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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已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本文以湖南省新化县正龙村为案例区域，

通过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研究传统村落旅游地多维相对贫困的特征、原因及治理方式。研究结果表明，

正龙村的经济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收入贫困和就业贫困，能力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教育贫困和

医疗贫困，社会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权益贫困和制度贫困。本文对于推动传统村落旅游地的相对贫

困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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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China’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have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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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poverty. Taking Zhenglong Village in Xinhua County,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
per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governance approaches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through field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relative poverty in Zhenglong Village was primarily 
manifested as income poverty and employment poverty, the capability dimension as education poverty 
and healthcare poverty,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 as rights poverty and institutional poverty. This study 
provided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advancing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ra-
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while also offering useful pathways for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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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底，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标志着我

国由此迈入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意味着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物质贫困引发的生存危机转为多

维度贫困导致的发展困境[1]，治理相对贫困也就成为新的学术议题[2]。20 世纪 70 年代，Townsend 最早

提出了相对贫困，他用“相对剥夺”的概念指出贫困包含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的维度。随后，Sen 从支配、

控制食物的权利体系，以及可行能力缺失出发，以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概念拓展了相对贫困的意涵[3]。
国内外学者针对相对贫困的内涵、标准、识别、测度、原因、治理等内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4]-[7]，
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相对贫困的测度成为研究重点，相对贫困多维性特点也使得相对贫困标准的识别

与测度呈现多样性[2]。Sen 提出的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保健、住房、教育和信息指标体系被广

泛应用于相对多维贫困的测量[3]；Tsui 讨论了如何在不同贫困维度下识别总的多维贫困人口[8]；Deutsch
和 Silber 比较了多维相对贫困衡量方法[9]；Decerf 则采用衡量社会排斥的相对线来测量收入相对贫困[10]。
国内王小林与冯贺霞构建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维度体系[11]；陈燕凤等从人均收入和人均基础

消费两个指标的对比，考察了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12]；刘海霞等指出，相对贫困的测

定指标不仅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还包括健康、教育、公共服务等各方面[2]；张琦提出了家庭生活

状态低于特定环境下的平均水平、遭受不公等待遇、个体或家庭生计能力羸弱三个方面[13]；刘建与江水

法指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是相对贫困的核心构成要素[14]；邱晖等认为，相对贫困测定维度包括物质

维度、精神维度和权力维度[1]。以上相对贫困多维测定与识别经历了从早期收入的单一衡量指标逐步完

善为围绕相对贫困个体特点和相对贫困现象形成的多种成因进行剖析，从宏观到微观、内外部关键要素

分区域、分对象进行了研究，既丰富了相对贫困研究的理论成果，也为今后分析特定发展情境下的相对

贫困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乡村旅游一直被视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减贫的重

要一环[15]，但当前对于旅游发展情境下，尤其是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居民相对贫困问题关注不够。 
传统村落是华夏农耕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因其主要分布于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因

此贫困一直是我国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最大困难与挑战。旅游扶贫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增加贫困农民

收入的重要途径，脱贫攻坚阶段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旅游扶贫模式虽然实现了传统村落的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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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引发了主体性消解、扶贫效力不均、精英俘获等相对贫困问题。本文以湖南省新化县正龙村为案例

研究区域，采用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探究传统村落旅游地多维相对贫困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并提出

治理建议，从而探索文旅融合特定情境下小尺度空间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范式，也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

究增添区域实证积累。 

2. 案例地概况 

正龙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地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鹊界梯田核心

景区内，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干栏式板屋民居建筑，上百栋民居集中于梯田脚下，形成了一个错落有致、

分布紧凑的古村落。正龙村民俗文化丰富，保留着传统的舞龙、舞狮、唱戏等独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

正龙村因其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文化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庄、湖南省旅游特色名村、湖南省非遗村镇。 
近年来，受益于新化“旅游立县”战略实施及紫鹊界梯田 5A 景区创建，正龙村的旅游业得到了大力

发展。当地政府按照保护为主、适度利用、以旧整旧的原则，村内的风雨桥、民居建筑、石板路得到了修

缮，新建了标识牌、垃圾桶等旅游设施。村民积极从事旅游餐饮、民宿、购物等行业，参与旅游接待的村

民逐渐增多。但由于旅游业的季节性与脆弱性，正龙村的旅游还未形成产业规模，尚处于自发开发阶段，

存在人口老龄化、社区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相对贫困现象突出。因此，正龙村作为我

