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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汤口、寨西和山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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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业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一方

面，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承载传统功能（如居住功能、生产功能等），另一方面，旅游消费给予乡

村聚落新的发展活力，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潜在功能逐步被挖掘。旅游发展进程中世界遗产

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人类适应性的科学研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对于指明世

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方向和促进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采取参与

式农村评估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黄山世界遗产地汤口、寨西和

山岔3个聚落为案例研究对象，解析了3个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模式，分析了聚

落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制。3个聚落在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与模式：

汤口呈功能耗散式转型与空间破碎化分异、寨西呈功能模块化融合与空间协同性演替、山岔呈

功能自组织适应与空间核域式集聚，并相应形成“原地生长型”“就地重建型”“景村共生型”三

种转型发展模式。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旅游市场需求为世界遗产地3个

聚落转型发展的支撑力、行动力与驱动力，推动着聚落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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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达国家乡村经历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从生产空间

到消费空间的转变[1]，乡村成为了一个多主体、多功能与多维度的空间，乡村不再是城市

的附庸，而是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建构得以复兴的空间[2,3]。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乡村地域系统内外发展要素发生解构与重组，乡村转型发展已成

为必然趋势[4-6]。乡村转型发展是在多元主体参与下，乡村地域系统内外的人口、产业与

土地等多维度的和谐演进，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7-9]。乡村功能多元化和空

间异质化是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体现[10,11]。中国关于乡村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工业化、

城镇化为驱动力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12,13]，以农业专业化为导向的典型中部农区[14,15]，以

市场、消费为驱动力的大都市边缘乡村[16,17]，这些区域或经济发达、或具有农业发展优势

或临近大城市，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过程中率先转型发展，成为学者们研

究的热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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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地作为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经济注入乡村地区并成为主导
产业，打破了乡村地域所维持的单一功能和均质空间的状态[18]，旅游成为驱动乡村转型
发展的策源力量和持续动力。世界遗产地乡村转型发展体现在旅游经济通过供求等市场
作用带动乡村地域各要素解构与重组，并结合政府、企业、居民和旅游者等多元主体的
适应行为，形成旅游产业的融合与集聚，推动乡村地域功能多元化和空间异质化转变，
重塑世界遗产地乡村地域系统[19-21]。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是旅游地域系统作用于乡村地域
系统的重要体现，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转型发展类型。学者主要从旅游城镇
化[22,23]、旅游绅士化[24]、旅游系统[25]等理论出发，围绕旅游型村落演变过程与格局[26,27]、模
式与机制[28,29]等展开研究。旅游地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地理学与旅游地理学的交叉研究内
容，它需要融合两者的相关理论进行综合分析。

乡村聚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空间单元[30]，承载着乡村居民的生活、
生产和生态功能[31]。功能多元化是聚落产业和居住混合发展的重要途径[32]。一宅一户或
一栋宅屋是村域内基本的生活单元，家庭旅馆、农家乐和特色民宿等空间的出现，改变
了原有主要作为生活功能的宅屋演变成生活、生产和消费共存的多元化混合簇群。宅屋
旅居混合功能发展是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在微观尺度上的重要体现，是从微观
尺度研究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的新视角。选取黄山世界遗产地汤口、寨西和山岔 3
个乡村聚落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与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地理信息
系统空间分析方法，解析其转型发展特征与模式、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以期为世界遗
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2 研究框架

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是旅游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世
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在演化成旅游专业村或旅游地过程中，产生了旅游地域系统和乡村地
域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形成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地域系统。这种新的人地
关系地域系统融合了旅游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的相关理论，为探索世界遗产地乡村
聚落转型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需要围绕“过程-特征-模式-影响因素-机制-效
应”等研究内容，分析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要素流动、结构演变、功能转型、空间重
构、产业演进、地域演化等过程与特征，凝练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地域模式，
剖析其内源性与外源性、基础性与主导性等影响因素，综合多要素、多主体、多政策、
多系统，探究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机制，并对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效应进行研判。可按照“家域-村域-镇域”等多尺度地域，对不同尺度下的世界遗产
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进行实践探索，总结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一般规律，为世
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图1）。

3 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选择
世界遗产地是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

