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居民利益，让居民积极参与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实现 “１＋１＋１＞３”的
联动效应，共同打造魅力景区，打造优质产品，吸引足够的旅游者，实现游

客流和资金流同时注入目的地，从而保证旅游扶贫效益最优化，并持续为贫

困区域注入新鲜血液。

（邓爱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兰：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

旅游扶贫的索取

李倩倩，王艳平

一、扶贫亦索取

笔者赞同旅游扶贫的定位与说法，肯定对旅游扶贫的一般理解，但觉得

在这其中还有一些内涵的问题值得探讨。扶贫者与扶贫对象的关系，旅游扶

贫参与不同人群的责任、利益及获得，旅游扶贫实施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及文

化的活态保存的关系、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与不同人群的获得分析，旅游扶贫

参与人群的 “索取”等等。从公平、公正与公开角度，应该把扶贫者与被帮

扶者之间，旅游者与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即经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一

些关系进行分析，探究现象与本质。让这个社会多一些诚实，少一些对内心

的装饰。

旅游扶贫的对象即贫困及欠发达地区多为经济落后地区，那里也经常是

人类文化的发源地，或者是曾经的文化繁荣地，其经济欠发达多有地理历史

的原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旅游扶贫也可以说成是一种知恩图报行为，

是对广义父母的反哺，那是一种应该应分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为人子女

的旅游者或相关方面，就有种内心愧疚的感觉，会被人说成是不孝。因此，

旅游扶贫也可谓是一种道德驱动。

旅游扶贫看重的是贫困及欠发达地区丰富的或是有特色的旅游资源，

如青山绿水、淳朴民风、传统村落等。但要承认那是外在的表现，是人人

皆知的道理。从人们向往乡村旅游的深层动机分析，对传统村落及民俗文

化的向往来自城市的旅游者的精神诉求。因为在城市中，人们受空间环境、

经济、交往、利益等功利束缚，视野受到限制，在精神层面上或感到空虚

与迷惘。因而，本文认为，在旅游扶贫名目之下，还存在着一种被称为精

神索取的事实。从这一点上看，需要重新定义旅游扶贫，其既是对贫困及

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扶贫，也是对旅游者等的精神扶贫。这

个反向的扶贫视角不仅有理论上的发现意义，还有助于旅游扶贫在操作层

面上的具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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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台价值：精神的非现实诉求

既然需要索取精神，接下来要谈乡村精神是什么，以及其到底在哪里。

其实第一个问题不用回答，也难以得到没有异议的结论，因为每个人的理解

不同，故只要知道了乡村精神在哪里，那就可以了，至于那是什么，完全可

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乡村精神当然在乡村，乡村精神与乡愁相连，有无

形的也有具象的或者说物质体现的，中国传统乡村可谓是处处有精神，但其

中总有典型情景。笔者在这里推荐戏台、宗祠、街巷、农户与环境等，这些

场所不仅有功能，也富集文化符号，这些地方也是旅游扶贫的建设重点，是

软硬件建设的投资重点对象。

以戏台为例，那是乡村里的重要场所，多在夜间举行，每过一段时间就

唱一出戏，其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与精神。村民在那里不仅可以交流，与熟人

打打招呼，与不太熟的加深印象，以及男男女女可以邂逅于此。特别是戏中

内容，无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价值，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通过看戏台演

出，村民们可以定期性地获得对非现实精神诉求的满足。在那里，人们既可

以走出现实，也能通过之而回到现实中，戏台让精神与现实有机结合了。在

平日里的乡村生活很平淡，无非就是房前房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那么

些事情，在不大的空间里，却有着没完没了的劳动，劳动很辛苦，但不是工

厂里的那种紧张。在乡村，存在着若干个 “小”与 “少”，但也存在着一些

“多”和 “大”，如活很多，田野很大。虽然有很多的小与少，但也有多与

大，还有距离城市远，思想不时尚等，这让村民难以走出现实，唯有夜晚之

戏等，才可以慰藉平日与白天的辛苦与平淡等。因而，村民要在精神上获得

满足，要借助节日，要借助夜晚，要通过戏台、宗祠、街巷等，从而从思想

或精神上完善生活。

而城里正好相反，到处都是人，世间很大，利益似乎无限，少有无人的

地方。居民似乎总也走不出世间，而且那不是世情的世间，而是经济的世间，

人人或都很陌生，即便是熟人，也有时感觉到很陌生。但只要用经济做手段，

与谁都可以很快地亲近起来，就如吃快餐。也就是说，城市里的 “多”“少”

“快”“慢”“大”“小”，与乡村正好反过来了，城市更加功利化、经济化与

欲望化，而乡村恐怕更综合一些，要考虑邻里关系，要对得起世交等。从这

个意义上讲，城市居民在精神上还不如乡村居民，因为经常总也走不到精神

之中，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需要去乡村旅游，有时可以以旅游扶贫

的形式，去实现自己的精神诉求。

当然，在城市里也有剧院，但按人口比率来看不多，又有多少人去看

戏呢？而且看者多是为了休闲，是为了体现文化品位，是为了做票友，可

能多不是为了真正的精神诉求，有些诉求是原旨精神的一种变形。这便提

出了真假精神的对照问题，或曰真在乡村，假在城市，而城市在经济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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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因而，旅游扶贫也有交换意义，实际上是以经济换文化，以经济

