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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充分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利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是当前我国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方向。传统村落蕴含丰富的本土文化遗产和自然地理资源，拥有强大的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本

文参考四川崇州竹艺村的成功经验，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框架，探究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四大主

体在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项目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及协同合作的巨大优势，提出我国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

目协同治理模型，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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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China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ful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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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Traditional villages contain rich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resources, and have a strong potential for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this paper 
tak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Bamboo Art village in Sichuan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market, society and citize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
gration project and the superiority of collaboration. It establishes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s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ch will provide ref-
erence and thinking for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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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出台《“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

规划》，明确应坚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战略，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着力推进旅游为民，发挥旅游带动作用，努力实现创新发展。文旅融合是指文

化和旅游产业相关联，突破各自原有的产业边界或要素领域，两者之间相互渗透、交织汇合、重组彼此，

而形成新的共生体[1]。《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和组织振兴，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之一[2]。 
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是“中国民间艺术(竹编)之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道

明竹编”的核心属地，“竹艺村”也因此而得名。近年来，崇州市充分发掘竹艺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资源禀赋，在“文化延续未来、艺术点亮乡村”理念引领下，促进文化创意、精品民宿、

乡村旅游等跨界融合，使竹艺村成为成都田园景观的地理标识，初步探索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的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2. 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在乡村地区，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人群居住和活动的传统风

俗，再加上其承载的文明记忆与人类智慧，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显著的本土化发展优势。如何利用古

镇、古村的乡土气息和文化遗产，在保存传统村落的风貌与肌理、延续其文脉与生机的同时，发展“文

化 + 旅游”新业态成为了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各方主体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针对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乡村振兴路径，学术界现有成果对其的研究还

比较有限。有学者分析了文旅融合内在逻辑，从文旅融合的模式、科技智能化、品牌效应等方面提出乡

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3]。有学者立足于文旅融合的基本要素和融合形式，探究文旅融合理念对乡村

综合文化中心建设的指导作用[1]。也有学者通过测度农旅融合的协调性探究旅游业和农业间的耦合关系

[4]，或关注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保护策略[5]。有些研究关注有关项目的组织模式，通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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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分析结合典型传统村落阐述不同组织模式的影响[6]。另外，还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索传统村落

品牌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而为村落的品牌建设提供参考[7]，或是强调政府主导下多主体合作、协同发展、

文化产业引领的重要性[8]。 
以上研究对于我国传统村落的文旅产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大都局限于分析文旅融合理念

和具体实践间的关系，或是从较宏观的层面探究政府的角色及不同业态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在“文化 + 旅
游”的项目建设实践中，如何平衡不同主体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多主体的特色优势、产生协同效用等方

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与政府治理理论的结合分析也比较欠缺，未能充分发挥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在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建设中，不仅有政府的存在，还有市场参与者、社会参与者，加上村落中原

住民的公民参与。只有四方参与者在发展建设中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才能充分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

值和旅游资源，平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形成独具特色的优势文旅开发项目。 
基于此，本文选择四川崇州道明镇竹艺村为研究案例，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框架，探究在我国

传统村落的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建设中，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主体的优势和彼此间的联动关系，

并结合崇州竹艺村的成功经验，探索我国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目的协同发展路径。 

3. 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公共问题的行政管辖主体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同时，公共问题也愈发复

杂，单一的政府部门很难有足够的能力来提供良好的解决办法。在这个背景下，协同治理理论应运而生。

协同治理是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取得共识，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

治理模式；这种协同合作、多元共生的理论为有效解决复杂的、仅凭政府部门或单个组织无法解决的公

共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9]。 
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直接以引入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利益相

关者参与式合作的形态出现，旨在建立一种正式化 (formal)、商议性 (deliberative)、以共识为基础

(consensus-oriented)的集体决策过程，来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以及管理公共项目、公共资产等。这一定义

强调的是以下六大原则：一是协同是由政府或部门启动；二是参与者要包括非政府成员；三是参与者不

是在外部“咨询”，而是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四是参与者的参与是正式制度化；五是要在达成共识的

