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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繁荣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系列政策为乡村文旅业发展指

明方向。广州增城P镇积极整合乡村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在多方主体的协同作用下

最终实现了乡村空间重构与发展范式转型。本研究在共生理论的框架下，综合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

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P镇两大文旅典型村展开研究，总结其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同

类型乡村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激发学界与业界对共生理论和文旅实践的积极探索，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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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are inseparable.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on shaping tourism with culture, highlighting culture with tourism, and promot-
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llowing people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culture and the beauty of the mind while experiencing natural beauty.”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so made important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proposing to “promote the in-
depth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 series of policies have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P Town in Zengcheng District, 
Guangzhou, has actively integrated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resources, introduced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ltimately achiev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ls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multiple subjects. This stud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ymbiosis theory,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eld investiga-
ti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ase analysis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wo typical cultural and tourism 
villages in P Town, summarizing the specific path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empower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model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similar rural areas, stimulating the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sectors’ active exploration of sym-
biosis theory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practice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
talization strategy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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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长效机制。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指出：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

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由此可见，文旅深度融合能够为乡村带来产业联动增值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多

方效益，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自 2022 年起，广东省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重要抓手，通过科学优化县域经济布局、

大力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精心打造美丽乡村，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潜力。在此过程中，文旅融合同

样被视为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省内各地充分挖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不断延伸乡村产

业链，以景带村、全域联动，形成乡村旅游多业态融合发展新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共享村落”模式应运而生，并在部分乡镇得到应用和推广。早在《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便指出，要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

房的有效途径。而“共享村落”正是对该文件精神的积极探索，即在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

宅基地资格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前提下，农户可以借助村集体合作社，将闲置的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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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权交易平台上进行流转交易，以出租方式和社会资本合作，实现股权共享、资产共享、生产资料共

享和生活资料共享。这一模式不仅让长期沉睡的农村闲置资产重焕生机，给农民带来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还能吸引外来资本入驻，为农村经济多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共享村落”模式非常重

视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强调要将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机结合，让游客在领略

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赓续乡村历史文脉，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广州增城 P 镇等乡村振兴的前沿阵地，地方政府把握政策机遇，积极探索乡村“共享经济”，引

导农村树立经营村庄理念，通过打造共享农田、共享非遗、共享房屋、共享夜市、共享鱼塘、共享营地等

“共享+”模式，将农村资源与城市需求进行优化匹配，重新定义乡村的价值，壮大村集体经济，帮助村

民走上致富路。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既是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领域的突出成果，也为同类型乡村提供

了可借鉴的发展范式。 

2. 理论基础 

共生理论源于生物学领域，最早由真菌学家德贝里定义为“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而后经过

范明特、布克纳发展完善，指不同种属基于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形成共生、协同进化、相互抑制的关系。 
自 20 世纪中叶起，共生理论在社科领域，特别是管理学、社会学中迅速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将

共生理论逐渐应用于旅游学、农村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学者钟俊率先讨论旅

游共生概念，创造性论述了旅游共生的含义、特质、表现形式等[1]。之后，吴泓、顾朝林[2]和陈玉涛[3]
等学者据此基础从某一特定区域开展实证研究，结合区域实际提出旅游合作共生模式。在利益相关者方

面，学者纪金雄、陈秋华运用共生理论剖析生态旅游核心利益方，倡导建立共享、协调及一体化机制。

在旅游和其他领域的异质共生方面[4]，学者徐虹等分析体育旅游共生要素，构建共生模式[5]；学者丁艳

平则利用共生理论制定出主观量化指标评价体系，为生态旅游提供了政策工具[6]。而学者武曼对旅游景

区与房地产共生关系开展研究，明确了四种共生环境和六种共生模式[7]。 
综上分析，国内共生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在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之下，共

生理论也被引入乡村文旅产业领域的研究之中。学者熊海峰、祁吟墨阐释文旅融合共生要素，提出增强

单元能量、优化环境等策略[8]。学者唐献玲则注重对共生主体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共生主体间的主要利

