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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农户追求的可持续生计双方理想循环发展的模式，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的农户参与行为至关重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设计问卷和半结构访谈法，调查收集花垣县

传统村落农户的参与行为数据，通过SPSS中的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的农户参与

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中的收入就业、主观规范中的政府及村干部、知觉行为控制中的能力以

及参与意愿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因素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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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deal circular development mode of both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pursued by farmers,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far-
mers’ participa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questionnair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
views were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and collect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data of farmers in tradi-
tional villages in Huayuan County, and the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the process of pro-
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as analyzed through logistic binary regression in 
SP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and employment in behavioral attitude, government and vil-
lage cadres in subjective norms, ability in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
pat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age in control va-
riables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refore, relevant coun-
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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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那些形成较早，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经济及社会价值的村落，

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1]。当前，我国传统村落面临以下情况：一是大多数传统村落处于交通偏

僻、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但历史风貌和文化保存较为完整；二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村民对自家房屋

的摧毁和重建，导致部分传统村落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三是空心化和老龄化严重，民俗文化慢慢消

失，四是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与旅游相结合，没有结合实地创新，导致商业化、市侩化、同质化严重，五

是在传统村落项目利用开发过程中，作为利益的直接受益人农户，在参与上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农户

处于相对弱势，缺乏知识与技能，没有固定的生计来源，同时发现有一定的知识和资金能力的农户在发展

中越来越富；缺乏知识、技能、能力的农户，由刚开始的政府土地收购，政策帮扶，实现脱贫，到后来由

于技术能力跟不上加上今年受疫情影响出现返贫状况。在 2013~2021 年国家中央一号文件先后依次提出家

庭农场、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三农优先发展的若干文件，体现

出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工作的重视。其中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指出，要统筹保

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传统村落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2]。因此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的农户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意义，相关的研究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国外关于传统村落

的保护利用主要侧重案例地的分析提出适合本村落发展的路径如日本白川乡合掌造聚落、法国努瓦耶村、

韩国江原道旺谷村等，在参与上也强调农户参与的重要性。国内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

的研究较多且广，主要侧重于根据案例地的情况分析遇到的困境如何保护利用和路径选择[3] [4] [5]，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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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雪桥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主要侧重村落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6]；李伟

红和鲁可荣研究了传统村落价值活态传承如何与乡村振兴理念深度融合[7]。关于传统村落中农户主体的研

究较少，主要侧重可持续和脆弱性生计研究[8] [9]、农户适应性[10]、农户参与意愿[11]、农户参与行为[12]
等研究，其中罗文斌[13]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研究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钟城研究了乡村旅游地

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影响机理[14]。关于农户的参与行为研究[15]-[20]多侧重生态、市场、信用、治理合作社、

商务行为等方面，其中杨红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少数民族农户低碳生产行为[21]；吕宛青研究了居

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22]。从前人研究成果看，当前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参与行为的研究

还不多见。因此，以花垣县传统村落为例，通过对村民的访谈调查，构建关系模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

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农户参与行为，对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具有现实意义。 

2.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 Ajzen 的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传统村落农户的参与行为，当前关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运用比较

成熟且广泛。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在进行理性行为决策时会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影

响[23]。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在考虑是否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时，会受到到经济、责任感、社

会效益、周围人、政府、自身能力、政策的把握方向、自主性参与意愿因素的影响。基于此，从计划行

为理论出发，创建理论模型研究农户的参与行为。其影响因素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structure model 
图 1. 传统村落参与行为结构模型示意图 

2.1. 行为态度与农户的参与行为 

行为态度来源于个人对行为结果的评估和理解及信念结果(Ajzen, 1991) [23] [24]，主要指农户对参与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所接受和认可的程度。对于传统村落的农户而言，如果当地村民有保护利用传统

村落的重要意识和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能够给他们带来整体性效益时，如收入提高、就业岗位增多、

生活水平提高、基础设施完善、本地环境和旅游业的发展、休闲生活丰富等，那么会激发和强化传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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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行为倾向。反之，如果传统村落农户没有感知到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工作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那么农户参与行为倾向就会降低。因此，农户在选

择是否要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时，会对后续影响进行权衡和选择，如果感知到参与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工作能够带来较大的积极影响，会增加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行为；反之，农户参与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行为就会减少。基于上述讨论，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行为态度对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 

