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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四川革命老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高度

重合，其经济的发展要与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相互协调，而革命老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户生计可

持续性相辅相成。本文以磨西镇为例，通过探析旅游业发展前后磨西镇农户的生计方式，找出其现

存问题，并给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提供相关的建议，实现革命老区的农户生计可持续和生态环境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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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is the fundamen-
tal principle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in Sichuan are highly overlapped. Their economic develop-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37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378
http://www.hanspub.org


罗娟 
 

 

DOI: 10.12677/ass.2021.1010378 2771 社会科学前沿 
 

me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loc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rur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
oo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aking Moxi tow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velihood 
mode of farmers in Moxi town before and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finds out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sustainable livelih-
ood,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farmers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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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四川革命老区指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由中共四川地方组织领导

创建的川东、蓬溪等革命根据地，1932 年红四方面军转移入川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红军长

征建立的川康边、康巴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共有十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是全国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四川革命老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合，其经济的发展要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只有尊重

当地的生态规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即绿色发展，追求绿色发展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内在一致性。 
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乡村发展的永恒主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又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四川

革命老区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色，都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当地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

在甘孜州全域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下，作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磨西会议遗址，依托处在 5A 级

海螺沟景区入口处的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实现自然风光旅游和红色旅游的融合。随着以旅游为载

体的磨西镇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农户的生计也发生转型，在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同时，最重要的是

农户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变，对磨西镇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探析旅游业发展前后磨

西镇农户的生计方式，找出其现存问题，并给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提供相关的建议，增加农户的经济

收入，实现革命老区的生态环境绿色发展。 

2. 文献综述 

生计是人们维持生活的方式或手段，Robert Chambers 的著作里最早出现关于生计的研究[2]。国内学

者指出，生计是指当地人通过不同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策略[3]。1987 年世

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出“可持续生计”的概念。Chambers 和 Conway 认为生计包含人们谋生

所需的能力、资产和活动，当人们面对外部生计环境带来的风险时，能够采取相应行为来抵御风险并不

对生计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生计就具有可持续性[4]。Scoones 指出：一个完整的生计维持系统包括能力、

资产(包括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活动[5]。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系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范式逐步形成，具代表性的研究有 Scoones 的《可持续

乡村生计：一个分析框架》、Farrington 等的《可持续性生计实践：乡村地区的早期概念应用》。一些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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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或多边的国际援助组织如世界银行(WB)、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救

助贫困组织[6]等纷纷提出多种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SLA)。DFID 的模型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作为生计核心的资产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农户

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产，影响资产的性质和状况。 
农户生计资本的不同组合、资本的高低，决定了农户环境保护意愿的强弱[7]。可持续生计是指只有

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

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性的[8]。 

3. 磨西镇的基本情况与农户的传统生计 

3.1. 磨西镇的基本情况 

磨西镇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南部，地处贡嘎山风景区东坡，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入口

处，属海螺沟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是海螺沟名胜风景区的旅游接待基地和入口。受东南季风的影

响，磨西镇的气候潮湿多雨，冬季温度温和，夏季凉爽，是成都和重庆人民避暑度假的最佳选择之一。

海螺沟景区集高山、低海拔现代冰川、高山湖泊、温泉、原始森林、珍稀动植物种类丰富，形成了完整

的生物气候带。磨西镇距成都约 304 公里，距泸定 52 公里，距康定约 70 公里。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

投资 230 亿元，批复工期五年的雅康高速全线试通车，从成都至康定只需四个小时。游客可经泸定游完

海螺沟后，可直接到康定游览高原名城，形成泸定–磨西–康定的旅游路线。 
磨西镇是汉、彝、藏、白、蒙等民族聚居地，是康巴地区多元文化的走廊，汉、彝、藏等民族文化、

东西方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在泸定桥未建成之前，磨西一直是川西“茶马古道”的必经之

路和重要驿站。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于 1987 年建成，按照甘孜州全域旅游的发展战略，海螺沟景区发布

《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以“农旅结合、以旅促农、统筹城乡、全面发展”的方略。第一产

业的占比逐渐减小，第三产业的占比上升，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人们的收入大大增加。2014 年至 2019
年，旅游人数从 92.5 万人上升到 285.26 万人，旅游综合收入从 8.16 亿元上升到 31.37 亿元。海螺沟景区

2014 年至 2019 年旅游人数及旅游综合收入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Number of tourists and comprehensive tourism income in Hailuogou from 2014 to 2019 
图 1. 海螺沟 2014 年~2019 年旅游人数及旅游综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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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5 月 29 日傍晚时分，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一军团团部到达磨西，当晚夜宿天主教堂神甫房，

当夜召集同天到达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和邓小平开会，确定了避开康定国

名党军队主力，夺取泸定桥继续北上的长征路线，史称“磨西会议”。毛主席住地旧址和磨西会议旧址

至今保存完好，是甘孜境内保存较为完整，且知名度最高的长征会议遗址。2004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被国家 14 个部委联合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第一批名录。2011 年，“保护红军长征遗址