基础上进行决策，即便有时共识在实践层面上是很难实现的；六是协同的目标是公共政策或者公共管理

[10]。 
其中，政府是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的主要方，是公共物品服务的最主要提供者之一；市场参与者的

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一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项目推进和实施的效率；社会主体有非

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参与在扩大影响力方面效果显著；公民个人的参与有助于展示某一群体的

特征，突出决策和实施的特色。 
这种模式以扁平化的关系为特征，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横向的合作网络。在传统村落进行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都无法置身事外，在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建设中，也需要联

动合作、协调配合，因而协同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4. 四川崇州竹艺村的协同治理发展经验 

2017 年 3 月，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开始正式对外开放。以网红建筑“竹里”为地标，着重打造怡人

的自然景观和改造后的乡村田园风光，竹艺村一开放就受到周围城市人民的欢迎，被视为传统村落文旅

融合发展的典范。之后，竹艺村还受邀参加北美最大建筑盛会芝加哥建筑双年展[11]，并作为中国“未来

乡村建设”的展品入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打造竹艺村的全过程，从想法孕育到理念设计，再到项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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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后期营销的全过程，都展现了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四个主体合作共赢、协同治理的突出成果。 

4.1. 政府：政策引导、顶层设计、高效执行 

结合当下政策，找准传统村落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发挥宏观方向上的引导作用是政府在文旅融合发

展中的首要作用。“十三五”期间，崇州市政府响应美丽乡村建设的号召，发现当地传统村落的优势资

源，并制定适合的发展计划，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开展“文化 + 旅游”的新业态开发。竹艺村作为传统

村落，拥有独特的川西林盘建筑形态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道明竹编，基于此，崇州市政府

以“非遗 + 公共文化服务 + 乡村旅游”的创新形式，推动道明竹编创新发展与川西林盘规划整治有机

融合，促进全市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传统文化和旅游发展融合。同时，“竹艺村”是崇州探索推行宅

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当地农户们闲置的资产在乡村旅游和新乡村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得以盘活，

村民们除了在土地流转中获益，传统的竹编技术家庭更是收入翻番，全村居民整体收入获得了明显提升。 
在项目的运行和实施上，如何打造该村落的独特优势，挖掘优势资源背后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和

文化的双向发展，是当地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竹艺村”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

原因在于“以竹为媒介，为竹子产业提升赋能，融合乡村旅游和文创产品，从而实现真正的乡村产业振

兴”。“竹艺村”传承悠久的竹子产业，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浪潮中国，并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良好的

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收益。但通过网红建筑产品“竹里”，消费者对竹编和竹文化有了新的文化认

同感，使得竹编和竹文化的价值最大化，从低端商品上升到艺术品、建筑材料的层级，而以“竹”为核

心的产业运作模式则为村民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12]。基于当地特色的竹文化，增强文创竹产品的创意

设计，大力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在注重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增加产品的实用性，增加了文创竹产品的附加

值，为“竹艺村”的村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良好的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也需要高效的执行力来支撑，才能顺利推进设计理念的现实成果转化，

需要当地政府在乡村基层工作上开展创新探索。2016 年 8 月 3 日，竹艺村项目正式启动。2017 年 4 月，

“竹里”正式对外开放；2017 年 9 月 14 日启动竹艺村的改造，2018 年 2 月 10 日，三径书院、遵生小院、

来去等首批项目正式落成开放。极致的高效与执行力让“竹里”项目的木结构工厂化预制仅花费一个月

的时间，此后仅用了 52 天就完成了现场安装。崇州市委主要领导，从第一次召集中业文旅和相关策划、

规划团队探讨竹艺村时，就从“竹艺村”顶层设计到整个策划理念落地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分工。“竹

