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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减贫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

郭 凌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通过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公共文化、打造文明新风等,增加乡村居民文化自信、实现乡村文化复兴、满足城乡居民文化生活需求的行动。

基于耦合理论的分析,发现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资源依赖、发展着力点、依托路径、发展目标的耦合基础,

从而设计出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为探索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路径,

更好地发挥两个系统的耦合效应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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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

贫困是长期阻碍中国农村发展的严峻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探索持续减贫的路径与机制,是“三农”
工作的中心内容。在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三农”工作总抓手、未来农村扶贫工作重心瞄准相对贫困的新背景

下,亟需探索农村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系统路径,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指明方向。
关于乡村振兴的内涵,学术研究领域并未进行明确界定。现有研究偏重乡村振兴的主体①、模式②、路

径③等问题的探讨;或对乡村文化振兴进行政策解读④、政策意义剖析⑤,开展路径总结⑥、问题分析⑦等研

究。在旅游研究领域,尽管研究者把旅游视为减贫的重要工具,但国内研究对旅游减贫的内涵也未形成统一

的认识。一是受到西方研究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研究提出PPT(Pro-poorTourism)即“有利于

贫困者的旅游”。PPT建立起旅游与贫困的直接联系,国内研究大多直接使用这一术语指代旅游减贫。二

是国内政策变化较快。从传统“扶贫”“精准扶贫”到“脱贫”“精准脱贫”再到“消除相对贫困”,国家扶贫工作

的顶层设计一直在尝试突破与跨越,也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对旅游缓解贫困效应的表达。三是学术研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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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滞后。首先,学术研究滞后于政策,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2016年学界才较为集中出

现相关的理论成果①;其次,学术研究滞后于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国旅游产业呈现出缓解贫困的效应,但
集中性的理论成果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②。

出于对路径效应的回应,国内研究也重视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振兴关系的探索,呈现出理论研究-实

践研究-保障研究的研究思路。在理论研究层面,把乡村旅游视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③,促进乡村脱贫的重

要手段④。可持续发展⑤、生态伦理⑥、文化生态⑦、包容性增长⑧等理论提供研究视角与方法工具。在实践

研究层面,出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考量,探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路径得到重视,呈现出社会学、民
族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介入特征。“老、少、边、穷”地区,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村,尤其是民族村

寨、传统村落获得较多关注⑨。在保障研究层面,许多研究提出构建保障机制要多方协力,政府做好公共服

务,村落参与、居民增权都是重要手段。
已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但也存在着不足。一是尚未对概念形成学术共识,界定旅

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等核心概念应当成为研究起点。二是缺乏系统性研究。理论研究更多关注对乡村旅

游、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缺乏对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关系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碎

片化。三是分析框架不明确。由于对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关系研究缺乏系统性,导致分析框架不

明确,也为本文研究留下了空间。
二 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发展:概念界定与耦合基础

(一)概念界定

1.乡村文化振兴

基于文化主体视角,乡村文化是居民共同拥有的处境化经验及价值规范,以乡村居民共享价值观和生

活方式为核心。在中西部欠发达与沿海不发达乡村,乡村振兴与“三农”工作重点有一致性。同时,根据20
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文化建设都有抓牢意识形态工作、保护传承优秀文化的共性,说明

乡村文化振兴应当振兴优秀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继承创新。因此,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通过发扬优秀

传统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打造文明新风等,增加乡村居民文化自信,实现乡村文化的复兴,满足城乡居民文

化生活需求的行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内容上,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包含物质、制度、
精神三种文化形态;在对象上,重视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沿海不发达乡村优秀文化的振兴;在目标上,要留

住乡村居民、吸引城市居民,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在体系上,需要解决振兴主体、动力、路径、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2.旅游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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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现旅游减贫实践。1995年学术界出现第一篇旅游扶贫论文,介绍民族地区旅游

缓解贫困的意义①。“相对贫困”是贫困人口在行业、区域等比较中形成的贫困事实,也是贫困人口对贫困的

主观感知②。把“旅游减贫”置于“相对贫困”语境,有主观与客观意义。旅游减缓“主观相对贫困”是指贫困

人口通过参与旅游发展增加获得感、幸福感,缓解贫困人口对相对贫困的主观感知;旅游减缓“客观相对贫

困”是指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旅游发展实现经济收入达到相对贫困线以上。
据此,本文把“旅游减贫”界定为贫困主体通过参与旅游发展,缓解或者消除相对贫困。旅游减贫的重点

