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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
新业态发展探讨

——以海口市美孝村为例

李庭筠，罗邱戈，张金萍，程叶青
（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海口 571158）

摘要：农村新业态发展是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海南省琼北火山地

区传统村落历史悠久、分布面广、资源丰富、形态特异，然而传统古村落发展较为缓慢，产业单

一、业态发育不足，农民增收困难。在乡村振兴、国际旅游岛建设及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等战

略实施的宏观背景下，琼北火山传统村落迎来农业深度发展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机遇。本文

以海口永兴镇美孝村为例，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广泛采集村民的

新业态发展意愿和建议，构建了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因地制宜提出尊重农户意愿的新

业态发展类型，以期为美孝村经济社会转型和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的新业态发展提供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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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概念最早应用于零售业，指零售店向指定顾客群提供商品和服务，后泛指产

业活动的存在形态，是产业发展阶段和层次的外化体现[1]。“新业态”是随着产业组合、

企业内外价值链环节的分化、细化、融合、行业跨界整合，以及嫁接信息、互联网技

术，在产业间的边缘处和交叉处形成新型的企业、商业和产业组织形态[2,3]。新业态的发

展，改变了原有产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与升级[4,5]。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先后制定政策和计划，推动乡村转型，促进传统村落发

展。19世纪 80年代英国乡村旅游萌芽，政府和行会开展了乡村旅游与乡村田园景区开

发，在注重历史文化传承的前提下推进乡村多元化、特色化发展[6]。20世纪70年代，韩

国政府和村民联合推动的“新村运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环境，鼓励产业融

合，促进多种经营发展[7]。1979年，日本开展“一村一品”的“造村运动”，建设产业基

地、培育农产品地理品牌，在农产品包装创意、流通购销形式和泛农业产品创新等方面

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8]。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立法和农业政策”[9]、德国城乡融合

发展的“等值化”理念[10]和西班牙的“乡村文化复兴和传统习俗渗透”等。中国改革开

放 40年来，农业、农民和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11,1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需求结构变化

对多样化和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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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业态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关于“农村新业态”的提法日趋增多，但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定义。

借鉴零售新业态、农业新业态等“新业态”概念[13,14]，结合农村业态发展实际与趋势，本

文将农村新业态定义为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与销售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是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后的生产、加工、物流、仓

储、营销等多种新业态的融合。“新”是相对概念，主要表现为新技术发展、多功能拓展

以及新要素价值的凸显[15]。农村新业态的概念比农业新业态更广泛，涵盖发生在农村地

域范围内的多种产业业态的创新和融合发展，包括“农业+旅游、休闲、会展、生物、互

联网、文化”等而发展的乡村景观综合体、田园实践馆、家庭农场、地域民宿、线上特

产馆等新业态。

当前，农村新业态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作用、意义、特征与发展途径[16,17]；实

证研究多关注其现状、问题与建议[18-20]。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地是从既定理论假设视角研

究新业态发展，而关注农民自身意愿的、客观经验的农村新业态发展研究较少。扎根理

论（Grounded Theory）是一种社会理论，通过系统收集资料凝练能够反映事物现象本质

的核心概念并建构其间的联系[21]，已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公共健康、社会工作、心理

学等领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定性研究方法论之一[22]，非常适合于个体心理机制、积

极关系、个体和社会互动机制等研究[23,24]。将扎根理论引入农村新业态的研究，在进入田

野调查前不提出任何新业态类型与模式等理论假设，而是扎根于农村资源环境特点、农

民意愿等客观经验资料，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层次研究程序来构建农村新业态发展理

论框架，并获取来自民意的发展方向和互动机制，自下而上建立农村新业态发展的实质

理论。优点在于既有方法论作为支撑，又可以追溯研究过程，且结论客观、真实、全面

以及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25]。

本文立足乡村振兴和培育农村新业态的实践要求，以美孝村为案例地，基于地理

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深入美孝村走访调查，分析美孝村业态现状与问

题。通过对村民进行半结构化问卷访谈，广泛采集村民的新业态发展意愿和建议，采用

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原始语句进行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构建