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的区域。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键
地带，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独特区域之一。黄山风景区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具有
生态脆弱区、旅游发展活跃区等多重叠合特征的典型区域，是国家生态红线的主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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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口镇拥有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和适
宜的居住环境，成为服务黄山风景区
的主要旅游接待和生活基地 [33]。汤
口、寨西和山岔聚落是汤口镇的 3个
典型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图2），在
旅游发展和聚落建设方面更为充分与
完善。其中，汤口作为黄山风景区南
大门最邻近的聚落，最早接受了黄山
风景区旅游发展的溢出效益；寨西作
为京台高速汤口出入口所在地，是旅
游城镇化和旅游绅士化较为明显的聚
落；山岔作为汤口镇黄山脚下最早开
展旅游开发的聚落，旅游发展较为成
熟。这 3个聚落旅游和乡村都经历了
较长时间和较大程度的转型，作为世
界遗产地聚落转型个案研究对象，具
有很强的典型性。
3.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① 通过参
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与问卷调查访谈相
结合的方法[26]，分别在2017年10月12—16日、2018年5月3日和2018年9月18—21日对
汤口、寨西和山岔聚落进行调研，获取了世界遗产地3个典型聚落旅游业空间分布、宅
屋使用情况、聚落建设、旅游发展等数据。共发放问卷240份，其中，旅游经营（简称
涉旅）问卷总共180份，有效率88%，非旅游经营（简称非旅）问卷总共60份，有效率
78%。并对汤口镇旅游分局和规划建设分局局长、各村书记、旅游从业人员、普通村民
等开展访谈式调研。② 借助 Google Earth 及专业地图软件，获取高清影像图（分辨率
0.6 m，拍摄日期为2018年10月）。③ 收集《汤口镇总体规划（2006—2020年）》《汤口

图2 3个典型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区位
Fig. 2 Location of three typical rural settlements in world heritage site

注：影像拍摄日期：2018年10月6日；地图级别：18；分辨率：

0.6 m/像素。

图1 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研究框架
Fig. 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world heritag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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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总体规划（2011—2030年）》《汤口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汤口镇
旅游总体规划（2011—2030年）》等相关规划资料。

调研发现，汤口、寨西和山岔聚落旅游发展程度较高，受访者中涉旅占比达 77%。
在涉旅部分，汤口和寨西有一半左右为外地人，山岔村则外地人相对较少；男女比例相
对均衡，25~64岁的人群占被访人数超过50%，旅游较发达的聚落年龄层次多集中在25~
44岁，呈现年轻化特点。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经营旅游的受访者学历普遍不高。在非
旅部分，受访者绝大多数为本地人，且大多为务农，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主要集中
在25~64岁，汤口和寨西以青年人为主，山岔以中老年人为主，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义
务教育阶段，高学历者较少（表1）。因此，本次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3 研究方法
旅游与居住功能混合是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混合发展的典型特征。结合聚落混质度

与聚落小微产业混合度测度方法[34,35]，采用宅屋旅居混质度，测度某个宅屋单元的旅游与
居住混合状况。公式如下：

Mt = 1
R

×
2tl tj

tl
2 + tj

2 （1）

Ms = 1
R

×
2sl sj

sl
2 + sj

2 （2）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Tab. 1 Description of samples

基本特征

样本量(个)

户籍占比(%)

性别占比(%)

年龄占比(%)

文化程度占比(%)

职业占比(%)

汤口镇人

非汤口镇人

男性

女性

≤ 24岁

25~44岁

45~64岁

≥ 65岁

小学及以下

初中/中专

高中/高职

大专/本科及以上

务农

旅游从业者

非旅经营户

打工(非旅工种)

教师或医生

政企人员

待业

汤口

涉旅

52.0

55.8

44.2

48.1

51.9

9.6

48.1

38.5

3.8

25.0

44.2

21.2

9.6

0.0

100.0

0.0

0.0

0.0

0.0

0.0

非旅

22.0

77.3

22.7

50.0

50.0

0.0

50.0

36.4

13.6

18.4

36.4

31.6

13.6

4.5

0.0

77.4

4.5

0.0

4.5

9.1

寨西

涉旅

74.0

48.6

51.4

62.2

37.8

5.4

64.9

28.4

1.3

17.5

44.6

14.9

23.0

0.0

98.6

0.0

0.0

0.0

0.0

1.4

非旅

12.0

83.3

16.7

48.3

41.7

0.0

66.7

25.0

8.3

16.7

66.7

8.3

8.3

8.3

1.0

57.3

16.7

0.0

16.7

0.0

山岔

涉旅

32.0

87.5

12.5

56.3

43.8

0.0

40.6

59.4

0.0

34.3

43.8

9.4

12.5

0.0

93.8

0.0

0.0

3.1

3.1

0.0

非旅

13.0

100.0

0.0

76.9

23.1

0.0

0.0

69.2

30.8

69.2

23.1

7.7

0.0

76.9

0.0

0.0

23.1

0.0

0.0

0.0

合计

涉旅

158.0

58.9

41.1

56.3

43.7

5.7

54.4

38.0

1.9

23.4

44.3

15.8

16.5

0.0

98.2

0.0

0.0

0.6

0.6

0.6

非旅

47.0

85.1

14.9

59.6

40.4

0.0

40.4

42.6

17.0

31.9

40.4

19.2

8.5

25.5

0.3

50.8

12.7

0.0

6.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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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 = 1
R

