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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以张家界石堰

坪村为例，从农户的视角，在实地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调查

分析表明：1) 石堰坪村当地农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自觉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2) 村落参与村落保

护与利用的劳动主体的流失率高，村落的开发与保护效果不显著；3) 农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行为受

农户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政府对于村落开发与保护的宣传以及参与民主决策等各方面的影响。基于此，

提出应提高农户的知识与技能、完善村落内部的治理机制和管理制度建设、设置多渠道表达和反馈农户

的利益诉求等，增强农户参与村落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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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
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ace hug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aking Shiyanping Village in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show that: 1) The local farmers in 
Shiyanping Village have low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
zation of the village; 2) The loss rate of labor subjects involved in vill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s high, and the effect of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is not significant; 3) Farmers’ partici-
pation in vill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s affected by their education level, the government’s 
propaganda on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tic deci-
sion-making.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farmers’ knowledge and skills should be improved,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system within the villag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should be expressed and fed back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to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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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行业的迅猛发展，旅游需求多样化的开展，传统村落凭借其丰富的人文与自

然资源，传统村落旅游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追捧。然而，由于旅游开发过程中人为因素的拆旧建新、自

然因素的损坏以及旅游开发商的盲目性开发[1]，导致我国多数传统村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坏甚至是

直接消失，所以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是义不容辞的。2018 年我国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我国传统

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再一次

提出要加强村庄风貌引导，大力保护我国传统村落。从以上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传统村落的保

护与利用十分重视。而石堰坪村作为湖南省第一批被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其人文历史源远流长，

民俗文化悠久，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开发利用价值。但是在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由于村落所涉及的

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利益诉求的不同，农户的意愿诉求得不到满足、其享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泛起，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意愿和行为，如此便对石堰坪村的保护与开发造成

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石堰坪村未来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积极引导并促进当地农户参与村落的保护与利

用的工作已迫在眉睫，而找到当地农户的利益诉求以及目前当地农户在参与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

还存有哪些问题其是实现村落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 
很早之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就开始研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了，他们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传统村落

的保护、村落的旅游业发展、传统村落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以及乡村旅游影响。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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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研究，北京大学刘沛林教授于 1988 年，提出应通过设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制度，加强

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2]。2003 年，周俭、张松、王俊以丽江为例，从生态、旅游、文化以及民族四个层

面对于古城的发展给予了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古城的发展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村

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借鉴[3]；2012 年，徐红罡指出在古村落的保护和管理中，充分尊重当地村民的权

力，才能有效保护村落的原真性[4]。其次，对于村落旅游影响的研究，2012 年，李萍基于村民和旅游者

的视角，对齐云山旅游开发带来的多种影响进行了研究[5]。2016 年刘小蓓以开平碉楼传统村落文化景观

保护为研究案例，认为社区参与是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手段[6]。2018 年，顾大治基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与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的关系，以安徽绩溪县湖村为例，提出了“人–村–遗”一体

化发展策略[7]。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的研究国外大多数的学者是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社区居

民的参与等方面来进行研究的。关于村落的保护与发展，LK Medina 通过对玛雅遗迹的周边古村落进行

了深入的探究，阐述了村落合理发展是对村落保护延续的重要手段，能够促使对村落原真性的保护与利

用[8]。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研究文献大部分是围绕传统村落的保护、旅游资源的

开发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的影响这些主题来进行研究的。这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指导，但是很少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以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并从个案例入手进行定量

研究的，本文将以石堰坪村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于政

府、旅游开发商以及当地农户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然后对当地农村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一个现状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对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确定影响农户参与村落与

保护行为的相关因素。 

2. 研究区域概况 

石堰坪村位于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王家坪镇的东南部。地处东经 110˚52'28.7"，北纬 29˚02'43.0"，海

拔高度 252~521 米，距离张家界有 48 公里，地理区位如图 1。东与常德桃源的灰西河村接壤，南邻怀化

沅陵的七甲坪镇，北连张家界慈利洞溪乡。该村总面积为 1700 公顷，居住着 982 名土家族人，182 座吊

脚楼，其中 85 座位于保护区中心；村庄周围有百年老树和保存完好的自然植被，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注：景观图片来源于网络 

Figure 1. Location and village landscape of Shiyanping Village 
图 1. 石堰坪村区位和村落景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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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石堰坪村被列入首批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按照《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

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意见》等有关文件精神，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

旅游开发方面，该村凭借其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优势，确立了以展示生态休闲农耕传统文化为主、

兼顾旅游产品和当地民族工艺品的开发为辅的产业发展思路[9]。2016 年，石堰坪村游客超过了 10 万人

次，旅游收入有 100 万元左右；2017 年，石堰坪村的游客数量接近 15 万人次，旅游收入近 1500 万元。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政府已经开始逐步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特色村落的保护，由之前的个人修