2.2. 主观规范与农户的参与行为 

主观规范是指农户决定是否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所感受到的重要人物和团体以及自身所带来

的规范感。主要受到规范信念与遵从动机的影响(Ajzen, 1991) [23]。规范信念是指行为主体为了迎合周围

人(如父母亲戚、村民邻居、亲朋好友等)的期望去执行决策行为，反映着个人责任感和义务感。遵从动机

是指行为主体出于对重要人物或团体(政府、村委会、村干部)的尊重程度去执行决策行为[23] [24]，反映

个人的服从感和执行力。一般情况下每一个行为主体都会受到规范信念和遵从动机的影响，行为主体会

出于自己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及对重要人物的尊重，去参与社会共同规范行为。本文认为，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相关工作是一项持久性的行为实践活动，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工作主要受到当地政府、村

干部、亲朋好友、村民邻居的影响。因此，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时主观规范会对农户产生重

要的影响，当重要人物和团体支持和倡导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时，农户会出于规范信念或遵

从动机去参与。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主观规范对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 

2.3. 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户参与行为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农户对实施某一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难易程度和可控性程度[23] [24]，主要指农户

是否有自信和把握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Ajzen (1991) [23]认为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到自我效能

感和可控性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农户参与行为决策，例如农户如果了解乡村振兴政策、掌

握实时的信息、有合适的途径参与、参与能得到农业合作社的补贴，那么农户就会积极参与传统保护利

用工作并提高自己的能力。如果农户有足够的时间空闲、一定的资金存储、有技术能力，那么农户自己

也会积极申请参与保护利用传统村落工作。反之，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和自己有意识学习提

高技术能力的主观愿望就会降低。本文认为，传统村落农户在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上主要受时间、

能力、资金、途径、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 

2.4.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参与意愿与农户参与行为 

行为意愿是农户是否愿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重要动机因素，是决定农户参与行为决策的重

要变量之一(Ajzen, 1991) [23]。本研究认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参与意愿是推进传统村落农户保护利用参

与行为产生的动机层面因素，是促进农户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行为的内在心理过程和推动力。因此，

农户的参与意愿越强烈，其越有可能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实际行动。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4 参与意愿对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 

2.5. 控制变量与农户的参与行为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户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农户自身固定的特征也会影响农户的参与行为。当农户

进行理性决策时，农户会考虑自己是否有资本去参与，例如年龄大的农户参与会出于自己能力、资金、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41


刘天曌 等 
 

 

DOI: 10.12677/wer.2022.114041 368 世界经济探索 
 

时间的考虑、评估自己是否可以参与；家庭年收入低的农户会出于想脱贫、缓解家庭压力、增加经济收

入的因素积极参加；收入来源不同的农户在参与时、会出于参加后给他后续带来相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

变化因素的综合考虑、进行理性决策，评估自己是否参与。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 控制变量对农户参与传统村落的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概况 

花垣县县级建制始于明洪武三十年，被称为“一脚踏三省”、“湘楚西南门户”，属于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其武陵山脉中段，处于湖南贵州重庆交界处其地理区位如图 2。其矿产储量丰富、最多

为锰铅锌，有着“东方锰都”、“有色金属之乡”美誉。其中有着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如磨老村、

边城龙家大院、老卫城遗址、黄瓜寨、边城茶峒古镇等人文景观；以及塔里白水河、长乐乡犀牛洞、古苗

河湿地公园、紫霞水库、花果山、石栏杆等自然风光；同时还有着古朴神秘的少数民族苗族文化和保存完

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苗语、苗鼓、苗绣、苗医药、苗族巴岱艺术、苗山歌等苗族文化，以及

赶秋节、苗族武术、苗戏等文化遗产。花垣县下辖 3 乡 9 镇，2017 年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 31.27 万人；2020
年花垣县退出贫困县，同年生产总值为 753,618 万元。截止 2021 年，花垣县总共有 31 个村先后分批次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都为苗族聚居地村落，因此选择花垣县的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代表性。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Figure 2. The location of Huayuan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 landscape pictures of the surveyed villages 
图 2. 花垣县在湖南省的位置以及调研村落景观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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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法。问卷设计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为农户的个人和

家庭特征，第二部分主要为农户的参与行为方式和原因，第三部分主要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中三大要素，

增加参与意愿，去了解农户对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认识和看法。问卷调查数据收集后采用 SPSS26.0 软件

