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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

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

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

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

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

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

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

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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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重构、空间重构及二者之

间的关系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重构过程中，

政府、企业、游客、专家、媒体等超社区权力主体的

介入使乡村社区由相对单一的生活生产空间转变

为农业生产、休闲消费、资本增值、文化传承等多种

功能相重叠的空间[1-2]。多元权力主体在空间中的

相互作用使转变过程呈现极其复杂的态势，并有可

能引发乡村文化衰落[3]、社会分化[4]、旅游公地悲剧[5]

等问题。探究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中权力

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深入理解各种变迁现象、

解决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受地理学“社会转向”[6-8]、“文化转向”[9-10]与社会

理论“空间转向”[11-13]的影响，相关研究越来越关注

旅游地资本、权力、文化与空间的复杂交织[14-15]，社

会空间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16-18]。社会空间

可被视为社会存在的物化[19]，是社会关系通过实践

活动在空间中形成的投射。社会关系决定空间的

结构、属性和形态，空间本身则形塑并再生产社会

关系[20-21]。由于能够通过旅游地社会空间运作机制

分析而获得关于旅游地社会结构和能动者行为的

深入理解，社会空间理论为研究旅游地社会变迁与

重构提供了有效的切入视角。

国外关于旅游社会空间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

年代，其研究历程与空间思想的演变密切相关[22]。

这些研究主要基于空间生产 [23]、空间修复(spatial

fix)[24]等理论，结合资本积累、社会阶层、国家制度等

宏观层面的社会过程与具体旅游地实践之间的互

动，集中关注旅游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25]、空间生

产中的权力[26]、冲突空间的生产[27]、社会空间感知[28]

等问题。相关研究往往从现代社会的整体关系出

发，采用较为笼统的结构分析[29]。

国内的旅游社会空间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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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分析框架构建与实证案例研究 3 个方

面。在核心概念界定方面，主要是在梳理社会空

间、空间生产等概念的基础上对“旅游社会空间”进

行界定[18,30-31]；分析框架则主要建基于列斐伏尔的社

会空间思想及其空间三元辩证法，并考虑到列斐伏

尔理论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及理论本身的抽象性，

结合场域[30]、日常生活实践[29]、旅游地复杂系统[32]、

社会关系网络[33]等理论，尝试进一步丰富框架的理

论基础和适用性；实证案例研究则集中在古镇旅

游[34-36]和社区旅游[37-41]中，聚焦于政府、旅游资本、社

区居民等行为主体的空间生产逻辑[42]。

然而，社会空间研究的核心落脚点理应是权力

与空间的相互作用[43]，目前的旅游地社会空间研究

虽然内含了对权力的关注，但主要侧重于“权力—

空间”关系中的“空间”方面，对“权力”及“权力—空

间关系”的理论化还比较欠缺。另一方面，目前的

研究主要从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两个方面分

析旅游社会空间的变革[29,34]，没有关注权力的实现

路径，即空间表征如何落实到现实空间中去、社区

居民抵抗的空间基础是什么等问题。因此需要参

考更多的理论框架来拓展对旅游地社会空间的

理解。

人文地理学内生的领域化理论是解读现实世

界权力—空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将借助这

一理论，结合丹霞山青湖塘村的案例研究，分析旅

游地社会空间的变革，以丰富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

1 分析框架：领域化理论

“领域(territory)”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44]，

从词源上看，英文 territory最初源于 terrere(使害怕)

