埔村，自古以来便是泉州市的地理要冲。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

通，蟳埔村成为了外国商船停泊汇集之地。据当地人称，当时有外国人在村内定居并繁衍后代，这使得

蟳埔村不仅受到佛教、道教、妈祖文化的影响，还受到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的浸染，多元文化在这片土

地上共生共存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海丝文化”。蟳埔村至今保留独特的渔女原生态习俗，2008 年 6 月，

以“簪花围”为代表的蟳埔女习俗被收录至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成为了泉州市极具特

色的文化标识。 

2.2. 文化旅游热潮的赋能 

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大环境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对于精神层面满足的追求就会增加。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

社会整体的知识素养得到了提升，这使得大众对不同地域文化的认知范围不断扩大，兴趣也日益浓厚。

文化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旅游形式，很好地契合了当下民众对于知识获取、文化体验以及情感共鸣的

多种需求，从旅游动机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旅游可契合游客在文化探索过程中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

发强烈的情感联结[4]。总之，对文化旅游的需求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关键动力，古老的传统习俗、精

湛的民间技艺、独特的建筑风格等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蟳埔村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吸引游客纷纷前来

的关键所在。 

2.3. “逃离都市”的旅游需求兴起 

在“互联网+”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结构的时代背景下，“逃离都市”旅游需求的出现为蟳埔村旅游的

发展带来了崭新的机遇，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借助社交媒体、旅游资讯平台等

数字化传播渠道，都市生活的快节奏、高强度压力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被不断曝光，这激发了城市居民

对摆脱喧嚣、拥挤都市环境的强烈欲望。具有闽南地域文化内涵的蟳埔村作为闽南传统渔村的典型代表，

保留了古朴的渔村景观风貌，与现代都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互联网传播机制的作用下，蟳埔村的

文化景观符号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凭借自媒体创作者的图文与视频分享在社交媒介平台上广泛传播，

引发了城市居民对这个传统渔村的关注与向往。 
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依靠大数据技术可对用户的浏览行为、搜索偏好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精准

识别出对蟳埔村感兴趣的潜在客源，并在此基础上将蟳埔村的相关旅游信息进行个性化定制与推送，这

种精准营销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旅游信息从传播到消费转化的效率，有力推动了蟳埔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同时，线上预订平台及智能导航的普及为游客的出行与行程安排提供了便利，促使“逃离都市”这一旅

游需求向实际旅游消费行为的顺利转变。 

3. “互联网+”背景下蟳埔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3.1. 蟳埔村旅游发展的现状 

学者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可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增加乡村旅游产业的接待人次和

营销收入[5]。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之下，泉州市蟳埔村的旅游发展呈现出积极态势。在蟳埔村的爆

火之下，互联网正是蟳埔村迈向大众视野的重要桥梁。回溯至 2008 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蟳埔女习

俗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 年，福建省文旅厅联动赵丽颖、毛晓彤等明星

体验簪花这一活动，使得蟳埔村成功“出圈”，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前来体验此项非遗文化，网络上也

涌现出许多丰富多样的图文及视频展现蟳埔村古老的蚝壳厝建筑、别具一格的渔家风俗以及蟳埔女独特

的服饰发型等特色，激发了大众对其文化探索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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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泉州市统计局等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泉州市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 10109.75 万人次，其

中，蟳埔村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 850 万人次，占该市旅游总人数的 8.4%；同年，蟳埔村带动旅游收入超

过 18 亿元，人均收入在 2023 年 52%的高基数增长下，持续再增长 35%，获评“2024 年非遗旅游体验创

新十佳案例”及“2024 十大文旅经济创新案例”，泉州也借此上榜 2024 年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热点城市

[6]。 

3.2. 蟳埔村旅游发展的问题 

3.2.1. 旅游基础设施落后 
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蟳埔村内的民宿数量相对有限，在旅游旺季时可能会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

并且部分住宿场所的配套设施，如健身房、会议室等商务或休闲设施不够完善，无法满足有此类需求的

游客。同时，村内住宿分布较为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寻找合适住处的效率，且部分民宿在隔音、

