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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与实证

陈 佳，杨新军，温 馨，邓梦麒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127）

摘要：乡村转型及适应演化路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领域重要研究内容，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及其多元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国家制度（战略）变迁关键时间节点，梳

理典型案例乡村发展阶段，明确案例乡村转型适应的体制演化特征。在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

分析框架构建基础上，以体制转换明显的乡村为实证案例，结合农户调查与深度访谈数据，评

估乡村适应演化下系统适应能力（结果）及农户生计响应效果，并基于归纳法和灰色关联分析，

揭示乡村体制转换与微观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路径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传统农业

体制乡村向旅游体制转换后出现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社会矛盾风险并存局面，农户生计

适应选择对乡村转型响应呈现多样化。（2）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显著差异，升级

型、扩张型生计恢复力相对较高，维持型和更替型较低。（3）乡村体制转换（R1到Rn）与农户生计

适应（P1到P5）呈现协同且分化的演化路径，基础设施、政策扶持以及生态环境因子是乡村转型

与农户生计关联适应演化的关键影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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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经济、文化等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制度变迁与国家战

略发展推动中国乡村不断适应演化。2018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实

施乡村旅游开发已成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城乡融合发展、贫困乡村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截至2018年8月，全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市、区）共388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达560个[2]。但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和现阶段相关研究指出，由传统乡村向旅游乡村

适应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与机制障碍，如旅游投资过热、大量乡村旅游项目同质

化、资源浪费与约束、运营机制不畅等[3-5]；部分甚至出现乡村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结构

及文化冲突等严重问题[6]。不同时期乡村体制状态与发展模式，代表不同类型乡村在其特

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现状及社会文化传承等条件下可能的转型

路径[7]，一旦乡村转型适应不良，会加剧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负面影响。因此，探索中国

传统农业乡村有效适应路径和模式，对规避乡村适应演化消极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全球资源环境变化及城市化推进影响，乡村适应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国内外

学术界关注的焦点[6,8]。乡村日益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对乡村转型发展方式与路径及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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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尽管人地关系适应性问题研究开展了较长时间，但较多研究集中

在灾害风险、气候变化等自然环境适应性上[9-11]，对社会经济要素变化干扰的适应性研究

关注依然不足。近来年，旅游开发“热”导致传统乡村向旅游乡村转型适应问题以及旅

游业与生俱来的脆弱性逐渐凸显 [12]，国内对乡村旅游适应性的审视性研究成果逐渐增

多，集中于适应旅游发展的乡村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影响与重构[13,14]，乡村（农户生

计）旅游适应模式[6,15]，旅游适应性（能力）评估[16]等研究。囿于国外的适应性理论和分

析框架，真正对乡村适应性研究的理论框架探索涉及较少，尤其是乡村转型适应过程中

体制转换与适应演化路径（机制）剖析。此外，适应性研究涉及主体适应行为和系统适

应能力动态变化等多方面内容[6]，但现阶段研究仍以关注静态要素与单一社区或农户尺度

下适应策略或适应能力评估为主[6,8]，忽视了系统适应性作为过程变量所具有的累积效应

与尺度效应。因此，构建跨尺度的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从体制转换切入探讨乡村系统

适应演化过程如何变化？（旅游业）体制转换下乡村适应能力及农户生计适应效果怎样？

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适应的关联路径（机制）是什么？均有待深入研究。

据此，本文将乡村视为复杂的自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制度变迁及其外部环境变化

（如旅游开发、精准扶贫等）视为乡村系统面对的不确定性干扰，乡村适应演化的体制状

态作为应对外部干扰的适应策略。研究着力对脆弱性、恢复力研究框架下适应性分析逻

辑辨析，构建结合行动者导向与系统路径的跨尺度适应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西部典

型案例乡村转型的关键时间节点，梳理乡村适应演化过程的体制变化，评估乡村转型

（体制转换）下乡村系统适应能力与农户生计适应效果；探究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关联的

适应演化路径和机制，以此为我国乡村振兴合理路径（模式）探索及乡村转型适应评估

提供理论与方法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全球变化领域，社会—生态系统（SESs）适应性研究逐步成

为可持续科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由于独立适应性研究起步较晚，以借鉴脆弱性、恢复力

思维方法开展适应研究主导，因而，适应性（适应能力）与脆弱性、恢复力概念存在密

切关联[17]。在脆弱性研究框架下适应能力是系统内在属性，表征系统面对外界风险干扰

时内部适应调整的应对能力[18]。该框架下适应性是行为主体的动态调整与应对策略[19]，

以降低系统脆弱性涉及的暴露风险及主体敏感性[20]。而恢复力研究框架下的适应性是弹

性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侧重动态视角下系统路径的整体性，关注系统各要素间

的联系，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性[10]。因此，脆弱性与恢复力框架下的适应性研