国非景区型传统村落的案例研究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 研究方法与实施 

已有研究多采用基于二手官方数据统计测度相对贫困，但传统村落的经济数据统计方式相异于正式

行政区划单位，因此，本文选择实地考察与深度访谈法收集案例地多维相对贫困信息。研究人员先后三

次前往案例地开展调研工作，实地考察了正龙村旅游开发的政策支持、产业分布、区域差异等状况，并

重点对村民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正龙村旅游开发以后村民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

面的变化。访谈对象包括村支书、民宿经营者、普通村民和游客，共计 20 人(表 1)，共 40,232 字，人均

访谈时间为 26 分钟。其中，访谈村支书 1 人编码为 A1，民宿经营者 3 人，编码为 Bi (i = 1, 2, 3···，下

同)，普通村民 15 人编码为 Ci，游客一人编码为 D1。 
 
Table 1. Overview of respondents’ information 
表 1. 受访者资料一览表 

编码 性别 年龄 职业 编码 性别 年龄 职业 

A1 男 30+ 村干部 C7 男 50+ 务工 

B1 男 40+ 民宿经营者 C8 女 40+ 务农 

B2 男 40+ 民宿经营者 C9 男 60+ 务工 

B3 男 50+ 民宿经营者 C10 女 60+ 务农 

C1 女 60+ 务农 C11 女 40+ 务农 

C2 女 30+ 务农 C12 女 30+ 务农 

C3 女 40+ 务农 C13 女 40+ 务农 

C4 女 40+ 务农 C14 女 50+ 务农 

C5 女 40+ 务农 C15 女 60+ 务农 

C6 女 50+ 务农 D1 女 40+ 个体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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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统村落旅游地多维相对贫困分析 

4.1. 经济维度的相对贫困 

经济维度是衡量相对贫困的重要环节[11]，正龙村村民经济维度上的相对贫困主要体现在收入和就

业两个指标上。其中，收入上的相对贫困表现为直接旅游收入较低。“在这里(正龙村)种田赚不到什么钱”

(C13)。受访者首先对自己的整体收入表达不满，不少受访者家中的绝大部分收入甚至是唯一收入都来源

于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当地的居民多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照顾家庭的妇女，以及还未成年的

小学生。对于正龙村的大多数家庭来说，常常出现需要以家庭中一两个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撑起整个家庭

的开销，靠在当地的梯田种地带来的收入仅仅作为很小一部分来补贴家用。而相对于村落里从事旅游业

的村民来说，更多的村民收入基数低，收入结构单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龙村政府在

发展规划中把旅游业作为核心，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正龙村的部分家庭摆脱贫困。

但旅游业本身为正龙村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只有少部分居民能参与其中，大多数村民被排斥在旅游业

之外。而三年前疫情的暴发让正龙村本就脆弱的旅游业备受打击，“疫情之前游客很多，村里的路经常

堵车，现在没什么游客了”(C2)。游客的减少让正龙村的旅游收入不断降低，而村里至今为止仍未能采取

有效措施增加游客数量。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并未作为发动机带动全村致富，而少数参与旅游业的村民

收入也不断减少，在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双重压力下，正龙村居民对于收入是较为不满意状态。普通村

民与从事旅游业村民之间，以旅游业为核心的正龙村和水车镇其他不同经济结构的村落之间存在着显著

的相对贫困。 
收入与就业息息相关，作为正龙村中产业的核心，旅游业未能成为吸收当地村民就业的重要产业。

旅游业作为不少传统村落脱贫致富的法宝，在很多村落都有经验可循，但在正龙村，情况却有所不同。

村民如果想要通过开民宿、餐馆等方式参与旅游接待，就必须前往市场管理局、消防局等各类单位办理

相关证照，而这些证照办理的前提是村支书开具相关证明。可以说，全村人能否参与到正龙村旅游业中，

与村支书是否许可息息相关。这样的许可机制让一般村民无法通过旅游业实现就业，只能另寻出路，而

部分能参与到旅游业中的村民则能享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 
除了难以直接参与旅游就业外，普通村民也难以参与到旅游所衍生的民俗文化活动。当地政府把旅