网络稳定性等细节方面也有待加强。在交通方面，蟳埔村内道路拥挤狭窄，严重影响了游客的出行体验

与通行效率。同时，路边缺乏明确的交通标识，停车场的建设也不完善，现有的停车场规模较小，无法

满足旺季大量游客车辆的停放需求，许多游客不得不将车辆停放在村外较远的地方后步行进入村庄，这

降低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感。 

3.2.2. 智慧旅游服务仍需完善 
第一，网络覆盖不足。在蟳埔村的一些偏远区域以及部分远离中心景区的渔家住所周边，移动网络

信号大多时候会变得比较弱，甚至出现中断的状况，这让游客在这些地方难以顺利地使用手机去进行导

航、查询景点信息或分享旅行体验，以一位游客在社交平台的反馈为例，他提及在探索蟳埔村古巷时，

由于网络状况不佳，手机地图导航的频繁卡顿导致他迷失方向。同时，景区内的公共 Wi-Fi 也存在连接

速度慢、稳定性差且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这无法满足游客随时随地畅享网络服务的需求。 
第二，线上服务平台仍需完善。蟳埔村现有的官方旅游网站以及配套小程序信息更新比较迟缓，经

常不能及时同步景点开放时间、近期举办的文化活动等信息，导致游客前往相关景点时遇到景点关闭或

者活动已经结束的尴尬场面。另外线上服务平台的互动性欠佳，游客在平台上留言咨询的问题在一定时

间内往往得不到及时回复，这使得游客在旅行规划的关键阶段难以依据平台提供的信息做出科学的决策，

使得游客降低对平台的使用意愿和信任度。 
另外，由于缺少一套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的游客流量预测系统和疏导机制，蟳埔村在旅游旺季经常

出现拥堵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也对蟳埔村的口碑与后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3.2.3. 旅游发展带来的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是乡村旅游发展不容忽视的课题[7]。“互联网+”模式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改变蟳埔村村民

生活状况的同时，也冲击了其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在互联网营造的快速致富环境下，传统文化与现代

商业文化的冲突使得部分村民受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逐渐将关注焦点从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转移

开来。传统渔家技艺的传承面临困境，年轻一代村民放弃学习传统技艺，转而投身旅游服务行业。此外，

地方文化与外来消费文化的碰撞对村民的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寺庙、祠堂等传统公共空间被

“网红打卡点”挤压，传统服饰成为了旅游商品，这导致部分年轻村民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逐渐降

低，认为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相对落后，这或许会动摇当地传统文化传承的根基。 
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审视，商业化过度在一定程度上对蟳埔村的传统民俗文化造成了冲击[8]。以蟳埔

女传统服饰体验为例，部分唯利是图的商家通过互联网采购材质粗糙、工艺简陋的服饰供游客体验以达

到快速获利的目的，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当地村民对自身文化的尊重与保护意识，长此以往还将对蟳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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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构成威胁。 

4. “互联网+”背景下蟳埔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4.1. 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旅游发展根基 

4.1.1. 加强与通信运营商合作，全面升级网络基础设施 
针对网络信号弱或中断的问题，运营商可增设信号基站，采用分布式基站、微基站等多种形式，增

强信号覆盖范围和强度。在景区内，合理布局公共 Wi-Fi 热点，运用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提高网络连接

速度和稳定性，同时扩大覆盖范围，满足游客随时随地使用网络的基本需求。 

4.1.2. 优化交通基础设施与管理 
一方面，当地政府应组织专业的规划团队对蟳埔村内道路进行全面评估与规划，在不破坏村庄原有

风貌与文化底蕴的前提下，通过完善交通标识、合理设置单行线、限制车辆通行时间等方式来提高通行

效率。另一方面，依据蟳埔村旅游发展规划与游客流量预测，新增停车场或扩大停车场规模，并配套建

设便捷的游客摆渡设施，如摆渡车、电瓶车等，方便游客从停车场前往景区，从而解决游客停车难与步

行距离过长的问题。 

4.1.3. 强化旅游配套服务供给 
蟳埔村应加大对旅游配套服务的投资力度，包括提升餐饮、住宿、购物等环节的服务质量，提升蟳

埔村的旅游吸引力，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可以引进专业的酒店管理团队，对现有的民

宿和酒店进行标准化管理，提供舒适、安全的住宿环境。同时，鼓励和支持当地村民发展特色餐饮，如

开设海鲜餐厅、小吃店等，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蟳埔村独特的饮食文化。另一方面，

可以建设特色购物街区，销售当地的手工艺品、特色农产品等，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同时促进当地经

济的发展。 

4.2. 打造数字化营销体系，推进“互联网+”深度融合 

4.2.1. 构建数字化营销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构建一个全面的数字化营销体系对于提升蟳埔村旅游的知名度与品牌影

响力至关重要[9]。许多消费者会通过网络媒体这一虚拟空间刷到乡村风景的短视频或图文，进而产生去

实体空间场域旅游体验的想法，以期感受乡村的具体化人文与自然气息[10]。因此，旅游管理部门和当地

商家可以邀请在旅游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博主亲自体验蟳埔村民的日常生活，基于此制作图文、视频