对象是具有较好的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目标是通过旅游发

展缓解或解除相对贫困,研究内容上重视对主体能力建设,参与路径、政策保障等问题的研究③。较之传统

旅游减贫研究,在重点上有差异性,但在体系上有承接性。
(二)耦合基础

1.资源依赖的内在统一

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都高度依赖乡村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环境,尤其是乡村优秀文化,既是旅

游减贫的依赖资源,也是影响乡村秩序与居民行为的非正式规范。一方面,乡村优秀文化扎根历史传统、辐
射社会生活,发挥着文化软实力对居民思维、行为方式的影响,塑造乡村价值规范和社会秩序,是维系乡村社

会关系的精神纽带,承担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功能。同时,乡村优秀文化起到价值引导作用,承担文化治理功

能,构建乡村社会振兴优秀文化的社会凝聚与社会认同。另一方面,贫困的产生和形成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

联。优秀文化涵养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④,而旅游减贫有增加居民内生动力的优越性,乡村优秀文化与旅游

减贫都是孕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土壤。同时,可持续性的旅游减贫活动也对文化资源有着依赖性。提取

差异性的文化符号,开发出独特性的文化旅游产品,成为乡村社会和居民参与旅游减贫过程的核心竞争力。

2.发展着力点的内在统一

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均起步于自下而上的自主实践探索,兴起于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推动,这让两

者的耦合在社会经济发展着力点有内在统一的基础。一方面,乡村旅游源于乡村居民自发行为,与之随行的

是缓解减贫效应;2009年旅游减贫作为扶贫方式首次写进政府扶贫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中⑤;振兴乡村文化在公共政策中首次出现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文化振兴的

专章论述⑥。另一方面,旅游减贫作为“富民工程”与“民生工程”,瞄准增加乡村贫困人口收入,促进贫困村

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多而优的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实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城乡文化共享。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只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文明,才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才能留得住乡村居

民、吸引得来城市居民。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着力,共同承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时代需要。

3.依托路径的内在统一

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是独立产业,但是通过产业融合能够较好地实现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发

展。一方面,旅游减贫是通过贫困人口与地区参与旅游产业缓解贫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⑦。在乡村地区旅游、文化产业融合

过程中,文化赋予旅游灵魂,创造旅游减贫消费空间;旅游成为传播现代文明载体,实现文化产业化的重要渠

道。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产业支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促进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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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品质、形成品牌、带动就业”,“促进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①。乡村地区旅游减贫正是通过

文旅融合,将优秀传统工艺转换为旅游资源,提升旅游品位,创造地方价值,增加就业机会。同时,通过产业

融合,创造出地方特色文创产业,催生出满足游客需求的有内容、有体验的异地生活方式,成为乡村文化振兴

的路径支撑。

4.发展目标的内在统一

旅游减贫和乡村文化振兴有较为统一的个体与社会目标、直接与长远目标。其中,个体层面的目标是

“从低物质均衡的原生幸福到高物质均衡的次生幸福”,社会目标是“打破区域社会生态的贫困平衡,构建富

足平衡”②。旅游减贫的直接目标是贫困人口与地区参与旅游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缓解甚至消除贫困;长远

目标则是践行可持续性的绿色减贫路径,补齐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短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乡村文化

振兴个体层面的目标是帮助城乡居民认识乡村文化价值,推动乡村居民珍惜文化传统,树立文化认同、重建

文化自信;社会目标是激活乡村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中明确定位,得以振兴和重建;直接目标是

立足地方性知识,传承弘扬乡村传统文化,契合现代文化精神,重构乡村公共文化;长远目标是解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由乡村经济基础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引发的文化建设问题,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 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旅游减贫是典型的经济社会活动,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具体行动体现在乡

村文化空间中,落实到对相对贫困与乡村文化治理中。由于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是独立系统,相对贫困

治理与文化治理有着双重目标,设计分析框架重点瞄准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理论构建、案例

研究、路径设计与政策保障,贯穿整个研究的是跨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一)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理论构建

构建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理论体系,目的在于多维度嵌合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两