×
2pl pj

pl
2 + pj

2 （3）

M = αMt × βMs × γMp
3 × 100% （4）

R = maxi ∈ I

min Gi

max Gi

（5）

式中：M表示宅屋旅居综合混质度（取值范围为0~100%），M值越高，表示旅居混质度
越高，反之则越低；Mt为时间维度，表示同一宅屋单元内旅游与居住的时长比率，反映
旅居功能的时态特征；Ms为空间维度，表示同一宅屋单元旅游使用面积与居住使用面积
比率，反映旅居功能构成；MP为社群维度，表示同一宅屋单元内职住人群比率，反映社
会构成；R指在调研总样本 I中，各维度中某个样本 i的旅游与居住比值G （当旅游、居
住相等时，则R取最大值 1）；tl、tj刻画旅游、居住行为时长；sl、sj反映旅游、居住面
积；pl、pj为旅游、居住人员；α、β、γ分别为时间、空间和社群三者权重值，为均衡三
者对混合状态的影响，故取α=β=γ=1。

4 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解析

4.1 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特征
4.1.1 汤口-新旧共存街区 汤口地区由于空间的稀缺性和“马路经济”的依赖性，传统
居住区无法向外扩展和大面积更新，新兴旅游区只能沿道路线性扩展或挤占原有零散居
住空间，这种此消彼长的扩张，形成了功能混杂和空间散碎的新旧共存街区。

（1）功能混杂：耗散式转型。汤口经过40年的旅游发展和聚落建设，普通住宅集中
分布在中部“菱形”包围圈内和新建的南部逍遥水街，旅居混质区和旅游空间分散在

“X”型道路两侧，形成旅游和居住功能混杂的局面。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用地，部分来源
于原有居民宅屋改造再利用或拆旧建新，部分来自开辟新地进行建设。汤口典型的山区
河谷地貌，使得旅游用地扩张只能沿着河谷或道路延伸，不能呈规模化片状扩展，造成
旅游功能呈小规模的线状延伸。当遇到居民点时，主要采取兼并或拆除新建的方式，形
成功能不连续场域，导致旅游和居住功能存在相互拮抗或相互兼容的局面（图3）。

（2）空间散碎：破碎化分异。汤口是最早接受黄山风景区旅游发展影响的聚落，早
期的旅游商铺主要由自家宅屋改造而成，沿聚居区南侧道路一字排开，道路一侧是山
体，一侧是居民集聚区，旅居聚居空间在聚居地外围产生，聚居地内部由于可进入性和
人居环境较差，旅居混质空间沿道路线性蔓延。205国道向北改道后，旅居混质空间在
聚居区北侧道路延伸开来，形成与旅游空间相一致的“菱形”旅居空间，对原有传统聚
居区形成“合围之势”，这种“合围”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旅游要素进入“包围圈”内。外
围旅居空间主要由居民自发改造而成，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主要呈现独立式、分散型
的破碎化空间形态（图3）。
4.1.2 寨西-新建服务社区 寨西大部分建筑为21世纪初建造，建筑分布规整，功能分区
清晰，街道景观、居住特点、生活方式具有典型现代社区特征。餐饮、购物等旅游空间
不仅是游客消费的场所，也为居民提供日常消费服务。

（1）功能交互：模块化融合。寨西经过几轮新建，已基本不存在传统老旧建筑，代
替为统一规划建成的现代社区。自东北向西南，形成行政、交通、旅游和居住等主导服
务功能。每个功能由场域内主导功能确定，模块间存在明晰界限，模块内存在部分旅居
混质空间。模块内各要素交互程度高，旅居单元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有联系各要素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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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各功能模块之间和内部功能相互依存，行政服务、交通服务和居住均配有一定旅
游服务功能，其中，居住功能叠加大量旅游功能，旅居混合最为典型。例如寨西黄梅新
村原本为拆迁安置住宅，每户为 3~4层，约有 20间房间，大多留有 1~2间房作为居住，
其余皆用作旅游（图4）。

（2）空间延展：协同性演替。在寨西地区城镇有机更新和“有序发展寨西”要求
下，形成自上而下的空间重构特征，空间分区较明显，旅游发展与住房建设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和协同性。各产业间的产生与发展协同性高，产业运行效率快，以组团式混合推

图3 汤口功能转型与旅居混质分布
Fig. 3 The houses function and tourism-live mixed use of Tang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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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空间扩展。往南为京台高速出入口，形成交通服务场域，相关交通服务和旅游接待设
施在此集中，如黄山旅游集散中心、汤川徽韵商贸城和黄山南大门立体停车场等。优越
的区位和狭长的用地条件，使得旅游空间沿道路向南延伸，形成以旅游餐饮、住宿和购
物为主的旅游空间。浮溪河与 205 国道相交而构成的“十”字空间是寨西主要的居住
区，也是旅居混质宅屋分布最广的区域。各混质单元产业关联性强，促使生活服务、旅
游服务等多种旅居要素集中在经营性社区，各旅居混质单元通过相互的群化协同，形成
了功能模块化、空间有机化的旅居综合体（图4）。
4.1.3 山岔-乡村旅游新村 随着山岔旅游景点的开发，村民主动的适应调整和政府的积
极参与，调整宅屋使用功能和建设新村。既适应村民集中居住的要求，也成为农家乐旅
游接待场所，山岔从一个传统山区聚落演变成一个旅游专业村。