究逻辑存在差异。脆弱性框架下的适应研究基于行动者导向，关注行为者做出调整、决

策的过程；而恢复力框架下基于系统路径，关注系统适应能力及如何保持这种能力以应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行动者导向的研究重点在行为方式，忽视了系统结构要素的动态变

化；而系统路径分析虽然强调整体系统观，但缺乏适应主体行为效应的关注，并与动态

变化过程不匹配。因而，基于单一脆弱性或恢复力框架的适应性分析逻辑范式各有优劣。

当前在适应性研究中产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献[21]，但众多适应性研究囿于脆弱性、

恢复力分析框架，难以形成整合系统动态适应演化过程及其适应能力响应评估的理论分

析框架。因此，本文将行动者导向与系统路径适应性分析结合，一方面，从行为导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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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乡村系统的适应过程，即遵循适应主体（乡村社区、农户等）—适应对象（外部干

扰、风险等）—适应策略（体制转换、生计策略等）的逻辑；另一方面，增加适应性结

构要素分析，即适应行为—适应能力—适应结果的思路，从而构建系统适应演化理论分

析框架，指导本文乡村转型适应研究（图1）。

以旅游发展转型的乡村适应演化为例，在该分析框架中，适应主体为乡村社区和农

户，适应对象为乡村人地关系演变带来的外部干扰，如乡村从农业向旅游业体制变革。

当乡村系统面临外界风险扰动时，系统会做出适应调整（响应）即适应策略—向新的旅

游业体制转换或是保持原有体制状态；而适应能力作为系统内在属性特征会呈现出不同

适应调整下的适应能力差异，因此，旅游业体制下的乡村系统相对原系统的适应能力会

发生明显变化。乡村适应性演化从动态视角上表现为系统适应循环，则一系列适应策略

（体制转换）构成乡村不同的适应演化阶段并出现差异化的系统适应结果，且累积得到系

统新的适应能力，乡村从传统农业向旅游业体制转换的适应能力会影响下一阶段适应策

略响应。从跨尺度上表现为乡村旅游转型适应直接影响农户原有务农/务工生计，可能出

现旅游经营生计，并对农户生计效果（恢复力）与未来生计倾向产生作用；乡村旅游业

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选择关联（逻辑）形成乡村转型适应演化路径与机制。

该框架从社会、生态、经济子系统构建乡村系统适应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从增量调

整或体制①转换角度总结乡村系统适应演化过程（体制状态）。同时，Holtz等[22]定义了社

会—生态系统体制的五个特征，其认为功用性、稳定性和均衡性是系统体制（状态）的

重要特征，反映了系统状态自身特征和变化的重要变量。因此，利用系统功用性、稳定

性和均衡性三个特征要素刻画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适应演化结果。

1.2 研究区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发布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对我国区域及案例乡

村旅游分析指出，西部地区陕西、四川两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全国较为领先[15]。对具

体案例乡村选取了陕西省朱家湾村，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受乡村旅游市场需求、

制度变迁和现阶段国家战略（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影响，朱家湾乡村体制转换和转

① 本文“体制”指社会—生态系统体制（状态），是由技术、制度、经济、社会、环境、认知等要素以及具有

个人目标、价值观的行为群体组成。体制状态的具体形式是稳定或动态变化的，主要通过其行为者和系统要素的相

互适应和共同演化来形成和维持[22]。

图1 跨尺度适应性演化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ross-scale adaptiv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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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适应过程明显，是我国现阶段资源型山区乡村向旅游转型发展的集中缩影。其次，案

例传统农业乡村转型过程都涉及了对旅游开发的适应，且体制转换与我国一般旅游乡村

转型适应演化历程基本趋同（即传统农业—工农兼业—旅游业），对我国同类型乡村转型

适应具有借鉴意义。

朱家湾村位于陕西省内秦岭南麓深山区，属于商洛市柞水县营盘镇，距离西安市

58 km，102省道穿境而过，邻西康高速、包茂高速，交通便利（图2）。区域内森林覆盖

率高达90%以上，林木、动植物资源丰富，但耕地资源匮乏，贫困发生率较高。由于地

处海拔较高山区，夏季凉爽，成为避暑的良选。紧邻牛背梁国家森林景区和旅游扶贫政

策扶持，2013年开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并依托其良好的生态资源入选为

全国首批“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截至 2017 年，共有农家乐 153 户，旅客接待量年均