游业外包给一家旅游公司进行管理，但这家旅游公司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利益而非站在全村发展的角度上

来。“古戏台的活不让我们干，那些与村里领导关系好的才可以去”(C8)。这家旅游机构将本可以用以吸

纳村民就业的村落民俗文化活动“古戏台唱戏”交给更加专业的团队，这本无可厚非，但在实际的操作

过程中，唱戏演出不仅仅需要演员，也需要更多的人员进行辅助，而旅游公司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么多的

人员，于是就在当地找村民帮忙。“去帮过两三次，别说钱，就连水都不提供，再也不想去”(C5)。旅游

公司粗放的管理模式不但没有带动全村经济发展，开发过程中也未补偿当地村民个体利益的损失，从而

加剧了正龙村未能参与到旅游业中的普通村民和从旅游业中受益颇多的以村支书为中心的小团体双方之

间的相对贫困。 

4.2. 能力维度的相对贫困 

传统上一般是从经济角度来界定“贫困”，认为贫困是指家庭收入难以维持家庭成员最低生活必需

品开支的需要。而 Sen 提出“能力贫困”，从能力的视角定义贫困，认为贫困是人们缺少获取和享有正

常生活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是指这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因此是一

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正如杨兵指出的“旅游不光是经济增收工具，

更是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增权方法”[15]，增加个人的能力是个人增权的方式之一，通过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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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医疗等水平，达到个体智力、健康的提升，这是个体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竞争、实现社会

公平与正义的前提。对于正龙村，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与其他发达地区的相对差距是带来相对贫困的重

要原因。 
正龙村面临的首要能力贫困是教育方面的相对贫困。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

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6]。目前居住

在正龙村的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掌握的劳动技能处于初级状态。村民 C1 就提到：“我没上过学，

做不了哪些有难度的工作”。同时，正龙村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学校，正龙村的适龄儿童需要前往水车

镇上的小学才能上课，直到前任村支书在前几年推动建立正龙小学。当笔者走访到下午放学时间时，遇

到不少从学校回家的正龙小学学生，其中不少学生表达出对大学生活向往，但有的家庭对于后代的教育

不重视，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被家长告知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就要外出务工补贴家用。相对于全

省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正龙村地处娄底市新化县，娄底整体经济水平在湖南省处于第十一名。教育资源

的不平衡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但对正龙村的村民来说影响更大。在当地长大的村民接受的教育比较初级，

这导致一方面，村民的认知受限，职业技能水平低，大多村民在村落的旅游发展中从事的多是临时性、

季节性岗位和基础性服务工作与体力工作，就业稳定性差，各项社会福利与保障不足；同时知识储备的

不足、个人决策能力的不够也使得其难以在旅游发展中获得更多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的

不均衡，村民陷入了知识无用，或是教育理念淡薄的认知，导致了代际教育理念匮乏和贫困现象的加剧。 
其次是医疗方面的相对贫困。上文提到正龙村所在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在正龙村居住的村民一旦

发生意外情况，要到最近的诊所或者医院进行处理，而这个诊所距离村子也有 10 公里左右。地理位置的

不便与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得正龙村青壮年村民对轻度疾病(如感冒、慢性疼痛等)普遍采取自我恢复，或

非正式医疗手段(如草药、休息)缓解症状，很少主动寻求正规医疗服务。对于一些重大的疾病，村民才会

到县域或城市医疗机构，而这期间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治疗成本等也加剧了村民的经济负担，进一

步导致“小病拖大、大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在 18 位受访对象中，对笔者表明自身或家中其他人有慢性

病或重大疾病的有 9 位，其中不乏如瘫痪、智障等失去劳动能力的疾病。尚且保有劳动能力的人也表示

自身的身体状况算不上有多健康。对于家中的老人来说，慢性病和重大疾病的困扰已经成为常态，其中

不少人由于不能外出工作而只能在家中休养。 
对于这一情况，村中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将老人送到自己家照顾，但更多的老年人只能守在旧房，

