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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视角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及提升路径
——以浙江金华陈界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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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旅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引擎，为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新型乡村社会

关系下的旅游产业差异化、合作化、创新化发展，基于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特征，梳理乡村

社会关系转型要素构架，构建农旅融合视角下亲缘、地缘、业缘、志缘、外缘关系综合作用的新

型乡村社会关系“五缘增上”机理模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结合GIS空间分析陈界村农

旅融合发展中的社会关系特征，总结得出：乡村社会的五缘关系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反

馈，亲缘关系趋向功利化，但仍占主导地位，非亲缘关系正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最终，从乡村

五缘互补发展路径、乡村人才凝聚振兴路径、利益联合共同信任路径三方面提出发展意见，助

推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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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特性的地域系统[1]。从着重改善村庄公共
基础设施的新农村建设，到以农村文化旅游为代表的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展开，催生了众
多乡村旅游相关产业；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一直是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乡村社会关系是中国经济制度、管
理体制及诸多发展问题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建设社会和谐、文化传承的美丽中国，
必须首先建设美丽乡村[2]。当前，新型农村社区、高品质乡村旅游示范村等项目的建设对
于实现全域旅游、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旅融合是践行两山理论，有效
实现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途径之一，以三产带动一产，推动二产发展，形成乡村三产融
合发展模式，在满足城市居民精神需求的同时，促使乡村居民增收，实现生产生活方式
的转变和文明程度的提升。研究农旅融合视角下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有利于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有效促进乡村新型社会关系下的旅游产业差异化、合作
化、创新化发展，是统筹城乡关系，促进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

乡村社会关系具有动态性和时代性[3]，传统的乡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4]。
费孝通先生定义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为“差序格局”，即社会结构并非一捆捆扎清楚的柴，
而是石头丢于水面而产生的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各自波纹的中心，圈圈交叉就发生联
系[5]。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之上，血缘关系即宗族关系，是仅次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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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一种资源[6]；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具有高度一致性。农村改革使村民获得生产经营自
主权，农村生产力明显提升；同时，乡村统一有序的政治经济关系被摧毁，乡村经济结
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城镇化发展，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空心
化”[7]、“公地悲剧”[8]等加剧乡村社会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农村电商、乡村民宿等现
代农业和旅游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乡村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9]，农旅融合改变了乡村传统
的农业生产结构，以及原有物质空间表相和思想文化[10]，使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由封闭
走向开放，异质性、多元主体[11]、去熟人化趋势明显。

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是乡村研究的核心内容，既可以透视乡村居民思想观念、行为
方式及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也可以映射整个国家的乡村治理政策与战略导向。当前
研究内容多从宏观的国家政治层面[12-14]探讨乡村社会关系的问题与治理对策，或从微观的
个体组织层面[15]揭示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特征，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旅游开发行为[16-19]是学
者揭示乡村社会关系的新视角。但研究案例呈现个体化和区域碎片化特征，对揭示新时
期、新要素驱动下的乡村社会关系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总体来看，当前研究缺乏对
农业和旅游等新要素嵌入型乡村社会关系的系统总结，对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定义、要
素、机理和发展路径均不清晰。因此，以浙江金华民宿旅游发展的典型村落——陈界村
为案例区，通过实地调研、逐户深入访谈，结合地理空间分析影响乡村社会关系的诸要
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内在机理，构建农旅融合视角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理论架构，助推
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建设，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文化复兴提供
理论参考。

2 农旅融合下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

农旅融合是贯穿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的重要纽带。作为重要的产业形态，农旅融
合要求以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为基础，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旅游资源，结合新时期的农村
发展现实需求，开展有效的乡村治理，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最终实现乡村居民的生活
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2.1 乡村社会关系转型要素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始终遵从“礼治秩序”，实行以群组政治模式、小农
经济模式为主的人口土地管理制度。土地是村民生活生产的根基[20]，伦理道德是乡村社
会运行的基本准则，邻里乡亲是乡村社会运行的纽带。费孝通认为，传统农村的封闭性、
稳定性等因素，决定了乡村熟人社会的性质，即人与人之间通过种族、宗族、姻亲、血
亲等亲缘关系和地缘、人情、村规民约、邻里、阶层等非亲缘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
复杂而融合的关系网，乡村社会渗透的关系本位、人情本位和权力本位之共同特征即亲
疏远近的差序格局[21]。封建社会时期，亲缘关系作为乡村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划分阶级
的重要标志。传统乡村封闭稳固的地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村民生产生活的正常秩
序，但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村民的生产与生活被约束在村界的狭小范围内。

