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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关键事件视域下
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李燕琴 施佳伟 李慕芳

  摘要:景村融合共兴是自然保护地居民美好生活实现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之道。以九寨沟为例,基于历

史文本分析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事件,用占有与存在这一基耦构建居民生活质量影响框架,研究自然保护地旅游社

区居民生存模式的变迁机理,结果显示,在从功能型占有模式到存在型占有模式和占有型存在模式、再到平衡型存

在模式或过度型占有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占有”与“存在”两股力量的动态博弈驱动了居民生活质量变化,而管理

价值获取则是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因此,建议在适度满足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条件下,旅游

发展政策应更多关注文化保护和公共保障,进而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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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保持和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居民

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源泉。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习近平关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的指示,彰显了自然保护地的新定位①。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创新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发

展机制,需要探索全民共享机制②。切实提升居民社区参与能力,有效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实现自然保护地

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要义。截至2020年,全国依托景区发展的乡村有1000余个,旅游发展与自然保护地建设

的共生关系密切③,旅游业成为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然而,实现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与社区

文化保护的双赢愿景并不容易④。如何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并促进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居民生

活水平稳步提高,亟需在深度总结本土实践的基础上阐明其影响机理,为促进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精准落实提供支持。
居民生活质量是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是否平衡的重要表征和关键指标。以关键事件作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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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峰、张惠远《实现自然保护地共建共享的路径建议》,《环境保护》2019年第19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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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年第19
号,第1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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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窗口,可考察重要政策实施效果,透视景区与社区关系变迁,有助于厘清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维度,探究影

响发生的底层逻辑,把握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规律。由于纵向数据相比截面数据更难获得,以往研究多限于

单个关键事件的短暂影响分析,少有对发展历程中关键事件组群影响过程予以综合研究。
本文采用历史学视角分析关键事件,以旅游发展较早、品牌影响力较大、景区与社区关系紧密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九寨沟为案例开展纵向变迁机理的研究。研究遵循规范的关键事件法操作流程,从官方新闻报

道、年鉴及部分专著、论文等可获得性高的公开资料中收集整理旅游发展历程中影响九寨沟社区居民生活质

量的关键事件。数据分析采用资料与人员的双重三角互证法,判定每一关键事件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哪些方

面造成影响,并在反复推敲和理论对话中确定以占有与存在这一生活质量基耦,逐级归纳、梳理影响框架。
以九寨沟为例的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的阐明,将有助于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地景区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居民

生活质量提升的双赢路径。
一 文献综述

(一)自然保护地的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自然保护地的功能价值定位要求自然保护地与社区保持良性互动。社区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界在其利益协调、生态效益补偿等领域已展开较多研究①,相关结论为促进社区发展提供了发展框架

和经验对策②。生活质量指个人凭借经验对自我生活满足或满足感的判定③。居民高质量生活与自然保护

地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居民生计有赖于自然保护地发展。《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摒弃了过去

对保护地管理避谈“旅游”的态度,认可了“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重要的人类活动这一现实情况,自然保护地

的终极追求理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④。另一方面,只有居民满意,才有更积极的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地

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靠社区与居民的支持。研究证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对旅游发展具有支持、促进作

用,并有助于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⑤。因此,进一步探究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中居民生活质量变迁的影响

因素和动态变化机制,便显得愈发重要。
(二)居民生活质量的基耦与分析维度

居民生活质量变迁的底层逻辑可追溯到基耦关系(themata),即一组对立统一关系所揭示的深层核心机制,
即逻辑之下的逻辑。刘力认为,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基耦是占有和存在,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多元价

值观的碰撞引发诸多矛盾,占有与存在之间的困境尤为凸显,二者逐渐成为一对基耦,驱动生活质量成为一种

新的社会表征⑥。如何打破对经济增长(占有)的执念,转而使增长为人所用(存在),是人类社会反复追问的一

个问题⑦。对“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两种生存模式的系统论述,可追溯到社会学和心理学大师弗洛