后发布到社交媒体、旅游预订网站和移动应用上。这些博主在社交媒体的较大影响力有助于提升蟳埔村

的知名度，进而带动游客数量的增长，从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4.2.2. 完善线上服务平台功能 
旅游管理部门需安排专人负责官方旅游网站和配套小程序的运营与维护。一方面，及时同步景点开

放时间、近期举办的文化活动等信息，并提供在线预订、导航等功能，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另

一方面，加强服务平台的互动功能建设，设立专门的客服团队实时关注游客的留言咨询，保证在最短时

间内给予准确回复。另外，开发线上特产和纪念品销售专区。例如，将新鲜捕捞晾晒的海鲜干货、独具

风味的特色小吃以及蕴含蟳埔村文化元素的纪念品等具有代表性的当地特产，上架至官方网站和小程序，

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传播蟳埔村文化。 

4.2.3. 构建客流预测系统 
针对蟳埔村因游客流量管理不足导致的拥堵问题，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预测系统是提升管理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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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体验的关键，相关部门需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客流预测与智能疏导系统，并通过高德或百度地图 APP
实时推送分流路线，也可以采取分时段预约限流策略，结合 AI 摄像头监测人流密度，动态调整疏导方

案，确保游客分布均衡。 

4.2.4. 开发个性化旅游产品 
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游客标签体系，依据消费行为、停留时长及移动轨迹，划分偏好短时高

效体验的打卡型游客与倾向文化沉浸的深度体验型游客，并针对性开发差异化产品。例如，为前者设计

“30 分钟快速簪花 + 智能跟拍套餐”，为后者推出海蛎煎制作 + 渔船出海的“非遗渔民一日体验”。

同时，运用 NLP 情感分析技术挖掘社交媒体舆情，识别游客痛点，持续迭代产品设计。 

4.3. 开展文化传承教育活动，加强正向价值观引导 

当地政府应建立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平衡机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文化传承与创新平台，将

非遗保护、文旅体验与文化传承教育深度融合。 

4.3.1. 非遗进校与课程开发 
当地政府应与学校合作，将传统渔家技艺、本土文化习俗等融入幼小初学校的课程体系，通过课本

教学、手工实践等形式让青少年了解簪花围制作、服饰文化及海洋民俗。例如，邀请非遗传承人每周到

校园授课，讲述传统技艺的“文化密码”，吸引年轻一代成为文化传承者。此外，组织名家系统梳理文化

符号，编撰记录蟳埔村文化的书刊来强化乡土记忆。 

4.3.2. 技艺标准化与传承人培养 
2024 年 4 月，全国首个非遗团体标准《蟳埔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正式出台，这有力助推了簪花

围技艺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的茁壮成长，确保非遗技艺传承的规范性。未来，相关部门应在此基础上，针

对簪花围的组成部分、制作要求、梳理步骤、技艺流程以及传统搭配等方面制定具体且详尽的规范，同

时组建簪花非遗传习所和工作室，培育蟳埔村非遗文化的传承人，携手众人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非遗知

产文化。 

4.3.3. 构建文化传承平台 
蟳埔村要积极利用自媒体平台来展示非遗技艺，吸引年轻“粉丝”的关注，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来

构建文化传承平台。例如，开发在线学习平台，传授蟳埔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让更多人通过网络学

习并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建设虚拟展览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地展现蟳埔村悠久的历

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村庄的历史变迁和文化魅力，进一步推

广和弘扬蟳埔村独特的文化风貌。 

4.3.4. 居民参与与利益共享 
通过制定“邻里守则”引导居民穿传统服饰、规范经营；在社区定期举办讲座、展览等活动，向全体

村民普及本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引导村民认识到传统文化是蟳埔村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坚守

和传承传统文化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 

5.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旅游业，为泉州市蟳埔村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蟳埔村

依托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文化旅游需求增长以及城市居民渴望逃离都市喧嚣的趋势下，迎来了旅

游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其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线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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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欠缺以及游客流量管理机制缺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蟳埔村旅游的发展；此外，传统文

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冲突也对当地居民价值观和文化传承意识也产生了冲击。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基础设施的优化、数字化营销体系的构建、文化传承教育活动的开展等都能成

为蟳埔村旅游发展的持久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蟳

埔村的经验有助于启发更多乡村挖掘自身资源与文化优势，探索适配自身特质的旅游发展路径，实现旅

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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