100万人次，农家乐经营年收入户均在10万元左右，被评为“旅游脱贫示范村”。

1.3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数据收集分为三个阶段，预调查、问卷发放、补充

调研。在 2017年 11月 20日课题组整体对朱家湾村进行了预调研，了解乡村发展、农户

生计、旅游开发等信息资料（表 1）。基于预调查实验问卷与访谈提纲修正，课题组在

2018年 7月 5日至 9日对朱家湾村以入户形式进行了问卷调查，每户调查时间约为 30分

钟左右。在入户调查过程中我们进一步选择了对当地发展历程了解的中老年农户进行深

度访谈（主要内容包括农户生计方式选择、旅游活动参与、乡村发展以及生态环境感知

等），访谈时间不低于50分钟。其中，访谈记录9份，发放问卷共140份，有效回收问卷

135份，有效率96%。最后，于2018年9月进一步对案例村进行了关键人物访谈和农户生

计补充调查。深度访谈对象为任职过的村书记、村干部等关键人物，访谈内容主要针对

乡村转型发展与制度变迁、农户生计变化、乡村旅游发展历程等。

1.4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在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适应能力指适应主体（社区、农户等）在经历外界风

图2 研究区位图

Fig. 2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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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干扰时，适应调整并保持稳态的应对能力 [17]。对于系统适应能力量化，Eakin 等 [23]、

Smit等[24]以往学者提出多种量化指标体系。但对于社区、生计适应性研究多从自然、金

融、物质、人力、社会等维度构建适应性指标体系。因此，基于对以往适应性指标体系

研究总结与借鉴[6,8,25]，本文构建了系统视角的乡村适应能力指标体系（表2）。

由于指标数量较多，考虑指标共线性等问题，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剔除方差贡献

度较小的指标，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将指标主成分归纳为经济、劳动力、社会环境、住

房、管理、生态环境6个维度，并赋值指标计算得出相应权重，具体计算结果省略。

乡村转型适应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农户生计变化及适应选择，体制转换给

农户原本稳定的生计方式带来了风险与挑战。Tanner等[26]认为生计恢复力是在环境、经

济、社会和政治等外部扰动下，世代保持和改善其生计机会和福祉的能力。生计恢复力

的主体以增加生计资产存量、优化生计结构，并不断自我组织和学习为目标，提升其风

险缓冲和应对能力。因此，本文引入“生计恢复力”概念评估农户应对乡村体制转换风

险的生计适应效果，借鉴Speranza等[27]生计恢复力框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和学习能

力三个维度构建生计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表3）。

1.5 研究方法

1.5.1 数据处理

为消除原始数据量纲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的降

表1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统计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survey samples

特征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贫困户

家庭年收入/万元

旅游经营户

类别

男

女

<30

30~40

41~50

51~60

>60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学（高专）及以上

是

否

x<5

5≤ x<10

10≤ x<15

15≤ x<20

20≤ x

是

否

问卷

样本量/份

108

27

5

30

44

46

10

6

46

60

20

3

19

116

57

49

18

8

3

58

77

占样本

总数比例/%

80.00

20.00

3.70

22.22

32.59

34.08

7.41

4.44

34.07

44.44

14.82

2.22

14.07

85.93

42.22

36.30

13.33

5.93

2.22

42.96

57.04

访谈

样本量/份

7

2

0

1

3

3

2

0

2

4

3

0

0

9

2

1

3

2

1

5

3

占样本

总数比例/%

77.78

22.22

0

11.11

33.33

33.33

22.22

0

22.22

44.44

33.33

0

0

100

22.22

11.11

33.33

22.22

11.11

55.56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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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思想将适应能力众多变量综合成几个主成分指标，解决指标间的相关性与共线性问

题，同时获得乡村适应能力指标权重。生计恢复力指标权重由熵值法计算所得，具体计

算步骤在此省略。

1.5.2 适应能力（生计恢复力）指数

综合指数法是目前常用的计算适应能力与恢复力的数理方法，操作简单且易于理解[8]，

计算公式为：

ACI =∑wi xi （1）

- -----
ACI =

∑
1

n

wi xi

n
（2）

式中：ACI为农户适应能力（恢复力）指数；xi为 i个指标标准化值；wi为该指标权重，研

究乡村适应能力指数，取乡村行政村小组农户适应能力均值代表；n为农户户数（个）。

1.5.3 灰色关联度分析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通过计算关联系数来辨明乡村系统（适应能力）与农户生计系

统 （生计恢复力） 关联的适应演化影响因素。本文定义 Xij 为样本 j 第 i 个指标 （i=1,

2, …, m，j=1, 2, …, n），第 i个适应能力因子与生计恢复力的灰色关联系数计算公式与过

程[7]如下：

（1）用极差标准化方法求各数据的标准化值Zij，公式为：

Zij =
Xij -min(Xij)

max(Xij)-min(Xij)
（3）

表2 乡村社区适应能力指标体系

Table 2 Index system of rural community adaptive capacity

维度层

经济子系统

社会子系统

生态子系统

指标层

就业率

贫困率

人均收入

物质资产

住房面积

住房类型

抚养比

劳动力素质

政策扶持

社会联结度

邻里氛围

基础设施

交通条件

制度灵活性

居民话语权

噪声污染

环卫设施

水质状况

空气质量

指标描述与定义

劳动力中就业人数与总劳动力人数之比/%

贫困户与总户数之比/%

总收入与总人数之比/%

户均物质资产量/种

户均住房面积/m2

0=土木；0.25=砖木房；0.5=土砖房；0.75=砖瓦房；1=砖混

非劳动力与劳动力人数之比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户均获得政策扶植及技术培训次数/次