益冲突，探索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治理机制的构建[9]。而学者柴寿升等则聚焦于红色文旅的共生融合进

行研究[10]。学者雷明、王钰晴结合多案例，提炼乡村农文旅融合运营机制，以共生资源池为基础，单元

交互为核心，价值创造为导向[11]。 

3. 核心矛盾点分析 

3.1. 前期筹备阶段 

1) 村民与企业主体：情感与经济的权衡 
从共生视角出发，群落中各个共生单元之间的互利关系是共生关系的本质。并且，共生关系的存在并

不等同于共生冲突的消失。不同共生单元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导致其利益目标难以兼容。尤其是当入驻农村

的民宿企业的经济目标远高于社会目标，而企业的营利性质又不可避免地会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排除在企业

的规划和运营之外时，则行为主体会出现“社会拖嵌”现象。继而对在同一共生系统中地位和能力较弱的

利益相关方造成伤害，并引发管理上失序，使得冲突激烈升级。在 J 村民宿产业萌芽期，祠堂作为村民精

神寄托的象征，与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进行的开发活动产生了鲜明冲突。祠堂承载着深厚的宗族情感与

历史文化价值，其维护成本逐年攀升，迫使村民寻求经济新出路。麦客企业的入驻虽能缓解经济压力，却

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祠堂的传统功能与村民的生活方式，要求双方在情感寄托与经济需求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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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些都是村民自己的小小的一点产业，会有情感归属。”(20230714-
JSLXWSSZ) 

2) 合作社与政府主体：用地指标的桎梏 
在共生理论中，土地作为人类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是各共生单元间展开物质与能量交换必不

可少的基础。不同的共生单元之间倚赖土地这一基础条件得以联结，在本案例中，土地承载着村民的情

感价值，土地是合作社用于生产的资源，土地是政府进行管理的重要模块，土地是民宿企业经营的载体

与形式。然而，面对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J 村在发展文旅产业时遭遇了用地指标紧缺的瓶颈。相较

于其他地区，J 村在资源禀赋与竞争力上处于劣势，政府在分配用地指标时，相对较少地向 J 村倾斜，故

J 村难以获得足够的用地支持。加之 P 镇生态保护区广布，可开发用地稀缺且分散，进一步限制了 J 村的

发展空间，合作社与政府间在用地分配上的矛盾凸显。 
“我要在那个树林下面搞个越野车基地，但是我不太清楚政策是否许可，红线怎么划定，非常希望

他(政府)指导一下怎么去发展这个林下的经济。”(20230714-JSLXWSSZ) 
3) 政府与企业主体：农村土地产权矛盾 
共生理论强调共生主体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而土地是各共生主体之间展开物质与能量交换最为

基本的载体。因此各共生主体在作出决策时必然要考虑最基本的土地产权问题：一方面，企业对于土地

的使用权与经营权存有担忧，土地的权属是否能得到长期稳定的保障，是企业在开发前期必须完成的评

估与确认。另一方面，政府的诉求是有效盘活资源，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这使得政府需要权衡多方主体

的利益再对土地产权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在 J 村民宿项目中尤为明显。

随着国家自然资源治理理念的转变，土地产权制度需兼顾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同时应考虑后代人权益。

然而，现行制度尚不完善，对民宿等新型业态的适应性不足，承租期间的政策不确定性及地块权属纠纷

成为制约因素。因此，政府所形成的政策是否对企业利好也仍需观察判断，农村土地产权的复杂性成为

企业在前期最大的担忧。由此形成的企业与政府间关于土地产权不同角度不同目标的考量与博弈，影响

着共生主体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的稳定性。 
“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哪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更好，我们就会选择哪里。”(20230714-JSLMKZZ) 

3.2. 中期推进阶段 

1) 村民参与度的考验 
村民是参与共生的核心单元之一，其参与共生的动力与积极性受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的共同制约。

村民对于土地经营的积极性、对民宿产业的认知度及与政府合作的意愿存在差异，短期内村民需考量土

地出让经营权所得的收益，长期看村民则需考虑民宿发展的前景以及风险，而受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

