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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 ,以井陉县于家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例 , 阐述了社区参与旅游环境系统维护的必要性, 展开了于家村居民对
乡村旅游意向的调查 , 同时根据调查结果, 提出了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维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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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the angle of empirical research ,Yujia Village i nJingxing County be taken as a case , the necessitythat the community resident participat-
ed in maintaini ng environment systemof rural tourist was expounded , and the investigationfor rural tourist intent of resi dent in Yujia Village was conduct-
ed . Meanwhile , the rela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mai ntenance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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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的维护是以乡村居民为中

心的, 是衡量其基本人权、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等实现程度

的重要依据。《关于旅游业的21 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将居

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 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

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 。Cemea 认为 , 社区参与是当地居

民充分发挥自身能力来管理资源、制定政策和进行控制的旅

游业发展途径。因此, 社区参与是一项呈动态发展趋势的系

统工程 , 是一种新型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2] 。

1  社区参与旅游环境系统维护的必要性

1 .1  有助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参与旅游环境系

统维护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

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民众吸收到发展进程中, 社区作为旅

游开发主体而非客体, 社区居民扮演的角色是当局者和主人

翁。因此, 强调社区参与旅游环境系统维护 , 是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具体体现。例如, 在云南碧塔海, 当地藏民在参与旅

游开发获益后, 主动参与到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中去, 包括自

觉担任环保义务宣传员、清扫景区垃圾、担任森林防护员, 为

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内蒙古乌拉

特中旗的“瑙干塔拉”( 蒙语意为绿色草原) , 牧民通过引进科

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 , 对草场进行优化改造 , 增加了草场

的产量, 通过引进滴灌技术和实行四季轮牧, 解决了四季出

栏问题, 使羊的出栏率增加, 同时通过总量控制, 使草场不但

没有出现退化现象 , 还把原来的“白滩”改造成了绿洲, 实现

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5] 。

1 .2  能够解决社区居民与乡村旅游发展间存在问题  很多

地区的旅游发展由于忽视社区参与, 给农村社区带来了广泛

而消极的环境影响, 造成旅游环境污染乃至恶化[ 3] 。为了协

调社区居民与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矛盾与不适, 调动居民参与

的积极性 , 必须倡导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其内容必须渗

透到各个层面, 从个别参与到群体参与、组织参与, 逐步实现

社区的全面参与。一方面, 居民要参与旅游经济决策和实

践、旅游规划和实施、环境保护社会文化进步; 另一方面 , 居

民不仅仅局限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层面, 而是重视环境保护与

社会传统文化的维护与继承层面 , 参与规划和决策的制定过

程。社区参与要能在规划中反映居民的想法和对旅游的态

度, 以便规划实施后, 减少居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 从

而达到发展乡村社区旅游的主要目的, 即有效进行经济发展

和资源保护 ; 在社区内创造公平的利益分配体系; 发展当地

社区的服务员, 增强其保护资源的责任感, 使其自觉地参与

到旅游中来等。

2  于家村概况

于家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中西部的太行山区 ,

建于明成化年间, 至今有500 多年历史, 是明代著名政治家、

军事家、民族英雄于谦后裔的居所。于家村坐落在一个群山

环绕, 南低北高, 东伏西翘的盆地中 , 其明清石头建筑群、于

氏祠堂及家谱保存完好。在于家石头古村落的民居建筑中 ,

石头院房占绝大部分。建筑古朴自然 , 民间工艺别具一格。

于氏先人对建房布局和街道设置都有明确规范, 村落中横贯

东西的路被称作街, 是村落的主干道; 纵贯南北的路称作巷 ,

连接各条街; 通往各家各户的小路叫胡同。全村共有六街七

巷十八胡同, 这些街、巷、胡同共同构成了村落内相互联系的

交通纽带。

1998 年11 月1 日, 于家村被河北省民俗学会命名为“于

家石头民俗村”;2000 年10 月, 于家村被中国村社发展促进

会命名为全国三百村之一的“中国民俗文化村”, 成为石家庄

市第一个民俗旅游村, 河北省唯一的古村落省级保护单位 ;

2007 年5 月31 日, 于家村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自1998 年9 月接待游客以来 , 凭借深厚

的民俗文化底蕴和优美、古朴的自然景观, 于家村引起了各

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目前年均游客接待量已达十几万人次 ,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  于家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意向调查分析

2007 年3 月, 笔者在于家村进行乡村旅游意向调查 , 共

发放调查问卷150 份, 收回有效问卷124 份 , 其中 , 于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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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名, 康姓居民7 名。