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规模和范围进
一步扩大，从产业间到产业内，再到产品内分工不断演变。乡村社会关系同样置身其中，
人口、原材料和商品流动性不断增强。尤其是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乡村建设和旅游产业
的同步快速发展，乡村地区独特的田园景观和文化体验备受游客青睐，乡村传统的社会关
系网络也在旅游产业的冲击与影响下发生着演化与重组。在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
便捷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形成了以亲缘、地缘、业缘、志缘和外缘为核
心驱动力的新型产业化体系和运营保障体系，正在经历着社会重构、空间重构、经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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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意识重构和组织重构的过程，逐
渐打破以宗族、土地、邻里、村规民
约和阶层等传统要素乡村社会关系网
络，建立了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为适
应旅游发展，传统乡村纳入资本、法
制、权责、利益、文化等新型要素，
调整原有资源要素的组合方式，其社
会关系、生产方式、消费结构、就业
形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图1）。
2.2 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机理及架构
2.2.1 亲缘关系-差序格局 亲缘关系
是指以亲缘或生理的联系为基础而形
成的社会关系，可具体分解为家庭内
代际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家族和姻亲
关系三部分。亲缘关系是乡村社会人
情文化的核心，是村民相互交往中形
成的伦理规范、行为方式等文化基
础。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就是以
己为中心，按照亲缘关系的远近由
内向外层层推出，亲缘愈远，亲疏愈
薄[22]。亲缘地缘确定差序格局的原则，决定了亲缘与地缘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资源流
动的引擎[23]。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对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切入与传播，仍然是以亲缘关
系为窗口与纽带共享产业模式和旅客资源。如基于亲缘关系远近的游客资源共享、同一家
族的经营模式及经营状况的趋同性等。而旅游的发展使得原有的亲缘关系中的商业化气
息日益浓厚，亲缘关系更多地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社会关系结构也更偏向工具
型社会关系网络。
2.2.2 地缘关系-空间集聚 地缘关系是指由于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交往、互动而形成的人
际关系，是村民在亲缘关系以外最主要的社会交往纽带。地缘关系在乡村社会关系中主
要包括居家间的邻里关系和耕地间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和庄乡关系是地缘关系的主要
表现形式[24]。旅游相关产业的介入，使乡村社会的地缘关系指向于村内旅游服务设施与
农业基础设施的集中布局、邻里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由此扩展的邻村和城乡之间的资
源与市场竞合关系。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农旅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强村民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完善了村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有效缩短了村民之间的空间和心灵
距离，使得邻里的熟知度增强，相互之间的交往范围扩大，交往频度增强[25]；同时人与
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往空间向外扩展，逐渐由熟人社会走向契约社会[26]。
2.2.3 业缘关系-竞合发展 业缘关系指在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通过共同和关联职
业、行业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尤以竞合关系为主。业缘关系打破村庄地域的限定，扩大
社会网络规模[27]。通过市场化组织为乡村地区的生产和发展注入新的运营方式，增强了
劳资关系的活力。农旅融合背景下，村庄的山水田园景观与农业资源为旅游产业发展奠
定基础。现代农业和旅游业态的多元化，促使合作社、旅游公司等实现组织形式和参与
人员的多元化，进而扩大了村民个体的社会关系圈，推动村民身份由农民向经营者身份
转变，也加强了乡村与外部的联系度。以亲缘、地缘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叠加了
以市场为纽带的雇佣关系。

图1 乡村社会关系转型的要素架构
Fig. 1 The elemental framework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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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志缘关系-凝心聚智 志缘关系是指由于具有共同的爱好、志向而集合在一起，为
某项研究或事业共同努力形成的独特而固定的群体关系[24]，具有自发性，没有制度和道
德的约束，鼓励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凝聚力和创造力强。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志缘关系
以村集体领导、乡贤乡绅、返乡人才和致富带头人为主。村集体领导班子在村庄建设的
作用不可替代，担任着管理、领导、宣传、服务等作用。有号召力和带动力的村领导集
体可以有效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生产力。另外，当地和在外工作的乡贤乡绅及
返乡人才，有共同建设乡村的信念，作为乡村社会的开拓者，是推动乡村振兴和构建新
型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
2.2.5 外缘关系-多元驱动 外缘关系是指影响乡村社会发展的政府政策、社会资本、市
场需求、技术人才等外部要素。2015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旅游局等多部门陆续出台乡
村旅游相关的政策体系，从休闲农业、旅游扶贫、旅游用地、旅游小镇、旅游企业等角
度支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社会资本作为促成理性的集体行动，并发挥协同效应的一种