图4 寨西功能转型与旅居混质分布
Fig. 4 The houses function and tourism-live mixed use of Zha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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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融合：自组织适应。山岔是以村民宅基地为基础的功能单元，为村民生产
生活的基本空间载体。它包括土地、建筑、商品等物质要素和居住、交易、生产等社会
要素，是旅居二元混合增长的基础。旅游发展之前，山岔是一个典型山区聚落，宅屋部
分用来居住，部分用来储存或圈养家禽、牲畜等。山岔旅游发轫于村民自发组织开发的
翡翠谷景区，景区开发带来用地调整和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变化，翡翠新村
建设解决了村民因景区开发而失地的矛盾，也解决了游客接待问题。同样，天湖和香溪
景区开发和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天湖新村的建成。这两个旅居混质空间的新村具有典
型的被动式适应和主动式迎合的特征，既解决村民居住需求，也解决游客农家乐接待。
山岔地区西部九龙瀑景区周边农户则将自家宅屋改造或拆旧新建，以“左邻带右舍”形
式，形成相对分散的旅居混质空间（图5）。

（2）空间分化：核域式集聚。景区开发打破了聚落传统均质空间，对景区周边区域
的发展要素产生明显的极化作用，发展成以景区为依托的“增长极”，逐渐形成以翡翠新
村、天湖新村和九龙瀑景区入口处为中心的三大集聚核心。核域内的旅居混质宅屋主要
来源祖宅延续或规划新建，在建筑架构、使用类型和空间形态具有相似性。翡翠新村和
天湖新村因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均有自我管理的农家乐管理公司或组织，经营方式和发
展模式有统一路径，旅居混质在时间、空间和社群维度上具有相似性。九龙瀑景区入口
处旅居空间的产生，主要受市场需求的刺激，体现村民“逐利”行为。旅居混质宅屋因
村民自发产生，缺乏统一规划，混质单元发展基础存在差异。但业态具有趋同构建现
象，与周边传统聚居区差异明显，表现出微尺度上集聚，小尺度上分散格局（图5）。
4.2 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模式

根据汤口、寨西和山岔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特征及宅屋旅居混质演进时序，以宅屋
旅居混质度和宅屋功能分布为基础，将每个聚落划分为若干个组团，既可厘清每个聚落
重构时序，也可反映每个聚落组团特征，便于总结和归纳这3个聚落的重构模式。
4.2.1 汤口-原地生长型 由于地形、交通和历史等因素，聚落无法摆脱原生环境，后期
因旅游发展和生活需求，原生聚落凭借道路、河流等生长通道，形成新的聚落，这种在
原生环境生长起来的聚落空间重构模式称之为原地生长型。汤口作为典型的山区聚落，
生产生活往往分布在河流与道路交叉区域，形成传统聚落生长的原生发展域。黄山风景
区旅游发展将旅游经济引入汤口，旅游空间渗透至原生发展域（组团 I），成为形成时间
最早、数量最多和旅居混质度最高的区域。由于建设用地稀缺和传统原生聚落更新难等
原因，加之旅游需求和生活需求急剧增长，新生聚落沿着原生聚落的外围、道路和河流
等生长通道，不断向外扩展，形成功能各异的新生域。组团 II和组团 III沿着205国道延
伸集聚而成，涉旅宅屋在时间、数量和混质度具有较高的相似性，通过旧居改造或拆旧
建新的方式，以旅游个体商铺为主，成为汤口旅游接待服务的补充。组团 IV向北直通黄
山风景区南大门，是汤口离黄山风景区最近的组团，为提高汤口旅游接待质量和能力，
组团内原有传统宅屋拆除殆尽，随之替代的为中高端酒店和黄山风景区的管理机构。组
团V是原生发展域（组团 I）沿逍遥溪向南生长的产物，逍遥东街以农家乐为主，是居民
生活和旅游接待的重要区域，逍遥西街以居住和养老服务为主。原生域受到旅游刺激，
沿生长通道向外扩展，形成功能各异的新生域（图6）。
4.2.2 寨西-就地重建型 新建聚落覆盖原有聚落，在原有聚落基础上有组织地扩展，形
成新的聚落空间，这种聚落空间重构模式称之为就地重建型。原来布局散乱、功能混乱
的传统乡村聚落被统一规划新建的城镇聚落所取代。在规划调控下，寨西地区从传统山
区乡村聚落逐渐转变成集旅游接待、居民生活和交通集散的复合型城镇新区。合铜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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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通车加快寨西地区重构速度，位于高速出入口的组团 I成为首批新建的区域，交通集散
服务设施和中高端酒店等兴建，带动一批拆迁安置社区建设，这些统一规划建设社区，
功能齐全、空间规整，既是居民生活场域，也是提供旅游接待服务的场域，两者相互融
合。道路两侧分布大量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接待设施，在区位和可进入性较好的社
区新村，大量的房子被用作客栈、酒店和旅游商店等，例如组团 II中的黄梅新村全部用
做旅游；组团 III主要以住宅用地为主，只有在靠近主干道的部分房子用做旅游。组团 IV
随着汤口镇政府迁建至此，成为以公共管理服务功能为主的区域。组团V和组团VI在城