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归纳。半结构访谈法主要作为一个辅助问卷调查的开展，主要访问农户的意

愿、看法、需求以及需要哪方面实质性的帮助。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d villagers 
表 1. 受访村民基本特征 

统计量 类型 样本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91 59.87% 

女性 61 40.13% 

年龄 

30 岁以下 27 17.76% 

30~39 岁 30 19.74% 

40~49 岁 32 21.05% 

50 岁以上 63 41.45% 

文化程度 

小学 42 27.63% 

初中 48 31.58% 

高中或中专 41 26.97% 

大专及以上 21 13.82% 

政治面貌 

团员 18 11.84% 

共产党 15 9.87% 

群众 119 78.295 

家庭年收入 

10,000~15,000 50 32.89% 

15,000~20,000 34 22.37% 

20,000~25,000 36 23.68% 

25,000 以上 32 21.05% 

家庭人数 

2~3 人 16 10.53% 

3~5 人 63 41.45% 

5 人以上 73 48.03% 

家庭耕地面积 

5 亩以下 136 89.47% 

5~10 亩 14 9.21% 

10 亩以上 2 1.32% 

家庭收入来源 

务工 90 59.21% 

务农 54 35.53% 

低保扶持 16 10.53% 

本地工作 60 39.47% 

个体经营 14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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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收集和样本特征 

正式调查问卷发放主要集中在古苗河花桥村、十八洞村、长乐乡鸭八溪村。上述村落均有参加乡村

振兴项目，且参加农户人数较多。由于受访者大多数文化水平有限和年龄较大的农户，对调查内容不够

了解且填写方式存在一定的困难，为提高问卷作答的完整性、可靠性、真实性，本论文采用以家庭为单

位选择受访农户以及对村民进行现场解说问卷调查的具体内容，并实时记录他们的问题观点、态度、需

求、建议，及时收回问卷，先于 2021 年 2 月中旬进行了预调研，然后根据农户的反映和调查实地状况对

问卷进行修正，最后在 2021 年 2 月 24 日~27 日期间共发放问卷 170 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152 份，问

卷有效率为 88%。 
从有效问卷调查中的农户基本特征统计结果表 1 可以看到，在性别方面，男性占 59.87%，较高于女

性；在年龄方面，主要人群为 50 岁以上，占 41.45%；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最多为 31.58%；在政治面

貌上，群众人数最多，占 78.29%；在家庭年收入上，10,000~15,000 最多，占 32.89%；在家庭人数上，5
人以上最多，占 48.03%；在家庭耕地面积上，5 亩以下最多占 89.47%；在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上，务工最

多主要占 59.21%。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assignment 
表 2. 变量说明及赋值 

变量 变量说明 赋值说明 

y 是否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乡村振兴项目) 是 = 1；否 = 0 

x1 

我认为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是必要的 
我认为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能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 
我认为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可以促进本地生态、旅

游、文化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能完善本地基础设施 

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一般；

2 代表不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 

x2 
亲朋好友认为应该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村民邻居认为我应该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政府及村干部鼓励我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一般；

2 代表不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 

x3 

我了解乡村振兴和本村保护利用发展规划 
我认为我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我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参与到本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我认为我有一定的资金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我有合适的途径参与本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一般；

2 代表不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 

x4 
我愿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我愿意尽最大的能力保护利用传统村落 
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一般；

2 代表不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 

x5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家庭年收入 

 
家庭人数 

家庭耕地面积 
家庭收入来源 

 

男 = 1；女 = 2 
30 岁以下 = 1；30~39 岁 = 2； 

40~49 岁 = 3；50 岁以上 = 4 
小学 = 1、初中 = 2、高中或中专 = 3、 

大专及以上 = 4 
团员 = 1；共产党 = 2；群众 = 3 

10,000~15,000 = 1；15,000~20,000 = 2；
20,000~25,000 = 3；25,000 以上 = 4 

2~3 人 = 1；3~5 人 = 2；5 人以上 = 3 
5 亩以下 = 1；5~10 亩 = 2；10 亩以上 = 3 

务工 = 1；务农 = 2；低保扶持 = 3； 
本地工作 = 4；个体经营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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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方法和变量说明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农户的参与行为回答选项仅有“是”和“否”，是一个典型的二元选择模型，因