不一的影响，村民容易因信息差异形成支持率矛盾。然而，民宿项目的小规模、多样化特点要求村民深

度参与，这直接关乎项目的成败。因此，政府需通过有效沟通与激励机制，确保村民与政府目标趋向一

致，共同推动 P 镇发展。 
“空心村盘活建民宿这件事，现在是正确的，谁知道二十多年后对不对呢？”(20230714-JSLXWSSZ) 
2) 非遗与民宿的融合难题 
舞貔貅是 P 镇的省级非遗文化项目，是重要的文化共生单元，然而舞貔貅的文化价值未能在民宿业

中得到充分展现，文化共生单元未能有效融入共生界面之中。对于舞貔貅而言，产业的发展是传承推广

的重要机会，对于民宿企业而言，舞貔貅能够为其发展提供更独特的文化内核，双方在诉求方面能够形

成互补，二者共生条件基本具备。因此，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保护非遗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民宿平台提

升其市场影响力，利用非遗资源为民宿增添特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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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也有这个意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搞，那边怎么搞我都没问题，我就尽量帮助，需要

我怎么出力就怎么出力。”(20230717-JSLZSF) 

3.3. 后期完善阶段 

1) 人才紧缺与需求紧迫 
从共生理论视角看，共生的互动形成是外部资源与本土条件有效对接互补的结果，同时，共生理论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协作关系，社会成员通过建立共生关系以此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

补。所以，人才是共生模式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因素。然而，J 村作为空心村典型，面临青壮年外流、中

老年缺乏技能培训的挑战，专业人才匮乏。D 村与 J 村分别在森林公园修缮、民宿规划及林业发展上缺

乏专业指导。短期外援虽可应急，但是外来专家与本土需求之间存在能量传导阻滞，故从长远看，培养

本土专业人才队伍是关键。乡村振兴与文旅发展亟需人才回归，助力本土建设与发展。而人才回归的困

境在于共生环境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违背了“对称性互惠”原则。因此，如何构建长效发展的人才

激励机制，如何留住人才，是破解当前问题的关键。 
“为了孩子读书肯定是自己(村民)也去外面去找工作，都不会留在 P 镇。老人家方面，就有些实在带

不出去的才会留在这里看小孩，所以就(出现)空心村或者留守(的情况)。”(20230717-PTDJB) 
2) 文化 IP 发展瓶颈 
文化作为共生单元是共生模式更为深层的维度，然而在 P 镇的实践中，以非遗为代表的文化资源却

未能拓展当前的共生模式。J 村虽尝试通过文创 IP 推广舞貔貅非遗文化，但仅限于本地范围，推广形式

也较为单一，因此未能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但是，诸多实践表明，文化 IP 具备高辨识度与强变现能力，

是打开市场、积累消费者基础的重要工具。因此，J 村应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创新文创产品设计，同

时拓宽宣传渠道，让文化 IP 走出 P 镇，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实现共生模式从单

一维度向多维度的转变。 
“就是对于这个东西(非遗)要融入现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 P 镇不去服务于经济，它就是不会有

生命力的。它本来就是很小众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也思考过，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现在

也在做一些尝试。”(20230714-WTZXG1) 

4. 共生理论下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共生理论追根溯源来自生物学领域，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不同主体间通过资源共享、功能互补，最

终实现互利共存的良好局面。 
在文旅融合的实践下，文化遗产是乡村的“活态基因”，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

旅游经济则像是一台高效的“价值转化器”，将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收益和广泛的社

会影响力。二者相互作用，达成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这种作用机理与生物共生系统有着极高的相似性。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P 镇的 J 村、D 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典型示范村，两村都成功实现了

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联动发展，是深入剖析文旅融合共生机制的优质样本。对于农业并不出名的 J、D 两村

来说，文化、旅游是促进两村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部分。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共生模式包含共生主体、共生单元、共生环境。 
共生主体类似于生物圈中的能量枢纽，包含资源、产业、政府、企业、村集体等，主要负责连接文化