了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探讨适宜美孝村发展且尊重农户意愿的新业态类型，旨

在为美孝村经济、社会转型和琼北火山地区类似传统古村落新业态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海南岛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海岛，具有独特的热带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其北部在一

万多年前经历多次火山喷发活动，火山熔岩遍布，面积达4000多km2 [26]。当地村民就地

取材，用火山石搭建房屋，铺设村道，垒建石墙形成的古村落，不仅是见证和记录历史

的文化景观，也是极具遗产价值的古村落空间[27]。琼北现存较为完好的火山传统村落主

要分布于海口市羊山地区，其中，以美孝村最为典型。美孝村是永兴镇美东村委会下辖

的一个自然村，距海口市区 23 km，东连观澜湖国际高尔夫球场，西距国道海榆中线

（G224） 2 km，北邻火山森林公园，区位条件优越（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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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孝村始建于明朝嘉靖年，现村域面积约3.67 km2，223户居民，1058人。美孝村空

间上可分为古村和新村两部分（图2），古村落传统建筑群保留较为完整，占村庄建筑总

面积的 40%左右，古村门、古学堂、古祠堂、古剧台等至今仍保存完好，生产、生活、

景观、文化等风貌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该村于2007年入选了第一批“海口市

乡村旅游名村”，并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地处热带海洋气候的美孝村，空气质量纯

净、气温舒适、土地肥沃，拥有丰富的动植物和矿石资源。村周围被绿色树木与大片黄

皮园、荔枝园环绕，因每年盛产黄皮100万~200万斤，被称为“黄皮村”。

然而，以美孝村为代表的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仍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

单一、业态发育不足、农民增收困难等困境，严重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在实施乡

图1 美孝村区位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Meixiao village

图2 美孝村土地利用现状

Fig. 2 Land use status of Meixiao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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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海南国际旅游岛和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等战略的宏观背景下，选择美

孝村作为案例地，探讨琼北火山地区传

统古村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业态培育等

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实践价值。

1.2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主要是通过不断地对比资料和理

论，根据资料与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提

炼出有关的类属及其属性[28]，其核心是

对资料的逐级编码，即先分解并概念化

原始资料，然后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

将概念重新抽象、提升和综合为范畴以

及核心范畴，包括开放性编码、关联性

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级别 [29] （图 3）。

只有当理论达到概念上的饱和，新收集的资料对理论构建已无新的贡献，研究方可结束[30]。

1.3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走访第一手资料和半结构式访谈的问卷调查。课题组于2018年

12月20-22日对美孝村及其周边展开预调研，走访村干部和部分村民，了解美孝村基本

情况和发展现状。基于预调研情况设计半结构化访谈的调查问卷，包括受访者家庭基本

情况、对村落业态现状认知情况、对发展新业态的态度和意愿以及对新业态发展的需求

等，2019年3月16-17日和4月6-7日深入美孝村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随机走访了43户

受访农户，每位受访农户访谈时间约为30分钟。通过内容整理分析发现，最后3位受访

农户访谈记录与前40位内容重复，因而无法形成新的理论范畴，访谈内容达到饱和，访

谈结束。

2 结果分析

2.1 美孝村业态发展与农户意愿

2.1.1 业态发展现状

调查可知，美孝村当前主要有种养殖、农产品加工、林果培育和乡村旅游等产业业

态。古村内常住户20~30户，以中老年人为主，原来的住户大部分在村中的祖地内新盖

了楼房，年轻人主要是在外打工；留守村内的中老年人以种植黄皮、荔枝为主，规模达

4000亩，每亩平均收入约5000元左右。村内自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村民开办黄皮、荔

