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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利益与结构洞优化:
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研究

周坤 王进

  摘要:乡村旅游精英一般具有常住居民和旅游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是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不断获得

竞争优势的身份表征和能力体现。通过引入结构洞理论,以重庆市 W 区 W 镇和X镇为案例地,解析信息利益视

角下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结果发现:异质性自然资源为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

创造了先天条件,结构性嵌入中的弱关系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能够

为留守农民建构起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促成社会资本累积;通过“外部-内部”转向激励,鼓励和引导留守农民占

据结构洞位置,并逐步建立效率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是其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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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壮大

新一代乡村企业家队伍”,“培养一批乡村旅游示范者”。乡村旅游精英一般具有常住村民和旅游经营者的双

重身份,是支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乡村旅游精英成为带

领农民致富的领路人①。由于村民个人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乡村旅游内生动力受限,已成为影响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桎梏。唤醒村民自我发展意识②,成为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路径。
留守农民一般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外出打工,常年留守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③。他们留守

乡村,具有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先机、条件与动力。囿于地域与能力限制,留守农民从事旅游经营通常依赖

于家庭成员及其延伸出的亲缘、地缘关系,这就加剧了家庭成员与经营人员、生活空间与经营空间的重叠,造
成生活场景与工作场所的相互渗透④。“生活-工作”关系重叠,客观上限制了留守农民拓展人际关系网络

的机会与能力。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经营对家族资源的依赖程度与经营主体成长之间呈“倒 U型”关系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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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亲缘、地缘关系,导致经营者社会网络结构单一化,阻碍了信息获取通路。
信息交互能力颠覆性地改变着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个人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来源①。受乡村区位、教育

水平及人际关系限制,留守农民属于信息不敏感群体。信息获取滞后与信息通道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

社会网络结构中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度,并成为阻碍他们了解外部变化、跟上时代步伐的绊脚石。通过优

化社会关系结构,推动亲缘、地缘等固有关系与旅游经营的适度剥离,将有助于留守农民拓展信息通路和获

取信息利益。基于信息利益视角,关注留守农民向乡村旅游精英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优化问题,探索留守

农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精英成长路径,可为夯实乡村人才队伍、提高乡村旅游内生发展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新的理论成果。
一 理论分析

(一)信息利益视角下的竞争优势养成

信息利益(information
 

benefits)强调信息来源和内容对信息接收者的获益,通常有通路(access)、先机

(timing)和举荐(referrals)三种存在形式②。关系资源和信息资源为个人维持竞争优势创造了信息利益③,
信息利益通过信息通路输送至关系人。从社会网络角度看,信息通路的畅通性与网络异质性成正比,即网络

异质性越强,信息通路越通畅④。美国社会科学家Granovetter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

换的不同等级将人际关系划分为弱关系(weak
 

ties)和强关系(strong
 

ties),认为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弱关系在

获取信息过程中比强关系更有效⑤。伯特将弱关系人定义为非重复关系人,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关系

构成结构洞,它能够为关系人带来信息利益⑥。
结构洞理论认为,每一个社会人都是资本追逐游戏中的玩家(player),当重复关系人占据玩家社会网络

的主体时,非重复关系人之间会出现信息利益通路的断裂。结构洞为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玩家提供了获

取外部资源、赢得非冗余关系的桥梁,成为其构筑初始资源、实现逐利行为的重要支撑⑦。在竞争场域中,多
样化的社会网络能够为玩家构建更多结构洞,使其掌握获取社会资本和信息利益的先机⑧。人际关系中的

重复关系人占比小,由非重复关系人构成的社会网络,将为玩家提供异质性信息获取的共享渠道。结构洞理

论为探寻个人参与社会竞争提供了新视角,但针对留守农民的信息利益与结构洞建构研究的成果较少。
(二)留守农民信息利益获取与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乡村旅游精英是产业精英和乡村精英融合而来的细分群体。作为带领村民致富的行业先锋,乡村旅游

精英对促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组成的熟人社会交换

网络,仍然是大多数留守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网络⑨,是传递就业信息和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在留守农