一词，这表明领域和权力具有天然的关联[45]。在学

术研究中，领域源于对动物行为的研究，所谓属地、

领地、领土皆是其所指[46]。领域在政治地理中的应

用主要有 3个方面：一是对国家领土的探讨[47-48]，强

调领土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前提、中介、机制和结果，

并且反过来影响国家权力的实施；二是关注领域对

社会主体的身份建构与认同的作用[49-51]；三是对领

域行为的研究[50,52-53]，主要关注行动者有意识地通过

空间的策略性使用来影响或控制他人的行为。

20世纪 80年代，萨克提出了“人类领域性(hu-

man territoriality)”，他认为领域性就是个人或群体

通过对地理空间划界并且宣称控制权以影响、改变

或者控制其他事物、群体和社会关系的倾向，被管

制的有界空间就是领域 [54]。萨克将领域看作社会

建构的结果[54]，其行为过程就是“领域化(territorial-

ization)”，其效果则取决于具体时空背景下谁使用

什么策略影响或控制谁。领域化过程揭示了空间

配置与权力实施的动态关系[43]，社会的运行因而被

认为是不间断的领域化过程[55]。

乡村旅游社区的变迁也可视作持续的领域化

过程，本文重点关注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多元权力主

体如何通过持续的领域建构来实现权力关系的再

生产，从而推动旅游地社会空间的变革。

2 研究案例和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丹霞山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东北郊，西南距韶关

市区48 km，北距仁化县城4 km(图1)。丹霞山遗产

地核心区及其缓冲区控制面积 292 km2，跨仁化县

和韶关浈江区2个县(区)级行政单位。截至2015年

底，丹霞山遗产地及其缓冲区范围内共涉及5个镇，

12个村委会，63个自然村，总人口13420人，均为农

村人口，人均年收入5000多元①。目前，遗产区内紧

邻游览区的少数农村已基本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但

绝大部分农村仍从事传统农业活动。本文选取受

丹霞山旅游发展影响最大的自然村之一——青湖

塘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青湖塘村位于丹霞山景区大门对面，隶属于丹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丹霞山管委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年报整理。

图1 丹霞山及青湖塘村区位

Fig.1 The location of Mount Danxia and Qinghut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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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街道黄屋村，毗邻国道106，截至2015年底，青湖

塘共有 128户，总人口 521人。青湖塘村是丹霞山

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业最为集中的片区之一，也是

社会空间变革最为剧烈的旅游社区之一。

2.2 研究方法

本文在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采用参与观察、

深度访谈等方法开展研究。在团队现有大量研究

的基础上，于 2018年 3月 13—17日开展为期 5 d的

专题调查。3月13日，在丹霞山管委会干部的帮助

下，从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黄屋村村委

会、丹霞街道旅游办处获得丹霞山旅游发展、规划

等方面的资料，同时获取了有关青湖塘村的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基础资料、旅游服务业经营情况、村庄

规划等方面的资料。3月13—17日，先后对丹霞山

管委会干部、当地乡镇政府工作人员、青湖塘村委

会干部、本地村民和外来旅游服务经营者进行了30

人次的半结构访谈，访谈录音共835 min(表1)。

此外，为了进一步了解互联网对旅游地各利益

相关者互动关系的作用，本文第二作者加入了由丹

霞山管委会宣传科创建的“丹霞山客栈掌柜联盟”

微信群(120人)，同时主动加入了由牛鼻村的珠比特

(网名)所创建的“仁化乡村旅游”微信群(139人)，这

2个微信群的成员主要由丹霞山餐饮住宿经营者组

成，他们的日常聊天记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当地

旅游发展情况，加深对案例地的整体认知。

3 青湖塘社区土地的领域化

领域化的核心在于权力对空间的操纵，体现在

乡村旅游社区中则主要是围绕空间展开的持续竞

争，社区的土地及村落空间是不同权力主体领域化

的核心对象。

3.1 社区居民面对旅游发展的主动领域化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旅游经济介入社区发展中

时，出于对市场经济价值的认同，同时出于对旅游

收益的认知和期待，社区居民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

资本投入到旅游经济中，积极主动进行领域构建以

从旅游发展中获益。

土地是乡村社区生活的根本资源，在缺乏发展

机会与农业收益下降的双重推动下，通过较为充足

的农用地资源换取旅游发展空间是社区领域化的

主要策略。青湖塘村为获取丹霞山景区对于旧村

改造与新村建设、旅游商业街和文娱设施建设、景

区优先招工等方面的支持，积极参与景区征地，然

后将新村建设的宅基地和商铺指标以抽签或竞标

的方式分配给家庭，社区居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参

与旅游发展。

我们农民提供土地，像修停车场、道路啊，我们

都是很踊跃的，政府以低价(征收)，甚至有很多土地

都是送的，把丹霞山搞起来，搞起来村民就有活路

了。(受访者2018031601，男，青湖塘村民)