图5 山岔功能转型与旅居混质分布
Fig. 5 The houses function and tourism-live mixed use of Shan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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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空间持续扩张下，沿道路向南和向西扩展（图7）。
4.2.3 山岔-景村共生型 景点开发带动周边聚落向旅游专业村转型，旅游专业村为景点
发展提供旅游接待服务，这种景区和聚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聚落重构模式称之为景
村共生型。山岔组团 I-II-III分别依托翡翠谷景区、九龙瀑景区和天湖景区，这些景区初
始开发管理主体均为村民集体，这种自下而上的形式有利于提升村民主体意识和参与
度，更好地促进景区与聚落联系，依附于这3个景点的聚落构成山岔三大旅游接待服务
中心。1985 年上张村民组村民自发组织开发翡翠谷，为配合景区开发和新农村建设，
2003年翡翠新村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翡翠谷景区甚至是汤口镇重要旅游接待基地，形
成景区+新村的一体化发展场域，并持续向外拓展（组团 I）。九龙瀑景区于1991年由田
段、苦竹溪村民组村民开发，田段、苦竹溪和舒家分别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后期和
2000 年以后向旅游专业村转型，3 个村民组分别距九龙瀑景区入口约 50 m、500 m、
1000 m，表明距景区越近，转型时间越早，发展越成熟。景区旅游溢出效益随距离递
减，乡村转型程度也随之递减（组团 II）。1997年天湖景区开发，政府和村民不同适应行
为形成两种不同组团。为响应合铜黄高速建设，规划新建天湖新村，因地理障碍（河
流、高速公路等阻隔），天湖景区与天湖新村在空间形态上相分离，但景区作为吸引物、
新村作为接待服务基地作用依然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在统一规划下形成新的旅游-居住

图6 汤口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模式
Fig. 6 The model of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Tang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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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组团 III）。距离稍远的原有聚落因受景区旅游经济溢出，部分宅屋转型成农家乐
等旅游接待设施，在自下而上的村民自适应下形成新的旅游-居住组团（图8）。

5 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驱动机制分析

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内源性因素
直接决定着聚落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发展水平，外源性因素在聚落转型发展过程中起
到引导、催化、推动或阻碍作用。
5.1 功能转型影响因素

在参考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6-42]，一方面从个人能力、社会关系、基础设施、
市场需求、旅游发展环境5个方面，选取19个指标（表2），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设计问
卷项，运用SPSS 22（α系数为0.785，样本数据通过信度检验），对汤口、寨西和山岔转
型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另一方面，采用参与式访谈，通过质性分析，综合分析
其影响因素。
5.1.1 内源性因素

（1）个人能力。个人能力是推动聚落功能转型发展的人力基础。一宅一户是组成村
庄基本单元，居民是该单元主要使用者和村域内最活跃的要素之一，作为聚落功能转型
发展核心行为主体之一，主体能力和行为对村域发展至关重要。劳动力数量、质量和财

图7 寨西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模式
Fig. 7 The model of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Zha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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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汤口、寨西和山岔功能转型影响因素得分
Tab. 2 The sco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ngkou, Zhaixi and Shancha