户均可借款人数/个

五分值量表感知

学校、卫生所等拥有状况；五分值量表感知

省国道、高速道路等交通状况；五分值量表感知

五分值量表感知

五分值量表感知

五分值量表感知

五分值量表感知

五分值量表感知

五分值量表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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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式（3）得到对应新的参考序列 X '
0j 和比较序列 X '

ij ，计算第 i个适应能力因

子与生计恢复力的灰色关联度δi，公式为：

δi = 1
n∑k = 1

n min
i

min
k

|| X '
0j -X '

ij + μmax
i

max
k

|| X '
0j -X '

ij

|| X '
0j -X '

ij + μmax
i

max
k

|| X '
0j -X '

ij

（分辨系数μ一般取0.5） （4）

2 结果分析

2.1 乡村适应演化过程与体制状态

适应性由系统内部属性特征、体制状态决定。Nelson等[10]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提出，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分为系统调整和体制转换（regime shifts）两类。体制转换指系统跨

越阈值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过程，并将其理解为新的系统体制。体制间转换

发生的前提是越过社会—生态系统的阈值，并进入一种新的系统状态。而系统调整即系

统未跨越临界值，仍保持当前系统体制，但系统内部属性或是要素发生了变化。

为厘清朱家湾村转型适应过程与系统体制变化状况，研究以乡村主体生计方式、收

入结构、旅游经营比例为状态变量，基于统计分析明确了乡村转型过程各时期体制状态

（表 4），同时引入球—盆模型对系统体制变化过程加以可视化，其中球表示乡村社会—

生态系统，盆表示该系统所处的系统状态及条件状况（图3）。

集体经济时期，地处秦岭深山区的朱家湾村农户生计以伐木为主，根据国家给定的

采伐指标，以组为单位集体统一采伐树木卖给林采公司。以伐木为主的生计方式是朱家

湾应对地处秦岭山区耕地资源缺乏而森林资源丰富的主动适应策略。家庭承包责任制

后，朱家湾村逐渐成为国家林木禁伐区，乡村社区主要生计活动为传统农作物种植（土

表3 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维度层

缓冲能力

自组织

学习能力

指标层

人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劳动能力

家庭固定资产

经营性房屋

住房等级

旅游收入占比

家庭存款

人均年收入

社会信任

社会支持

关系网络

交通可达度

技术培训

认知基础能力

家庭教育投入

信息获取能力

旅游参与权

指标描述与定义

家庭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均值

非劳动力为0；半劳动力为0.5；全劳动力为1.0

调查户所拥有资产的选项数占所列选项的比例/%

从事农家乐或旅游住宿经营的房屋总面积/m2

土木=1；石瓦为=2；砖瓦为=3；砖混为=4；混凝土房为=5

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家庭一年收支结余/元

家庭成员每人年收入/元

对亲朋邻里的信任程度；五分值量表感知

获得亲朋邻里或政府机构等支持；五分值量表

家庭遭遇困难可获得支持的人数/个

距离最近公路/班车道路的实际距离/km

农户一年内获得技术培训的次数/次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

家庭每年教育投入的金额占比/%

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数/个

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学习或决策建议机会；五分值量表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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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玉米、黄豆），年户均仅 200~300斤产

量，农户家庭基本温饱难以保证。生存理

性推动了提高粮食年产量的需求，乡村社

区农户大量开垦坡地增加种植面积。

1999年我国实施“退耕还林”，朱家湾村坡

地部分转变成林地，2003 年坡地全部退

耕，乡村农户可耕地面积降至最低，农业

产出完全不能支撑农户基本生存，户籍政

策放开等促使大量农户外出务工谋生。这

一时期由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体制

（S2）进入以务工为主工农兼业的传统农业体制（S3）是朱家湾村应对禁伐政策、退耕还

林等制度政策实施而被迫调整的系统体制适应状态。

2006年初，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与发展势头见

好。朱家湾村凭借优良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个别精英农户带头开始经营乡村休闲体

验的农家乐。2012年依托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朱家湾村在结合中国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获得的国家财政1000万左右的投资以及县政府旅游脱贫攻坚部分资金扶持基础上，

兴建旅游基础设施、农家乐，引进旅游民宿项目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2013年朱家湾