农民没有其他的，就是地，我们村里都是卖了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Tab.1 Interview samples

编号

2018031301

2018031302

2018031303

2018031304

2018031305

2018031401

2018031402

2018031403

2018031404

2018031405

2018031406

2018031407

2018031501

2018031502

2018031503

性别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访谈对象

丹霞山风情客栈老板

村民

村民

山上客栈前台

丹霞山管委会副主任1

丹霞印象客栈员工

3号公馆老板

早餐摊主

村民

兴旺土菜馆老板

村民

外来旅游商品店经营者

村民

村委委员

村民

访谈时长/min
19

14

69

23

58

15

31

29

12

37

51

29

16

38

17

编号

2018031504

2018031505

2018031506

2018031507

2018031601

2018031602

2018031603

2018031604

2018031605

2018031606

2018031701

2018031702

2018031703

2018031704

2018031705

性别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访谈对象

老村长

村长

原色客栈经理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丹霞山管委会副主任2

餐馆老板

村民

村民

村民

丹霞山自然学校员工

访谈时长/min
28

44

23

16

29

15

24

26

14

30

35

15

10

1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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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换钱，用钱盖房子做旅游，大家都是这么做起来

的。(受访者 2018031501，女，青湖塘村民)

征地的时候，我们村委会都会跟管委会还有外

面的老板谈条件，让他们给村里提供就业指标，修

商铺，不然我们的地卖完了，下一代吃什么去？(受

访者2018031505，男，青湖塘村长)

对于获取的新村建设宅基地，政府统一规划，

协助建设村内的文化娱乐设施、祠堂等，村民则利

用商住型房屋经营餐饮、住宿，获得了参与旅游发

展的空间场所。青湖塘通过土地置换构建了属于

社区的发展旅游的较为自主的领域。

现在房子都建起来了，有了发展旅游的空间，

而且是他们(管委会)支持我们建的，这样以后做旅

游就有主动权。(受访者2018031303，女，青湖塘村

民)

我们(管委会)支持新村建设就是想通过这种方

式让村里发展旅游，大家一起把丹霞山做起来。

(受访者2018031305，男，丹霞山管委会副主任1)

3.2 管委会行政领域向社区的扩展

管委会针对青湖塘村展开的行政领域化主要

包括 2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位于景区核心范围内

社区所属土地，管委会依据既有的规划、管理条例，

通过租地、征地等方式进行权属让渡，对于非建设

区，一般在保留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行经

营权转让以保证地质遗迹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完整

性；在需要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的区

域，则进行永久性土地征收。从1994年阳元石和翔

龙湖游览区的开发开始，青湖塘村的土地不断被征

收或租用(表2)。

另一方面，社区的无序建设给景区景观效果和

游客体验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由此管委会将其行政

领域向社区扩展，通过居民点分类管控构建行政领

域。管委会根据周边居民点的位置、现有规模、未

来发展需要等划分管控类型，针对乡村社区的空间

规模、布局和风格，限定土地利用类型，尤其是限定

宅基地和建筑高度、风格，实施严格的建设审批制

度。在《丹霞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2—2025

年)》中，青湖塘村被划分为整合型，定位为旅游服

务节点，由政府统一规划新村，设定建筑风格和高

度，并加强对社区空间的日常管理。

很多村民尽可能多占宅基地来建房，游客来了

看到丹霞山这么美的景色后面有这么乱的村子，你

说还会有人来吗？(受访者2018031305，男，丹霞山

管委会副主任1)

我们建房子的时候必须按照他们(管委会)给我

们的图纸来做，超一点都不行。 (受访者 201803

1601，男，青湖塘村民)

虽然管委会对村里没有管辖权，但对我们村民

的建筑、摊位什么东西都会干涉的，我们不能随便

搭棚子。(受访者2018031701，女，餐馆老板)

在管委会行政领域化过程中，乡村社区已经脱

离了仅仅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生产空间的范畴，社区

空间被外部的行政力量重新分类，并限定空间规模

和使用方式。

3.3 旅游资本的市场领域化

为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当地政府通过税收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旅游资本进入旅游地发展旅