姆(Fromm)的论著。他认为,占有的生存模式根源于私有制,本质是对物品的拥有,而存在的本质是一种生活

体验,显现为“根”、社会联系、参与和自由,并将占有区分为“生存型占有”与“性格型占有”,前者源于努力存活的

生理本能,不会与存在发生冲突,后者则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是保留和保存物品的强烈欲望⑧。
 

生活质量涉及生活的许多核心领域:社会关系、健康、家庭、工作以及自然环境。这些个体生活领域以工

具性路径、表达性路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与占有和存在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已开始探索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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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飞等《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生物多样性》2019年第1期,第89-
90页。

Steven
 

J 
 

Taylor 
 

Robert
 

Bogdan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Individuals
 

Perspective  
 

in
 

Quality
 

of
 

Life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ed 
 

Rob-
ert

 

L 
 

Schalock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1990  
 

34-3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24号,第52
页。
粟路军、唐彬礼《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研究回顾与未来展望》,《旅游学刊》2020年第6期,第83-84页。

Li
 

Liu 
 

Sensitising
 

Concept 
 

Themata
 

and
 

Shareness 
 

A
 

Dialogic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4 
 

no 3
 

 August
 

2004  
 

258 
凯特·拉沃斯《甜甜圈经济学》,闾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5页。
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程雪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7-29页。



与生活质量的关系;90年代后,二者关联性得到进一步证实。研究发现,旅游开发在给当地社区带来好处的

同时,但因开发过程中的保护不当,也会使社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①。同时,时间因素也是探讨旅游与生活

质量关系的重要变量②。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从探索期向发展期转变,居民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进入巩固

期后,居民生活满意度会降低③,但产生如此变化的机理还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而运用占有与存在这一对

基耦作为分析框架,则有助于发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规律。早期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以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正负向影响来划分④。近年来,居民主体性受到关注,学者从居民价值获取角度思考

旅游与社区的关系,影响维度也逐渐向物质/非物质二分法转变⑤,体现出占有与存在两股力量对居民生活

质量的作用与影响。
(三)关键事件法

关键事件法由福莱(Flanagan)和伯恩斯(Baras)于1954年提出,属于定性分类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法

范畴,在总结规律和建构概念方面有显著优势。该方法要求受访者讲述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件,通过分析关键

事件的内容进行探索性研究和梳理归纳⑥,实现对事物更全面的认识。与传统定性研究方法相比,关键事件

法能够更为精准和深入地探究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作用因素,有助于寻求导致关键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

因⑦,并根据发生原因有效分类探究事物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
多数关键事件法研究以访谈数据作为一手资料,而Chell和Pittaway认为关键事件法适用于任何有关

分类的研究⑧。基于二手文本的研究,则丰富了关键事件法应用的资料来源,如利用在线评论分析酒店服务

绩效对顾客满意度的非线性影响⑨,基于现有文献梳理歌仔戏形成与演化过程等。关键事件法运用的基础

是关键事件,并非所有行为和事件均可视为关键事件,只有那些可观察、描述完整且能据此进行推断和预测

的活动,才被界定为关键事件。旅游研究方面,关键事件法的运用多从旅游者视角切入,收集旅游者异地

行为变化的关键事件,对社会行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游客旅游动机及

满意度等方面。就社区居民视角而言,研究居民对关键事件的感知和态度,被认为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

径,但从关键事件出发探究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的研究较少。
二 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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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自1984年对外开放至今吸引了大批游客涌入。伴随平

衡自然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景区管理者做了一系列的制度探索和改革,很多政策不同

程度地影响到社区居民利益,如何平衡景区发展目标和社区利益,一直是九寨沟管理局(简称“九管局”)关注

的重点。选取九寨沟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代表性强,推广性大。九寨沟因村民世居于九

个寨子而得名,景区与社区关系密切,经验可推广性大。(2)观测窗口长,关键事件多。1978年,九寨沟被划

定为自然风景保护区,1984年底正式开放,在30多年的景区管理中发生了一些影响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

事件,梳理、归纳这些事件,有助于分析事件背后作用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得到更具可操作性的协调

提升路径。(3)知名度大,管理经验丰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等多重身份使得

九寨沟拥有很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相对成功而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为景区与社区协调路径探索提供典型案

