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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of relying on rural areas, and sums up relevant domes-
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trends to clarify its research deficiencies. Due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requent problems in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many rural 
area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aking Zhangjiajie Village in Wulingyuan District 
of Zhangjiajie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type of scenic spot is defined as the “Zhangjiajie Village 
Model”. This type of village and other scenic spots rely on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
velopment, and for the “Zhangjiajie Village Model”, the countrysid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y-
ing on eco-type scenic spots, strict ecological control, and spontaneous commercial behavior, and 
proposes to implement ecological requirements and seek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to expand the 
three maj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is type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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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对景区依托型乡村的概念进行阐述，并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明确其研究的不足。基于当

前不少景区依托型乡村缺乏科学规划管理，经济环境问题频出，本文从实际出发，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张家界村为例，定义此类型景区依托型乡村为“张家界村模式”，归纳出此类型乡村与其它景区依托型

乡村发展的共性，并针对“张家界村模式”的乡村具备依托生态型景区、受严格的生态控制、有自发商

业行为的特性，提出了贯彻生态要求、寻求适度发展、扩充参与主体的三大发展策略，以期解决此类型

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为其它类似的乡村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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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乡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我国正在进入全民旅

游、全域旅游的新时代，旅游需求旺盛，经济带动效应显著。 
成熟景区周边的乡村受其景区经济外溢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然而，此类乡村与风景区在飞速发

展的同时，二者在土地利用、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经济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目前，还

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发展模式来指引此类乡村的良性发展。 
本文首先阐述此类乡村的定义，列举国内外关于此类乡村的研究动态，分析此类乡村的特点，结合

典型案例——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张家界村，提出景区依托型乡村发展模式的探索——“张家界村模式”，

并就此发展模式的优点及不足提出相应的策略，并以期为其他此类乡村的发展提供参考。 

2. 景区依托型乡村概念 

我国的景区依托型乡村概念最早由杨世河，邹统钎提出：景区依托型乡村是临近著名景区或镶嵌在

景区内，可借助景区的知名度、吸引力及旅游设施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以景区游客作为主要市场的一类

乡村。位于景区内部或周边的旅游村，他们对景区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共享景区客源、在资源与产品进

行互补，该类村落也对景区功能的完善和环境品质有着重要影响[1]。杨世河认为，其开发有利于丰富旅

游活动内容，增强景区吸引力，延长停留时间，增加旅游地收入，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景区品位[2]。
随后，不同学者依据研究的内容进一步对景区依托型乡村概念进行了阐述。施国铃提出景区依托型乡村

是与景区存在文脉，社会，地理上的联系，具备旅游发展的文化土壤和旅游服务条件，该种类型乡村的

客源主要来源于景区[3]。刘彩玲认为景区依托型乡村主要是依托周边大型旅游景区的知名度，来开展一

系列有益于乡村发展的活动的乡村，并与一些乡村与大型景点产业形成互补，与景区实现共同发展[4]。
杨效忠认为景区依托型乡村是对发展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的各个村落进行整合，共同管理、共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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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发，使得区域内的人力资源、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最终实现区域内部协调一致发展[5]。 
目前景区依托型乡村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资源利用型、服务紧密型和生态保护型[6]。资源利用型

是指将当地特色产业和资源与旅游业相结合，深度开发自身民俗文化，并借助景区客源市场发展乡村旅

游及其旅游产品[7]。服务紧密型发展模式指自身缺乏较强吸引力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的[8]，但具有空

间优势的景区依托型乡村通过旅游服务设施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借助旅游景区完善旅游服务功能，从

而实现乡村发展[9]。生态保护型是指乡村的发展不能破坏风景区的自然环境，并对其生态进行严格的控

制，营造环境友善型乡村的一种发展模式。本文认为景区依托型乡村是在区位上邻近著名景区，以景区

对游客的巨大吸引力作为旅游市场发展契机的一类乡村。 

3. 国内外研究动态 

3.1. 国外研究动态 

有关景区依托型乡村研究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核心–边缘理论”的发展与演化。Hills、Lundgren
等人建立了关于“核心–边缘理论”模型，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对于旅游者也存在这种