游业。旅游资本的市场领域化主要通过土地权属

转换来实现，借助于一整套现代产权归属与流转制

度，将社区集体土地权属流转到自身的控制之中，

土地进一步被打造成为资本可以在其中进行自由

流通与增值的场所，其核心目的是借助这个空间进

行资本投入—产出的持续运作以获取经济效益。

通过征收青湖塘村土地所建的旅游项目A和

表2 青湖塘村征(租)地情况

Tab.2 Land acquisition and lease of Qinghutang Village

年份

2002

2003

2006

2008

2008

总计

征(租)地用途

风景资源林

丹霞植物园

翔龙湖开发建设

风景资源林

风景资源林

征地3.89 hm2，租地442.93 hm2

面积/hm2

48.13

23.69

3.89

346.67

24.44

补偿标准

首年6498元，以后每年递增4.8元/hm2

前2年每年72000元，第三年起每年递增1000元

60000元/a+8%年递增

按2002年租地标准进行补偿

按2002年租地标准进行补偿

类型

山林地

山林地

湖底

山林地

山林地

备注

景区如招聘新员工，优先考虑青

湖塘村小组村民

此范围内新建设商铺所有权归

管委会，青湖塘村拥有使用权

注：数据来源于青湖塘村委会历年征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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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B，就是这种资本增值空间最为明显的体现。

旅游资本基于成本—收益计算，依据土地流转法

律，从青湖塘村征收土地，然后建成高端别墅群以

高价售出(A项目)或囤地(B项目)，从中赚取高额差

价，土地成为资本流通与增值的商品化空间。

B项目圈那么大的地，现在只搞了一小块，我觉

得差不多是等下一个老板转手卖了，从中赚取利

润。(受访者2018031505，男，青湖塘村长)

外面那个 B 项目做起来没有？没有，烂尾楼，

他本来做的时候就打算烂尾，圈一块地，然后套资

金，出发点就不是要把丹霞山搞好。 ( 受访者

2018031305，男，丹霞山管委会副主任1)

在外来资本、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等多主体围

绕社区土地展开的领域竞争之下，目前青湖塘村已

经没有农地，农业基本消失，农民从农业中脱离出

来。如图 2所示，从 1990年至今，青湖塘村落空间

土地利用逐渐由农业用地向商业服务业建设用地

类型转变，而且新村建设中居民的宅基地也从单纯

的居住转变为商住混合性质。

以旅游业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渗入推动了青

湖塘村空间的变革与重构，社区空间在旅游经济的

带动下迅速凸显其经济价值，在资本介入、土地征

租、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土地用途、权属关系、

主导力量发生变化，一种基于经济价值的领域评估

方式也逐步在社区中推广、传播，被社区居民所接

受并逐渐确立为社区的组织原则之一。新村建设

中形成的商住混合性质的房屋就是这种原则的具

体体现，土地资源的流转和村落空间向商业性质的

注：根据青湖塘村委会土地利用资料绘制。

图2 青湖塘村落空间演变

Fig.2 Spatial change of Qinghut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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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致使青湖塘村走上了城镇化的转型道路。

现在大家做什么都是注重经济效益，我们最愁

的就是没客人，挣不到钱。(受访者 2018031505，

男，青湖塘村长)

我觉得我们村算半城镇化吧，虽然相比以前不

用外出打工了，但我们也就是下岗的农民，我们要

耕地没地，要出去打工，有这么个客栈在这里，走不

开，大家都是这样。(受访者 2018031603，男，青湖

塘村民)