例支撑。(4)研究资料丰富,方法契合度高。作为世界著名景区,九寨沟的发展历程受到官方、学界与大众传

媒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书籍中有翔实的关键事件记载,有助于还原事件细节,并予以资料的三角互证,契
合关键事件研究法的要求。

九寨沟发展历程有如下几个重要节点。(1)1978年国务院将九寨沟划定为自然风景保护区。该阶段保

护区开始吸引游客,但沟内严格限制外人进入,来访者主要由招待所接待①,居民并未从事盈利性旅游经营

活动,居民生活质量尚未受到旅游影响。(2)1984年九寨沟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正式对外

开放。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九寨沟旅游公司成立,居民开始获得门票和经营性收入,旅游对居民生活

质量的影响逐步显现。(3)1998年九环线开通。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使得景区可进入性大增,
游客数量从1997年的18万人次持续增长到2002年的123万人次②。(4)2003年九黄机场开通。景区市场

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迎来蓬勃发展阶段,2004年客流量增长到190万人次,海外游客占比11%③,国内客

源覆盖到全国,旅游活动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愈发显著。(5)2005年后,受制于景区承载量及交通流量的限

制,游客量虽不断增长,但增速放缓,旅游对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些负面影响开始凸显④。结合景区发展历程

的关键节点及游客量变化趋势,可以将九寨沟旅游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3年的探索阶段、

1984-1997年的参与阶段、1998-2004年的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的巩固阶段。
(二)研究步骤

遵循关键事件法基本流程,研究步骤由四步组成。
第一步,收集文本数据。收集范围包括学术文献、年鉴、县志、新闻报道及书籍专著等渠道⑤,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确定关键事件筛选条件和分析范围:与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1978-2017年间发生、事件发生时

间和过程描述完整。
第二步,分析文本数据。对文本数据进行主题分析,梳理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事件,记录事件名称、发生时

间、事件描述及出处,得到161个历史事件记录文本。如根据收集到的有关2017年“8·8”九寨沟地震的报道记

录文本,将事件描述为:“2017年8月8日,在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里氏
 

7.0
 

级地震,是九寨沟景区内发生的破

坏性强、波及范围广的一次地震。地震对九寨沟景区自然景观的影响较大,诺日朗瀑布、火花海等核心自然景

观遭到破坏,地震造成多名游客伤亡、景区建筑受损和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由于地震对地质和景观破坏较大,
且出现人员伤亡,景区随即关闭。2018年3月8日,九寨沟部分景区恢复开放,并实施‘四限’游览政策。据四

川省旅游局统计,2017年九寨沟游客接待量由2016年的500万人次下降为250.02万人次。”
第三步,筛选关键事件。为增强关键事件判断的客观性,邀请相关领域3位研究者组成小组,根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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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邓一《永远的九寨沟:第一任局长亲述》,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九寨沟志》,方志出版社2019年版,第334页。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九寨沟志》,第334页。
田世政《九寨沟景区管理模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61-92页。
以“九寨沟”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获得157篇与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的文献;查阅《九寨沟县志》(1986-2005)、《九寨沟县年鉴》(1986-
2012年的部分年代)等官方统计资料;登录阿坝州人民政府、九寨沟县人民政府及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官方网站收集官方传媒资料;通过互联

网搜索九寨沟景区截至2017年的新闻事件;查阅相关书籍,包括《九寨沟景区历史文化考察研究报告》、《九寨沟景区管理模式研究》、《智慧

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旅游规划与设计———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等。



出现频次及事件描述,背对背对事件的居民生活质量影响程度进行1-10分打分,平均分5分以上事件界定

为关键事件,最终筛选出43个关键事件。关键事件法多采用STAR法描述,即情境(Situation,描述事情发

生时的情境是怎样的)、
 

目标(Target,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行动(Action,当时采取什么行动)、结果(Result,
采取这个行动获得了什么结果)四个方面进行概括①。本文主要从起因、经过、结果三个方面对事件进行归

纳,如2017年“8·8”九寨沟地震概括为:“起因: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爆发里氏7.0级地震。经过:九寨沟