依赖关系。为了促进景区边缘地区旅游业的发展，1997 年 9 月在丹麦的博恩霍尔岛举行了欧洲边缘地区

旅游研讨会，重点探讨了边缘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旅游发展[10]。 
Walford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风景区边缘 5 千米范围内的居民有很强的经营乡村旅馆意愿，风景区

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客源，同时也弥补了风景区旅游设施不足的现状，满足游客在风景区游览时的住

宿、餐饮及其他方面的需求[11]。MohdSalleh 等通过对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研究发现，大多数居民认为他

们的社区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希望能获取更多的权利，扩大收益，并参与到公园管理和经

营中[12]。 

3.2. 国内的研究现状 

早在 1999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要求要严格控制风景区内居

民点的人口规模，将景区内的居民点划分为搬迁型、缩小型、控制型和聚居型四类。章锦河从景区对周

边地区影响的视角出发，认为风景名胜区缺乏与周边居民利益协调的相应机制与政策，形成风景名胜区

旅游发展的“孤岛”效应，影响风景名胜区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杨世河等将乡村旅游总

结为城市依托型、风景区依托型、交通依托型、资源依托型等四种形式，并提出风景区依托型为乡村临

近著名景区或在景区内，可借助景区的知名度[13]、吸引力及旅游设施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以景区游客作

为主要市场。龙茂兴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发生机

理，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健康快速发展的策略[14]。韩卢敏并以

黄山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发展为例，提出景区和乡村旅游联动发展、乡村资源与景区形成互补等策略以实

现景区周边乡村的快速发展[15]。盘瑶丽通过对永州市桐子坳村旅游开发的分析，探索乡村旅游开发与景

区建设的良性互补与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借鉴[16]。 

3.3. 小结 

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都注重研究乡村对景区的依赖和景区对乡村的经济带

动作用，国外对其他影响村庄和景区关系的复杂因素并没有做出具体的阐述；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乡村

发展的基本类型和景区与乡村之间的互补关系，对类似与张家界村这一类具有生态控制要求的景区依托

型乡村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因而这一类乡村也没有具体发展模式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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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家界村概况 

4.1. “张家界地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是张家界地貌的最典型代表。2010 年，张家界砂岩地貌国际学术研讨会正

式确立以张家界特征鲜明、规模巨大的独特砂岩地貌类型为“张家界地貌”，凡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

发现类似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的地貌，都可统称“张家界地貌”。自此，“张家界地貌”获得国际学术

界认定。张家界村处在森林公园保护区的缓冲区，是张家界市靠近张家界地貌核心区最近的村庄之一。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村庄的发展不可复制。 

4.2. 张家界村区位条件 

张家界村位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南部入口处，地理位置优越，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植被茂密，

山高林深。同时地形复杂崎岖，道路曲折，人口以土家族为主。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貌条件，张家界村生

态环境相对脆弱，发展建设空间受到限制。经济上，农业比例逐年下降，虽然食宿型客栈不断兴起，但

经济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自身的民俗文化特色消失殆尽。 

4.3. 张家界村的发展特征 

4.3.1. 共性 
张家界村发展的现状，符合一般景区依托型乡村的基本特征。资源条件上，具有优越的环境及特色

的乡村面貌，保留有一定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毗邻景区，在客源市场方面有巨大的优势。设施服务方面，

张家界村是转移旺季景区游客的重要集散地，村内建有污水处理和停车休憩场所，是森林公园重要的缓

冲地带。乡村对景区的依托关系，这也是所有景区依托型乡村的共同特点，景区依托型乡村处于景区边

缘，乡村发展依靠景区客源，其旅游资源、特色产品和服务对象为景区游客。 

4.3.2. 特殊性 
由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未涉及到此类乡村，目前张家界村缺乏正确的规划指引，在发展与保护的