4 青湖塘社区社会空间变迁的理论
分析

4.1 权力—空间关系解读

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行政力

量、旅游资本和社区居民的持续互动推动了青湖塘

村社会空间的变革。青湖塘村的土地利用方式发

生了转变，由旅游发展之前的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

旅游经营、农业生产等混合土地利用方式，青湖塘

村的社会空间格局由相对封闭的社区居民主导的

乡村社会空间逐渐转变为管委会—社区居民—旅

游资本共同主导的多元空间，由单纯的日常生活生

产空间转向游客消费—生活—资本增值多元并置

空间，由封闭空间转向流通空间。

青湖塘村社会空间性质与功能转变的核心是

权力关系格局的重构，社区外部的以管委会为代表

的行政力量和以旅游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量逐渐

介入到社区发展与社区资源再分配之中，同时社区

居民也在主动强化对于社区发展的控制，多元权力

关系的互动打破了旅游发展之前由社区居民所主

导的相对单一的权力关系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管委会、旅游资本以及社区居

民的权力实施都是借助于对社区土地空间的操纵

与控制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领域化来实现的(图

3)。例如，丹霞山管委会为管控青湖塘村落空间而

制定规划是一种空间构想，频发的社区违建现象表

明管委会通过规划对社区的控制更多停留在表面，

通过社区土地权属转移及进一步打造为旅游吸引

物，管委会才逐步实现了真正的控制；社区居民能

够进行抵抗的重要基础在于社区居民主导空间的

存在，也就是说，社区居民所构建的自身主导的领

域为其抵抗并与其他权力主体进行协商创造了空

间。如社区居民借助其对自家房屋的控制权，通过

增加高度和面积来突破管委会的管控。社区居民

通过土地置换构建旅游发展空间，形成了相对自主

的领域，管委会借助土地权属让渡与对青湖塘村落

空间的管制构建了行政领域，旅游资本的市场领域

化则主要通过土地权属让渡及进一步将土地打造

为游客消费、资本流通增值的空间来实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还是自下而

上的抵制，如果权力主体无法将其权力通过领域构

建实现空间化，那么这种权力就只能停留在表面，

对旅游社会空间变革无法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权力正是通过介入空间价值的界定和利用方

式的改变而重构社区空间的权属与功能，从而进入

社区生活与生产的组织核心，实现对社区本身的控

制。同时，在领域化过程中权力也获得了空间化的

表征，商住混合的社区宅基地、征用社区土地所打

造的大规模旅游度假区、统一立面的住宅等都是权

力关系的空间化再现。权力正是在对空间的控制

与空间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4.2 社会空间变迁的作用机制

从领域化视角看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革

中的权力—空间关系，可以认为，特定的领域格局

是相应的权力关系的空间化表征，同时，领域本身

作为一个铭刻权力关系的社会空间，为旅游地中多

元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也提供

了权力流通的核心媒介——空间。显然，这里的空

间并非空无的空间，而是包含各类地理要素和关系

的空间，既包括水文、植被、地貌等自然地理要素，

也包括地方经济特色、社会凝聚力、地方性权力关

系等人文地理要素，还包括区位、距离、尺度等地理

空间关系，这些要素将反作用于权力的实施，影响

权力在空间化过程中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持续

图3 青湖塘村不同领域主体的权力—空间关系

Fig.3 The power-space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ple

territorial subjects in Qinghut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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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化中的不断交互，重构了的权力关系推动了旅