景区总体受损情况并不严重,但诺日朗瀑布、火花海等核心自然景观及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并造成一定程度

的人员伤亡。结果:景区景观和民居遭受重大创伤,2017年景区营业至8月7日,旅游旺季提前结束,游客

接待量下降为2016年的一半,直到次年3月才重新开放部分景区。”
第四步,判定43个关键事件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方向。由2位研究者背对背完成,第3

位研究者与前两位研究者反复讨论确定,最后将讨论结果与九寨沟工作人员进行确认。
三 研究结果

(一)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型

从43个关键事件中归纳出外部运营、内部运营、社区参与等8个影响因素,它们累计出现86个频次,正
向影响为主。影响因素进一步归纳为生产和生活2个一级维度,景区管理、社区治理、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

活4个二级维度,共同构成居民生活质量占有与存在的基耦模型(见表1)。一个关键事件可能体现多个影

响因素,数据处理时选择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如九寨沟被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采取严禁伐木、烧
炭、狩猎等保护措施,既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正向影响,也体现了对传统生计的负向影响。一个事件的多重

效应也被综合考虑,如“外部运营”中2个正负双向影响反映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时国际旅游市场萎缩,但营销配合下国内市场增加,体现出景区转“危”为“机”的管理之道。
表

 

1 九寨沟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影响因素 影响效果与频次 关键事件举例

H生产

(42)

HH景区管理

(32)

HHH外部运营(21) +13/-4/+-2

发展速度管理:2001年实施“限量旅游”

市场拓展:2003年机场通航

品牌管理:1992年成功申遗

HHB内部运营(11) +10/-1

管理权变动:2000年景区收归阿坝州管理

管理模式创新:2011年智慧景区建设

吸引物保护:2002年修建游览栈道

内部员工管理:2013年游客滞留事件

HB社区治理

(10)

HBH社区参与(6) +6

就业机会:1989年居民由季节工转合同工

经营机会:2003年配套“沟内游、沟外住”措施,

划出195个旅游纪念品售卖专柜,由本地居民租

赁经营

HBB公共保障(4) +4
生活费补偿:2006年固定生活费补偿调整

居民住房补贴:2003年沟内居民集中搬迁安置

B生活

(44)

BH物质生活

(27)

BHH生计管理(18) +8/-6/+-2
1999年,保护区内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
策,传统生计向旅游生计过渡

BHB收益分配(9) +7/-2
2006年,将原来每年固定生活费补偿调整为从

当年每张门票中计提作为补偿费

BB非物质生活

(17)
BBH生态环境保护(14) +14 1998-2001年推行“沟内游,沟外住”政策

BBB社会文化保护(3) +2/-1 2000年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对景区文化进行保护

    注:H代表“占有”,B代表“存在”,括号内数字表示影响因素频次。“+”、”-”符号表示影响效果方向,“+-”表示影

响因素在正/负向影响效果方向上各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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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见,占有和存在作为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一对基耦,体现在每一次行动中二者间的权衡,如景

区管理中外部运营相比内部运营管理更具占有性特征,而非物质生活中生态环境保护因与九寨沟旅游生计

高度关联性而比社会文化保护占有性倾向更高。通过影响因素的频次,可以反映关键事件对“生产”和“生
活”关注度的侧重,从而归纳出居民生活质量占有与存在的基耦模型特征。

1.景区管理中外部运营关注度高于内部运营。外部运营主要涉及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市场波动与居

民短期收益息息相关,品牌提升则关乎居民长期收益与自豪感,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内部运营类关键事件包

括管理权变动、管理模式创新、核心吸引物保护、内部员工管理等方面。外部运营关注客流吸引,侧重发展速

度管理;内部运营则旨在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景区管理质量,二者相辅相成。

2.社区治理中社区参与关注度高于公共保障。公共保障和社区参与由九管局主导,其中,公共保障起兜

底作用,是基本生活的存在性保障。九管局发挥其政策普惠和利民作用,确保居民基本生活质量和基本社会

权益。社区参与则旨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是占有性的高质量生活保障。九管局通过提供就业机会等刺激