暨推动甘孜州旅游业发展工程”在成都启动，旨在将金融机构、政府支持与旅游业开发扶贫和长征遗址

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进而推动甘孜州经济的发展。磨西会议遗址的红色文化和海螺沟景区的自然风光结

合在一起，促进磨西镇经济的长远发展。 

3.2. 磨西镇农户的传统生计方式 

生计是拥有足够的粮食和现金储备以满足基本需求。家庭避免生计风险的途径多样，可选择性强，

既可以选择稳定的工作来获得长久的生计环境，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加以组合来增大承担风险的

能力[9]。生计方式是指“人们通过可持续、稳定化的方式进行生存、生产，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生活习惯

或者生计模式”[10]。人类生计方式的差异既是自然生境的客观事实，更是人类活动的必然结果[11]。磨

西镇农户传统的生计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种植业，种植业是磨西镇最重要的传统生计方式。磨西镇农户长期是靠种地为生，这种生计方

式严重依赖于自然环境。农户主要种植玉米、土豆、小麦等经济作物，对满足农户家庭一年生活所需之

外剩余的部分进行售卖，辅之以售卖苹果、花椒、核桃等的收入，构成农户的年收入。 
二是务工，可分为外出务工和就地务工型，多为长期务工。外出务工型农户，主要是家里面的壮年

男子外出务工，他们主要务工的地方是甘孜州除康定与泸定之外的县城以及江浙一带沿海地区，经济收

入略高于就地务工型农户。就地务工型农户主要是指在磨西镇建筑工地或者是公路修筑队打工以及在磨

西镇镇上的餐馆酒店做服务等等。务工型农户的收入高于依赖种植业的农户，他们在外出务工的同时，

也在从事种植业。在面对自然灾害和社会性风险时，种植业农户及其脆弱，而务工型农户较稳定。 
三是药材采集，此生计方式多为居住在离磨西镇中心较远，耕地面积较少的彝族和藏族的农户。随

着虫草、贝母、羌活、重楼等药材价格的上升，农户采集药材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药材采集的季节，

除了老人之外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参与其中。采集药材的季节会持续三到四个月，是农户全年的主要收入。 
四是居住在镇中心从事商贸的农户。他们多为经营杂货铺、开摩托车或者是小型客运车从事乡村运

输，收入水平较高。 
磨西镇农户的传统生计较单一且脆弱，依赖于当地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并受制于气候、灾害等自

然因素。自然界的环境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生计结果，包括粮食收成、牲畜生产、以及药材采集成

果。且农户的经济收入较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时代，磨西镇农户传统生

计的变迁成为必然。 

4. 磨西镇农户的生计方式变迁及其动因 

4.1. 磨西镇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 

现阶段磨西镇农户的生计方式主要为以下三种。 
一是纯种植业，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磨西镇，外地的商家看到商机，纷纷

到磨西镇经营客栈，给本地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思想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乡，积

极主动去发展，或者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哪一种作物的价格高就选择种植什么，寻求自己最大的经

济利益。磨西镇中心农户的种植业和旅游业发展前一致，但是种植业所占比重在下降。远离镇中心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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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村落，随着公路的修通，开始种植白菜，白菜一年三熟，农户收入较以前大大提高。 
二是种植业 + 务工型，即既有在家务农又有外出务工的农户，其中外出务工型农户在逐渐减少，就

地务工型农户在增加。主要原因是磨西镇正在修建甘孜州职业技术学院，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三是围绕旅游业进行生计的拓展，是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在磨西镇镇中心的农户多属于纯旅游业型，

他们开客栈、餐厅、经营特色副食品店和纪念品店，在景点和磨西镇之间从事运输业，生计方式多种多

样。远离镇中心的农户，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生计方式。1) 生计资本较多的纯旅游业型农户。农户在景

点附近购买摊位，全年从事旅游服务业。2) 种植业 + 旅游业型 + 外出务工型。农户一方面从事种植业，

一方面在旅游旺季到镇上的客栈、餐厅做临时的服务员。劳动力富裕型家庭还可以外出务工。3) 种植业 
+ 旅游业 + 药材采集型。农户一边从事种植业，一边上山采集药材，直接卖给游客，没有经过收购者，

从而增加了收入。 
磨西镇传统的种植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已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多样化。如图 2 所示。旅

游业在磨西镇越来越被重视，深刻影响了磨西镇农户的生计活动。磨西镇由旅游业带来的生计活动内容

日益丰富、潜力日益显现、农户经济收入日益增加，旅游一跃成为磨西镇生计活动的硬核活动。 
 

 
Figure 2. Performa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 mode in Moxi town before and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图 2. 磨西镇农户的生计方式在旅游业发展前后的表现 

4.2. 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旅游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践行充分发挥我国超

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需要。传统的生计方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面对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转变生计方式成为农户的选择。 
2012 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全国藏区中率先提出加快甘孜州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并开始实施全域

旅游发展战略，旅游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着旅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以生态旅