3 .1 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  由表1 可知, 被调查居民以

男性居多( 占54 %) ,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初、高中及以下文化

程度者占79 % , 而大专文化程度者占2 %) , 所从事的职业以

农民为主( 占62 %) 。由表1 还可知, 居住年限在被调查者中

的分布比较平均( 各居住年限所占比例均为25 % 左右) , 这保

证了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及广泛性( 因为不同居住年限及不同

年龄的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表1 于家村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situationof theinvestigated residentsin Yujia Village

分类
Classification

居民情况
Resident situation

人数
Population
number

比例
%

Proportion
性别Gender 男性Male   67    54

女性Female 57 46
文化程度 小学 41 33
Educationlevel Elementary school

初、高中 57 46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highschool
中专、职中 23 19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大专Junior college 3 2

职业Vocation 农民Farmer 77 62
学生Student 24 19
公司职员Company staff 5 4
工人Worker 6 5
未透露职业者 12 10
People not disclosingjobs

居住年限 56 年以上 31 25
Resident year Above 56

31～55 年 30 24
19～30 年 31 25
0～18 年 32 26

3 .2  居民对开发旅游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反应  该次调查围

绕村民对开发旅游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反应展开, 调查分反

对、无所谓、同意3 个等级。

  调查表明, 村民为自己是于家村人而感到自豪, 具有较

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 , 并认为有责任保护古村落

的环境( 比例占98 %) , 基本认同旅游业给当地环境带来的一

些破坏, 如垃圾的增多( 比例占70 %) 、杂讯的污染( 比例占

68 %) 等。可见, 大多数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有

较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 并且愿意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

力量。另外, 在“旅游破坏了古村落的建筑”及“旅游使本村

的环境质量下降”2 个问题调查中, 持肯定意见的村民分别仅

占22 % 和20 % , 这主要与大部分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有关。因

此, 村民素质培训亦是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4  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措施

4 .1  选择能被社区居民接受的发展模式  在乡村旅游发展

中, 居民是参与者、建议者。因此, 要创建一个保证居民参与

的咨询机制, 建立一个以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的居民自治组织, 紧紧围绕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进行, 通过居民自身实现居民管理的

“自由人”联合体自治制度 ; 调动保护居民参与管理社区乡村

旅游环境发展若干决策的积极性。决策者应建立起与当地

老百姓的利益共享机制, 同时建立居民参与的乡村旅游环境

建设与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下, 社区内应形成一种广泛而开

放的民主制度, 决策过程要平等而开放 , 社区居民具有较高

的参与程度 , 居民控制的旅游企业在数量上要占优势, 乡村

旅游政策的制定要以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

表2 于家村居民对开发旅游产生环境影响的反应

Table 2 Reactionof the residentsin Yujia Villagetowards tourismdevelopment

调查内容
Investigation content

居民反应Resident response

反对Disagreeable

人数
Population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无所谓Indifferent

人数
Population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同意Agreeable

人数
Population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村民有责任保护本村的环境 0 0 3 2 121 98

Villager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villgage’s environemt

旅游增强了政府对古村落的环境保护 4 3 16 13 104 84

Tourismehances the government protectionof ancient villages

旅游造成更多的垃圾 17 14 20 16 87 70

Tourism produces more garbage

政府应更多关注本村环境保护, 而不是招徕更多游客 17 14 14 11 93 75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the villgag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not drumup tourists

旅游会带来各种讯息 30 24 10 8 84 68

Tourism brings various information

旅游破坏了古村落的建筑 88 71 9 7 27 22

Tourism destroys the architecture of acient village

旅游使本村的环境质量下降 92 74 7 6 25 20

Tourism makes the villgage’s environment quality worse

旅游增加了村民在供水、供电、医疗等方面的紧张感 103 83 8 6 13 11
Tourismincreases the sense of nervous in water and power supply,
medical treatment and so on

4 .2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的规划与决策过程 成立于家

村各阶层参加的旅游社区行业组织, 对于任何旅游决策性方

案都要经过各方论证、研究 , 还要对旅游环境系统引发的问

题进行协商。要建立一个保证居民参与的咨询机构, 如于家

村成员与旅游当局的联席会, 定期开会商谈旅游环境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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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并继续发挥功能。而新搭建形成关系中也可能出现新的