游地社会空间的变革，形成了标示新权力关系的领

域结构。

概言之，社会空间变迁体现为“领域的社会组

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的交互作用。其中，“领域

的社会组织”可概括为：① 领域是由社会所建构的，

不同权力主体基于不同的目标建构相应的领域来

行使权力；② 不同权力主体的领域建构过程可能是

竞争的，也可能是共生的，领域最终受哪种(或哪几

种)权力的支配、最终将呈现何种形态和价值(或价

值的混杂)，取决于不同权力的角逐与融合。“社会

的领域组织”则可指代如下机制：① 特定的领域一

旦形成，其自身便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实在，便体

现为一种“权力调节装置”，可以抵御、改变或反击

外部权力对领域及其属民的施为；② 在一个特定领

域中，任何权力所面对的都是拥有实质地理要素的

物质空间和关系空间，权力的布展必须考虑领域的

具体情况才能实现有效的空间化；③ 特定领域中的

所有权力面对的是同一物质空间和关系空间，这种

“同一性”意味着所有权力是在同一个具体时空约

束中基于具体情境持续交互地进行领域化的，这将

使所有权力越来越深地扎根于领域的具体情境，逐

渐脱离其策略和行为的一般性，最终在交互中形成

一种独特的、领域化的社会关系。不同社会空间之

所以呈现不同的变迁过程和结果，正是因为其“领

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

用的差异。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对青湖塘村社会空间变革的分析，本文将

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的变革视作一个持续的领

域化过程，主要结论如下：

(1) 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空间变迁是由“领域

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

所引致的，旅游社区中的权力主体建构了相应的主

导领域来行使权力，新主体的介入及新领域的构建

会与既有权力关系格局和领域组织结构产生相互

影响，从而推动社会空间的变迁。

(2) 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始终以多

种形式内在于旅游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

而且权力的实施与领域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

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都

必须通过领域构建实现空间化才能对旅游社会空

间变革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权力在领域化过程中实

现了空间化，也实现了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5.2 讨论

社会空间研究的核心落脚点应是权力与空间

的相互作用，本文基于领域化理论，从“领域的社会

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2个维度阐述了权力与

空间的作用机制，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

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这一理论化成

果不仅对社会空间变迁的理论思考有所助益，而且

对以下2个现实问题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1) 产权实践与领域构建过程密切相关，现实

中的产权关系不是根据法律条文的清晰界定自上

而下的单一执行过程，而是一个宣称控制权、排除

其他主体实现完全控制的领域化实践过程。产权

问题在旅游社区及旅游社会空间研究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主要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研

究产权制度对于理解旅游社会空间及推动旅游空

间正义的重要意义，没有指出产权制度在现实中如

何被实践并形成相应的产权关系。本文基于领域

化理论的分析发现，产权实践与领域构建密切相

关，政府、社区居民与旅游资本在领域化过程中不

断协商产权的实践形式，其结果取决于权力关系和

不同主体领域化策略的实施效果。

(2) 领域化理论从空间角度为旅游地治理提供

了新的思路。目前针对旅游公地悲剧、社区与旅游

关系协调、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所进行的治理研究主

要建基于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重点是围绕旅游相

关利益主体这一核心来分析主体之间矛盾产生的

社会关系根源并构建能够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社会

经济关系的治理模式。从领域化角度来看，旅游地

发展变革的实质在于旅游资源、土地等空间资源在

多元权力主体中重新界定与再分配的持续过程，所

以，旅游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各主体之间针对旅游地资源所展开的持续的领

域化与领域竞争过程。由此，基于领域化视角可以

认为，旅游地的空间治理就是借助有效的领域化策

略形成合理的空间调节模式与相对均衡的领域格

局。这一思路有助于将旅游地治理从“人—人关

系”的视角拓展为“人—地关系”视角。

总之，领域化理论无疑对理解旅游地中权力—

空间关系格局及其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

1155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如何在充满冲突的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一个共

识性的空间价值体系，如何在具体旅游地的发展中

使用领域化策略形成公正合理的领域结构，还需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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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social space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based on territorializ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Qinghutang Village, Mount Danxia

WENG Shixiu, YANG Jiro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led to a process of rapid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Social spac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phenomena. However, Chinese research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m is generally in the stage of introduction, mainly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production process and failing to link the spatial production process with power relations and power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space interaction. One of the cores of social space theory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nd space, while the territorialization theory endogenous of human geography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power- space relationship in the real world. Therefore, taking Qinghutang

Village of the Danxia Mountai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the multiple stakeholders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pace using the territorialization theory focusing on

power-space relations, and further summarized the power-space relationships intertwined in this process and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pace chang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inghutang Village, this study found that local

residents,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Mount Danxia, and tourism capital territorialized around the space of

Qinghutang Village with the rapi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Danxia Mountain. The local residents built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territory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land resources.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expanded the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 to the community by means of transferring land

property and controlling the settlement, while the tourism capital built the market territor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ownership and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consumption space. It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pattern that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pace of Qinghutang Village. In this

proce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wers is subject to the manipul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mmunity spaces by the

subjects of power, that is, through territorialization.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territorialization that power used spaces

to enter the core of community life and production, and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community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spac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ocial spatial change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territorializ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the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construct the corresponding territory, and then implement their own powers within the relatively clear territory.

The intervention of new pow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erritories will break the existing power relationship

pattern and territory structure, lead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pace. In this process, whether it is top-

down governance power or bottom- up resistance power, real control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spatialization of territories construction, and powers have been spati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territorialization, and

also achieved its own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 analysis based on territorializati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in tourism communities and the tourism space

governance.

Keywords: territorialization theory; social space;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Mount Dan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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