“凝合剂”[28]，不断通过资金融投、营销招商等形式，引入外部资本参与乡村产业建设。
另外，国内外市场需求影响乡村发展的方向，旅游为乡村带来现代元素，民宿为满足游
客多元化、体验性、参与性的旅游需求，调整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引发乡村社会关系
的变动。技术人才的引进对乡村农旅融合等特色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也是重
要的外部主控要素。
2.2.6 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五缘增上”机理 亲缘、地缘、业缘、志缘和外缘构成了农旅融
合背景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体系，形成“五缘增上”的运行机理。亲缘是新型
乡村社会关系的根基[29]。中国乡村社会是一套以家族血缘传承和农耕文化传承为核心的
生命有机体，亲缘是村民最原始的社会关系，是家族血缘传承的纽带，也是农耕文化传
承主体。地缘是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载体。亲缘在乡村聚落空间上的集聚与分区形成了
地缘关系。所以，地缘是亲缘在空间上的表现形态，也是亲缘交叉与融合的场所，更为
农旅融合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成长载体。业缘是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血脉。业缘是亲缘
和地缘在资本和市场等新型要素切入下产生了新的乡村社会关系。业缘可以筑牢亲缘，
加固地缘，借助企业和产业主体与市场关系，推动乡村社会关系向更稳定、更先进的方
向发展。志缘是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的引
擎。志缘可以通过整合村集体领导、乡
贤乡绅、返乡人才和致富带头人等关键
要素，加强业缘、地缘和亲缘关系，并
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母体。外缘是新型
乡村社会关系的助力与环境，如同阳光
雨露对种子的培养，良好的外缘条件可
以加快亲缘、地缘、业缘、志缘的培育
和生长，实现稳固的新型乡村社会关
系。五种缘分相互支撑，相互反馈，相
互渗透，既有从属与包含的关系，又形
成一定的层次、秩序与规律（图2）。

3 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中的
社会关系特征

浙江省乡村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一直 图2 乡村社会五缘关系机理
Fig. 2 Mechanism of the five relations in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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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全国前列。其中，乡村民宿产业的发展更是独具特色。同时，乡村民宿作为农旅融
合发展的典型代表，因此选择浙江磐安民宿旅游发展的典型村落——陈界村为案例，研
究其农旅融合发展中的乡村社会关系。
3.1 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概况

陈界村位于磐安尖山镇西南部，地处浙中台地，紧邻舞龙峡、十八涡、水下孔、乌石
古村等诸多3A、4A级景区，平均海拔530 m，夏季平均气温26℃，优越的自然景观条件
和优异的空气环境质量使陈界村堪称“避暑圣地”（图3）。以民宿经营为主要产业，陈界村
现有民宿 33家，床位 700余张。据统计，2018年陈界村民宿旅游收入总计 600余万元，
茶叶、茭白、红薯、笋干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120余万元，农民人均收入2.8万余元（全
县平均水平的 1.87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40万元。陈界村民宿旅游旺季在 4—11
月，避暑旺季多老年群体长住一两个月，主要客源来自上海、江苏。村内民宿房价（80~
500）元/间不等，划分低档、中档、高档三个层次，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

为深入了解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变化情况，我们对村庄的调研在
2018年的9月和2019年的4月分淡旺季两次进行。主要通过与民宿经营者、普通村民、游
客、村领导及镇政府人员等进行深度访谈全方位了解民宿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表1）。
3.2 陈界村社会关系分析
3.2.1 亲缘关系 传统乡村社会中，亲缘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信任、交往的基础，居于主
导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民之间的亲缘关系越来越趋向于工具型关系[30]。陈界
村现有住户74户，村民220人，村民98%为周姓和厉姓。33家民宿约占全村常住户数的
50%。其中，有些为父子合开或兄弟合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缘关系影响下的乡村企
业已初显规模化。