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他们更倾向于与其他村民建立情感与信任关系,这成为他们获

取信息利益的原始路径。依赖强关系对留守农民参与旅游开发利弊兼有:一方面,地缘与亲缘特性赋予了农

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文化自觉和传承动力,使其获得不同于外来旅游经营者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以近亲、近
邻为特点的重复关系人占据关系网络主体,也阻碍了其信息利益获取通道。由于社会关系网络依赖于以亲

友、夫妻关系为特征的非正式联结,留守农民普遍存在强弱关系不平衡问题。随着旅游经营规模不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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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一问题将成为阻碍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的关键因素。
随着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国家政策的提出,乡村旅游参与能力及乡村旅游社区

获益等议题一直占据学术研究热点,但已有研究多从亲缘、地缘构建的强关系角度探讨留守农民发展,较少

关注非重复、非冗余联系的弱关系网络建构。相对于政策、资金、人才、物质等有形帮扶措施,研究无形或非

可视化的信息利益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影响的相关成果匮乏。另外,现有研究多从权力维度、社会责任、政
策支持等角度诠释群体旅游精英培育,更多关注宏观层面的乡村社区参与模式或内涵式发展路径,对微观视

角下个体普通农民如何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研究较少。本研究尝试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理论为切入

点,从留守农民的社会关系优化视角出发,基于“结构洞拓展→信息利益获益→乡村旅游精英成长”思维逻

辑,聚焦留守农民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建构,分析信息获益对乡村旅游经营能力的影响,为人才赋能乡村振

兴提供理论借鉴。
二 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研究材料来自于非结构化访谈与调查问卷。其中研究访谈以重庆市 W区 W镇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为

对象,访谈时间为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研究团队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围绕“社会关系网”、“旅游能力

提升”、“旅游经营收入”、“发展瓶颈”、“希望获得帮助”等相关主题,以面对面访谈为主、电话访谈为辅,共收

集了96位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一手访谈资料。2021年5月,研究团队对重庆市 W 区 W 镇和X镇的本

地旅游经营者开展问卷调研,共收集问卷136份,剔除无效问卷8份,获得有效问卷128份,有效率94%。
问卷设计参考了吕蕾莉、杨鹍飞、刘生琰等关于乡村精英能力和特征量化研究①,以及孙九霞、李亚娟、

马荟等对社区精英能力定性研究的相关成果②。基于结构洞理论,本文提炼出异质性资源与旅游经营能力

发展、人际关系结构洞与社会网络质量2个一级指标,以及农耕景象差异、农业产品特色、核心资源品级等

12个二级指标,作为评价留守农民旅游参与能力的重要因素,研究信息利益对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

英的潜在影响(见表1)。
(二)问卷分析

调研问卷包括个人信息及题项选择两部分。前者包含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旅游经营项目、旅游

经营年收入、身份或职务6个题项;后者依据12个二级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了12个题项(见表

1)。
表1 指标分解及指标解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量表设计

异质性资源与旅游

经营能力发展(X1)

X11 农耕景象差异 田园风貌、农作物、农业景观等资源的差异性

X12 农业产品特色 农作物或加工农产品的吸引力

X13 核心资源品级 核心旅游资源品质及等级

X14 地理位置优势
距离核心旅游吸引物、主要交通设施、重要旅

游节点等区位距离

X15 弱关系网 由多个非重复关系人组成的关系网络

X16 强关系网 由多个重复关系人组成的关系网络

参考李 克 特 五 级 量 表,从
主观感知角度检验异质性

自然资源(X11-X14)及异

质性社会资源(X15-X16)

是否有利于提升留守农民

旅游经 营 能 力,从 而 影 响

其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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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

3期,第105-110页;杨鹍飞《民族精英、社会资本与动员能力:民族群体性事件组织化逻辑》,《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第2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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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李亚娟、罗雯婷、王靓、张祥《赋权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流动研究》,《旅游学刊》2021年第3期,第83页;马荟、苏毅清、王卉、周
立《从成员个体理性到村社集体理性:乡村精英的作用机制分析———以S省Y村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4期,第119页。



人际关系结构洞与

社会网络质量(X2)

