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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逐渐得到业界关注，且该类型研究关乎多个利益相关者，涉及相关产业、城

乡发展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社会空间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研究

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聚焦于旅游地的社会空间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 理论方面，以列斐伏尔等学者

的社会空间思想为基础，多理论融合分析为主，未来研究中应在理论上实现突破；② 研究方法上，定性

与定量方法均有涉及，呈现多学科方法交叉的特征；③ 研究主题上，聚焦于社会空间演变与驱动机制，

其它主题的研究较少，未来应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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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cial space research on tourism destinations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
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is type of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concerns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involves related industries,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sustain-
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udy of social space, the thesis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study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from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opic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In terms of theory, it is based on the social space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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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holars such as Lefebvre, Multi-theory fusion analysis is the main focu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ory should be achieved in future research; 2)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re involved,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3) In terms of research topics, focus 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and Driving mechanism, other 
topics are less researched, and there should be breakthrough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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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893 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率先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以及人文地

理学“社会转向”和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学术思潮的兴起[1] [2] [3]，索尔、齐美尔、列斐伏尔、哈维、

苏贾、福柯、吉登斯、卡斯特尔、布迪厄等大批社会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社会

空间”，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空间进行了阐述[4] [5] [6] [7] [8]。在国外学者对社会空间多视角深入的基

础上，国内学者也对社会空间展开了积极讨论与广泛研究[9] [10] [11]。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与一系列

的政策改革，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现象渐趋明显，学者们围绕城市社会空间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主要

内容包括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特征、影响因素与演变机制以及社会分异，代表人物有许学强、顾朝林、

冯健、李志刚等[12] [13] [14] [15] [16]。相比较，学者对乡村社会空间关注较少。近年来旅游作为活化城

市与振兴乡村的一种方式，该背景下的社会空间研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由于该类型的研究起步

晚，在理论上主要借助已有的理论进行融合构建，并以实例对理论进行论证，在方法上源于旅游与社会

空间的学科交叉性，则呈现多种学科方法并用的特征。旅游地的社会空间既包括旅游地居民占据的空间

区域(居住空间、商业空间、交往空间、生活活动空间等)，也包括该区域空间隐含的社会关系、空间主体

的权力等内容。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关乎多个利益相关者，涉及产业、乡村振兴等方面，有必要进行总

结，以应对旅游转型升级需求及新旅游者需求对目的地规划设计与管理的挑战。论文试图从理论进展、

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总结当前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进展，以期丰富旅游地研究，促进旅游地管理

与调控、可持续发展。 

2. 旅游地社会空间理论进展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进展 

关于旅游地社会空间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方式分为三种，且均是以列斐伏尔(Lefebvre)的社会空间思

想为出发点，说明了在多元利益主体作用下的旅游地是被生产的空间，其发展属一种常见的空间生产现

象。一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深化理论认识。如华章根据空间生产理论中的“三元空间方法论”

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过程进行了讨论，认为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包括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以及再现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生产[17]。二是将已有的多种理论进行融合，如

郭文结合 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和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对江南水乡周庄古镇旅游开发的多

维空间生产进行分析，从理论上深化探索旅游场域转换中古镇空间生产研究[18]。孙九霞结合 Henri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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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vre 的“空间三元论”与 Michel 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

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19]。
陈培培基于社会空间是乡村物质空间与复杂社会关系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的认识，借助行动者网络

理论及方法对大世凹村转变为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与机制进行探讨[20]。翁时秀借助领域化理论，分

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

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21]。三是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挖掘新的分析框架。朱晓翔在对空间生产理论的“三

元空间方法论”进行理论深化基础上，形成了由旅游制度空间、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构成的旅游三元空

间分析框架[22]。Jiuxia Sun 打破对旅游为目的地变化重要驱动力的认识，认为旅游只是目的地发展过程

中的一种机制，以列斐伏尔(Lefebvre)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概念框架(资本、文化、权