乡村旅游发展已初具规模。朱家湾逐步从务工为主的传统农业体制（S3）向乡村旅游系

统体制（R2）转换，这一时期是改善生计贫穷和务工生计不稳定现状，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的主动系统体制转换适应过程。

总体上，朱家湾乡村转型适应及体制转换明显，完成了传统农业体制（R1）向乡村

旅游体制（R2）转换过程。其中，集体经济时期到2012年为传统农业体制，期间系统经

历多次体制内调整。

2.2 乡村系统适应能力与结果

2.2.1 乡村系统适应能力

旅游开发是乡村转型为旅游业体制的关键行为，分析案例地从传统农业体制转换到

旅游业体制后的系统适应能力及变化有助于表征乡村转型适应能力的累积作用。在构建

的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综合指数法计算了朱家湾乡村体制转换适应过程下各子系统以

及各维度的适应能力及变化。从适应能力整体而言，朱家湾村的适应能力指数为0.510，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增长4.32%。其中，经济、住房要素的适应能力提升显著（图4）。

朱家湾社会、经济子系统适应能力提高了 5.72%，仅表现在住房资本与经济收入增

长显著。乡村旅游开发普遍改善了农户经济收入，由于旅游经营需要以及收入增加，

房屋状况得以改善，加之扶贫措施、征地补偿等因素，朱家湾住房资本改善最为明显

表4 乡村适应演化过程的体制状态

Table 4 Regime states of rural adaptive evolution

案例乡村

朱家湾村

系统体制

R1 （农业体制）

R2 （乡村旅游业体制）

体制状态

S1

S2

S3

R2

状态解释

集体伐木

传统农作物种植

常年外出务工

旅游业经营（农家乐、商店、宾馆）+景区务工，

旅游业经营比例30%

图3 乡村体制转换过程

Fig. 3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rural regime sh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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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50%）。然而，旅游开发管理、利益竞争

等引发社区农户话语权弱、邻里氛围变差等

社会问题，朱家湾村在社会环境及管理维度

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降低（图 4）。访谈中某

受访者提到“以前邻里之间谁家有活都是互

相帮助，现在是金钱时代，都拿钱请人了。”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子系统适应能力下降

了15.62%。旅游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

众多生态环境问题。调查期间，朱家湾正开始

建设污水处理设备，一直以来游客产生的生活

污水与厨余垃圾直接排入河流。访谈中有农户

表示，“以前这河里的水引回来还能养鱼，现

在鱼也养不活了”。此外，农户反映旅游旺季

汽车尾气造成一定程度的空气污染，游客随意

向河流抛洒垃圾等问题。

2.2.2 乡村系统适应结果

根据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利用功用性（人居环境）、稳定性（收入多样性）、均衡性

（贫富差距）来表征案例乡村系统适应演化过程下乡村转型适应结果。计算结果显示，

朱家湾乡村适应结果中人居环境分值为 3.58，收入多样性值为 0.17，而贫富差距值却高

达3.60。

系统功用性的人居环境为农户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感知状况，朱家湾村从传统农

业体制到旅游业体制其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感知，但农户经济收入提

高，其人居环境整体适应结果良好。在系统稳定性方面，朱家湾户均收入多样性指数为

1.8，主要为务工和旅游收入，极少农户家庭拥有工资性收入。而非旅游经营户往往只有

单一务工收入，少数家庭有扶贫补贴或少量农业收益。而系统均衡性体现出系统体制内

在公平性与福祉，但朱家湾村呈现较大的贫富差距，其地处中国秦巴山贫困地区，乡村

旅游能显著增加旅游经营农户经济收入，但旅游参与度只占35%左右。尽管旅游扶贫项

目帮助部分农户实现脱贫，但朱家湾目前仍有约 13.6%的贫困户，在乡村转型适应演化

过程中农户生计适应策略差异造就生计产出分化，旅游经营农户与部分务工农户脱贫加

剧了乡村社区贫富差距的扩大。

2.3 农户生计适应选择与恢复力

为进一步探究乡村适应演化过程下农户生计适应响应及恢复力对应关系，基于调查

数据对朱家湾村农户动态生计活动进行了统计汇总，朱家湾R1体制时期农户生计活动主

要为务农、外出务工、个体经营、工农复合四种，R2体制后生计活动转变为农家乐经

营、外出务工、个体经营、多类复合（涉及景区工作、养殖、经济作物等）等多种。对

于农户未来生计适应策略选择，主要基于原生计方式和询问其是否愿意扩大（或参与）

旅游经营，以及是否愿意尝试养蜂和中药种植等。

2.3.1 农户生计对乡村适应演化的响应

通过梳理农户家庭生计适应活动变化，在借鉴以往农户生计类型划分办法[6,28]，对农

户家庭生计动态适应路径进行总结归纳，划分为维持型、升级型、往复型、更替型和扩

图4 乡村系统各维度适应能力指数及变化率

Fig. 4 Adaptive capacity index and change ratio of each

dimension in rur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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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型五类（表 5）。总体来看，朱家湾农户生计适应路径选择响应了乡村体制转换。其