里”更是当地政府进行乡村木构产业化的实验性探索。而在此过程中，通过机器人等先进产业化手段装

备起来乡镇产业化工厂，未来若与农村的建筑产业化结合，必将产生一个更有意义的产业化升级[13]。 

4.2. 市场：专业支持、创新加持、创业品牌 

市场参与者是政府引导下的有利补充，能够通过提供专业的资源和知识、创造性的理念来为乡村的

文旅融合建设增添活力，小微创业品牌也成为传统村落旅游业中的重要组成。 
2017 年，竹艺村的开发建设工作由崇州市市属国有公司承接，在对当地发展情况开展充分调研的情

况下推进产业升级。通过调查发现，尽管当地人有着纯熟的竹编技艺，但产品从外观设计的审美性实用

价值的创新性都有待提高。这说明，要实现竹艺村的产业结构性优化，还需要引进艺术设计创新人才。

因此，中业文旅以《太平时》为设计任务书，向全球发起公开招投标，上海著名建筑师袁烽及其设计团

队在前来竞标的中、日、韩三国近 30 家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竹里”项目应运而生[14]。竹里这一

建筑能够整合住宿、餐饮、会议展览等功能，将办公场景和生活场景融为一体。通过将人的活动融入自

然环境，利用生态资源来改善原有场地，竹里实现了城市需求与新乡村建设之间的融合互动。 
竹艺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借力文化创意，以设计为媒、文创为魂、治理为本，因村制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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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导，让非遗有机融入景点景区，打造以“竹里”为代表的新中式川西民居，发展出及来去酒馆、青

旅无间、归野民宿等乡村品牌，重塑了人们对天赋文化的认知和记忆， 
重塑承载天府文化记忆的林盘品牌，打造乡村休闲旅游体验目的地。随着竹艺村内建设完成 40 公里

长的无根山健身步道，“非遗 + 创客基地 + 乡村旅游”的创新形式，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用市

场主体为崇州的文旅发展注入活力 

4.3. 社会：多元业态、文化交融、人才驻留 

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文旅融合的项目有利于将更多元的业态融入传统村落的开发

项目，同时充分丰富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式，让文化发展融入生活，从而吸引并留驻人才，丰富人们的日

常生活。 
2018 年 10 月，中央美术学院驻四川成都传统工艺工作站落户崇州道明竹艺村，建立了全国第十三

个传统工艺工作站，也是四川省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依托“中央美术学院驻四川成都传统工艺工作站”，

启动海外艺术家驻留计划，吸引中国著名青年诗人马嘶、传统生活美学践行者冯玮、旅法艺术家刘伟福、

合达联行创始人游江等新村民。建立“乡贤文化促进会”，设立“乡贤扶助公益基金”和“乡村文化发

展基金”，聚集丁春梅、杨隆梅、肖瑶等“新乡贤”返乡，深入推进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美术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驻崇州实践基地建设[15]。 
除了“竹里”文化空间外，竹艺村一方面还集合了书院、酒馆、博物馆等场馆资源，进一步打造多

样的旅游业态，吸引人才加入；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旅游项目中，竹艺村注意将特色竹编文化一以贯之

的融合其中，彰显地方特色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特色文化的影响力。其中，新村民创办的三径书院学习平

台，具有培训教室、技能训练室、文体活动室、电子阅览室等功能，当地居民在这里做图书阅读、开公

益课，形成文化交融，培养有文创理念、懂景观种植、善民宿经营、会致富增收的“新农民”。这种生

活方式和社交场景的搭建作为去精英化的大众传播，让更多人有机会在大自然中、在诗书里，满足内心

和精神层面的需求。 

4.4. 公民：工匠精神、融入生活、共同参与 

竹艺村的发展吸引了一众新村民的目光，很多青年村民纷纷加入相关业态的创新发展中，衍生出了

文化手工体验、特色住宿等新增长点，在竹文化、网红建筑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川西村落的文化

魅力和体验感。在竹艺村，经验丰富的当地竹编匠人们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创意为不同需求的客人“私人

定制”各类文创工艺品。他们不仅传承了古老的竹编技法，而且增加了竹文化的附加值，相应的提高了

自己的收入。工匠们传承竹编手艺的积极性更高了，道明竹编和竹文化因此焕发出了新的蓬勃的生机。 
“竹艺村”在新建的过程中坚持不大砍大伐、不大修大建的生态保护原则，原有民居院外的田野沟