此本文研究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模型的具体公式[21] (1)如下： 

( ) ( ) 0
1

Logistic log 1
n

i i
i

y p p xβ β µ
=

= − = + +   ∑                          (1) 

其公式中，y 为因变量；xi 为自变量；P 为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概率；β0 为常数项，βi为第

i 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β0 和 βi 的值可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μ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上述创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参与行为模型，因变量 y和自变量 x1 (行为态度)、

x2 (主观规范)、x3 (知觉行为控制)、x4 (参与意愿)、x5 (控制变量)变量说明及赋值如表 2 所示。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基于 SPSS26.0 的可靠性分析和降维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的可靠性

总体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36 大于 0.9，其中行为态度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781、主观规范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01、知觉行为控制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46、参与意愿 Cronbach’s Alpha 值

为 0.840 (表 3)，问卷数据总体效度 KMO 为 0.785 大于 0.7，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3618.867，显

著水平为 0.000 (表 4)，说明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table 
表 3. 信度分析表 

变量 题项数 Cronbach’s α信度系数 

行为态度 4 0.781 

主观规范 3 0.901 

知觉行为控制 5 0.946 

参与意愿 2 0.840 

总变量 14 0.936 
 
Table 4. Validity analysis table 
表 4. 效度分析表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8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618.867 

自由度 820 

显著性 0.000 

4.2. 模型检验及说明 

本文由村民是否参与乡村振兴项目(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作为自变量，然后通过 SPSS26.0 的统计

软件对样本农户进行 logistic 回归处理，验证本论文的模型拟合度，由表 5 看出卡方越来越大，显著性基

本为 0，说明模型越来越显著，由表 6 看出考克斯–斯奈儿 R 方和内戈尔科 R 方也是越来越大且趋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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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 1，说明本论文的模型拟合度非常好，模型可以接。 
 
Table 5. Summation test of model coefficients 
表 5. 模型系数的总和检验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步骤 1 

步骤 70.660 1 0.000 

块 70.660 1 0.000 

模型 70.660 1 0.000 

步骤 2 

步骤 27.312 1 0.000 

块 97.972 2 0.000 

模型 97.972 2 0.000 

步骤 3 

步骤 22.999 1 0.000 

块 120.972 3 0.000 

模型 120.972 3 0.000 

步骤 4 

步骤 23.900 1 0.000 

块 144.871 4 0.000 

模型 144.871 4 0.000 

步骤 5 

步骤 8.900 1 0.003 

块 153.771 5 0.000 

模型 153.771 5 0.000 
 
Table 6. Model goodness-of-fit test 
表 6.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步骤 −2 对数似然 考克斯–斯奈尔 R 方 内戈尔科 R 方 

1 83.111a 0.372 0.584 

2 55.799a 0.475 0.747 

3 32.800a 0.549 0.862 

4 8.900a 0.614 0.966 

5 0.000b 0.636 1.000 

4.3. 模型结果和说明 

最后运用软件 SPSS26.0 对研究变量进行 logistic 二元回归分析，以农户是否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工作作为因变量，选择逐步进入分析的方法，依次输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态度、参与意愿、

控制变量，研究五个自变量与农户参与行为的关系，得到回归分析发现如下： 
第一，在农户的行为态度与农户的参与行为上，农户的其他行为态度中的因素显著性都大于 0.05，

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影响不显著，只有“我认为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能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的

显著性为 0.006 小于 0.05 显著，且系数为正。可见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由此假设 H1 得到验证。由此表明农户最在意的是生计问题，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是否能满足他们

的生计问题，是促进农户参与积极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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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农户的主观规范与农户的参与行为上，农户的亲朋好友、村民邻居显著性大于 0.05，对农

户的参与行为影响不显著，只有“政府及村干部鼓励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显著性为 0.001 小于

0.05 显著，且系数为正。可见农户的主观规范对农户的参与行为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由此假设 H2 得到验

证。表明政府及村干部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影响大，在农户看来，政府及村干部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农

户的参与性和有效教育培训，政府及村干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第三，在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户的参与行为上，农户的时间、资金、途径的显著性大于 0.05，

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影响不显著。只有农户的能力显著性为 0.000 小于 0.05 显著，且系数为正。可见农户

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的参与行为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由此假设 H3 得到验证。由此表明农户有能力参与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但有内外在因素影响农户的参与性，农户在参与时会考虑重要因素，这也说明