力的动态关系)来解读其机制(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常用理论见表 1) [23]。 
 

Table 1. Common theories of social space research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表 1. 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常用理论 

理论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与内容 

空间生产理论 Henri Lefebvre (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和生产过程，空间生产即空间被开发、 
规划、使用和改造的过程。 

空间三元辩证法 Henri Lefebvre 
空间的实践(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构想的空间)和表征的空间(生活的

空间)三者作为社会空间中的三个重要维度，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 
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交叉融合，实现历史、社会和空间的辩证统一。 

场域理论 Pierre Bourdieu 不同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 

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Michel de Certeau 描述作为实践主体的大众相应于具体环境、具体机制而进行的“使用者”

的运作方式。 

行动者网络理论 Michel Callon 与
BrunoLatour 

行动者网络理论包括行动者、异质性网络和转译三大核心概念。 
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意指非人类的物质和资源。 

领域化理论 Sack R D 领域化过程揭示了空间配置与权力实施的动态关系，社会的运行因而 
被认为是不间断的领域化过程。 

2.2. 研究方法 

目前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常用的定性方法有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批评话语分析

法。通过以上方法对旅游地居民进行调查，获取最贴近现象的第一手资料。如姜辽运用长期田野调查和

访谈法分析了古镇旅游地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分析了居住、商业和游憩等社会空间的演变过程

[24]。樊友猛以山东省上九山村为案例地，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相关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探索了旅游

地转变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和运作策略[25]。 
除定性方法的运用之外，不同的定量方法也被运用到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中，譬如侧重于物质实体

空间的空间句法、GIS 空间分析。如张熹基于空间句法的轴线分析方法，对旅游发展程度较高的丽江束

河古镇空间形态特征进行分析，总结束河古镇的开发模式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26]。高苹运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研究 2004 年以来黄水镇旅游城镇化空间过程[27]。基于图论的社会网

络分析能够有效简化多元主体的各项特征并直观呈现主体间互动关系，有学者将其引入旅游地社会空间

研究，陆天华以南京市世凹美丽乡村示范村为案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初步探究了社会网络与空间

重构间的互动关系[28]。常见的数理统计方法也有使用，徐小波以扬州“双东”为案例，运用田野调查和

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一系列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从业者空间生产过程，剖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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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商业发展机理[29]。刘嘉毅利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实证检验了旅游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宏观

层面) (见表 2) [30]。 
 

Table 2. Common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表 2. 旅游地社会空间常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方法性质 研究方法 数据获取途径 数据处理(分析) 研究内容 

定性 
参与观察法 
访谈法 田野调查 

理论分析 
话语分析 
文本分析 

群体社会空间感知 

批评话语分析法 新闻报道 话语分析 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博弈 

定量 

空间分析方法 统计资料 Arcgis 空间分析 
空间句法 物质实体空间(演变) 

社会网络分析 问卷调查 指标测算 社会关系 

数理统计方法 田野调查 
统计资料 

统计检验 
对应分析 
模糊数学 
逻辑回归 

社会空间发展机理 

3. 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主题 

结合学者对社会空间内涵的讨论以及旅游地实际，将社会空间具体细分为居住空间、行为空间(活动

空间)以及(空间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根据文献总结，目前旅游地社会空间的研究也大都聚焦于社会空

间演变及驱动机制的探讨。 

3.1. 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变 

3.1.1. 居住空间与行为空间的功能转型 
从空间功能上来看，大众旅游的火热以及其发展带来的效益，使得传统的社会空间随着旅游发展的

生命周期出现旅游功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而在某些旅游地，居住空间并不仅仅是向商业空间转

型，同时它还成为旅游者的第二居所，即除旅游者常住地住宅之外的第二个家，主要满足旅游者反复来

往旅游地住宿的需求(见表 3)。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func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表 3. 旅游地社会空间功能演变特征 