X21 信息感知敏感性
获取相关旅游支持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

内容的敏感性

X22 信息路径多样性
获取相关旅游支持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

渠道的多样性

X23 信息获取先知性
获取相关旅游支持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

时间的提前性

X24 有效信息传播者
能否成为乡村旅游经营有效信息接收、解析及

传播行为人

X25 利好政策获得者
能否成为乡村旅游经营利好政策获取、承接及

落实行为人

X26 经营规则制定者
能否成为乡村旅游经营市场规则制定、修改及

完善行为人

参考李 克 特 五 级 量 表,从
主观感知角度检验留守农

民获 得 信 息 利 益 (X21 -

X23)及占据结构洞关键位

置(X24-X26)是否影响其

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路径

  从性别特征看,受访者男女比例差别较小,分别占比45%和55%。受访者年龄主要在21岁至50岁之

间,占比为69%,说明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大多为中青年群体,这也在一定层面反映出乡村旅游对促进留守

农民就地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受访者多以农家乐、果园或农场作为主要旅游经营项目(占比87%)。其

中,以房屋、农地等资源为依托的农家乐项目是受访者参与乡村旅游的首选项目。随着游客量增大,部分农

户开始利用耕地、田园、林地等资源打造简易的采摘果园、动物农场、手工作坊等乡村休闲项目,以延长游客

逗留时间,这与我国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基本一致。从学历层次看,受访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超过72%
的受访者为高中以下学历。旅游经营年收入大多处于3万元以下(占比79%)。此外,在维护乡村旅游发展

的各项事务中,以旅游大户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精英均承担了一定社会职务,如旅游市场秩序监督者、乡村旅

游小组组长、乡村综合事务监管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说明案例地管理部门意识到了乡村旅游精英的示

范带动作用。
(三)数据分析

为测量问卷的置信度和可靠性,判断初始因子集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需要分析KMO值等相关信息。
首先,使用SPSS

 

22.0软件分析得出KMO值(0.807)大于0.7,显著性P值(0.001)小于0.05,说明问卷12
个量测题项之间为非独立关系,具有较高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采取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化旋转,
将对应特征值大于1且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三个公因子命名为自然资源维度(Y1)、强关系维度(Y2)
和弱关系维度(Y3),以探究不同因子项在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见表2)。

表2 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影响因素量测题项因子载荷一览表

因子项
载荷系数值

Y1 自然资源维度 Y2 强关系维度 Y3 弱关系维度
共同度

X11 农耕景象差异 0.923 0.017 0.060 0.750
X12 农业产品特色 0.942 0.038 0.021 0.689
X13 核心资源品级 0.816 0.191 -0.007 0.721
X14 地理位置优势 0.993 -0.121 0.129 0.700
X15 弱关系网 -0.032 0.176 0.856 0.802
X16 强关系网 -0.368 0.998 0.370 0.856
X21 信息获取敏感性 0.000 0.000 1.000 0.811
X22 获取路径多样性 0.001 0.000 0.999 0.718
X23 信息获取先知性 0.211 -0.100 0.899 0.646
X24 有效信息传播者 -0.314 0.686 0.637 0.690
X25 利好政策获得者 0.541 0.360 0.099 0.656
X26 经营规则制定者 0.153 0.469 0.379 0.733
特征值 1.456 2.379 1.821 ———

方差贡献率 25.45 36.22 23.34 ———

累积方差贡献率 25.45 61.67 8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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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异质性资源为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创造了先天优势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异质性资源首先是一种在人力、物力、财力、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优势资源,
可转化为特有的经营能力和竞争优势。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核心能力培育,异质性资源是锻造核心能力

的关键。乡村旅游业作为外向型的综合性产业,其经营与发展需要不断获得外部异质性资源支持。在乡村

旅游语境中,异质性资源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资源禀赋两个方面①。自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涉
及乡村区位、旅游资源、用地条件等非人为要素,是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数据分析显示,农耕

景象差异(X11)、农业产品特色(X12)、核心资源品级(X13)及地理位置优势(X14)在自然资源维度的载荷系数

值均大于0.8,说明受访者认可异质性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经营中具有先天优势。旅游资源环境、旅游资源

禀赋等有形资源是旅游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②。需要指出的是,异质性自然资

源为乡村旅游经营者带来的获益机会具有一定的短期时效性,会伴随着同类产品的涌现而逐渐消失。社会

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强调乡村社会资源网络的差异化结构。乡村旅游开发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是异质性行动