换精神。笔者认为，旅游者在潜意识里确有渴望在精神上被扶贫的心理

动机。

且不论乡村精神是什么，而是可以探讨其包括什么内容。还是在乡村戏

台上，上演的都是什么内容，可以整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做一些实证

研究，如包括正义、孝顺、爱情、伦理等，体现的都是正能量，与人性相关，

这也旁证地诠释了乡村精神是什么的问题。而与此相对，城市人愿意看什么，

如看历史剧、后宫戏，看战争片、科幻片与经济大潮片，在电视上看健康养

生节目，或者是逃离现实，而不是去争取精神，或者是为了自我，渴望金钱

与地位，而不是走向精神自我，就别说现实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了。因而，在

城市难见台上台下的真正互动，有的是台上与后台的关系，前台冠冕堂皇而

后台则很隐蔽，故城市居民所看都不是真正的精神。村民们通过每一次的观

戏，在思想上获得洗礼，在下一次观戏到来之前，这其实就是提示着一个周

期而已，或在模仿与践行着戏中角色，这期间当然也有个人发挥在其中。所

以说，乡村不大，那是一个熟人社会，至少是可以混个脸熟，那样的践行会

多多少少收到效果的。即便是一时没有见效，那还有下一部戏，或者再延长

一个见习期。

三、精神场所建设

旅游扶贫的对象是什么？是人还是物，或是场所？当然要寻找最困难

的人，要精准扶贫，要通过发展旅游帮贫穷者脱贫致富，这是一个人人皆

知而赞同的道理。在实际操作中常见的一种形式是，企业家发展乡村旅游，

通过企业这个平台，把村民招进企业成为员工，或让他们以土地入股的方

式，村民通过年底分红而致富。单向看是扶贫，如果双向看，企业也是获

益者。

本文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是就非常识进行讨论的，至少是丰富了既有

看法，提出了另类考虑，把一个线性的思想拓展为一个平面思想，将来或许

还会出现立体思想。既然旅游者是为了精神索取而来的，那就要对那些精神

场所投资，包括保护、改造、设计与新建，具体地点包括戏台、重点街巷、

农家院落等，以及针对有精神意义的环境场所等。如果按照现在的常规做法，

或许村民富了，但乡村精神也搞没了，笔者不太完全赞成这样的做法，但至

少是可以以多样性思想开展旅游扶贫。

在帮扶硬件建设的同时，也要开展对软件建设的支援。如有些地方的

戏台虽然还在，但已经年久失修，几乎没有戏班子来演出了，因而要扶持

区 （县）、乡村的文艺团体，鼓励其下乡演出，要使其成为全域旅游的一股

力量，而且要在村中培养乡村自己的艺人，要组建村屯文艺演出队，还要

组织诸如庙会之类能传播和稳固乡村精神的传统活动。笔者相信，只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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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精神还在，并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且受到现代媒体的关注，就不愁乡村

旅游的发展，伴随之旅游扶贫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至少是多了一条不

一样的发展新思路。

（李倩倩：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师，硕士；王艳平：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

授，日本千叶大学博士）

云南贫困村落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研究新视角

罗伊玲，窦志萍

按照国家 “十三五”规划要求，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五年是确保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关键时期，而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问题。

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加剧了扶贫的难度。要保证２０２０年的全面脱贫，扶贫工
作更加艰巨。旅游业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增加就

业机会、消除贫困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将旅游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①，

可进一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旅游以其独特扶贫造血功能，是引导反贫困

战略由 “救济式”转向 “开发式”的重要模式。

１９９９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署第７次会议上提出了 “旅游扶贫”，中国

于１９９１年也提出 “旅游扶贫”，并于１９９６年将旅游扶贫作为旅游发展重要研
究议题。２０１５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就加大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强调要
科学谋划好 “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２０２０年如期脱
贫，并全面阐述 “精准扶贫”概念，将精准扶贫思想概括为 “六个精准”，

即 “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

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旅游扶贫的核心理念是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永续

利用和为人民提供游憩、学习机会，带动旅游资源丰富但仍处于贫困及经济

欠发达地区社区经济的发展，使贫困人群通过区域旅游发展及直接间接参与

旅游经济活动和旅游服务获得发展的机会，最终脱贫致富奔小康。旅游精准

扶贫的核心为旅游精准扶贫识别、帮扶、管理三个子系统，并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

通过对已开展旅游扶贫的贫困村落实地调研，笔者认为，旅游精准扶

贫的研究及实施，应摒弃只使用经济一维角度的方法，要利用多维贫困指

数模型获得综合贫困改善的有力证据，并在多维贫困数据中找到最难攻克

的贫困及返贫因素，指导并调整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偏重点，帮助贫困社

区精准扶贫。旅游扶贫要避免不切实的盲目借鉴、照搬项目和经验，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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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近２０年来通过发展旅游业直接受益的贫困人口占全部贫困人口
的 １／３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