中，升级型、更替型和扩张型三类生计适应路径是朱家湾乡村体制转换的多元化表征，

占样本量59.26%，共80户。乡村进入R2系统体制后，该三类农户都从传统农业体制（务

工/农）向旅游经营转变或是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说明乡村转型适应直接影响农户生

计选择。尤其是升级型农户，其从事旅游开发经营时间早，适应乡村转型过程中是开办

农家乐的带动户，从业时间长，有稳定市场客源。同时，对乡村旅游发展前景感知乐

观，存在继续扩大旅游经营规模的意愿。其次，扩张型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活动的种类在

两种以上，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对生计风险认知能力强，促使其生计多样化。

往复型生计适应路径农户从事农家乐时间晚，存在跟风行为，在朱家湾乡村旅游兴

盛时期开办，由于经营能力和区位问题，生意相对较差。访谈中该类农户指出，旅游开

发后尝试了农家乐经营，但由于缺乏人脉关系及地理位置（不在道路边）的限制，收益

并不好，人均年收入为五类农户中最低，仅为1.36万元，务工又成为其未来生计适应的

重选方式。维持型生计适应路径农户样本量较大，共有38户。在调研中发现，此类农户

多为家庭规模为三人左右的中年家庭，子女已经成年且多已经工作，父母尚且具有劳动

能力，抚养系数低，没有意愿转换新的生计活动。

2.3.2 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

根据式（1）计算结果（表 6），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显著差异，升级

型和扩张型生计恢复力相对较高，其他三类适应路径较低。整体上表现出选择“深耕”

生计适应路径的农户要优于采用频繁变化或“坚守”生计适应策略的农户，朱家湾乡村

体制转换主要基于国家政策和脱贫发展理性，旅游开发（扶贫）是推动农户经济收入提

高的驱动力，因此长期参与旅游经营且适当拓展多样化生计的适应路径，有利于农户脱

贫和生计稳定性恢复。而往复调整和不断更替生计适应路径易受外部风险冲击，加之自

身生计资本缺陷，造成生计恢复力低，说明农户生计适应路径主动响应乡村适应演化过

程有益于生计恢复力提升。从变异系数来看，往复型、维持型农户内部差异较大；而升

表5 农户生计适应路径定义

Table 5 Defini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tion path

类型

维持型

升级型

往复型

更替型

扩张型

适应路径说明

务农—务工—务工—务工

务农—务工/务农—农家乐—扩大农家乐规模

务农—务工—农家乐或其他—务工

务农—务农—农家乐—个体经营

务农—务农/务工—多元化—多元化

农户数量/个

38

34

17

18

28

农户比例/%

28.15

25.19

12.59

13.33

20.74

表6 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

Table 6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adaptation paths

类型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生计恢复力

维持型

均值

0.233

0.145

0.150

0.528

变异系数

0.458

0.752

0.617

0.417

升级型

均值

0.403

0.199

0.262

0.864

变异系数

0.296

0.691

0.411

0.257

往复型

均值

0.263

0.122

0.151

0.536

变异系数

0.370

0.887

0.564

0.436

更替型

均值

0.150

0.105

0.166

0.421

变异系数

0.483

0.699

0.255

0.303

扩张型

均值

0.296

0.128

0.204

0.628

变异系数

0.380

0.649

0.526

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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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型农户组内差异最小，也从侧面佐证了响应乡村转型适应的农户生计路径有益于生计

恢复力提升。反之，其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可能性不大。

2.4 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路径及机制

基于乡村转型适应演化过程与农户生计适应响应分析，确定了乡村体制转换

（R1~Rn）与微观农户生计适应（P1~P5）的协同演化路径（图5）。乡村从农业体制向旅游

体制转换直接影响了农户生计适应选择，整体上农户生计适应路径响应了乡村体制状态

变化过程，农户生计也逐步趋于多样化。但不同类型下也出现了分化，如往复型和维持

型农户生计响应并不与乡村转型适应路径协同。农户生计适应响应的出发点仍是生计根

本利益及其生计资源拥有状况。如往复型生计适应路径农户对未来生计选择退回务工生

计策略，主要由于农家乐区位和客源市场差，旅游经营效益低，无力保障生计可持续。

为了辨明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机制，研究从乡村转型适应的系

统要素变化对农户生计适应的影响作用出发，根据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乡村适应能力指

标与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关联分析。依据式（3）、式（4）计算关联度基本在 0.5以上，

表明乡村系统要素变化对农户生计适应存在显著影响。考虑社会—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一

般由少数关键因素决定，而系统适应性有效管理的重点在于明确影响系统运行的关键变

量[29]。因此，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关联度大于0.5即为较强（强）关联因子，因而研究