单元和旅游单元。其中，大部分以资源为根基、以产业为内核、以政府帮扶为支撑、以企业入驻为引擎、

以村集体的协调为纽带。但不管是文旅产业间的携手合作，还是政府的大力扶持，都是在本村庄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相契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归根到底产业是文旅融合的核心主体，找到核心的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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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辐射周边业态是文旅融合的重中之重。落到共生机制下，即是构建起以产业为核心、其他共生单元为

补充的多层级共生体系。 
共生模式也被称为共生关系，指的是共生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功能互补的方式使共生单元得以融合

共生，进行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在文旅融合的进程中，常见的共生模式有：同种资源的相互合作共生、

不同资源的异质共生，以及外部资源的竞合共生。无论选择何种共生模式，其核心目的都是最大化文化

和旅游这两大共生单元之间的互动，推动二者协同发展，最终构建起可持续的一体化共生模式。 
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在共生主体推动下，发展特定共生关系所依赖的外部条件，分为社会环境和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时代机遇、政策红利、市场机制等；自然条件则包括共生单元本身所具备的各项

生态资源禀赋。 
各部分主要联结路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path map of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symbiosis 
图 1. 共生理论下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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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大具体共生路径。 

4.1. 产业系统互利共生：文化旅游双向赋能 

在旅游旺季，J 村书记会邀请省级非遗“舞貔貅”团队到麦客 72 House 民宿前表演，将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旅游场域中，既增强了民宿吸引力，又提升了游客对非遗文化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J 村持续挖

掘貔貅文化内涵，以开放的心态向市场学习，打造一系列文创产品，如 P 镇镇域 IP 形象“优优”，貔貅

服饰和工艺品等，虽不及市面上的文创精美，但依旧饱含 J 村人的匠心与文化自信。文化的传承仅靠旅

游季的无偿演出是远远不够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张老先生积极向外拓展，与著名景点白水寨风景名胜区、

附近镇域的商业中心寻求合作，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换成动态的旅游产品。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商演，打

响非遗知名度。随着文化活动的接连开展，J 村民宿入住率自开业以来连年提升，即使是疫情期间也能实

现增收。旺季演出 + 文创设计 + 商演合作，使得看似不起眼的乡村非遗貔貅队日益壮大，乡村文化展

现勃勃生机。 
D 村则依托客家围屋与石屋炮楼这些独特的古建筑遗产，打造“吾乡石屋”精美民宿群。在如何兼

具古色古香与现代化气息的问题上，D 村不固步自封，在镇领导班子的支持帮助下，获得相关地产集团

和文旅企业的投资建设，运用先进的古建筑修复技术，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围屋和石屋进行修缮，

力求最大程度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和历史韵味。同时充分调动已有资源，在民宿内组织传统手工艺制作

和广府美食烹饪教学等特色活动。于游客而言，既能入住具有客家建筑风情和文化风格的乡村民宿，又

能体验乡村特色活动。于 D 村而言，旅游活动所带来的景区门票收入、民宿经营收入以及周边文化衍生

品的销售，既扭转了 D 村经济发展困境，又为历史文化建筑的持久保护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形成“文

化保护–旅游消费–资金回流”的良性闭环。 

4.2. 资源功能实现互补：乡土空间得到最大化利用 

J、D 两村的文旅融合实践也是活化“空心村”的过程，空间资源的激活并非简单的物质空间改造和

物理空间的迁移，而是对乡村的系统性重构。其一，要通过村集体闲置资产拍卖、转租或者是合作开发

的形式优化宅基地等土地资源配置，引导土地生产要素持续释放发展红利，增强“空心村”的造血功能。

其二，要通过城乡结对、村企互动、农民入股等多种方式吸纳社会资本，合理运用政策补贴和税收优惠

等工具，加快村企产业共建步伐。其三，要联动本村区域交通枢纽、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已有产业等各

类资源进行规划发展。J、D 两村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开展工作，一业兴而百业旺，两村延长产业链，以