措施,吸引居民积极参与旅游业发展;同时,社区参与方式也不断演进,由个体自发参与向集体协同发展转

型,为居民提供更多经营机会,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3.物质生活中生计管理关注度高于收益分配。生计管理聚焦“如何获得收益”,关乎更好的占有方式的

选择。在旅游主导产业发展的社区,居民“农转非”政策、就业机会等为旅游生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收益

分配关乎“如何分配收益”的公平存在问题,是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的敏感点,多类关键事件都关系到收益再分

配,如景区管理权调整、公共保障、社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等。通常,景区对社区的收益让渡,会让居民有更

好的生活质量感知。

4.非物质生活中生态环境作为九寨沟景区核心吸引物的载体,其保护关注度远高于社会文化环境。即

使生态环境保护会带来传统生计衰微、旅游市场暂时缩减、收益分配发生变化的风险,但自发展之初,九管局

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工作首位。相比而言,从相关关键事件看,社会文化保护问题在1997年加入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后才被关注,由关键事件数量及影响因素频次可以反映其关注度较弱。
(二)不同阶段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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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发展中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变化

图1展示了九寨沟旅游发展从占有模式走向寻求占有与存在平衡模式的历程,其中,非斜线柱代表 H
(占有)的影响因素、斜线柱代表B(存在)的影响因素,负面影响记为负数频次,探索阶段的社区治理维度无

关键事件。

1.探索阶段:功能型占有模式主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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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阶段是景区帮扶社区的生计转型期。九寨沟于1978年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区内采取严禁伐木、烧
炭、狩猎、捕鱼以及部分土地停耕还林等保护措施,这些措施让作为自然资源型景区核心吸引物的生态环境

(+1①)得到更好保护,但也致使当地居民传统生计(-1)难以为继。1982年,九寨沟获批为国家级重点风景

名胜区,通过建立品牌这一外部运营(+1)方式吸引客流,使居民从传统生计逐渐向旅游生计(+1)过渡。在

探索阶段,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有赖于生计转型,本质是寻求更好的占有,但这种占有是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

求的生存意义的占有,因此是功能型的占有模式。

2.参与阶段:存在型占有模式显现期

参与阶段是景区与社区合作的市场拓展期,重点是对外拓展市场(+5)和对内激发社区参与(+4),以使

旅游业足以为当地居民提供生计支持,真正完成生计转型(+3,-2)。一方面,该阶段景区主导的功能型占

有模式进一步延续,九寨沟“品牌+市场”的发展策略效果显著,依托知名度与吸引力建立起来的旅游市场初

具规模,居民以旅游产业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景区也积极谋求社区的合作,鼓
励社区参与。1992年,管理局与居民联合经营并成立公司;1997年,九寨沟的社会文化保护开始受到重视,
居民在景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提升。因此,参与阶段开始呈现适度型占有模式,占有仍是居民提高生活

质量的主要方式,但这种物质占有是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对更好共存的理性追求,景区适度让利社区,社
区谋求适度发展,二者在协调中尝试利益共创、共享。

3.发展阶段:占有型存在模式与过度型占有模式矛盾期

发展阶段是景区和社区矛盾爆发期。在该阶段,景区继续通过加强外部运营(+5,-3)拓展市场,游客

量短期内快速增长。旅游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收益分配(+3,-2)、生计发展(+4,-3)之争,使景区和社区间

冲突频发。双方都不同程度表现出过度占有的倾向,而这可能使居民生活质量陷入停滞或下降。过度型占

有模式的矛盾,根源在于短期过度占有和长期适度存在间的张力,表现为长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短期旅游经济

收益的矛盾,长期景区管理政策与短期社区需求受限的矛盾。游客规模持续增长,使生态环境承受更大压

力,而“限量旅游”政策无疑会消减旅游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了保护环境而开展的经营秩序整顿、集中搬迁安