农户在参与时会做出相关理性思考。 
第四，在参与意愿与农户的参与行为上，农户的参与意愿显著性为 0.044 小于 0.05，对农户是否参与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可见农户的参与意愿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由

此假设 H4得到验证。表明农户的参与意愿越强烈，参与积极性越高，对如何有效教育培训农户有推动作用。 
第五，在控制变量中，根据分析呈现出农户的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家庭年收入、家庭人数、

家庭收入来源显著性大于 0.05，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影响不显著。农户的年龄显著性为 0.034 小于 0.05 显

著，且系数为负。可见控制变量与农户的参与行为呈显著负向影响。由此推断 H5 假设得到验证，由此表

明影响农户参与行为主要的因素是年龄，农户的年龄越高，农户的参与积极性越低。可能相关原因是年

龄大的农户在家带孙子，没有时间和能力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中。 
综上剔除不重要的影响因素，得到的 logistic 的回归分析表，详细结果如表 7。 

 
Table 7. Overall results of model regression 
表 7. 模型回归总体结果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步骤 1a 
我认为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能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 0.787 0.284 7.655 1 0.006 

常量 −1.728 1.109 2.428 1 0.119 

步骤 2b 
政府及村干部鼓励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0.901 0.274 10.842 1 0.001 

常量 −1.437 0.827 3.020 1 0.082 

步骤 3c 
我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1.012 0.289 12.282 1 0.000 

常量 −1.480 0.777 3.630 1 0.057 

步骤 4d 
我愿意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0.896 0.446 4.039 1 0.044 

常量 −2.316 1.819 1.622 1 0.203 

步骤 5e 
年龄 −0.423 0.199 4.494 1 0.034 

常量 2.639 0.665 15.728 1 0.000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 Ajzen 的计划行为理论，利用 SPSS 的 logistic 二元回归模型对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农

户的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中的收入就业、主观规范中的政府及村

干部、知觉行为控制中的能力、参与意愿对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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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中的年龄因素对农户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农户的参与行为主要

受收入就业、政府及村干部、能力与意愿、自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 

5.2. 对策建议 

5.2.1. 主动引入外部力量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 
政府和村干部应积极引导和利用外部力量，因人而异为农户提供能够满足生计的工作。前述研究结

果表明收入就业、政府及村干部、能力、参与意愿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行为。因此，需要政府和

村干部积极引导，利用外部力量(旅游企业、合作社)，通过相关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为农户提供一项能

维持生计的工作。且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文化水平、家庭资源禀赋等个人和家庭不同特征的农户，给

予分阶段的培训教育和帮助。同时想法设法留住村里的年轻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学历较高且能力强，

而且他们是农户精英的潜在群体，支持他们家乡创业，对他们进行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相关知识和技

能的教育培训，让他们带动家人共同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村民人人参与，达到农户和村落的有机结

合，真正体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农户主体地位。 

5.2.2. 培养农户的保护利用意识，大力支持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当前，受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户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意识逐渐淡化，很多农户对自

家老屋建筑不是任其荒废就是拆毁重建新房，传统村落日渐消亡。例如，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当地村

落的传统建筑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荒废，年轻一辈的苗族农户已不太会讲苗语、苗族古老话、苗

族唱调，不太会制作苗族的传统菜肴，对苗族的一些传统习俗也不太了解。因此，政府及村干部应大力

宣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意义，让农户了解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培养农户保

护传统村落的意识，引导农户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村落文化遗产资源发家致富，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加大对村落保护的支持力度，对农户修缮传统建筑、开展传统文化活动等给予政

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农户保护好传统建筑风貌，传承好传统文化。 

5.2.3. 提高农户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的话语权 
在如何保护利用传统村落的问题上，应多听取村落农户的意见，积极回应农户的需求。传统村落的

灵魂是文化，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离不开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农户，只有真正了解

农户的诉求，采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农户可持续生计双方循环发展的理想模式，才能实现传统村落的

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最终达到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 

5.2.4. 不断加强农户自身能力建设，增强村落内部的团结合作 
传统村落的年轻人应抓住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契机，努力学习，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主动

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中去，为传统村落振兴贡献力量。同时，农户之间应该增强合作意识，精诚团结，在

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不因外部力量的参与让村落失去自身的原真性，使本村的资源利用

外化，农户利益受损，影响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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