影响项目实施和效果的结构洞结构。

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 , 结构洞的占有者可以拥有更多的

资源信息和资源控制的机会 , 获得市场先机和利润。那么

在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发展项目当中, 结构洞在市场中的正功

能便转化成了影响项目效果和援助目标获益的负面因素。

当发展代理人和项目执行者在发展项目中占据了职位和声

望优势时, 更容易在关系网络中占有网络位置优势, 从而在

掌握甚至垄断着项目信息时, 面对本就监管难度比较大的项

目资金和资源, 就获得了利用这些关系断点更多满足个人利

益的便利机会。结构洞在其中的负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4 .1  信息垄断形成了不透明的竞争环境  结构洞的主要功

能之一就是利用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断点, 造成信息流通不

畅, 从而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中断或者被扭曲。那么在关

系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利益相关者就可以利用这一优

势垄断或者篡改信息, 造成其他参与者失去了及时获得信息

的机会 , 不能公平地参与对援助资源的分配。

4 .2  为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结构洞的另一个主要

功能就是对于资源的控制。这主要通过2 个途径实现: 首先

是通过结构洞位置的优势直接占有资源; 其次是通过信息掌

握和垄断的优势, 排斥他人对资源配置的参与 , 达到对资源

的占有的目的。

4 .3  为获得隐性权利提供了途径 权利的产生和掌握除了

依附于职位和声望外, 同时, 还会受到网络位置的影响。占

据越多结构洞的人, 拥有的信息就越多, 获得资源的可能性

就越大 , 而他们在发展项目中拥有的隐性权利就越大。

4 .4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制度的权威性, 降低了相关权益

者之间的诚信度 与发展项目的相关现代管理制度项目相

比, 关系网络对于资源的配置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当非正式

制度通过各种方式凌驾于正式制度之上时, 改变了原有的资

源获得方式, 这样就会导致更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非正式制

度的途径去获得资源。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利益相关者对正

式制度信心的丧失, 同时, 也会使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

度降低。

5  小结

综上所述 , 在发展项目中, 发展项目代理人和执行者以

及和这些利益相关者具有强关系的人更容易占据结构洞的

位置。在这种情况下, 权利日益集中到了同时占据了职位、

声望和网络位置优势的利益相关者的手中。在发展项目执

行和财务监管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难度的情况下, 是否能

够抛开个人利益, 严格遵守项目宗旨和项目计划, 在很大程

度上似乎只能依赖于这些占据了各种优势的项目代理人、执

行人和利益相关者的职业操守和法律意识了。但实际上, 在

发展项目组织体系适当进行加强, 对项目设计加以完善, 对

项目实施进一步加强监控,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规避和制约

结构洞的负功能。从而在融入当地社区发展的基础上 , 更好

地按照发展援助项目目标实现项目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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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 实现沟通与协调, 以确保于家村居民拥有发言权和

参与决策权。

4 .3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的保护  旅游环境不仅指

自然生态环境, 也包括旅游人文环境, 两者共同构成社区居

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乡村旅游要求人们在生态意识的支配

下, 在旅游活动中始终把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这

就要求旅游开发者、经营者和游客都必须具备较高的生态道

德和人文道德, 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①保护自然环境。环

境的保护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参与, 两者相辅相成。于家村

的自然资源、生活环境中 , 许多景观具有不可再生性。旅游

业的发展会造成资源耗费量和污染排放量的增加, 损害到生

态环境。因此, 必须建立一定的渠道 , 反映居民的环境要求 ,

监督和参与环境政策的实施, 督促旅游企业减少对环境的破

坏等。②保护人文环境。在旅游活动中, 有时遭到破坏更为

严重的是人文资源环境 , 并且, 与自然环境破坏表现为一种

被动性的关系不同, 文化环境的破坏是一种主动性的参与 ,

会造成主动性的逆反。因此 , 要通过舆论、媒体等多种途径

强化于家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青少年中通过社

会、学校、家庭的影响, 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 确保传统文化

核心的传承。

4 .4 社区参与有关旅游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培训  主要包

括: ①使村民接受旅游知识的教育, 提高自身旅游意识; ②接

受环境意识的教育, 自觉树立环保观念 ; ③进行旅游服务技

能和经营知识培训, 增强自身在旅游发展中的生存能力。

5  结论

社区参与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更是乡村旅游

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任务。因此,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不仅

在理论上有指导作用 , 在实践中的现实意义更加明显。村民

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能有效地维护乡村旅游环境, 通过参与

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 , 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 实现乡

村旅游及整个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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