个独立系统,为推进耦合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乡村文化振兴理论

文化是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

惯的复合整体③,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种形态④。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抓

手,这就要推进乡村物质文化振兴、乡村制度文化振兴、乡村精神文化振兴三个维度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其中,乡村物质文化振兴以振兴乡村道路、建筑、聚落等物质文化景观为内容;制度文化振兴以维系乡村道德

秩序、重建乡村伦理、遵守国家法律制度、建立基层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内容;精神文化振兴包括振兴乡村优秀

文化观念、节庆仪式,树立乡村居民文化自信,建立城乡文化认同等内容。乡村文化振兴的三个维度成为乡

村振兴文化驱动力系统的压力源,对乡村文化振兴主体产生驱动作用,形成主体响应机制,激发内生动力,进
而形成系统耦合发展模式。

2.旅游减贫理论

贫困问题在限制个体改善生活可能性的同时,也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阻止效应,这让优化贫困治理

策略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相对贫困有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双重含义,也赋予旅游减贫以主观减贫与

客观减贫的双重目标。一方面,旅游减贫有助于激发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脱贫致富、防止返贫的内生动

力;另一方面,旅游产业的系统性特征也决定了旅游减贫的系统性。旅游减贫作为复杂系统,在主观贫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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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贫困的相互作用下,驱动着旅游减贫系统的良好运作与发展。

3.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理论构建

耦合指两个或以上的体系之间通过彼此作用而联合起来,或通过内在机制彼此作用,形成一体化的现

象。根据文化的空间生产理论,旅游发展中的乡村是行动主体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网络,是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相互作用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的文化空间体系。乡村文化振兴以乡村地

域为基底,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为维度;旅游减贫以乡村地域为基底,以
贫困人口参与为途径,以激发内生动力为手段,以消除主观贫困和客观贫困为维度。本文把乡村文化振兴与

旅游减贫在乡村空间中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耦合整体,界定为“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耦合

系统”。
在“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耦合系统”中,政府、游客、居民、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旅游减贫。一是

通过开发道路、交通、建筑等乡村文化景观,更新与修建停车场、厕所、游客中心、文化演艺场所等公共设施,
推进村景一体化建设、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实现物质文化维度的乡村文化振兴;二是通过汲取地方性知识与

优秀文化资源,制定旅游社区参与制度、协调利益关系、共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构建

“纵横交错”地方网状治理结构,助推乡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文化维度的乡村文化振兴;三是共同开

发乡村节庆活动、地方手工艺品、特色旅游演艺产品、民俗传统新业态等文化旅游产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及

其社会意义再生产,唤起乡村居民文化自信、城乡居民对乡村优秀文化认同,实现精神文化维度的乡村文化

振兴。
总体而言,乡村文化振兴为旅游减贫提供目标导向,而旅游减贫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多方

主体通过在“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耦合系统”的共同行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旅游减贫之间的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最终推动耦合系统的良好运作(见图1)。

图1 乡村文化振兴-旅游减贫耦合系统

(二)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研究

1.面板数据测评

下面围绕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研究主题,测评国内各省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

水平。研究数据部分源于旅游、文化等行业领域的统计年鉴资料,部分来自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门官方网站数

据资料。鉴于面板数据的滞后性,搜集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内容为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数据测评有

两个步骤。一是建立测评体系。测评体系涵盖“目标层-系统层-指标层-基础指标”四个部分。“目标层”
指省域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指数;在“系统层”中,“乡村文化振兴”设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

文化三个维度,“旅游减贫”设计客观贫困、主观贫困两个维度;“指标层”依托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两个系

统,耦合发展系统的内涵设立,体现对耦合发展的理解;“基础指标”作为现状测评的可操作性指标,它的选取

综合考虑面板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要求。二是进行数据测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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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面板数据,测评各省域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水平,在此基础上,对省域耦合水

平进行归类分析。

2.典型案例剖析

剖析典型案例是为了理清典型案例已有的耦合路径存在的共性,为设计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

合路径提供支撑。案例选择依据:一是地域分布相对均衡,根据乡村文化振兴的重点对象,明确典型案例来

自中西部地区、沿海不发达地区乡村;二是案例典型性,根据面板数据测评结果,在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