社会空间类型 空间功能演变特征 

行为空间 
公共空间 传统公共空间向复合型公共空间发展、新型公共空间替代原有公共空间—

—阿坝州理县桃坪羌寨[31] 

商业空间 古镇商业空间格局受旅游者行为规律的影响，原有的商业设施偏向于主要

景点周边、步行游览线路上和主要出入口——同里古镇[32] 

居住空间 居住空间功能转型：居住空间向商业空间转型——云南大理沙溪古镇[33] 

3.1.2. 社会关系演变 
旅游活动(开展)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对社会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社会关系的建立方式以及多主体

关系格局的显现等[34] [35]。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复杂化与以游客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也给旅游地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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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问题，如刘润等以宗教旅游地郎木寺镇为例，对九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以下问题：游客与

僧侣关系复杂化导致的宗教世俗化、僧侣之间因年龄的观念分化、经营者因市场竞争关系的形成等[36]。
赵选贤研究丽江古城社会关系网络也得出原住民社会网络规模扩大、亲缘关系弱化、邻里交往淡化的结

论[37]。 

3.2. 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变驱动机制 

新空间主体的介入和原有主体的自我改变以及其各自在地域范围内的实践即促成旅游地社会空间演

变的驱动机制。根据已有的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变驱动机制研究，总结出五种驱动主体，分别为国家、地

方政府、投资开发商、旅游者、居民，各主体分别通过自身实践方式推动旅游地的社会空间演变[38] [39] 
[40] (见图 1)。如 Fen Luo 探讨了机构在中国国家森林公园内创造旅游空间的作用[41]。王华研究丹霞山

瑶塘村发现：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使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42]。
其中，部分旅游地居民由于立场不同与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游客的权力(博弈)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

如张清源等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能有效解释旅游地社会空间发展演化本质，并以九华山为案例地

对其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关系格局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43]。 
 

 
Figure 1. Driving subjects and practice methods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图 1. 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变驱动主体及实践方式 

3.3. 其它研究 

有关旅游地社会空间的研究还涉及到空间感知、演变模式等，只是相对以上两类研究数量较少，

空间感知研究一般研究对象以居民、游客为主[44] [45]，但基于年轻公民也受到全球进程的影响的认识

下，Christine N. Buzinde 采用解释性的方法来研究儿童对两个主要旅游中心 Akumal Playa 和 Bahia 
Principe 的社会空间环境的感知[46]。关于演变模式的研究则如 TAO Hui 在乡村旅游空间的流动、再生

和适应的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景点(A)、城镇(T)和村庄(V)互动理论视角并通过对 A、T、V 空

间转换特征的分析，总结出遗产型、主题公园型、景区型、休闲产业集群型和生态旅游区型五种乡村

空间演变模式[47]。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2.116057


易洁琰，郑芳 
 

 

DOI: 10.12677/gser.2022.116057 565 地理科学研究 
 

4. 结论与展望 

相比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当前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相对较少。在当前的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中，理

论上主要借助已有的理论进行融合分析，未来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可以尝试其他多学科理论的融合；定

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运用相对成熟，有相当一部分出色的研究，未来研究中应根据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

方法以及方法的创新；研究主题上，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变带来的社会效应缺乏研究，驱动机制方面聚焦

于多主体的宏观驱动机制，缺乏微观层面的单一主体的驱动研究；实证研究案例都集中于乡村旅游地，

其他类型的旅游地相关研究偏少。未来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关注微观层面某一主体的研究有助于更细致地了解其行动背后的意义； 
第二，旅游地由于发展背景与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类型等方面的不同在社会空间上存在差异，故应多

关注不同类型旅游地的社会空间研究； 
第三，在网络时代的来临和虚拟空间的崛起背景下，旅游地尤其是乡村旅游地带来一系列旅游经济

活动的新空间扩散，在此过程中旅游地社会空间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应有深入思考； 
第四，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空间感知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可以多关注不同群体，譬如女性群体、特

殊弱势群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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