者网络建构的价值共创过程。如表2涵盖的弱关系维度即属于乡村异质性社会资源,具体包括他力量和他

组织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干预、乡村社区的对外联络力量、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个人关系网络等。

2.过度依赖强关系,不利于留守农户旅游竞争优势养成

在旅游经营过程中,弱关系网(X15)和强关系网(X16)对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对
应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8)。乡村居民普遍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为其依赖社会生产网络中的强关系提供了

思想基础,是乡村旅游经营初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而且,这种社会关系网络通常具有较强的代际

遗传性,强化了农民群体及其后代在旅游经营和社会融入过程中对地缘、亲缘关系的路径依赖。但乡土社会

关系网的多元化与后致性转型,让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家族和近邻主义逻辑难以跟上现代经济发展与变

迁③。受地理因素、教育水平、经济基础等客观因素局限,当亲缘、地缘、人缘等强关系网不断得到内部强化

和使用时,留守农民常常不自觉陷入旅游竞争优势趋弱的被动局面。
依赖于强关系网的内卷化竞争,可能导致乡村旅游业发展停滞或提前衰退,阻碍乡村旅游经营竞争中留

守农民的个人成长。从信息获取的敏感性(X21)、多样性(X22)和先知性(X23)角度看,以亲缘、地缘为边界构

成的强关系网对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帮助有限(对应载荷系数值均小于0.8),并在提升留守农民

信息利益获取方面日趋无力(X21-Y2、X22-Y2、X23-Y2 相关性低)。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有效信息传

播者(X24)、利好政策获得者(X25)、经营规则制定者(X26)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不具有明显作用(对应载荷系

数值均小于0.8),这可能是由于受访样本中乡村旅游精英少、利好政策普及性高等原因所致。

3.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更有利于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由X21、X22、X23 在弱关系维度上的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8可推断,社会结构网络中的弱关系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留守农民获取新信息的敏感性、路径多样性和先知性,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正在成为影响乡村旅游

经营的一股重要力量④。例如,乡村职业具有典型的兼业特征,部分留守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任村

干部、乡村医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他们以相对较高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构成了乡村精英群

体⑤。他们是乡村自组织形成和完善过程中的领军人物,通常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整合和调动各种有利资源,
拥有更多拓展弱关系网、占据结构洞位置及获取信息利益的机会,更容易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乡村旅游精

英成长,表现出对弱关系网的依赖性增强。这说明由拓展结构洞而联结起来的弱关系已经成为结构性嵌入

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力量,对帮助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具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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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发现与理论启示

1.信息利益深刻影响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X镇袁某原本在村内务农和打零工,自2015年开始依托自家房屋开办农家乐,目前已小有规模。袁某

回忆:“我从事农家乐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鼓励下才开始做的,如今一干就是4年,家人也参与进来

了。”W 镇的乡村旅游经营者李某开展旅游经营的经历与此类似,她的表哥在村委会担任会计,较早获悉村

里即将开发旅游业的消息,并鼓励亲友改造空闲房屋开展民宿接待。袁某认为:“表哥的建议很及时,也让我

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毕竟是投入了那么多钱。”信息先机不但具有引导农户从事旅游经营的介入作用,还能丰

富信息通路,促进信息举荐(见图1)。

卫生局

游客

文旅局

村委会

其他非重
复关系人

伴侣

儿子

其他重复关系人父母

近村
村民

朋友A

我

信
息
举
荐

信息举荐

信息先机信息通路

弱关系网
强关系网
结构洞

重复关系人

非重复关系人

图示

图1 旅游经营过程中留守农民信息利益获取———基于X镇袁某的访谈

如图1所示,“⎔”表示中心关联人物“我”(袁某),“●”表示每个与“我”产生关联的重复关系人;实线代

表两者之间具有直接联系,通常为熟人网络;虚线代表两者之间无直接联系,为弱关系联结,彼此之间均为信

息关联者,是信息的了解者或被影响者。如传递原始信息的“朋友A”只和“我”建立了人际接触,由于“我”经
营乡村旅游而接触的信息获取者和信息关联者(如村委会、文旅局等)之间产生了多个结构洞,将原本无直接