将关联度大于0.5且排名前3位的适应能力指标因子确定为关键变量。如表7所示，不同

生计适应路径受乡村适应能力因子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关键变量基础设施、政策扶持

以及生态环境因子成为与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适应关联的共同影响因素。

（1）基础设施因素。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如道路交通、卫生所、学校等）是乡村转

型发展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其中，道路交通可达性成为乡村旅游业的“生命线”。朱家湾

图5 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路径

Fig. 5 The adaptive evolution pa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gime shifts and farmer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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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开发始于高速公路开通及省

道交通条件改善，道路交通设施成为

驱动乡村从农业体制向旅游体制转型

的外部关键因素之一。如表 7，升级

型、更替型和扩张型生计适应路径农

户生计恢复力与基础设施关联度均大

于 0.7，而维持型和往复型小于 0.7，

说明乡村基础设施变化推动农户生计

适应路径与乡村体制转换协同演化，

也验证了上文分析得出的农户生计适

应路径主动响应乡村适应演化过程有

益于生计恢复力提升，尤其是升级型

和扩张型生计适应路径。这两类生计

适应路径农户区位都处在（或接近）

道路边或是村公共设施集中处，基础

设施可达性高。

（2）政策因素。政策扶持往往对

乡村转型适应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作

用，如旅游扶贫政策、帮扶产业进驻等。如表7显示，政策扶持与更替型、扩张型农户

生计适应的恢复力关联度达到0.686和0.664。朱家湾结合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

政策（资金）扶持推动乡村向旅游业体制转型发展，农户受政策红利驱动主动或是被动

选择（受旅游项目开发征地影响）了以农家乐为主体的旅游经营活动，促进了农户生计

适应路径多样化。但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政策惠及面和农户自身适应能力存在差异，调

查中部分更替型农户认为其并未均等获得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由于放弃原有

生计方式的资产导致自身生计利益受损，不得不选择新的生计适应方式。上文适应能力

分析中也显示了旅游开发后朱家湾管理维度适应能力显著下降而适应结果中贫富差距值

也相对最高。某农家乐户主表示，“地被征收了，没地就没收入，农家乐不开也得开，老

百姓能选择的不多”。表明自上而下的乡村转型适应与体制转换，虽然有利于农户生计快

速适应引导，但由于农户生计基础差异（农家乐区位、经营资本等）以及政策扶持的地

方落实过程偏差（公允性），容易造成农户生计适应效果分化。

（3）生态环境因素。生态环境要素中的空气质量、噪声污染变量与不同类型生计适

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强度平均达到0.726和0.682。表明生态环境变化与农户生计

恢复力具有较强关联作用。乡村转型适应演化中旅游业开发不可避免会重构乡村人地关

系，打破原有生态系统平衡。低生计恢复力的三类农户生计适应路径（即维持型、往复

型和更替型）均与空气质量存在强关联，调查中有大于45.19%的农户认为旅游开发导致

了空气污染，而这三类农户生计适应路径都放弃了旅游经营或是并未选择。而高恢复力

的二类农户生计适应路径（即升级型和扩张型）均与噪声污染存在强关联，调查发现低

于40%的农户认为存在噪声污染，高恢复力农户选择了与乡村体制转换协同的生计适应

路径，旅游经营带来经济利益与发展理性促使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并不强烈。

总的来说，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机制可总结为：以乡村发展

（脱贫、乡村振兴）理性为基础的制度（政策）变迁推动乡村转型适应与体制转换，国家

表7 农户生计恢复力与乡村适应能力关联度

Table 7 Relationship degree betwee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rural adaptive capacity

生计适应路径类型

维持型

升级型

往复型

更替型

扩张型

乡村适应能力指标

空气质量

基础设施

旅游参与人数

噪声污染

基础设施

物质资产

基础设施

空气质量

基础设施

政策扶持

空气质量

政策扶持

基础设施

噪声污染

关联度

0.772

0.696

0.654

0.700

0.717

0.679

0.694

0.691

0.730

0.686

0.714

0.664

0.708

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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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政策扶持是乡村向旅游体制转换的关键，也为乡村农户生计适应选择提供了机遇

和挑战。乡村转型适应的体制转换直接影响农户生计适应路径，并呈现出协同和分化并

存的演化特征。乡村社区基础（基础设施）、政策实施与体制状态（生态环境变化）对适

应能力的影响决定了乡村转型适应效果，也成为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适应演化

的主导力量。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将社会—生态适应性理论和乡村转型相结合，从体制转换视角下分析了典型旅

游乡村转型适应过程与农户生计适应路径，并评估其适应演化过程中乡村适应结果及农

户生计恢复力，探讨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乡村对旅游开发适应演化过程的体制转换明显，传统农业体制乡村向旅游体制