矛盾中艰难前行，现阶段出现了环境污染加剧、商业无序竞争、客源与景区关系日益紧张、民俗文化特

色消弭、土地利用浪费严重和就业结构严重畸形等问题。 
1) 依托生态型景区 
张家界村所依托的景区为自然生态型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有限，生态资源也较为脆弱，因而在资源

条件环境承受负荷方面明显低于其它类型景区。同时这类景区的发展对生态效益的关注高于经济利益的

追求，因而此类的发展受到限制。 
2) 严格的生态控制 
因景区的生态保护要求，此类乡村无法开展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张家界村模式下的景区依托型乡村

处于严格的生态控制下，这类乡村需具备生态核心景区与外界区域过渡的生态缓冲功能，其自身植被、

水域、山体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不能随意破坏，应尽量保持原有自然风貌、保护生态环境、保障生态

安全，因而属于这类模式的乡村多因生态管控，开发建设用地较为紧张，大多只能在原有建筑物上进行

改造扩充。 
3) 自发的商业行为 
由于欠缺直接的经济发展规划，张家界村模式下的景区依托型乡村无法形成规模的商业投资和建设，

但处于景区边缘、面临巨大客流的村民不愿放弃发展机会。除部分村民从事景区内服务工作外，还在乡

村内自发开展民宿接待、售卖特色旅游产品(如服饰、食品)等活动，此类商业行为管理不规范，呈现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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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混乱的市场特征，相关部门，部分民间集体机构，进行规范管理的力度相对较弱。 

5. “张家界村模式” 

5.1. “张家界村模式”的提出 

基于以上关于张家界村发展的特点，提出即具有张家界地域特色的景区依托型乡村发展模式，又普

遍适用于大多数景区依托型村庄，即“张家界村模式”。本文所指的“张家界村模式”，并不仅局限于

张家界村的发展模式，而是推广至所有类似于张家界村的景区依托型乡村，即“张家界村模式”作为景

区依托型乡村的其中一类模式，此类乡村具有自身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依托的景区不仅为自然风景区，

更对自然资源、自然景观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极为严格的景区，依托生态型景区的乡村在发展的同

时也受到生态方面的管控与限制，此外，乡村内农户自发开展面向景区客源的商业活动、寻求经济发展

的需求，具备以上特征的景区依托型乡村即属于张家界村模式。 
“张家界村模式”的内涵涉及三个区域要素：一是自然生态景区，这类景区有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

主要依托自然生态资源而开展旅游活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这类景区因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受重

点保护，在核心景区外还存在生态缓冲区，这也是“张家界村模式”主要区别于其他景区依托型乡村的

区域要素，第三个区域要素即位于生态缓冲区内的乡村，因距离核心景区近，还处在生态缓冲区内，故

该乡村虽主要依托景区实现发展、获取福利，但却无法进行商业开发，反而处于限制的境地，“张家界

村模式”的景区依托型乡村具备前文所指的张家界村发展特征(见图 1)。 
“张家界村模式”的景区依托型乡村突出生态保护要求，之前景区依托型乡村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地

对于商业建设和开发管理上要求较为松弛，而“张家界村模式”下的乡村则更为严格，它与其他景区依

托型乡村的主要异同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Zhangjiajie Village Model” and the general type scenic area dependent 
villages 
表 1. “张家界村模式”与一般类型景区依托型乡村的异同点 

异同点 “张家界村模式” 一般类型 

相同点 
地理位置 位于成熟风景区的辐射范围之内 

景村联系 乡村发展依托景区客源，同时为景区提供人力 

不同点 
依托景区类型 自然生态型景区，且周边存在严格控制生态的 

缓冲区 
多种类型景区，对景区外生态要求 
有所松弛 

开发建设要求 政府限制开发建设，零散的自发商业行为 政府组织开发、引进民企投资、民众 
商业活动频繁 

 

 
Figure 1. The connotation map of “Zhangjiajie Village Model” 
relying on scenic spots village 
图 1. “张家界村模式”景区依托型乡村内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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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发展策略 