变量

（一）个人能力

劳动力数量

文化程度

从事旅游经验

资金

（二）社会关系

金融能力

旅游协会帮助

亲朋在政企担任职务

亲朋中有人经营旅游

（三）基础设施

污水设施

通信、水电、环卫等基础设施

公交站点

汤口

3.04

2.57

2.97

3.42

3.22

2.88

3.01

2.65

2.55

3.31

3.21

3.05

3.28

3.28

寨西

3.10

3.09

2.85

3.20

3.27

2.56

2.72

2.13

2.04

3.37

3.47

3.30

3.51

3.60

山岔

2.87

2.58

2.60

3.24

3.04

2.79

2.73

2.51

2.40

3.51

3.23

2.91

3.29

3.49

均值

3.00

2.75

2.81

3.29

3.18

2.74

2.82

2.43

2.33

3.40

3.30

3.09

3.36

3.46

变量

（四）市场需求

游客量

游客需求

（五）旅游发展环境

旅游经营环境

旅游经营者认可度

旅游业发展状况

旅游政策

地域文化

旅游行业偏好

总体平均

汤口

3.18

3.03

3.34

3.08

3.01

3.14

3.22

2.76

3.16

3.22

3.06

寨西

3.51

3.38

3.63

3.20

3.41

3.49

3.22

2.65

3.08

3.34

3.12

山岔

3.56

3.47

3.64

3.30

3.56

3.60

3.42

2.93

3.09

3.22

3.12

均值

3.41

3.29

3.54

3.19

3.33

3.41

3.29

2.78

3.11

3.26

3.10

注：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图8 山岔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模式
Fig. 8 The model of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Shan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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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个人能力重要体现，能力较强的个人，容易成为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的“乡村能人”
“体制精英”和“先锋农户”，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经验，从事旅游愿望
较强。据山岔村村支书介绍，山岔村70%劳动力从事旅游或旅游相关行业。由于这部分
能人率先在村内从事旅游经营或参与旅游活动，较早地从传统农户转变成现代市场参与
者，成为“先富之人”，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他们个人在转型之后，成为他人效仿的对
象，逐渐形成了由乡村能人建构的转型网络，推动聚落功能转型发展。

（2）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提升个人能力的重要辅助力量，不同利益主体组成的社
会关系网络助推聚落功能转型。汤口由一个山区传统农业社区向旅游服务社区转变，生
产方式变革引起社会关系变化，以宗亲血缘维系的社会关系被以“血缘+业缘”为主的社
会关系所取代。社会关系反映了居民、旅游经营者、企业家、协会组织和政府等行为主
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社会关系作为支撑个人发展的无形力量，往往成为个人的社
会资本，助推乡村转型发展。61.7%的被访者认为“亲戚朋友带动”是其经营旅游的原因
之一。这些社会关系不仅给转型主体带来技术指导，也为他们提供资金等物质支持。

（3）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奠定聚落转型发展的基本空间格局，是聚落功能转型的地
理基础。地形地貌、河流水系和植被景观等影响聚落空间布局形态和拓展方向。同时，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旅游发展提供资源要素和生态本底，起到制约和支撑聚落功能转型的
双重作用。汤口是典型山区聚落，聚落形态受到地形地貌制约，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
民点和旅游接待服务设施集中在河谷沿线。翡翠谷、九龙瀑和香溪漂流等依托汤口镇河
流开发，这些景区诱发乡村聚落空间快速重构，如翡翠新村和天湖新村建设，成为山岔
村农家乐接待服务集聚地。

（4）区位条件。区位条件通过服务设施便利性、交通通达性和旅游资源临近性等影
响乡村转型次序和速度。汤口是距离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最近的区域，因此最早成为旅游
接待服务基地，率先发生乡村转型。2007年合铜黄高速开通，高速出入口设在寨西，寨
西的交通优势急剧提升，生活住宅小区、商业街区、医疗设施和管理设施等在寨西逐渐
建立完善，寨西在短时间内迅速由一个落后农业聚落转变成现代服务城镇。山岔村拥有
翡翠谷、凤凰源、九龙瀑和香溪漂流等景区，临近景区的乡村聚落在旅游绅士化和旅游
城镇化的推动下，率先产生转型，成为景区周边的旅游服务接待基地。

（5）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和水电等基础设施作为乡村发展的硬件设施，成为乡村
转型发展的先导和支撑。旅游经营者往往会选择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使得基础设施延
伸的方向与旅游扩展的方向具有一致性。汤口旅游经营受到环保条件的约束，特别是污
水处理的要求，还需要满足游客对通信和环卫等方面的要求。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传统
农业乡村向现代旅游服务社区转变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较差的乡村，区域内部设施与
外部的连通性较差，乡村转型较慢。例如汤口地区的老城区居住用地紧张，建设混乱，
当地人称“厕所包围着房子，房子里有厕所”，整个老城区基础设施差，成为汤口地区乡
村转型发展的“洼地”。

（6）旅游发展环境。旅游发展环境是聚落功能转型发展重要的软环境支撑。旅游发
展环境是吸引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经营旅游的重要诱因。旅游是汤口乡村转型发展核心动
力，从事旅游是当地居民主要生计来源。汤口和寨西作为汤口镇旅游服务集散地，旅游服
务设施完善。在调研过程中，仅有19.3%的被访者认为汤口镇旅游经营环境不好，主要原
因是住宿、餐饮企业数量多、竞争压力大，大部分对汤口镇旅游发展环境比较认可。
5.1.2 外源性因素