关联的关系人与“我”联结在一起,一同为社会网络利益贡献叠加作用,这些“点”、“线”共同编织成一张为实

现“我”开展旅游经营的人际关系网。

2015年,在资源丰富但旅游业尚未兴起的X镇,“我”(袁某)由于获得来自朋友的信息先机(朋友A提

到“城里人周末喜欢开车去乡下玩,你们这里特别适合开个农家乐”),产生了旅游投资的兴趣。旅游投资动

机推动“我”创造出一张虚线所示的分散网络,“我”在虚线所示的分散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见图1)。由

于旅游经营需要,“我”的非重复关系人数量逐渐增加,结构洞数量不断增大,这就为“我”投资以及持续参与

旅游业创造了信息获取的先机、通路和举荐机会。一方面,袁某萌生了开办农家乐的意愿及农家乐初期的经

营支持均从强关系人际网络中获得(“我和家人商量开农家乐,把房子再装修下,楼下做成餐饮店”),解决了

乡村旅游经营初期的信息利益和人力资本问题,支持其成为X镇乡村旅游开发的先锋者之一;另一方面,袁
某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逐渐加强了与村委会、文旅局、卫生局等部门弱关系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其进一步

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基础。随着X镇乡村旅游发展日渐成熟,袁某经营的农家乐已成为当地知名的乡村

旅游接待点,其经营经验得到当地管理部门认可,袁某也实现了从留守农民向乡村旅游精英的转变。
以留守农民袁某和李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路径,在乡村旅游社区并非个案。调研发现,以信息

利益为代表的无形资源正在深刻影响当地涉旅留守农民的旅游竞争力,已经成为决定其能否成长为乡村旅

游精英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化持续渗透乡村社会的时代条件下,占领信息利益通路和先机在个人信息获益、
竞争优势培育、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日渐重要。因此,社会结构网络中的弱关系在乡村旅游可持续经营和个

人竞争优势获得方面作用更突出。这可为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实践思考。

2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结构洞作用:获取信息利益,建构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

在传统农业生产与家庭生活交织的熟人网络中,留守农民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对简单,重复关系人占据着

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位置。重复关系成为留守农民社会关系网的主要特征,由此延伸出一种集中的网

络闭环结构(图1的实线内环)。在这种结构下,网络中的关系人缺乏与外界信息的沟通机会和渠道,结构洞

数量稀少或缺失,导致非重复关系人的隔离,呈现出“去结构洞”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这不仅可能导致乡

村旅游产品创新度不足,还强化了强关系累积的内卷化状态。对乡村旅游经营者而言,“去结构洞化”最直接

的影响,表现为旅游竞争力下降,容易导致经营者自我成长的减缓或停滞。
罗纳德·S.

 

伯特认为,弱关系能够为社会网络中的各个玩家带来信息利益,这是由于分散的网络提供

了异质性信息所决定的①。正如X镇旅游大户覃某所言:“我用自己家的果园做采摘园很多年了,一直没有

大的发展,后来区文旅局下来调研,觉得我家果园位置好,品种也多,就被列为区里的推介项目,我也加入了

镇上的旅游协会,有机会接待很多旅游团队,最近几年发展得特别快。”覃某与区文旅局建立的弱关系联结,
为其拓宽信息通道(列入推介项目)、拓展结构洞数量(加入旅游协会)和获取异质性信息(旅游团队信息)提
供了机会,协助他获得更多旅游收益(发展速度加快),并逐渐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由此可见,弱关系在乡

村旅游精英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迭代作用。结构洞的作用表现为促成若干弱关系人之间的联结,以在某一目

标上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并形成弱关系网,这是弱关系人之间建立共有信任的前提和目的。通过不断

增加个人非冗余关系和非重复关系人(图1的虚线外环),留守农民可以不断提高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洞数量,
增加信息通道,累积信息利益,并逐渐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

3.结构洞营造:乡村旅游精英社会资本累积路径

当联结弱关系人的结构洞呈增长趋势,留守农民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与物质交换的先机也随之增

加,信息获益渠道和通路将持续畅通。一方面,结构洞增长削弱了个人对强关系网的路径依赖,为留守农民

累积社会资本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结构洞增长为初级旅游经营者占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奠定基