缮改为政府为当地的居民的房屋进行修缮，目前全村特色传统居民户接近 100%。此外，村落的民俗文化

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其最具代表性的有“杨叉舞”和“糊仓”，其中“糊仓”已经成功申报为湖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加快了村落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步伐，并有效的保护了村落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设计 

为了全面了解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本研究首先深入到石堰坪村进

行实地考察，并通过与当地农户的交流访谈，收集村落的相关信息，了解农户最真实的想法。然后设计

了两大部分的调查内容进行网络调查：第一部分是有关农户对于参与村落开发与保护的一个意愿、方式

以及认知判断的调查；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农户个体家庭基本情况的一个调查，这部分主要包括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口数以及家庭年收入等等。之后，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样本的频次、

比列等统计分析。 

3.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湖南省张家界石堰坪村当地农户作为调研对象，前期通过实地考察并线上联络当地的村委会

领导以及农户进行了一个调研说明，在得到对方同意之后便通过网络问卷深入展开对当地农户的调查。

课题组成员先于 2021 年寒假期间对石堰坪村进行了实地考察，然后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2022 年 4 月 6
日期间通过发放问卷星的形式对石堰坪村的当地农户开展了线上问卷调查，网络问卷发放借助的是线上

的问卷星平台，一共收回问卷 140 份，其中有效的问卷为 129 份，问卷有效率达 90.8%。 

4.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4.1. 传统村落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利益诉求分析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是基于社区的一种开发模式，它涉及到许多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对利益相关

者进行一个合理的界定是对农户进行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行为研究的一个基础，也是建立利用协调机制

的基本前提[10]。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而言，作为其中的主要利益主体的他们的诉求及参与行为对

传统村落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本研究将石堰坪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为：在村落的开发、经

营、管理过程中有着直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会对其本身的利益产生较大影响

的主体，具体包括村落当地的政府、旅游开发商、当地农户以及旅游者；其相关利益者的界定与利益诉

求见表 1。 
表 1 反映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各利益者相关者的界定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其中，在传

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利益诉求一般都是具有公益性的，而旅游开

发商与当地农户、旅游者他们的利益诉求都是比较利己的。此外，在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政府主

要是起着规范管理、监督的作用，一方面，对于村落的旅游开发的主导者，政府事先根据当地农户以及

旅游开发上的意见或要求，做出一定的旅游开发规划，并针对当地农户及开发商的目标利益诉求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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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keholders and their interest demands in Shiyanping Village 
表 1. 石堰坪村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 

利益相关者 角色定位 利益诉求 

当地政府 协调者、规范者、监督者 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经济情况、增加就业机会、 
保护传统文化资源 

旅游开发商 主体开发者、重要参与者 经济利益最大化、树立良好公众形象、与当地农户 
和谐相处 

当地农户 主体、直接受益者 增加家庭收入、获得就业机会、促进文化交流、 
改善生活质量、获得旅游开发的民主决策权 

旅游者 旅游开发消费者、环境保护参与者 获得更好、更愉悦的旅游体验 

 
或是问题做相应的协商，以此来促进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达到一个最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同时还

作为村落开发与保护过程中的监督者，在村落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旅游开发商为争取

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严重压榨当地农户的权益，进行盲目的、纯商业化的旅游经营，这会严重破

坏村落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会引起当地农户的不满，从而引起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故而这就需要政府

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以此来规范旅游开发商进行合理的经营。而在村落的开发与保护过程中，旅游开

发商一方面作为村落开发参与的重要主体，对村落当地进行旅游经营；另一方面，他也是村落开发与保

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若旅游开发商能针对当地政府制定的政策进行合理的经营，与当地政府、农户一

起主动地参与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会更有利于传统村落的发展。此外，农户作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

主体，是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直接受益者。一方面，农户的参与是村落开发与保护取得成效的关键；另一

方面，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也能够为农户带来最为直接的收益，譬如：经济收入的增加、基础设施的完善、

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 

4.2.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分析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其利益相关者为争取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争取或是妥协

的相互博弈的过程[11]。在这博弈的过程中，虽然旅游者是传统村落开发与保护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但是

他们实际上并不拥有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权利，只能通过一定的旅游活动对其产生影响，所以本文主要讨

论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以及当地农户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由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所以存在

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同时对于村落的发展，它们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因此，总体来说，他们是

一个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其具体关系如下： 
1) 旅游开发商与当地政府：由于村落的开发与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仅仅靠当地的政府部门是无法

承担的，于是村落的开发与发展需要引入外来开发商的投资。然而它们之间由于角色定位的不同，往往

会存在利益冲突。政府在进行村落开发时必须要考虑村落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的协调发展，所

以他们会希望旅游开发商在进行旅游经营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的保护；但是，旅游开发商作为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一方，他们只会在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会对当地的环境与发展做过多的考虑。所以这就需