置,也会在短期内影响居民收益与生活方式。为了更长久的占有、更可持续的发展,景区具有的集体理性使

其采取更多存在型举措,如生态环境(+9)保护力度加强、景区内部管理(+7)措施不断出台,但这种长久存

在的诉求是以旅游吸引物的占有为目标,而并不是以占有与存在型需求更好平衡为目标,因此谓之为占有型

存在模式。

4.巩固阶段:平衡型存在模式探寻期
 

巩固阶段是景区社区开始寻求共创的品牌扩展期。该阶段游客量增长趋缓,景区发展进入相对平稳期,
关键事件数量有所下降,而过度型占有模式常会惯性延续,如九寨沟仍是外部运营类(+4,-3)事件占比最

高,其次为内部运营(+2,-1)和生计管理(+2,-2)类事件。旅游发展减速而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调整,是导

致巩固阶段居民满意度下降的主因。同时,巩固阶段也蕴涵着机遇,历经发展阶段的博弈,景区与社区都深

刻认识到彼此的不可或缺,因此从参与阶段自发的互利开始走向更为理性的携手同行。2006年,居民固定

生活费补偿调整为从当年每张门票中提取的方式,同年还出台了居民子女就业安置政策,因此巩固阶段也表

现出景区与社区平衡发展、寻求更好共存的倾向。该阶段的负性事件与各种危机事件有关,如2008年全球

性金融危机、2008年和2017年两次大地震及2013年景区内游客滞留事件。在巩固阶段,旅游生计完全取

代传统生计方式,而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突显了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成为景区发展的关键瓶颈,在危机中寻

求占有与存在的平衡尤显重要。
(三)占有与存在视域下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占有与存在视域下以“生产”为横轴、“生活”为纵轴勾勒出4种生存模式:功能型/过度型占有模式、占有

型存在模式、存在型占有模式、平衡型存在模式(见图2)。居民生存模式的变迁路径为:功能型占有模式→
占有型存在模式或存在型占有模式→平衡型存在模式或过度型占有模式。不同生存模式下,居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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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指关键事件对影响因素的1次正面影响;“-1”指关键事件对影响因素的1次负面影响。



提升的驱动力不同,功能型/过度型占有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外部运营”(HHH)、“生计管理”(BHH),占
有型存在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生态环境保护”(BBH)、“内部运营”(HHB),存在型占有模式下的主要驱

动力为“社区参与”(HBH)、“收益分配”(BHB),平衡型存在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社会文化保护”(BBB)、
“公共保障”(HBB)。

非物质-存在

社区-存在景区-占有

2占有型存在模式 3平衡型存在模式

1功能型占有模式 2存在型占有模式

-3过度型占有模式

BBH BBB
HBB

HBH

BHBBHH

HHH

HHB

物质-占有

图2 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图2中的1、2、3表示生存模式出现的先后顺序,-3表示可能的负向生存模式。
占有模式被划分为功能型、存在型、过度型三类。弗洛姆将“功能型占有”等同于“存在型占有”。本文将

二者做了静态、动态区分。“功能型占有”是一种旨在满足人们静态基本生活需求的占有,往往出现在欠发达

地区旅游发展初期;“存在型占有”是一种旨在满足动态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占有,强调了

存在的动态性,认为适度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占有具有合理性。“过度型占有”体现为对物品过度占有的

强烈欲望,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会与存在发生冲突,以至于更多的占有并不

能带来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甚至会有负面影响。
存在模式被划分为占有型和平衡型两类。占有型存在模式是理性驱动下景区为了可持续发展而对核心

吸引物、核心能力建设高度关注,谋求其更好的存在,以实现景区更长久的占有。此时,次要吸引物、次要能

力建设较少被关注,人的创造性力量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平衡型存在模式随社会动态发展需要在占有

与存在间寻求更好平衡的核心矛盾,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利用居民的地方性知识解决问题,为当地居民

提供更好的公共保障,促使其内在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
弗洛姆看到了私有制下占有型生存模式的问题,倡导存在型生存模式,主张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但

并未给出如何从占有走向存在生存模式的具体路径。本文对占有模式与存在模式的细分,有助于厘清机理、
找寻路径。自然保护地欠发达旅游社区的发展,始于功能型占有模式,之后社区通过存在型占有模式关注旅

游发展的公平性,景区通过占有型存在模式关注旅游发展的持续性,直到双方意识到公平性诉求与持续性发

展密不可分、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居民被公平性对待,并由此激发出携手应对发展与危机带来的压力的内生动