调查陈界村33家民宿经营业主之间的亲缘关系，发现不同亲缘关系组内民宿数量不
同，规模不同，复杂程度不同。亲缘关系组内民宿数量越多，交往范围越广，联合接待规
模越大，亲缘关系越复杂。根据亲缘关系组内的关系复杂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图 4）。

图3 研究区域概况
Fig. 3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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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陈界村民宿经营基本情况
Tab. 1 Basic situation of homestay management in Chenjie village

民宿名称（代码）

经营时间

价格（元/间）

装修投入（万元）

营业额（万元/年）

低档

利平农家乐(7)、鸿斌农家乐(11)、
楚翔农家乐 (12)、雪梅农家乐
(13)、利民农家乐(17)、月珍农
家乐(20)、玉虹农家乐(24)、绿
景庄园(28)

2009—2011年

80~120

20~50

20

中档

印象人家(2)、欢乐颂(3)、红星农庄(4)、
航辰农家乐(5)、仲余农家乐(6)、依水
山居 (8)、简约宜居 (9)、佳男农家乐
(10)、绿野农家乐 (14)、红明农家乐
(15)、杭彪农家乐 (16)、晓斌农家乐
(18)、阳春农家乐 (19)、望湖农家乐
(21)、清平乐村居 (25)、有朋农家乐
(26)、 小 林 农 家 乐 (27)、 晚 风 小 筑
(29)、永敢农家乐 (30)、翠仙舫农庄
(31)、琛璇山庄(32)、苏杭山庄(33)

2008—2016年

120~300

60~130

20~70

高档

微雨心宿(1)、
尖山云顶(22)、
山水雅客(23)

2017—2019年

300~498

140~200

70~90

图4 陈界村民宿经营者亲缘关系结构
Fig. 4 The kinship structure of household operators in Chenji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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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等级属于强关系组，形成以村主任经营的民宿1为核心，亲缘结构体系最大
的一组，包含13家，数量接近全村民宿总数的40%，绝大多数属于中高档民宿，年营业
总额约占总体的43%。此亲缘结构中的民宿彼此间经济联系密切，村主任作为村中的精
英人物，在多年与外界相对频繁的社会互动中，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网络基础，获得一定
的支配权力和机会[31]。在相互沟通、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作用效果下，13家民宿总体
经营状况都相对较好。这恰恰也体现了经济行为中，权力地位在乡村治理及促成、维系
合作关系中的关键作用。

第二等级属于较强关系组，形成两个各自包含4家民宿的组团。此类亲缘关系影响
下，由于接待规模减小，交往范围较小，整体经营水平较强关系组相对降低。第三等级
弱关系组，亲缘关系较简单，仅与村内的一或两家血亲有密切联系，不利于实现规模经
济效益。而第四等级包括由于村内完全没有亲缘关系而较独立经营的三家民宿，其接待
规模有限，宜增强与村内其它民宿间的地缘、业缘关系等谋求合作发展。由此可见，亲
缘关系在乡村社会中仍占主导地位，并且越来越多的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陈界村亲缘
关系结构在利益渗透、驱使下将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同时形成一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3.2.2 地缘关系 图5为陈界村民宿分布及经营状况，陈界村民宿多集中分布于主要交通
干道附近。图6选取经营规模（床位数）、房间价格、经营时间、业主年龄四个指标，对
比图 5每家的年均营业额可以得出区位条件和经营者年龄对民宿经营状况有很大影响。
总体来看，北部和西南部民宿经营状况普遍较好，位于入村口附近，交通便捷；中部区
块整体有待提高。北部邻近公园、广场，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和娱乐设施完备，中高档民
宿集聚，经营者相对年轻化且相互联系密切，形成良性发展；西北部区块靠近农田，天然
的农业景观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也满足游客的田园体验需求，民宿经营规模普遍