（1）制度政策。制度政策影响乡村发展要素配置，进而影响聚落功能转型进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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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作为制度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用地供给、
收入分配和村镇管理等调控乡村发展。作为旅游聚落，汤口镇政府角色经历了“放任
型”政府、“参与型”政府到管理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旅游发展初期，除外事接待在政府
管控之下，乡村农户旅游接待处于自我管理阶段，政府放任其发展；随着旅游业进一步
发展，政府鼓励和规范旅游市场发展；到发展后期，城乡建设不足和旅游发展转型等问
题出现，政府通过相关规范方案弥补不足和适应新发展。

（2）规划调控。规划是政府适应旅游发展和应对聚落转型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规
划编制和实施为聚落发展提供了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依据汤口镇“镇区-中心村-自然
村”三级镇村等级体系，确定相应区域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表3）。规划调控具有一定的
强制性，被纳入到城镇规划范围的乡村，经历由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转变，居民由村民
向市民化转变。《寨西新村规划》《天湖新村规划》《香溪新村规划》等一系列新村规划实
施，因项目工程或危旧房改造拆迁，选址新建农民新村，这些新村不仅是新建居民的住
所，也发展成旅游接待服务基地。而部分因规划搁置或调整的村庄，被迫保持原状，例
如山岔村舒家村民组。

（3）市场需求。旅游市场持续扩张是汤口镇聚落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黄山风景

区对外开放初期，汤口镇少部分居民可以上山卖旅游小商品和零食，随着景区游客持续

增长，山上接待设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汤口镇的家庭旅馆、连锁酒店和个

体餐饮纷纷建立，成为黄山风景区旅游服务接待基地。2000—2017年，汤口镇旅游接待

人次从30多万增长到520万，增长了近17倍，并每年仍维持较高的增长率。随着翡翠谷等

山下景区景点的开发，汤口镇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旅游新村、国省干道两侧的农家乐兴起，

乡村转型由镇区逐渐向农村地区扩展。市场需求的变化为汤口镇转型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2016年，汤口镇拥有民宿14家，2017年出台相关民宿规范，迎合新兴的民宿市场。

（4）外部环境。国内大政方针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影响村域内外要素流动，进而对

乡村转型产生影响。受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影响，汤口镇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一部

分，在生产环节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和“互联网+”模式影响、OTA平台

运用，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使得区位条件较差区域也获得一定客源。黄山作为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旅游发展观测区，汤口镇旅游业和村镇发展也受到

国际环境的影响。

汤口、寨西和山岔分别代表着世界遗产地聚落转型发展不同模式中的典型村域，影

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作用强度在地域间存在着差异（表4）。汤口凭借临近黄山风景区入

口的优势，拥有更具实力的发展基础，受到旅游市场牵引，转型是自然环境、制度政

策、文化特质等综合影响下的结果；寨西是在规划调控中，赋予该地区更多的资源、交

通、基础设施等优势，在外源性因素主导下有组织的转型；山岔通过自下而上的形式，

表3 汤口镇镇村体系职能结构
Tab. 3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angkou town-village system

区域

汤口

寨西

山岔

主要职能

黄山风景区行政管理中心，黄山风景区南大门，以旅游接待服务、交通组织和生活居住为主

汤口组团职能延伸，规划为黄山风景区主要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基地、风景区出入换乘和对外长途
交通枢纽

旅游综合服务区、黄山风景区东海景区组成部分，与谭家桥共同组成黄山东部交通枢纽，兼备黄山风
景区东大门管理、风景游览、旅游服务和居民生产、生活服务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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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景区来实现乡村转型发展，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方面尤为重要，内源性因素占据主

导位置。

5.2 功能转型驱动机制

通过对3个聚落功能转型特征、模式和影响因素分析，归纳总结聚落转型发展的微
观驱动机制（图9）。内外因素相互作用是聚落功能转型支撑力。内外因素的促进、协同

图9 乡村聚落转型发展驱动机制
Fig. 9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

表4 汤口、寨西和山岔聚落功能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差异比较
Tab. 4 The differences 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angkou, Zhaixi and Shancha