力,在占有与存在之间寻求到更好的平衡,才有可能进入到平衡型存在模式,否则就有可能遁入过度型占有

模式的陷阱。
四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九寨沟旅游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为纵向数据源,分析了占有与存在这对基耦如何影响居民生

存模式,进而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拓展了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的数据来源与分

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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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1.运用占有与存在这对基耦厘清了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Butler预测旅游发展阶段的后期,快速、常
常不受控制的变化将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超越正面影响,旅游目的地市场吸引力将开始下滑①。当发展经过

成本感知超过获益感知的触发点,消极态度渐增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将下降。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事件的

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而又如何挽回居民生活质量下降趋势,学界至今还未有足够权威的解释。九寨沟旅

游发展历程中居民生存模式变迁路径为:功能型占有模式→存在型占有模式+占有型存在模式→平衡型存

在模式/过度型占有模式。在不同模式下,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有着差异。总的来看,探索阶段

功能型占有模式主导,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参与阶段存在型占有模式显现,居民随社会发展增长的

合理需求得到满足;发展阶段占有型存在模式与过度型占有模式虽有矛盾,但快速增长下的“占有”使居民生

活质量提高得以延续;巩固阶段旅游发展减速而过度型占有模式未及时调整,占有停滞与存在减弱导致居民

生活质量下降,这也促使景区与社区携手走向平衡型存在模式。

2.管理价值获取是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迪尔里(Deery)等关注到社区参

与、社区授权、目的地发展水平、管理者角色、基础设施维护、物价水平等管理因素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③,
但管理价值获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关系却较少被关注。1985年,波特(Porter)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佐证了管

理价值的重要性,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不仅包括基本活动,也包括支持性活动④。本研究通过分析九寨

沟景区内的关键事件,归纳了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型,发现二者在基耦中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
是在每次事件中实现权衡并走向协调发展。因此,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路径不仅与作为“基本活

动”的物质和非物质生活价值获取有关,还与作为“支持性活动”的景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价值获取有关。

3.如何有效平衡景区内的旅游活动和居民生活,是旅游社区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在弗洛姆占有型、存在

型生存模式基础上,提出占有型存在模式与存在型占有模式两种过渡模式,并将存在型生存模式界定为平衡

型存在模式。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社区居民在短期自身利益和长期集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已受到学

者关注,研究发现集体效能感知和短期可见的影响有助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⑤,是矛盾调和的可行路径。弗

洛姆更多强调占有与存在静态二分下的不可调和,本研究关注到二者相互交织的嵌套作用,即占有中有存

在、存在中有占有,正是在博弈与动态调和中,占有与存在、景区与社区、长期与短期利益、物质与非物质生活

最终走向平衡。
(二)政策含义

1.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的研究表明,在适度满足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后,相关政策应更多关注发展的

可持续性与公平性,通过占有型存在模式与存在型占有模式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避免过度关注外部市场

拓展与生计发展,以免陷入过度占有陷阱。

2.管理价值创造的政策工具开发,有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管理价值来自于景区与社区的协同,而
非单方力量,要注重过程管理。自然保护地政府主导式旅游发展,使得管理者在旅游发展方向上有更多的话

语权,而村民人口多、与地方联络深等特征是影响当地自然保护成败的关键。探究景村融合的中国式有效治

理路径,使景区与社区取得权力与权利平衡,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⑥,并有利于切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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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区参与能力与居民生活质量,精准把握旅游发展不同阶段景社关系的主要矛盾,推进内源式发展①。

3.景区需要在发展期就更多关注社会文化保护和公共保障,以平衡景区旅游活动和居民生活的冲突,寻
求景区与社区的对话、生产与生活的平衡。景区所秉持的存在型占有模式注重旅游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
社区所关注的占有型存在模式更加注重短期可见的公平参与机会和利益分享,这常常成为二者矛盾的源头,
二者平衡的路径是以公共保障强化“共同体”的感觉,使发展的红利短期可见,并通过居民更易于接受的社会

文化保护,使居民理解生态环境保护对于长期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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