图5 陈界村民宿分布及经营状况
Fig. 5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Chenji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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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经营状况良好，充分体现农旅融合的重要性。南部依托优美的皇城湖，得天独厚的
滨水景观，西南部区块民宿22、23属于较高档水平；但中部及南部大部分民宿多由于经
营时间久，经营者年龄偏大，思想保守，对民宿提档升级的意愿很低，整体发展欠佳。
中部区块民宿应注重与其它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多样化经营来避免同质竞争；南
部区块应充分利用沿湖优越的环境条件，大力推动民宿提档升级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陈界村民宿产业集聚发展的知识溢出效应使村民交往范围扩大，邻里关系增强，促
进相互沟通、学习，共享、合作性增强。地理位置上邻近的民宿之间装修风格、规模档
次、房间价格大都相仿，且由于便捷性的地缘优势，人们对于合作的第一选择都是邻
里，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村民之间基于地缘关系上的亲密性在生产生活中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农旅融合的发展，使地缘关系早已不仅局限于邻里之间，交往范围的扩大使
同村之间、邻村之间、城乡之间等地域联系越来越密切，与相邻的向头村、管头村、舞
龙峡景区、十八涡、水下孔景区之间建立起以土特产经销购销、游客接待服务等为媒介
的经济往来与合作关系。但同时经济利益也在挑战着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相互之间的
合作趋向功利化，应建立相互信任机制，引导积极正确的合作方式。

图6 不同指标下的民宿分布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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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业缘关系 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依托周边景区及城镇，近 1/3的村民从事种植业，
作物主要有茶叶、茭白、药材等，占1/2的人经营民宿。优良茶叶的种植使采茶、制茶成
为村民在民宿经营淡季时的缓冲剂；旅游旺季时，茶叶则作为陈界村最重要的一种旅游
产品备受游客青睐。村内集体经济主要包括负责游客接待服务的旅游公司和依托皇城湖
优越自然风光的游船公司，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陈界村民宿经营集吃、住、购、娱为一
体，农业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物质支持，餐
饮以村民种植的蔬菜瓜果等为原料，以养生
药膳为特色，每家民宿都配备KTV和棋牌室
以满足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民宿依托茶
叶、药材的种植及加工等为其提供特色商品
及其它服务，而由民宿经营又衍生出书吧、
茶吧、小吃店等业态（图 7）。总体来看，村
内餐饮、购物、娱乐等配套设施基本齐全，
但业态相对单一，应多元化经营，丰富农事
体验项目，延长旅游产业链，加强分工合
作，提升专业化水平，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
游需求。

随着陈界村民宿旅游规模化、信息化发展，越来越多的经营者通过美团、携程、途
牛等线上渠道吸引游客，改变了发展初期单靠分配、被动接待的僵化模式，出现乡村社
会关系的重构。一方面，传统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造成村集体的
收入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线上游客慕名而来，以及回头客的光顾促使经营者
提升发展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农旅融合发展使陈界村村民出现职业分化、经济收
入及生活方式的分化，出现雇佣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民宿生意兴旺的人家可以雇佣其
他村民从事烧菜、卫生清洁等工作，互动性和共享性增强，村民关系和谐融洽（表 2）。
农旅融合经营业态的多元化、明确的分工与合作等特点都决定了业缘关系的不断增强将
是必然趋势。

图7 陈界村业缘关系
Fig. 7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enjie village

表2 陈界村社会关系访谈记录代表
Tab. 2 Representative interview record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Chenjie village

编号

01

02

03

基本情况

民宿
经营者

村干部

返乡经
营者

访谈问题

民宿经营户之间会相互合作
吗？通常选择与哪家合作？

民宿经营对村庄带来什么变
化或影响？

您之前是在何地从事什么职
业呢？为什么要选择回到村
里开民宿呢？

访谈结果

一般都是选择邻近的合作，方便些。但现在我们
家是不愿意和年纪大的合作了，不仅不为我们介
绍给他们家生意而感激，还在背后拉客。现在，
我们家宁可不接大团也不想和别人合作了

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好了，前些年村里分配游客的
时候，还经常会出现这家因为少一个客人，少几
块钱就斤斤计较吵架的情况。现在，大家吸引游
客的方式多样化了，而且都有自己固定的回头
客，不仅减少了恶性竞争，而且相互之间的互动
合作越来越密切、融洽

之前在山东做五金生意，现在村里发展民宿产业
有好的环境、好的政策，不仅我们家，村里越来
越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选择回乡，趁着发展的
大好机会共同建设乡村

访谈内容

地缘关系

业缘关系

志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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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志缘关系 陈界村民宿旅游产业的规模化得益于村领导的积极引导。发展初期，为
调动村民积极性，村领导集体承诺“任职期间，绝不开办民宿”，充分保障广大群众的经
济效益；发展后期，面对民宿提档升级的迫切需要，为打消村民疑虑，村集体带头投资
建设高档民宿，村民对勇于吃螃蟹的行为纷纷效仿，村庄民宿产业得以转型升级。