耦合水平高的省域,选择两个产业都有较好发展的乡村旅游社区;三是基础资料可获得,能够获取关注案例

地的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论文专著、工作记录、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等。首先是进行案例地推

动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分析,通过Ramsey-Cass-Koopmans无限期模型

等,测度乡村地区的相对贫困现状,从现有路径内涵、主体、关键环节、优越性、存在不足几个方面对典型案例

展开深入分析,并从路径的参与主体、关键环节等方面总结路径规律,最后从路径的不足中寻找问题共性,思
考设计具有普适性的耦合路径需要完善的主体、环节、适用条件等内容。

3.实地调研分析

开展实地调研是为了了解旅游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影响耦合的关键因素,
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耦合路径提供支撑。选择实证调研地主要考虑三大因素:一是地域分布相对均衡,根
据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明确实证调研地来自中西部地区、沿海不发达地区乡村;二是调研地有代表性,遴选

国家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村落、5A(4A)级旅游景区内(周边)村落、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2018-2020)》等获得国家、社会、行业、游客等广泛认可的乡

村;三是现场可进入性,包括交通通达、住宿满足调研生活,自然环境适合调研工作,已经建立起社会关系网

络,能够获取调研支持等。据此,挑选西部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中部地区的江西省上饶市婺

源县李坑村和东部地区的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作为实证调研地。
主要调研途径为实地走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调研对象包括旅游社区居民、村两委干部、旅游投资

者、经营者、行政管理者、旅游者等。具体步骤包括调研准备、问卷发放与数据分析、深度访谈与扎根分析。
调研准备包括针对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调研进度、制定调研计划,依托本文的理论构建,设计调查问卷、制定

访谈提纲;问卷发放与数据分析需要在调研地发放问卷、搜集数据,运用SPSS、AMOS等软件工具,对问卷

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验证;深度访谈与扎根分析则是围绕“耦合发展”核心问题,针对问卷数据

集中呈现出的特征进行深度访谈,理清耦合发展的问题,运用扎根分析方法分析深度访谈内容,提炼访谈资

料蕴涵的影响耦合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路径设计与政策保障

1.路径设计

耦合是协调和发展的统一,核心是在系统论思想下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和协调运行发展

关系①。据此,本文把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路径界定为:在乡村空间范围内,旅游产业、文化产业

内的各要素通过不同层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协作,实现旅游产业缓解贫困、乡村文化振兴协调发展、有效运行

的路径。路径设计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社会学研究基础与目标。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

条件机制的科学②,社会学把条件、机制作为研究基础,把良性运作作为研究目标③。探索耦合路径要考虑路

径适用条件、实践机制。二是实证调研情况。通过面板数据测评、典型案例研究、实地调研分析,总结影响耦

合路径的关键环节。从“谁引导、引导谁、如何引、如何保障”设计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路径。
“谁引导、引导谁”关注参与耦合路径的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之间关系需要由机制来维系,“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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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引导谁”研究的是路径的机制问题;“如何引”聚焦路径实践,这就要清晰路径适用条件;“如何保障”聚
焦路径保障机制,落脚点在于政策制定与实施。为了回答“谁引导、引导谁、如何引、如何保障”,设计包含“三
个 W、两个H”的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路径。路径主体(Who),瞄准政府、农户、游客、企业、经济

组织等主体,在路径中起主导、参与、协助等作用;路径内涵(What),回答路径“是什么”;组织方式(How),解
决如何组织多方主体,协调好主体关系,较好实现路径效果;适用条件(When),即适用耦合路径需要满足的

条件,回应路径机制问题;路径保障(How),即适用耦合路径需要的各类保障。

2.政策保障

要实现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发展,需要深化政策保障体系研究。在实践层面,顶层设计不充

分、规划不合理,传统文化认识不到位,设施较薄弱,文化保护和利用政策存在冲突,农户参与内生动力不足,
主体意识不强,文化旅游融合领域较单一,新型业态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都影响着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

兴耦合发展的实践效果。
本文从三个方面深化政策研究。首先,衔接好宏观顶层设计与微观政策。乡村文化振兴作为国家战略,

侧重从顶层设计明确文化建设方向;旅游减贫关注致贫原因,重在设计差异性与针对性减贫路径,侧重于微

观政策。只有清晰两者关系,把握衔接路径,建立有效衔接的政策系统,才能更好地促进路径实践。其次,谋
划独立系统的政策体系设计。乡村文化振兴与旅游减贫是独立系统,把设计乡村文化振兴政策归于对乡村