渠和院里的树木、围墙都保存了下来，基本保存了川西民居的原始风貌，从而为外界呈现了一个自然生

长的原生态的村落，也为当地居民保留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和传统习俗。 
遵生小院的创始人冯玮通过“民俗手工生活体验馆”，与当地村民合作结合当地资源与特有的技艺

研发出自然、健康、有趣的食品、用品、手工艺品，让当地的老百姓和游客在学习民俗活动时，不会只

流于形式，而是真正传习传统文化的灵魂[10]。 

5. 协同治理视角下传统村落文旅项目开发策略 

四川崇州道明竹艺村的成功开发建设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四大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与合

作。由其成功经验可以抽象出以下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目协同治理的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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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图 1.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目协同治理模型 

 
作为协同治理的文旅融合项目开发典范，竹艺村将非遗竹编文化、乡村独特民俗和自然旅游资源融

为一体，激发传统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打造出一个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的

特色村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思路和模型。 
在协同治理的视角下，政府是项目的主导者，通过政策引导和顶层设计担任“领头羊”的角色，为

整个治理项目定好基调、把准方向，确定所有协同治理的参与者所需要达成的共同目标，将文旅融合建

设提升至公共事务层面；同时，良好的顶层设计和极致高效的执行力也是协调开发的重要条件，是项目

建设落地实施的重要保障，能够充分发挥公民主体在项目中的作用。 
市场参与者是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开展工作的有力补充。它们深耕于各自所在的行业，相较于需要

统筹兼顾的政府主体而言，这些企事业组织拥有更专业的能力和资源、更开拓的创新理念，能够在项目

实施中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效率；同时，小微企业和独立的创新创业品牌也是“文化 + 旅游”项目中的重

要部分，为乡村发展与文旅融合的结合激发更多活力，有利于将创新和特色打造成在地化的突出优势。 
多样的社会主体也为协同治理增添了活力和动力。非盈利组织、公民团体作为利益相关方，其利益

和意见也应当被吸纳进政府决策和整体开发的过程中；通过打造多元业态，不同社会主体极大的丰富了

文旅产业的内容，并与传统村落的当地文化相交融，形成独特竞争力，进而有利于吸引并驻留人才。 
当地居民为传统村落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很多在地化的资源和支持，他们用自己的工匠精神传承手工

业遗产，平衡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并用自己的日常生活营造出田园乡村的自然、悠闲氛围；

通过社区文化服务活动、学习平台等形式参与协同发展，居民也成为了文旅融合中文化产业发展的受益

者，在参与中自觉学习成长，成为新公民。 
在这种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的传统村落文旅资源开发可以协调各方力量，充分利用

资源，实现互惠共赢，进而通过文旅融合的发展助力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6. 结语 

协同治理理论衍生于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是公共权利的回归，蕴含着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

间形成一个开放系统，呈现互动演绎整体的合作效应[16]。在协同治理视角下，政府承担引导和保障工作，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8127


姜玥莹 
 

 

DOI: 10.12677/mm.2022.128127 943 现代管理 
 

明确发展方向，确保项目落地；市场为政府的工作提供补充，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激发创新活力；社

会团体利用自觉的组织力、影响力兼顾弱势群体，扩大社会效应，通过“软吸引力”发挥促进作用；公

民也作为参与者直接加入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个人的特点和能力，参与协同开发，实现互惠共

赢。 
竹艺村利用“道明竹编”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对当地

文化遗存进行保护性挖掘和转化，同时注重将文化传承与艺术创造结合，体现了在文旅融合视域中，注

重在地文化的生态性、审美性和可持续性开发的重要性。协同治理的模式让当地注重从传统手工艺中发

掘机遇，让非遗有机融入乡村民居、景观与景点，使得当地乡村旅游特色鲜明，形成差异化优势，成为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展现了文旅融合引领乡村振兴的巨大优势，以及协同治理、多元共治的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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