枝加工厂，但至今仍不成规模；亦有村民靠黄花梨根雕加工资产过亿，但经营者逐渐迁

至海口、北京等地开店。依据《关于划定海口市畜禽养殖区域范围的通告》，永兴镇大部

被划为禁养区（图4），美孝村养殖业已全部整治清除。与2012年相比，美孝村种植面积

增加、黄皮酒粗加工和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养殖、果木苗木培育，以及盆景培养和根雕

制作都呈现萎缩（表1）。

图3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框架[30]

Fig. 3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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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孝村乡村旅游以一日游为主，每年

七、八月为乡村旅游的旺季，其次是周末

游。游客的游览项目包括自家果园采摘

（荔枝、黄皮）、古村落散步、骑行、写

生、烧烤（自带工具）等，各乡村旅游业

态经营情况如表2所示。

2.1.2 新业态发展的农户意愿

分析半结构化访谈资料与数据，受访

者样本覆盖了不同年龄层次、教育背景、

生计类型以及收支情况等，符合质性研究

的多样性要求（图 5）。其中，有 40%的受

访者对美孝村现状业态发展不满意，主要

原因集中于“业态单一”“政府不扶持”和

“条件与现状不匹配”三大方面；有 90%的

受访者对新业态发展持积极态度，且有

70%的受访者愿意利用自家农林用地或闲置

宅基地参与到新业态的发展（图 6）；另有

20%以下的受访者对自家农林用地或闲置宅基地参与到新业态的发展持“无所谓”的观

望态度，以及10%~12.5%的受访者不愿意参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竹篮打水一场

空”“不理解如何参与”以及“怕吃亏，谈不过生意人”等。

2.2 美孝村新业态发展的质性分析

2.2.1 访谈资料编码

对资料逐级编码是扎根理论的重要步骤，是凝练和重构理论的过程，包含三个层次：

（1）开放性编码：运用NVivo 11软件进行全部访谈资料的编码和概念赋予，为保证

概念的客观性和精准性，特聘请一位研究员、一位副教授和一位博士后共同参与添加概

表1 2012年和2018年美孝村产业及业态情况

Table 1 Contrast of industrial situation of Meixiao village in 2012 and 2018

产业及业态情况

种植/亩

养殖

果木苗木培育/亩

盆景培养与根雕制作

黄皮酒粗加工/户

外出务工/人

乡村旅游/户

优良嫁接品种黄皮

优良嫁接品种荔枝

本地黄皮、珍珠番石榴、莲雾、杨桃、菠萝蜜等

猪/头

羊/只

鸡/只

培育黄皮、荔枝和莲雾优良品种

2012年

2200

360

470

810

220

3500

35

25户共102人

5

98

2

2018年

2900

110

840

无

20~30

无盆景培育；根雕制作3户

18

200

6

图4 海口市畜禽养殖规划范围

Fig. 4 Planning scope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in Haik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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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标签，最终提炼出623条原始语句、73个初始概念和29个范畴。

（2）关联性编码：基于开放性编码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关联。通过反复

分析和对比，形成本文7个主范畴（表3）。

（3）选择性编码：梳理主范畴，确定本文的核心范畴，即“新业态发展”，该核心范

畴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新业态选择和新业态发展支撑。

2.2.2 新业态发展模型构建

基于访谈资料编码，构建了能够表明核心范畴与各个主范畴之间关系的模型，即符

图5 受访者家庭基本信息

Fig. 5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2 美孝村乡村旅游业态经营情况

Table 2 Operation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of Meixiao village

业态

农家乐A

农家乐B

旅游商品

销售A

旅游商品

销售B

旅游商品

销售C

果园A

开业

年份

2016

2017

1990

2012

2008

1998

年接

待量/人

6000

5000

300

180

100

160

年净

收入/元

55000

50000

40000

32000

28000

25000

经营模式

自营

自营

黄皮合作社

自营

自营

自营

服务人员

2人，本村

8人，本村

2人，本村

4人，本村

2人，本村

6人，本村

提供服务

餐饮、住宿、棋牌、采摘

餐饮、住宿采摘

荔枝、黄皮、莲雾、石

榴、菠萝蜜（含水果收购）

荔枝、黄皮、莲雾、石榴

（含水果收购）

荔枝、黄皮、莲雾（含水

果收购）

荔枝、黄皮

游客逗留时间

/客源

1~2天，省内

1天，省内

省内，省外

省内，省外

省内，省外

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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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客观规律、尊重村民意愿的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模型（图7）。其中，村民对于发展新业