游为主的海螺沟景区知名度不断提高。作为海螺沟景区入口的磨西镇，依托磨西会议遗址的红色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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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吸引了大量游客，当地居民以磨西会议遗址为核心，辅之以藏彝民俗文化，参与旅游业，不断增加

收入，多样化的生计活动成为越来越多农户的选择。由于对旅游发展的不同认知，以及受自身生计资本

多少的影响，当旅游业这一外力进入时，农户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从事不同的生计活动，

进而带来不同的生计资本，当生计资本的拥有量达到一定点时，农户会对其生计方式做出相应的改变。 

5. 磨西镇农户生计方式现存的问题 

磨西镇将海螺沟景区生态旅游和磨西会议遗址红色旅游旅游结合起来，对居民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大大加快了磨西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当地农户的生计方式由

单一向多元化转变。但是随着旅游业深度发展形成的脆弱性，给当地带来了消极影响，影响当地农户的

生计活动，从而影响其生计方式。 

5.1. 农户收入差距扩大 

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的农户，其收入较稳定且远远高于纯种植业者，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藏彝村

落的纯种植业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受气候和需求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缺乏规模，机械化程度低，经济效

益低。藏彝村落的白菜一是满足当地学校和酒店的需求，二是销往成都和绵阳等城市。白菜种植的季节、

时效性强，农户必须在短时间内种植和售卖，而旅游业的季节性强，当两者相一致时，会给农户带来高

收入，反之，农户收入降低。白菜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通常种植白菜的农户，家庭里面的劳动力很

难再从事其他工作，对白菜收入的依赖性极强。当白菜价格下降时，农户收入下降，加深了农户生计的

脆弱性。 

5.2. 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挑战 

随着人们对冬虫夏草医疗保健作用的深层认识和终端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旅游业发展后，

人们对其需求量逐年攀升，虫草价格上涨。随之而来的是这两年草原被破坏越来越严重，适宜虫草生长

的草场越来越少，虫草的产量越来越少，价格上涨，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采虫草，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采集药材的不稳定性和市场价格的波动，使村民们难以放弃种植业和饲养业，他们选择种植少许玉米和

土豆以及养几只猪作为保险。这样的生计模式的变化是对变化经济环境的回应，而且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但是其中采集药材可能只是短期的，因为采药材极具不确定性，过度的采集己经严重威胁到了药材的可

持续生长和原本就很脆弱的高原生态虫草经济，而且市场对其需求量有限。 

5.3. 景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门票，收入渠道单一 

景点内的消费主要以餐饮、住宿和销售土特产为主，相关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小，旅游产品单一，没

有充分利用海螺沟自然景观、磨西会议遗址红色文化和藏彝等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优势开发相关文创产

品，市场推广力度弱，没有延长旅游业的产业链，附加值低，没有形成旅游产品的影响力和规模效应，

农户难以参与其中。相较于集旅游、休闲、娱乐、消费和度假一体综合性开发的景区，海螺沟景区为单

一观光旅游，没有充分发挥磨西平台等其他周围景点的优势提高游客的体验度来留住游客，游客易产生

审美疲劳，影响景区的长远发展。 

6. 革命老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对策建议 

只有正确处理好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与农户生计方式变迁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旅游业促进革命老

区经济与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从目前磨西镇旅游业发展现状来看，需要在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

实现生计方式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还需做到以下几点：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378


罗娟 
 

 

DOI: 10.12677/ass.2021.1010378 2776 社会科学前沿 
 

6.1. 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政府推动和农户有序参与的机制 

农村的发展与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稳定，要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成立农村旅游专业

合作社，加大小额贷款的力度，加大财政的投入，让农户拧成一股绳，合作起来发展旅游业，增加收入，

降低生计的脆弱性。另一面，农户要增强参与旅游业的意识，不断更新对外界的认知，摈除不适应时代

发展的旧有思想意识，并且调整自身的行为观念，抓住机遇，实现经济腾飞。 

6.2. 依托生态旅游带动红色旅游，拓宽农户的生计方式 

磨西会议遗址结合磨西古镇的茶马古道文化、藏传佛教以及道教和天主教等宗教文化、古镇的民俗

文化和藏彝文化，充分发挥处在海螺沟景区入口处的优势，发展红色旅游，结合政治教育，破除革命老

区贫困陷阱。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会不断向前，生计方式的变迁不会停止，农户要保持与时

俱进，种植更为合理、更具经济效益的农作物，围绕旅游业，延伸产业链，发展多种生计方式，走可持

续性生计的道路。 

6.3. 破除景点间的障碍，树立品牌效应 

海螺沟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距离较远，必须突破地域的限制，形成红色生态旅游的精品路线，加强宣

传力度，扩大辐射圈，吸引更多的游客，让更多的农户参与其中。景区应加大对景区服务工作者的培训

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同时立足于当地特色开发更多的文创产品，通过各种短视频 APP 和平台经济，扩

大景点的知名度。 

6.4.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海螺沟景区的冰川正在逐年消退，生

态环境优美是其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完善生态文

明法律体系并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游客和当地农户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意识，实现革命老区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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