转换过程的适应效果出现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社会矛盾风险并存局面。农户生计

适应选择对乡村转型响应呈现多样化，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也存在显著差异，

升级型和扩张型生计恢复力相对较高，而其他三类恢复力较低。

（2） 农户生计适应路径 （P1~P5） 响应了乡村适应演化的体制状态变化过程

（R1~Rn），但表现出协同与分化并存特征。基础设施、政策扶持以及生态环境因子成为乡

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影响因素。

（3）以乡村发展理性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变迁推动乡村转型适应与体制转换，国家战

略和政策扶持是乡村向旅游体制转换的关键，并为乡村农户生计适应选择提供了机遇和

挑战。乡村基础、政策实施与体制状态决定了乡村转型适应效果，也成为影响农户生计

适应路径选择和生计恢复力分化的主导力量。

3.2 讨论

（1）本文基于SESs适应性循环理论初步构建了乡村系统适应性演化分析框架，并将

理论分析框架应用案例实证，解释了乡村适应演化路径与机制。与以往单一乡村转型适

应或农户生计适应研究相比，强调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适应关联作用，在研究思路上体

现了乡村系统动态演化效应（体制转换过程的适应能力与适应结果）与尺度作用关系

（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适应关联）。

（2）多数研究认为乡村转型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投资带动的外部拉

力和乡村自身发展理性需求的内部推力共同作用[30-32]，而旅游乡村转型是地理区位优势、

乡村内部力量整合和外部诱导因素作用结果[33]。与以往研究结论相比，本文认为乡村转

型适应作用机制不仅仅是宏观的内外部推拉力，乡村社区基础、政策实施、体制状态和

生态环境变化对乡村转型适应及演化效果存在重要作用，并成为影响农户生计适应路径

选择和生计恢复力的主导力量。此外，相关研究对农户生计适应性影响因素较集中的归

纳为五大生计资本等微观因子[6,34,35]，而本文乡村体制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适应研究结果

更强调乡村层面要素对农户生计适应影响的尺度作用关系。

（3）在理论框架构建基础上，本文开展了实证研究，但鉴于乡村发展类型的多样性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或是旅游扶贫实施都存在地方差异，有必要深化对不同类型乡村

适应演化对比分析，从而把握不同乡村对政策引导的适应机制，规避因社区基础差异以

及政策扶持的偏差造成乡村（生计）适应效果分化。同时，受限于微尺度统计数据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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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可参考研究缺乏，本文构建完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仍需不断修正和探索。

（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解决“新三农”问题，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途

径。本文基于理论建构和案例实证对乡村转型适应演化研究旨在为乡村振兴合理路径

（模式）探索提供参考。因此，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实践建议：① 乡村体制转换应适

应国家战略与政策要求，而旅游开发作为乡村转型与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其转型适应

过程中乡村社区应以主动调整适应主导，并重视旅游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保护乡村生

态空间。② 对于旅游驱动乡村转型发展应立足资源禀赋，增强市场适应性，注重乡村特

色产业，通过盘活乡村低效土地利用方式，提升二、三产业用地效率，推动乡村产业转

型发展。③ 乡村转型适应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撑，吸引精英人才留在乡村，通过其拓展外

部社会资本，促进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同时引导和鼓励农户稳定生计适应方式，提高农

户就业创业扶持力度，稳定开展满足旅游发展的技能培训。④ 重视公众参与，要调动农

户在乡村转型适应中的积极性，引导农户提高认知能力，避免农户生计边缘化，引入第

三方公众平台，建立资源信息公开和生计合作机制，任何时期乡村转型适应中保障农户

利益和话语权是促进乡村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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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monstration of rural adaptive
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HEN Jia, YANG Xin-jun, WEN Xin, DENG Meng-qi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path ar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in

the field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ts

multiple goals. Through the key time point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changes, this

research combe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ypical rural cases in China, and clarified the

regim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in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ural adaptive evolution, it took the village

with obvious regime evolution as an empirical case, combin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

depth interview, and evaluated the system adaptive capacity (results) and effects of rural

farmers' livelihood response under rural adaptive evolut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adaptive

evolution path and mechanism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regime shifts and micro farmers'

livelihoods based on induction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shown as

follows. (1) After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me to the rural tourism

regime, the coexistence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 risks emerged. The response of rural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tion choices to

rural transformation was diversified.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sili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 in different adaptation paths. The livelihoods' resilience of the type of

upgrade and expansion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at of the type of maintenance and

replacement were relatively low. (3) Rural regime shifts (R1 to Rn) and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tion (P1 to P5) presented an evolutionary path of coordin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Factors

like infrastructure, policy suppor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the key influencing

variables of adaptiv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farmers'

livelihood.

Keywords: rural areas; tourism; adaptive evolution; regime shifts; farmer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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