全面发展的考量,纳入旅游减贫引导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的理论体系,从而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增强微观

政策指导实践的可操作性。再次,突破关键性政策设计。通过对旅游减贫引导乡村文化振兴的农村土地政

策研究、农村集体产权政策研究,“文化+”“旅游+”“农业+”产业支持性政策研究等的重点设计①,解决路

径实践中的主体激励、产业融合、产品研发、业态创新等具体问题。
(四)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推进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运用多学科研究理论、融
合应用多种研究工具、综合运用多维计量方法,构成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研究方法与技术体

系。一是交叉运用多学科研究理论。依托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科学,综合应用文化空

间、文化治理、贫困治理、旅游减贫等理论,分析耦合基础、建立理论框架、总结典型模式、指导实证调研推进、
引导路径设计、政策体系构建等工作。二是综合采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法明晰历史背景,
通过社会调查揭示现实需求,通过深度访谈解释实证调研数据中呈现的现象与问题。三是综合运用多维计

量方法。采用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进行乡村文化空间的异质性特征分析,通过Ramsey-Cass-Koopmans无

限期模型等测度乡村地区的相对贫困现状,选取结构方程模型等实证分析多主体选择路径的影响因素,根据

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构建科学性与可操作的政策体系提供支撑。
四 总结与展望

(一)总结

基于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把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置于系统性理论思考,是对“解决相

对贫困”这一新时代中国扶贫战略的认识深化,也是对旅游减贫、乡村振兴的理论探索,展现理论研究对国家

重大现实问题关怀的理论特色和时代价值。基于乡村文化振兴与旅游减贫的耦合基础,本文构建了两者耦

合发展的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乡村文化振兴包含了乡村物质文化振兴、乡村制度文化振兴、乡村

精神文化振兴三个维度,旅游减贫则由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构成。乡村文化振兴构成旅游减贫的重要目标

导向,旅游减贫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在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下,共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旅游

减贫的耦合发展。通过耦合理论构建的乡村文化振兴与旅游减贫分析框架,有助于打破过往乡村振兴与贫

困治理研究的理论阈限,为探索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路径,发挥两个系统的耦合效应提供理论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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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望

尽管选取多学科研究理论、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但本研究设计是在社会学领域展开研究,侧重于把旅游

减贫、乡村文化振兴视为社会现象,将旅游发展作为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产业力量,在一定程

度上仍然存在研究视角的相对局限性。未来的探索,还需要从深化旅游减贫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系统性研究

出发,进一步融合多学科视野,把研究纳入旅游减贫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考量中,可以从产业、人才、组
织等不同视角展开对旅游减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研究。

此外,城乡居民共建公共文化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共享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明,是旅游减贫

与乡村文化振兴耦合发展的前提与结果,这让旅游产业增进社会福祉成为路径设计的出发点之一,探索建立

民生“三感”与旅游减贫引导乡村文化振兴之间的理论关联,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RuralCultureRevitalizationbyPovertyAlleviationThroughTourism 
ATentativeAnalysisFramework

GUOLing
 BusinessandTourismSchool 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 Dujiangyan Sichuan China 

Abstract Ruralculturalrevitalizationisanimportantpartofthe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
inthenewera Ruralculturerevitalizationisanactionforthevillagetoincreasetheculturalself-
confidenceoftheruralresidents realizeruralculturerevitalizationandmeettheneedsoftheur-
banandruralresidentsculturallifebycarryingforwardth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 build-
ingthepubliccultureandimprovingcivilization Basedontheanalysisfromcouplingtheory this
articlefindsthatthereisacouplingbasisbetweentourismpovertyalleviationandruralcultural
revitalizationinresourcedependence developmentfocus reliancepathanddevelopmentgoal 
basedonwhichtheanalyticalframeworkoftourismpovertyalleviationandruralculturalrevital-
izationcoupleddevelopmentisdesigned Thisframeworkprovidestheoreticalguidanceforexplo-
ringthecouplingpathoftourismpovertyalleviationandruralculturalrevitalization andbetter
exertingthecouplingeffectofthetw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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