态的意愿主要出于改善生活、盘活闲置、投入生产要素和遗产保护四种考虑，受家庭客

观属性和对现状业态认知两项前提的影响。其中，家庭客观属性包括个人生理属性、教

育背景、人员情况、收入水平、收入来源、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好七个方面；对现状业态

的认知包括业态类型、接待规模、销售产品（商品）和发展满意度四个方面。在有发展

新业态意愿的情况下，新业态发展的核心内容受村民对新业态的认知、基础设施、气候

与环境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气候与环境因素包含气候因素和地质环境因素；基础

设施因素包括住宿条件、交通状况和市政设施三方面；政策因素包括现有激励型政策、

政策需求和限制性政策三方面；新业态认知包括旅游新业态、农旅融合新业态、“互联

网+”新业态、文创新业态、科教新业态和其他周边新业态六方面。一般而言，村民自身

对美孝村气候与环境、基础设施状况及国际旅游岛建设、乡村振兴等政策和新业态发展

方向有较深刻的认知。

2.3 美孝村新业态发展策略

2.3.1 新业态发展热点

依据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结合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及乡村振

兴与城乡融合等发展战略，基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中对

“三新”经济活动内容和质量等需要以及海南省乡村旅游总体规划，农业农村生态资源和

乡村民俗文化、乡村休闲观光、健康疗养、研学旅游等农旅融合发展是美孝村新业态发

展的客观需求和热点所在（表4）。

2.3.2 新业态类型选择

2019年 5月 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

意见》，提出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鼓励依托“互联网+”和“双创”发展

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农耕文化体验、健康养老、农产品个性化定制、农业众筹等新业

图6 受访者对现状业态和新业态发展意愿

Fig. 6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 business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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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依据扎根理论质性分析，美孝村发展新业态热点很多，但是“蜂拥式”跃进发展不

但难以培育新业态，还将破坏美孝村的生态环境。因此，在政策保障和引导下，要坚持

整体谋划、重点突破的原则，充分考虑美孝村发展的阶段性，把握发展时序、节奏和步

骤，循序渐进地进行新业态培育与植入，因地制宜打造火山民宿、农业遗产体验园、采

摘篱园、文创基地、私人订制果园等新业态类型。

（1）火山民宿。火山石民居质地坚硬，坚固耐用，也因其多气孔特性具有隔音、隔

热、调节微气候等特点，由此建成冬暖夏凉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火山石村落。依托美

孝村古村落格局和火山石民居，结合闲置和有意愿的农户家庭，打造火山特色石头民宿

或小型住宿设施。

表3 主范畴形成表

Table 3 Formation of main category

初始概念

年龄、性别

学历

家庭人口数、劳动力数

年收入金额

种植业、养殖业、果木苗木培育、盆景培养和根雕制作、黄

皮酒加工、外出务工

年支出金额

生活、生产、教育、医疗

住房、院落

住房通路情况、交通工具

饮用水、生活燃料

农家乐、采摘、根雕

淡、旺季年游客量

黄皮、荔枝特产销售

对现状业态满意、不满意、无所谓

景区、旅行社、旅游交通、民宿、家庭旅馆、旅居养老

采摘果园、田园综合体

电商

手工艺、文创基地

青少年活动

观澜湖、兰桂坊、冯小刚艺术公社

增加收入、提供就业机会

闲置农房改造利用

农业、林业用地、宅基地的有偿使用

火山石老房子的保护和利用

气温对水果产量、游客量的影响

火山岩地貌对蓄水的影响

国际旅游岛、乡村旅游、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用地、宣传、税收、科技、人才、资金、就业、规划