要两者进行合作，这样，一方面既可以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对旅游开发商的长远生存与获利

有好处。 
2) 当地农户与旅游开发商：在村落的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虽然旅游开发商为当地的农户提供了一

定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在资源的拥有与经济地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旅游开发商进入之后，成

为了村落开发经济利益的最大受益者，而当地农户虽然也从中获取了一定的好处，但同时也成为了旅游

开发负面影响最直接的承受者。所以，如果旅游开发商进行纯商业化的开发与经营，而不考虑当地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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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这两者之间必定会发生一定的利益冲突。 
3) 政府与当地农户之间：当地政府同样作为“经济人”[12]，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偏向自身利益而忽

视当地农户的利益诉求，然而农户如果自身的利益诉求得不到相应的满足，感受不到尊重时，他们对于

政府的工作是不满意的，对政府也会产生不信任，从而会引起当地农户的反对。 

5.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农户参与现状分析 

5.1. 被调查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 

如表 2，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石堰坪村当地的农户男女比重较不均衡，农户中女性占了 60%，

男性仅占了 40%，并且被调查者的年龄普遍较大，被调查对象中大部分的年龄都分布在 40~60 这个段落；

此外，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一般都比较低，初中及小学以下的占到了 84%，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户仅仅只

占了 16%。其次，在被调查的农户中，家庭收入经济在低水平的农户占比为 62%，在中等水平的占 27.9%，

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仅仅占到 10%左右；此外，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村落旅游开发的部分农户中，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of respondents 
表 2. 被调查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 

类别 人数(个) 占比(%) 

性别 
男 51 39.5% 

女 78 60.5% 

年龄 

40 岁以下 45 35% 

41~50 岁 71 55% 

51~59 岁 12 9.3% 

60 岁以上 1 0.7% 

文化程度 

小学 65 50% 

初中/中专 45 34% 

高中 15 3.7% 

大专/本科及以上 4 3% 

职业 

完全务农 79 61.0% 

兼农 29 22.5% 

从事与旅游相关的事业 11 8.5% 

其他 8 6.2% 

家庭年收入 

3 万元以下 80 62% 

3~5 万元 36 27.9% 

5~7 万元 9 7% 

7 万元以上 4 3.1% 

旅游总收入 

无任何旅游收入 37 28.7% 

1 万元以下 36 27.9% 

1~2 万元 44 34.1% 

2~4 万元及以上 1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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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旅游收入主要集中在 1~2 万元，收入在 2~4 万及以上的仅仅占了 10%，这说明石堰坪村目前参与村落

开发的农户其收益相对来说比较低，从而使得大部分农户希望通过进行旅游开发来提高收入、增加家庭

的收益的诉求得不到一定的满足，这也就导致石堰坪村的大多数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其人口流失率较高，

村落的“空心化”[13]问题比较显著，这对于村落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制约。 

5.2. 农户的参与意愿不强 

综合问卷调研结果，可以明显看到石堰坪村当地农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总体意愿还不是非常强

烈，参与意愿的具体情况如图 2 所示，愿意参与村落开发与保护的有 71 户，占到总比例的 55%；不愿意

参与的有 58 户，占总比例的 45%。其中对不愿意参与村落旅游开发的农户进行进一步了解与分析：有

52.4%的农户是因为对旅游行业的市场信息并不了解，有 21.4%的农户是因为担心在开发的过程中，得不

到应有的权益，意见与诉求得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还有 16.7%的农户是因为在村落进行旅游开发会对

当地的生活环境质量造成影响，譬如生活垃圾的污染、带来的交通拥挤、噪音等等，从而不愿意参与到

村落的旅游开发中去。综上分析，大部分的农户不愿参与村落的开发都是由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如：增加

收入、获得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等等各方面得不到一定的满足，才导致这些被调查者不愿主动地参

与到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中去。这就要求当地政府要着力改善村落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在开发与保

护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户的权利，设置多渠道来规范并保障农户的利益诉求及意见能得到及时的反

馈，以此来激发农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开发的积极性。 
 

 
Figure 2.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vill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图 2. 农户对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意愿 

5.3. 农户需要帮扶的意愿强烈 

农户作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利益主体，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调动他们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

积极性，对推动传统村落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从初步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户对于参与村落保护

与利用过程中需要得到相应扶持的意愿比较强烈。并且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过

程中资金与技术的支持需要的占比最重，据下表 3 所示，84.5%的农户表示需要当地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

及技术上面的支持，73.6%的农户表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得到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有 44.2%的农户表示

需要提供了解旅游市场相关的行业信息的服务。因此，当地政府加大对于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农户提

供资金与技术上的支持，为当地农户提供具体的指导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户参与村落的保护与利

用有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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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armers’ willingness to support vill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表 3. 农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扶持意愿 