民宿为核心辐射四周，相继发展农业观光体验、特色盆景展销会、乡村研学旅行、集体聚会娱乐活动、

户外探险项目等，在多个领域都展现出蓬勃的造血能力。 

4.3. 产业发展动态平衡：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适度开发 

乡村的发展尤其要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题，J 村在发展林下经济、申请滑翔伞基地建设的

过程中曾阻滞不前，因为考虑到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问题。开发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专业技术人员

再三勘测，专家多方论证，项目最终才可以顺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J 村严守生态红线，在专业规

划下开展工作，确保项目建设与运营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J 村不断加强对林地的保

护与管理，定期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增加森林覆盖率，维持生态平衡。无独有偶，D 村是增城区典型

的较大规模的客家围屋古村落，建筑占地面积 3400 多平方米，有超过 200 年历史的客家围屋建筑。

在大面积的民宿集群建设过程中，始终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不做过度的商业化开发，项目完成

后亦要严格控制游客接待量，避免因游客过多对古建筑造成损害。两村的实践生动表明乡村产业发展

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项目建设，控制开发强度，乡村振兴之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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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稳致远。 

4.4. 多主体协同互动：目标一致下的共商共建共享机制 

1) 前期：“政府 + 银行 + 企业 + 村集体”有机配合，有效联动 
首先，增城区、P 镇多个政府部门积极协助招商引资工作，在政府支持引导下，广州农商银行与 J 村

建立了结对关系，进而，银行引进其客户“广州市麦客乡宿小院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打造民宿项目

并给予授信支持，让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同时，村集体合作社社长也积极开展村民思想工作、召开村民

大会进行表决，村集体同村党委一起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顺利整合土地资源，企业负责人提及，村集体

积极配合正是他们下定投资决心的重要原因，这些为企业的投资建设和后续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 
2) 中后期：“企业 + 村集体 + 村民”村企合作，互利共赢 
在确定将祠堂改造成民宿后，政府也对民宿周边建设很多配套，如沥青路、球场、栈道，以及桃园

李园，共计投入 700 万。在多方推进(政、企、银)和 J 村“两委”干部以及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项目落地

见效。 
麦客是 P 镇唯一一个当年开发、当年竣工、当年开业的产业。这极高的效率得益于在建设过程中，

麦客同村民保持沟通协商，不断提升村民参与度，很多设计方案也是村民提出的，而若有争议，情愿不

做，因此村民对民宿也愈发支持。 
村企合作还体现在在麦客的帮助下，J 村已经成立了云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同时合作社的土地资源

也在麦客的合作范围内，用于未来的卡丁车、越野车、射箭基地、露营地、户外咖啡馆等建设。主体间具

体协同路径见图 2： 
 

 
Figure 2. A collaborative path of co-deliber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图 2. 多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协同路径 

 
综上，J、D 两村通过产业互利、资源互补、动态平衡与主体协同互动四大机制，成功实现了“文化

铸魂、旅游变现”的战略目标，其实践也表明了文旅融合的共生模式可以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文化

断层、产业薄弱等难题。未来，两村还应该在守护绿水青山、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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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要素，构建更有特色、更加稳固的共生系统，争取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 P 镇样

板”。 

5. 结语 

“融合”、“共生”与“发展”是党和国家十分关注的议题，文旅发展不仅是两大产业的融合问题，

也是如何在增强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活化闲置资源、赓续文化基因的问题。这种融合发展的复杂程度和

多样性要求乡村共生发展系统不断扩展和深化。进一步讲，当前许多乡村存在文旅经济同质化问题的主

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本村得天独厚的发展特色，另一层面则是镇域内规划方案等“顶层设计”不够深远全

面。总而言之，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系统观、整体观，这项工程不能只停留在文旅产业各要素、各主体之

间的协作层面，还要站在国家发展和乡村振兴“一盘棋”的角度统筹安排，以政府为核心，联动其他主

体，通过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打造一体化乡村文化产业集群，使共生系统实现能量流动，自主造血。 

注  释 

图 1、图 2 为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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