保护、开发限制

范畴

个人生理属性

教育背景

家庭人员情况

收入水平

收入来源

消费水平

消费偏好

住宿条件

交通状况

基本生活必需品

现状业态类型

现状业态接待规模

销售产品

发展满意度

旅游新业态

农旅融合新业态

“互联网+”业态

文化创意新业态

科普教育新业态

周边业态

改善生活的意愿

盘活闲置的意愿

投入生产要素意愿

遗产保护的意愿

气候因素

地质环境

现有政策

政策需求

限制性政策

主范畴

家庭客观属性

基础设施因素

现状业态认知

新业态认知

发展新业态意愿

气候与环境因素

政策因素

2086



9期 李庭筠 等：基于扎根理论的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新业态发展探讨

（2）农业遗产体验园。以美孝村等古村为代表的羊山地区利用微小的火山岩空隙进

行荔枝的种植与尝试，最终在火山岩石上发展了万亩古荔枝林，为羊山人民提供了集食

图7 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

Fig. 7 Framework model diagram of new business form of Meixiao village

表4 美孝村“农旅+”新业态发展热点

Table 4 Hot points of new business form

新产业新业态

统计分类

081103

休闲观光旅游

081105

健康疗养旅游

081108

研学旅游

模式

农业

+旅游

农旅

+文创

农旅

+民居

农旅

+健康

农旅+

教育

内容

基于荔枝、菠萝蜜、黄皮、龙眼等热带亚热带水果种植，面向采摘近郊休

闲游憩市场，打造创意瓜果基地。一是做好瓜果采摘观光等传统的旅游发

展模式，丰富瓜果种植品种，提升瓜果种植技术，提供采摘游乐；二是开

展创意设计，打造以瓜果、果园为元素的景观、游乐设施、技术传承体验

等项目，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热带水果展示空间，优化单一业态的热带瓜

果种植产业

依托传统根雕、盆栽、水果加工、黄皮酒加工等民俗技艺和劳作方式，针

对民俗文化、传统技艺文化体验客群市场，对文创馆内摆设、装饰、工

具、工艺流程进行场景化、情景化的再现设计，使游客既可观看又可参与

体验

依托极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及其火山石民居，深度挖掘地域的民居特色，地

域文化特色、传统技艺特色、人民生活习俗特色和特色餐饮，针对周边景

区游和特色民宿体验客群，打造乡愁体验式新业态

依托良好的气候条件、秀美风光和具有养生价值资源，针对健康养生养

老客群，以养生保健为核心理念，深度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相关文化、

运动、美食等，打造乡村疗养度假、乡村养老、旅居养老、避寒养老等

新业态

依托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以及其周边火山口等景区的旅游资源，针对学

生客群打造地质、植物、红色等研学游基地；依托抗日遗迹、孝文化等旅

游资源，针对国家公职人员和普通大众打造爱国、爱党、孝廉教育基地

新业态

发展热点

瓜果工坊

亲子乐园

订单果园

采摘篱园

农业遗产园

创客基地

根雕活态馆

黄皮酒活态馆

火山民宿

南海食宿

主题院落

老年养生

康养田居

避寒康养

地质研学

植物研学

红色研学

孝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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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用和材用等多种用途于一身的荔枝相关产品，并利用荔枝林下开展黑山羊养殖，

重视立体农业和循环农业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系统开展荔枝生产与文化

结合系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可设置“农业遗产工坊”和“花果游廊”等参

与式体验业态，由村民提供地域文化与创作专业指导，现场展示、讲解和教授传统技艺。

（3）采摘篱园。主要针对海口及周边城镇青少年及亲子客群，把科普教育和采摘体

验结合起来，让孩子在采摘过程中学到植物相关知识，如认识各种植物的生长状态，识

别新植物等；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孩子的体能和灵活性、协调性。

（4）文创基地——将古宅古村古巷变成书画创作、小酒吧、青创咖啡、设计网咖，

以及旅游农产品体验馆、地质科普馆、篆刻、根雕的旅游空间，为青年客群创设生活情

境，开拓文化空间，利用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技艺工具等乡土物件彰显古朴魅力。

（5）“私人订制果园”。随着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需求，搭建互联网私人定制果园，