失去劳动能力只能在家中不断的休息。村民 C3 表示：“有时候下午干活腰痛的不得了，只能贴膏药，但

感觉没什么用”。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轻村民表示只要不是很严重的毛病，都选择忍忍就过去了。

医疗条件的限制和对医保政策的不了解让村民对自身的健康缺乏重视，在健康意识的普及方面任重道远。 

4.3. 社会维度的相对贫困 

此处社会维度是广义的，包括基础设施因素、制度因素、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因

素[17]。正龙村相对贫困的社会维度不可忽视，但相比起正龙村自身区位因素的不可改变性，社会维度是

可以改变和干预的。造成正龙村相对贫困的因素着重在基础设施因素、制度因素两个方面。这分别对应

了村民相对贫困中的“权益贫困”和“制度贫困”。 
首先是正龙村村民权利上的贫困。所谓“路通财通”，只有道路修建完善，才能让各种经济要素运

转起来，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村民的发展权利。而道路作为基础设施的重中之重，但

受限于古建筑保护需要与政策要求，正龙村的道路布局不够合理，有些村民的房子距离村落的主干道距

离比较远，只有一条小小的石板路与自己家门口相连。C7 就强烈地提出：“他们那个(水泥)路修得离我

们太远，我要买什么东西(食物、日常用品)都不方便，都要自己走小路，很不方便”。位于道路附近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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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建设旅游相关服务设施，如民宿、餐饮等方面就有了更多的区位优势。而那些离道路较远的村民则

只能“望路兴叹”。同时，作为传统的乡村，村民们的思想相对来说较为保守，将结婚生子视为人生大

事。“人家女的看到你家是这样的房子，肯定不愿意嫁过来”村民 C9 坦言。在旅游者看来，古民居蕴含

着历史与文化，但在当地青壮年男性看来，这就是很老的房子。处于“古村”称号下的正龙村，对自建房

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不只对于房屋的样式限制为仿古，外墙款式也必须选择带有木纹的款式。村民在

新建房子时需要上交押金，在建设过程中村干部需要派人来评估，评估不合格会被没收押金，“老百姓

搞旅游处处受限制，很难搞好”C9 这么形容改造自家房子时的困境，充分展现正龙村村民住房权利的缺

失。一方是村民对于基础设施的需要，另一方是对于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对应着村民的基本生存

权利，如何处理二者的矛盾是当地政府需要处理的矛盾。 
而村民们的不满除了道路修建这一问题外，还对村里相关规定也心生不满。位于云南的阿者科村同

样坐落于大山之中，同样是梯田特色，但不同的是村子会定期开展旅游发展分红大会，对村庄拥有的旅

游资源如传统民居、梯田等进行设置分红比例。但在正龙村，C10 这么回答：“从来没搞过分红，我们都

拿不到什么钱……我这个房子就是传统(民居)的，我从来没有从村子里面分红”。这对于还居住在古民居

中的村民来说是极度不公平的，他们的房子是构成正龙古村山湾里错落分布 200 余栋传统民居的一员，

却并未从中获得对应的利益。来来往往的游客前往古村的民宿、餐饮店、农家乐，而同样构成村庄美景

的村民则被排斥在利益集团之外，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相对权利贫困。 
这进而产生了正龙村的制度贫困。缺乏合理的考察监管制度，让本应用于建设正龙村的资金被挪用。

“当时规划路要修 6 米宽，但后来却没修这么宽”(C8)“说好的(农业)补贴一直没发过”(C11)“贫困户的

钱说了好久，最后还是没领到”(C5)。种种利益相关的问题持续发酵，最严重的时期，村民集体向当时的

新化县县政府联名上诉，在一番安抚之后回到村落里的村民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承诺的解决方案。同时，

对于村落贫困户的评选本应该是一个共同决策的过程，然而现状是村干部的独断专行，不少村民表示真

正的贫困户未能得到应有的评选。相反，一些与村干部关系较好的家庭则更能得到贫困户名额和贫困户

补贴。即使是有的家庭因为条件属于正龙村最差的一档，被评选为贫困户，贫困户的补贴却一直被卡住，

不知去向。当上级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前来调查时，则会收到远少于应得的补贴的一笔“封口费”，要求