近几年，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民宿 2、5、
22、29、32的五位经营者作为人才回流的典型代表，其富有创新性的经营理念带动民宿
升级，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表2）。志缘关系的发展对乡村建设起着关键作用，村领导
集体和创新人才的共同志向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创造力，民宿旅游发展迅速。
3.2.5 外缘关系 为响应美丽庭院、精品庭院建设，陈界村投资 2000余万元开展环境整
治，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引导农户对民宿提档升级。2016年，县政府出台激励政策，对精
品民宿建设通过验收标准的农户按县里补助标准1:1进行配套奖励，有效促进民宿管理规
范、提档升级、发展有序。2018年，磐安县市场监管部门出台民宿经营相关规范标准，对
提升民宿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农户发展积极性和主动
性大大提高，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吸引越来越多的江浙沪等地区的游客。此外，陈界村
由于集体经济匮乏，积极对外招商引资，引进新业态，保障村庄旅游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4 旅游介入下的乡村社会发展提升路径

基于对新时代乡村社会关系转型的要素及机理分析，陈界村民宿产业发展实现农旅
融合的同时，乡村社会关系重构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亲缘关系的绝对优势作用主导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在新要素作用下渐趋功利性和工具性。第二，基于地缘、业缘
的分工与合作中利益的渗透挑战着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信任成为维持新时期乡村社会
关系的关键要素。第三，基层政府如何调动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形成良性互动
成为乡村社会重构的必要条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界村的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仅
对乡村建设已渐趋完备、村民生活基本富足且精神文明程度较高的乡村地区具有普适意
义，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产业影响下的社会关系研究仍需不断深入。在
此，提出旅游介入下的乡村社会发展提升路径，以期为同类型乡村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4.1 乡村五缘互补发展路径

乡村五缘社会关系是具有一定秩序与规律的有机整体，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应
促进缘分相互转化，实现互补发展。亲缘关系弱，宜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建立与邻
里及其他农户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地缘关系弱，宜挖掘资源特色，寻求差异化发展，
提升吸引力；业缘关系弱，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鼓励有志之士创新创业；志缘关系
弱，宜拓展外缘关系，积极对外开放，引入先进思想、人才等；外缘关系弱，则可以通
过内生发展，培育优势产业，增强凝聚力、竞争力，吸引外部投资和政府支持。
4.2 乡村人才凝聚振兴路径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注重培养提升村民创新意识和能力；
促进人才回归、技术回归、资本回归，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力量；鼓励村集体
领导班子创新性发展，培养一批懂农业、懂技术、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干部队伍，保
持乡村旅游的活性，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4.3 利益联合共同信任路径

乡村社会发展要强化产业分工与协作，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增强乡村社会关系凝聚
性。统一品牌化、规范化经营，塑造特色鲜明的产品形象，提升知名度和吸引力。建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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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实现由传统亲缘关系支撑的特殊信任到现代集体概念下以契
约、产权等现代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的转变[32]；实现由狭义的邻里合作到更大地域空
间上集聚发展的转变；实现由单一业态的规模经营到多元经济网络化发展的转变，构建
标准化、集约化、体系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规划先行、链条发展、互利共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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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ural social relations framework and promo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trave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jie village in Jinhua, Zhejiang province

SUN Jingwen1, MA Yuanjun1, WANG Zhenbo2, ZHANG Min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Zhejiang,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pel rural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better realiz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new
rural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ion,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rural acquaintance social relations, this
paper combs the transformation elements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 new mechanism model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kinship,
geography, industry, ambi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 This study takes Chenjie village in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area.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
village and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is study conducted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village operators, ordinary villagers, village cadres, tourists and other subjects. Combined with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we obt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enjie village.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five relations in rural society support, permeate and feedback each other.
Kinship tends to be utilitarian and instrumental, but it still dominates. The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neighborhood. The scope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same
village, between the neighboring village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expanding, and
the spatial connec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es
becomes close, that is,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rural industries are increasing.
How the grass- roots government can mobilize the villagers'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 and
participation becomes the critical condi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external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the key to promote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ath of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of rural five elements, the path of rural
talents' agglomer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ath of common trust of interest alliance,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rural social relations, boos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me type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rural social relations;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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