在瓜果基地开设实时视频系统，通过QQ、微信等互联网技术发布果园果树生产的实时动

态画面，使海南岛以外的居民通过视频挑选、认购果树果实，实现远距离互联“私人订

制果园”。

3 结论

引导旅游地农户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旅游新业态经营和提供旅游服务是实现

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之一[31-33]。自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回归“三农”以来，

国家不断加强对“三农”的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了农村地域蓬勃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不断拓展，为农业新业态创新带

来巨大引导力[34]。本文以海口传统火山村落美孝村为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村民意

愿一手资料，利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构建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提出新业

态发展方向。主要结论如下：

（1）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的内涵：村民对于发展新业态的意愿主要受到家庭

客观属性和对现状业态认知两项前提的影响。而在有发展新业态意愿的情况下，美孝村

新业态发展的核心内容受到了村民对新业态的认知、基础设施、气候与环境和政策因素

的影响。

（2）基于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框架模型，结合国家政策，提出美孝村应重点发展火山

民宿、农业遗产体验园、采摘篱园、文创基地和“私人订制果园”五大新业态。

与以往农村新业态研究重点关注意义、问题、策略不同，本文提出了具有地域针对

性的“发展什么”的问题，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摒除了从既定理论假设视角的研

究，通过半结构化问卷访谈，立足农民自身意愿和美孝村的客观现实，提出了适合美孝

村发展的新业态类型，为美孝村新业态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从而为琼北火山地区类似

传统古村落新业态发展提供实践参考，有利于推进琼北火山传统村落联动发展和农民增

收、农村发展及产业升级。但扎根理论研究与研究者理论敏感性、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和生活经验有着密切关联，需要在未来长期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深化。新业态

植入和培育服务的机制产业链如何延伸、空间如何布局、新业态发展与农户生计量化等

研究也需更深入研究。

2088



9期 李庭筠 等：基于扎根理论的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新业态发展探讨

在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下，传统村落新业态培育与植入对于美孝村

乡村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从土地利用、资金、人才等多角度构建保障机

制。其一，鼓励在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中安排一定比例新业态发展用地指标，探

索实行混合用地、点状供地、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等方式以及引进旅游企业开发，村

民以房以地入股以获得利益分配机制。其二，在海南农信社联社“一小通”小额信贷基

础上，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弱化抵质押物要求，探索以“政府—银行—保险公司”为主

体的财政、信贷、保险三轮驱动，共同扶持美孝村新业态经营主体发展。其三，通过

“扶才”“引才”和“造才”加强美孝村新业态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扶持培养传统工匠、

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带头人，吸引打工者回乡创业和管理、科技、教育等人才下乡服务，

依托海口市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创立美孝村乡村实践基地，通过城乡、校地之间

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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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forms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ern Hainan volcano

area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aking Meixiao village in Haikou as a case

LI Ting-yun, LUO Qiu-ge, ZHANG Jin-ping, CHENG Ye-qing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forms in rural villages can invigorate their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proven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volcano area in northern Hainan province boast a long

history,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wide geophysical distribution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s historically been handicapped, consistent

with their simple-industry economy, lack of diversification of business forms and difficulty in

income growth for the villagers. In the context of Hainan'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construct and pilot of free trade zon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volcano area are

fac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of in- depth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This research uses Meixiao village in Haikou as a case study, where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of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a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were adopted for

collecting data on public will and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forms.

Subsequently, it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the model of new business forms development in

Meixiao village, and proposes tailored business types that consider the aspirations of the

villag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help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guide for the soci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new forms of Meixiao village,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forms for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ern Hainan in general.

Keywords: Grounded Theory; volcano area; traditional village; new business form; Meixiao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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