 政府的政策扶持 提供旅游行业信息服务 资金与技术的支持 

样本个数(个) 95 57 109 

所占比例(%) 73.6 44.2 84.5 

5.4. 农户参与村落开发与保护的现状分析 

作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主要行为者，农户的行为将直接决定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效果。从石堰坪

村农户的调查情况来看：关于参与村落的旅游开发这一行为，有 48.5%的农户表示愿意将土地承包给当

地的政府或是旅游开发商，以此来获得一定的收入分红；而 28%的农户表示通过“自主性开发经营”[14]
的方式参与到村落的旅游开发中去，譬如：出售旅游商品或是开民宿、做农家乐等等。出现这种情况可

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受农户自身经济条件的影响，当地大多数的农户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们的收益一般来说也比较偏低；第二，由于当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他们对于旅游市场行

业信息的了解及判断更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其次，就村落保护方面来看，当地的农户对于村落保护缺乏

一定的认识，从而导致他们的参与意识不强，农户参与村落保护的主动自觉性低下。据调查，有近 75%
的农户表示村落的保护是当地政府的事，与自己的关系不大；此外，有一些农户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村落

有多少值得被保护的价值，甚至有的还将自家有特色的吊脚楼进行了拆旧建新。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导农

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开发时，要积极增强当地农户对于村落文化的自豪感，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使得

村落的保护工作得到真正的落实。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传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乡村振兴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传统

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最直接的利益主体，他们的参与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村落的开发与保护的效果。本文以

利益相关者作为理论基础，以石堰坪村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以上的分

析，得到研究结论如下所示： 
1) 石堰坪村当地农户参与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农户参与村落开发与保护的自觉

主动性与积极性低；第二，农户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认知判断不到位；第三，村落的“空心化”

问题严重，其进行村落开发与保护的主体流失率较高，从而导致村落的开发与保护效果并不是十分显著。 
2) 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农户在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理智与实际。作

为其主要利益相关者，农户在参与村落保护与开发时，除了考虑自身的利益诉求外，也会更多地关注到

村落的整体规划与管理工作，譬如：村落当地的政府的政策扶持、资金与技术的支持等等。这说明在村

落的保护与开发进程中，石堰坪村当地的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引进资金，加大对于农户参

与村落开发与保护的扶持力度，以此来激发农户积极参与到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中去。 
3) 通过对影响石堰坪村当地农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行为现状进的初步分析，能够从中进一步分

析出：农户参与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会受到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当地政府对传统村落发展与的

重视程度、农民对村落开发与保护的民主决策的参与程度等等因素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认为，

农户他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他的思想也就会越“开放”，就越容易接受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更有利于他

们参与到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中去。所以在村落的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当地的政府要起到及时的引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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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对农户进行参与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宣传，提高农户的认知度，此外，还要有组织有安排的对当

地农户进行相关服务技能培训，以此来提高农户的服务技能，促进其更好地参与到村落的旅游开发中。 

6.2. 对策建议 

6.2.1. 增加对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政策支持，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村落的开发与保护 
农户是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的主要核心力量，他们的参与对于村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

以当地的政府应该加大对于传统村落开发与保护的政策扶持，譬如：对于参与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农户提

供一定的资金贷款以及相应的政策补贴，以此来减轻农户参与村落开发与保护的运营成本；还可以与当

地的旅游开发商合作，为当地农户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农户他们的生计问题，

以此来吸引当地更多的农户参与到村落的开发与保护当中，及时有效地缓解当地劳动力主体流失的问题。 

6.2.2. 提高农户的知识与技能，推动农户踊跃参与到村落的开发与保护 
农户作为村落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行为主体，只要让农户自己主动地去

行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提高农户知识与技能素养的工作力度，

促进农民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譬如：在村落当地推广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的相关政策以及因这

一政策而发展的比较好的村落实际例子，以此来提高农户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了解和认知度，让

农户能够认识到这一政策能够带来的好处。其次，还需要提高石堰坪村当地农户的相关服务技能，定期

组织当地的农户进行相关服务技能的培训。让农户能够更方便、自主、有效率的参与到村落的开发与保

护中去。 

6.2.3. 完善村落内部的治理机制和管理建设，推进农户更深层次的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 
农户参与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能否参与村落开发的民主决策、其权利及自身

利益能否得到一定的保障的影响。当地的政府在进行村落旅游开发时，要建立健全既符合旅游合理开发

原则，又切合村落实际的农户参与式管理与民主决策机制。规范其村落开发与保护的资金发放及分配和

处理行为，确保资金的安全和正确投入，村落当地的村委会还要定期地向当地农户通过会议、微信、宣

传栏等方式强化信息公开透明，保证农户享有其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切实维护当地农户的权益[15]，
让农户能够从内心接受村落开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到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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