影响因素

个人能力

社会关系

自然环境

区位条件

基础设施

旅游发展环境

制度政策

规划调控

市场需求

汤口

在旅游经营的经验方面更具优势

社会关系较强，金融关系较为
突出

空间狭窄，可利用土地资源较
少，建设用地约为45 hm2

离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最近

居住与旅游混杂，旅游接待设施
更新较慢

本地的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

政策知晓度19%

管理、旅游接待服务和生活居住
为主

上山便捷，历史基础好

寨西

在劳动力数量和资金方面更具
优势

外来旅游从业者较多，本地社
会关系较弱

可利用土地资源较多，建设用
地约为74 hm2

离高速出入口最近

旅游接待设施充足

旅游经营者更喜爱旅游行业，
淡旺季差异明显，竞争压力大

政策知晓度24%

行政办公、生活服务和交通
枢纽

换乘方便，商业化程度高

山岔

个人能力较弱，但可从亲朋和组
织中获得弥补

血缘关系为主，辅以业缘关系

可利用的水域资源丰富，水域面
积约为13 hm2

临近景区景点

污水处理设施欠缺

乡村旅游火爆，旅游经营环境良
好，自我管理能力较强

政策知晓度43%

居民生产和生活服务基层服务
点，兼具旅游服务功能

农家乐数量多，乡村性保持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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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拮抗作用，引起聚落内外的劳动力、资金、信息和技术等要素流动，激发了聚落功能
转型发展活力。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提升改善了居民的生计能力，促进了乡村主体转
型；自然环境为聚落功能转型提供了资源本底；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旅游发展环境是
推动聚落功能转型有力保障；市场需求、制度政策和规划调控是配置乡村资源的双重力
量；外部环境作为偶然性因素，通过影响其他因素而产生作用。

多元主体能动性是聚落功能转型的行动力。通过激发主体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动性，
构建多元主体行动网络。居民“趋利”行为促使他们选择更多有利可图的旅游行业，“自
下而上”的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率先开办家庭旅馆、农家乐和开发景区的居民，成为

“乡村能人”“先锋农户”和“体制精英”，成为其他居民效仿对象，开创农民办旅游新模
式。村民力量的崛起，需要村民集体的组织与适应，成立相关旅游行业协会和现代企
业。政府作为村镇建设与管理的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导和调控旅游发展
和乡村建设。游客、外来人员和NGO等，通过与居民和政府的交流与互动，直接或间接
影响聚落功能转型。旅游市场需求是聚落功能转型驱动力。核心景区旅游效益溢出，使
景区门户区域成为首要的受益地区，促使地域各要素解构和重组，引起地域生产方式的
变化，改变了原有传统地域面貌，成为驱动聚落功能转型策源力量和持续动力。村民集
体和政府的参与，形成以市场需求为主导，民间和政府参与为辅助的驱动力量。随着旅
游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聚落功能不断发生新的转型。

6 结论与讨论

（1）世界遗产地旅游经济的出现，传统乡村聚落的相对单一功能和均质空间被打
破，逐渐转变成城镇社区。村域内功能和空间发生转型与重构，产生不同的地域重构特
征与模式。汤口形成耗散式的功能转型和破碎化的空间重构，在此消彼长的扩张中，原
地生长成功能混杂和空间散碎的新旧共存街区。寨西聚落建设与旅游发展在规划导控
下，呈模块化的协同演进，就地重建成功能模块化、空间有机化的旅居综合体。山岔逐
渐形成以翡翠谷景区、九龙瀑景区和天湖景区为中心的三大集聚核心，并以此为核心形
成景村共生型的旅游新村。

（2）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影响因素可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内源性因素包
括居民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村庄的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旅游发展环境
等，这些直接决定着聚落转型路径选择和发展水平，外源性因素包括制度政策、规划调
控、市场需求、外部环境等，在聚落转型过程中起到引导、催化、推动或阻碍作用。内
外因素相互作用是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支撑力，多元主体能动性是世界遗产地聚落
功能转型行动力，旅游市场需求是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驱动力。

（3）新时期世界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热点。目前关于世界
遗产地聚落功能转型研究，应用导向型研究和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普遍存在，需要进一
步探讨旅游地域系统与乡村地域系统的耦合机制和协调发展，在典型个案中总结世界遗
产地聚落功能转型一般性规律，助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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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settlement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Take Tangkou,

Zhaixi and Shancha as examples

YANG Xingzhu1, YANG Zhou1,2, ZHU Yue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2. Changshu Xupu High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e, Changshu 2155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forc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foundly changes the
socio-economic form and spatial pattern. On the one hand, rural settlements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contain traditional functions (such as residential function, production function, etc.), on
the other hand, tourism consumption gives new development vitality to rural settlements. The
potential functions such as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on and leisure tourism are gradually
explored.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ural settlement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human adaptability to world heritage site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rections of rural settlements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orld heritage. Taking Tangkou,
Zhaixi and Shancha villa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e integrate the method of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GIS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a microscopic research
perspective, apply the house function and tourism-live mixed us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adop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factor analysis,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etc.)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in the three villag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hree
villag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in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Tangkou is characterized by functional dissip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fragmentation, Zhaixi is characterized by functional modular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synergistic
succession, and Shancha is characterized by functional self-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and
spatial nuclear agglomeration. Accordingly, there are thre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Tangkou belongs to "in- situ growth" model, Zhaixi belongs to "original-
place reconstruction" model and Shancha belongs to "Jingcun symbiosis" model.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s the supporting force, the initiative of multi-
stakeholders is the action force and the demand of tourism market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rural settlement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This
study coul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Tangkou Tow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of
world heritage, and further enrich the conten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words: rural settlement;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 restructuring; world heritag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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