5.2.1. 贯彻生态要求 
确保生态是发展的前提，任何发展建设都不能越过生态红线，要切实依据上位规划的指引进行生产

和发展建设。坚持以国家出台的美丽乡村、精准扶贫等相关政策为指导，地区具体风景区域规划为核心，

只能的原有的经济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和生态环境的美观与优化，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

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开发[17]。 

5.2.2. 促进适度发展 
1) 实施风貌改造 
应当大力推行乡村风貌改造工程，依靠现有建筑群落积极集中改造。依据民俗文化内涵，打造特色

精致客栈文化。可以将地域特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风情融入到客栈里，让游客在住宿时充分感受到

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同时要利用优越的生态资源，重塑美丽乡村景观。细节上，注重小空间的布景，布

设休闲绿化游步道，打造具有休闲度假气氛和土家族特色的街巷商业区域中心。 
2) 重拾民俗文化 
重拾地域特色传统文化，充分利用现有遗存的文化建筑，注重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名片。让节日吸引

人、氛围感染人、文化熏陶人、美食留住人。要全方位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精神体验，注重地域特色、

传统特色、民族特色等，满足游客的对陌生事物的好奇。 
3) 转变传统农业 
由传统农业向旅游农业转型，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奉行生态保护，退耕还林政策。大规模改种

植园林苗木，营造美丽乡村园林景观，注重景观的季节性色相变化，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花海”“花

带”形成以自然景观为主，人工园林景观为辅的美丽乡村，这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的整体形象，还能兼顾

到生态保护，并且能够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提升经济效益。同时，要重视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农

产品。实现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规模化，并且制定严格的质量评定标准，打造出响亮的品牌。 
4) 推行生态活动 
随着消费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开始迈进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数量与日俱增，养生保健需求

逐日增加，疗养产业日益增长，消费市场愈加庞大。植被丰厚的风景观光景区周边的乡村一般都具有类

似于景区的自然条件。相对来说自然条件优越，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是发展生态休闲的理想场所。同

时可以利用当前闲置空间，改建休闲、避暑、露营等进行生态活动的场所。在环境极其优越的地区，还

可以开展生态疗养。用景区的名片，在采用酒店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加入商业运作，实现生态疗养的

商业化。 

5.2.3. 扩充参与主体 
坚持在多方参与的指导下，以政府引导，民、企结合的方式为主。在此类乡村的发展中，首先应当

重视政府的调控引导作用。一方面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单一的食宿服务，适当增加其他类型；另一

方面可以规范经营管理，提升经营者的管理水平与服务水平；第三方面可以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复扩

宽主要交通干道，优化食宿环境，美化乡村面貌等。而村民是乡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企业是带动乡村

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剂，因此要坚持民、企为主。村民是提供服务的基本单位，也是餐饮住宿的提供者。

而企业则能利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实现规模化经营，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5.3. 模式应用 

该模式既具有景区依托型乡村发展的一般共性，又有其特性，可用于类似于张家界村这样的处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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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严格保护的特色景区依托型乡村。 
同时该模式适用于大多数处在风景名胜区(非严格保护)，出现与张家界村相同的发展困境/问题的景

区依托型乡村。 

6. 结语 

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旅游形式逐渐丰富，乡村振兴全面普及，全域旅游全面铺开，景区依托

型乡村的发展充满活力。而张家界村模式乡村的发展有别于一般的景区依托型乡村，在现有因素的影响

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寻求张家界村良性、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张家界村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张家界村为例，通过多次实地调研及对农户和相关专家的深度访谈，对张家界村的发

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张家界村模式”的景区依托型乡村发展模式。我们从贯彻生态要求、实

施风貌改造、重拾民俗文化、转变传统农业、推行生态活动、扩充参与主体等方面详细探究张家界村的

发展策略。本模式的研究从村民，游客，管理者三个主体因素进行了研究，对影响张家界村发展相关的

众多相关因素尚未提及。鉴于目前还没有此类成熟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和生态保护评价体系，本

文提出张家界村模式，借助此模式，为诸如张家界村这特殊类型的景区依托型村庄发展提供参考，也为

大多数的景区依托型乡村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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