对前来调查的人员“说些好话，不能让他们难办”(C5)。村民描述，这些本应用于建设的资金，都落入了

村干部的口袋。村干部对村子的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村民的意见显然大于感恩。有的村干部在

村里房子修建得非常豪华，在村子一众修缮情况都不尽相同的古民居中“鹤立鸡群”。“有的村干部在

城里买了好多房子”(C12)，相比之下正龙村村民想要自建房不但要受保护古建筑政策的约束，连仿古建

木纹外墙瓷砖都需要自费购买，干部与百姓的差距一目了然。 
尽管现状如此，但村民却无处诉苦，缺少维权的渠道：“去县里面闹过，没什么用”(C7)，同时对于

正龙村发展的相关事务，村民们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从来没有和我们商量过”(C3)“旅游都是村干

部们自己在搞”(C6)。村民的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缺失，制度体系建设的不完善，政府在正龙村发展

的过程中未能达到村民预期的作用，这是正龙村村民深陷社会相对贫困矛盾之中的重要原因。 

5. 研究结论与对策 

5.1. 研究结论 

第一，传统村落旅游地的经济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收入上的相对贫困体

现在拥有多种收入结构的村民和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农务工的普通村民之间；就业上的相对贫困体现在能

够参与到正龙村旅游业，与前村支书关系密切的村民和难以参与到旅游业之间的普通村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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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统村落旅游地的能力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

导致村民本身知识水平、劳动能力的不健全以及对后代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别；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导

致村民看病过程艰难，进而影响到村民本身的劳动能力，同时失去劳动能力也成为了家庭的负担，加剧

相对贫困。 
第三，传统村落旅游地的社会维度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权利贫困和权力贫困两个方面。其中，权利

上的相对贫困体现在村民的发展权受损、发展机会受限及社会福利权不充分。在正龙村政治权力结构中，

村民处于较为弱势地位，其村庄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有待提升。 

5.2. 对策与建议 

5.2.1. 经济维度相对贫困治理 
要深入发掘传统村落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提升传统村落旅游地旅游吸引力。激发原有的民俗文化

活力，增加活动场次，增大活动规模，做到吸引游客和带动村民就业双循环。同时，要完善传统村落旅

游地旅游发展的管理机制。通过引入社会上已有的更加科学的团队，吸引所在村落的村民更多地参与到

旅游业的工作之中，保障村落居民的就业，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旅游发展收入，进而把更多的资金投入

到对古村内古民居进行修缮和环境整治，对古民居多进行外立面改造，使得旅游发展更具吸引力和影响

力。通过村民收入的增加，对产业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的理解更加深刻，进一步促进传统村落经济效应

与环境效应双丰收。 

5.2.2. 能力维度相对贫困治理 
旅游业是传统村落旅游地中最发达的行业，而旅游业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民宿和餐饮方面，因此有

必要为这些从业人员提供科学的培训，以提高旅游景点的服务水平和质量[18]。此外，村庄中的各种民俗

文化活动也需要村民参与，他们也应该接受培训以参与这些活动。这一方面可以解决村民当前的就业问

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民俗活动水平，更好地促进旅游业发展。应该关注村庄医疗保障建设，并加强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医疗设施不仅可以给当地村民提供便利，对于外来游客也是一层安全保障。

同时，也要加强医疗保险的知识普及，提高村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并避免某些常见疾病的恶化，从而

增加家庭负担。 

5.2.3. 社会维度相对贫困治理 
要优化旅游业发展分配机制，完善村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把控环境和民生之间的平衡，做到以民

生为主，保障居民幸福感[19]。同时，依据村民的古民居数量、占地面积、修缮情况，当地梯田耕地面积，

特色农产品等方面，发放不同层次的旅游收入分红和补贴。一方面能够增加村民自发参与古民居保护的

意愿，提升村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能降低政府维护成本，促进整个村落的发展。其次要重视对于村民

主体权力的保障。先要明确村民在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并根据实际情况来完善村民所拥有

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其次要加强对村民主体权力及其重要性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他们对于自身权利

和义务遵守的意识；最后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来保护村民主体权力及其相关利益。可以设立一

个专门的监督部门来监督村干部对村委会各项工作的执行情况，同时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制定相应

制度来保障村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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