础,有助于其获得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所必需的声誉权、人情权、知情权,为经营者带来更多信息利益。合作

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主体,在获取异质性知识信息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是个人维持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

之一。乡村旅游精英往往占据着农村社会结构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他们不仅是乡村社区内部人际关系的

节点,也是联结乡村社区内外信息与资源的桥梁②。作为联结若干弱关系人的关键节点,结构洞能够为留守

农民了解外界信息维持必要通道。因此,引导留守农民保持乡村社会结构网络的结构洞位置,是培育其成为

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为优化留守农民的信息利益和结构洞,当地政府、文旅部门、旅游经营公司等乡村旅游地主导者应重视

政策制定和制度构建方面的转向激励。基于结构洞优化视角,这种转向激励可从两个层面进行尝试:一是外

部性激励,将优化乡村人力资源结构与发展乡村旅游结合,通过打造乡村文创空间、探索乡村资源多功能利

用、吸引企业和人才进村等措施,逐步建立人才流入的长效机制,拓展留守农民人际圈,为其接触非重复关系

人创造机会,最终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实现农文旅立体化交叉发展;二是内部性激励,即通过建立旅

游发展基金、同行交流会、乡贤互助会等平台,引导留守农民主动了解同类产品和优秀企业,获得接触非冗

余、非重复人脉关系的机会。
此外,通过社区赋权与责任给予,乡村旅游管理运营机构应主动创造有利条件,鼓励乡村旅游经营者“走

出去”和“带回来”,使其重视结构洞与信息利益的紧密关系,鼓励他们占据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结构洞位置,在
拓展人际网络关系过程中优化结构洞类型,逐步建立效率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通过不断丰富结构洞数量而

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四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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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缺少信息获取通路,让信息不敏感的留守农民丧失了创造

更多经济效益的机会。社会关系网络质量正向影响留守农民在旅游经营与社区发展中的自我成长。基于结

构洞理论,社会关系网中的强弱关系均能为留守农民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回报。一方面,依靠亲缘、地缘关

系建立起来的强关系,是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信息来源和初始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知名度的

提高与旅游竞争者的出现,弱关系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拓展信息通路,成为旅游发展中有效信息的先知者。乡

村旅游开发是一个内外协作的系统工程,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网不利于外部资源进入,并阻碍留守农民持续

获取信息的通路。在现代技术持续渗透下,弱关系网更有利于乡村旅游经营者拓展旅游产品销售渠道,获得

更优秀的信息利益回报。
本研究引入结构洞理论,阐明了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信息利益对信息相对闭塞群体———留守农民的

成长意义,提出并论证了“留守农民→乡村旅游经营者→获取信息通路→强化弱关系网→获取更多信息通路

→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研究设想。基于对样本地涉旅留守农民的持续性追踪访谈和问卷调研,不仅检验

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对拓展留守农民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重要性,也论证了结构性嵌入中的弱关系更

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理论假设。研究发现,虽然异质性自然资源为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

游创造了先天条件,但结构性嵌入中的异质性社会资源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这在乡村旅

游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后效应更加明显。信息利益正在深刻影响留守农民的旅游竞争优势养成,社会关系网

络中的结构洞能够为留守农民建构起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加速社会资本累积,使其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利

益。通过“外部-内部”转向激励,鼓励和引导留守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据结构洞位置,并逐步建立效率

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是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从理论视角梳理了以信息利益为代表的结构洞在促进留守农民高质量旅游就业并成长为乡村旅

游精英的逻辑内涵,从实践层面揭示了留守农民在信息利益影响下如何占据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洞并获得信

息利益的叠加效应,从而丰富了乡村旅游参与者成长模式与路径研究的成果,为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乡村旅游内生动力及高质量发展,与留守农民个人能力提升紧密相关,不仅是研究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

热点议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值得更多学者关注。其一,从研究样本的

个体特征角度,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意义对于不同旅游经营内容、收入结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留守

农民是否存在个体差异,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分化研究;其二,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角度,经营初期、中期和成

熟期,结构洞优势是否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具有同等效力,其形成机制和演化特征又是如何等问题,仍是未

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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