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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研究

———以渝湘交界地洪安镇和茶洞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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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特色村镇旅游扶贫效果的好坏，最为关键的就是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与否。文章以旅游协同发

展机制的构建为线索，分析了武陵山片区跨省边缘民族特色村镇: 重庆市秀山县洪安镇和湖南省花垣县茶洞镇旅游扶

贫与协同发展的条件与障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两镇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相关问题，并从四个方面构建了旅游开发与

旅游扶贫的协同机制，以期为民族跨界地区特色村镇的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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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旅游扶贫作为重要的扶贫手段日益受到广泛关

注。但是，旅游扶贫的效果到底如何，一直是学者

关注热议的话题。一方面，认为旅游可以增加就业

岗位、拉动基础建设、增加农民收益、促进经济增

长，可改善贫困地区面貌。①另一方面，认为旅游

具有显著的挤出和 “漏损”效应，对贫困地区的

贫困人口生存状态起不到改善作用，甚至使贫困状

态进一步恶化。②此外，还有学者对旅游扶贫绩效

进行了系统评价。③笔者认为，导致学界对旅游扶

贫效果的认知出现分歧，最为关键的就是旅游协同

发展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与否。对于旅游协同发展研

究，有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李树民认为我国旅

游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并探讨了区

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④郑旗认为旅游协同发展

是旅游合作的高级阶段。⑤尹少华、冷志明探讨了

武夷山区行政区边缘经济协同发展问题。⑥熊正贤

和吴黎围认为旅游扶贫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

题，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已经彰显出巨大的优势和

潜力。⑦但纵观现有研究，多是宏观经济发展导向

研究，而对跨省市边缘同质化民族特色村镇的旅游

协同发展机制问题，学界的关注度还不够。
武陵山片区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该

区域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旖旎，民俗风情浓

郁，历史人文厚重。这里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地，少

数民族的聚居区与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富集区高度叠

加。近年来，该区域抓住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等系列政策机遇，大力发展旅游业，很多民

族特色村镇依托当地优势的旅游资源，通过适度的

旅游开发，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

势。希望以此带动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助推经济

社会发展。然而，在利益驱动下，地方保护主义盛

行，条块分割严重，各种利益主体难协调，旅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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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能有效形成合力，甚至同质化恶性竞争严重。
导致各民族特色村镇的旅游资源比较优势难以充分

发挥，甚至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大大削弱了旅游

扶贫的绩效。本研究以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旅

游扶贫为例，考察了重庆市与湖南省交界地秀山县

洪安镇和花垣县茶洞镇的旅游协同发展情况，证实

两地旅游扶贫存在协同机制缺失的问题，并分析两

地协同发展的条件和障碍，探索构建两地旅游开发

与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机制，以期为跨行政区的民族

地区特色村镇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协同发展对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

小镇旅游扶贫的指导作用

( 一) 协同发展理论

协同 理 论 源 于 希 腊 文 Synergetic，意 指 关 于

“合作的科学”，是 1977 年由联邦德国理论物理学

家哈肯创立的。① 协同理论认为，一个系统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构成，子系统又由众多的要素

组成。各子系统、众多的要素之间从无序、分散、
抵触变得有序、整合、协作时，就会产生协同效

应，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或多赢局面。这也是

协同发展论的基础。旅游小城镇的协同发展模式分

为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协同、产业集群协同、产业集

群与环境协同三个协同层次。② 更多的研究认为，

协同发展既有竞争，也有协作，在竞争中提高技术

水平、工作效率，在协作中共建共享事物发展的成

果和效益。笔者认为协同发展具有典型的特征。首

先，协同是多样性的，涵盖制度、体制、科学、教

育和道德规范等多个方面，共同竞争，相互促进，

从而达到全面的协同发展。其次，共同的竞争要有

公平的体制机制保障。这就需要建立不同形式、不

同层次的协同体制机制，以维护同等条件下的公平

竞争。其三，要具有协作共赢的理念。竞争不是排

他性的，不是优胜劣汰，而是更高层次的协同发

展，促使双方发挥各自特长，或继续发挥优势，以

求得双方或者多方的共同发展。
( 二) 协同发展的指导作用

武陵山片区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座，有国家

级特色小镇 5 座，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7 座，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7 座，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30 个，具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风情

的特色村镇不胜枚举。武陵山片区山同源，民同

俗，旅游资源以山水自然风光、土苗民族风情、历

史人文为主，尤其是民族特色村镇，建筑风格，土

家族、苗族服饰文化，饮食习惯，民俗风情大同小

异，甚至传统风貌也千面一律，具有高度的同质化

色彩。笔者认为，武陵山片区特色村镇旅游扶贫与

协同发展也是一个大系统，包含众多的子系统，政

府之间、企业之间、社区之间，甚至三者之间都可

组成不同的子系统，不同的子系统又由众多的要素

组成。各要素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共同作用，既竞

争，又协作。如果竞争大于协作，势必会引起同质

化竞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协作大于竞争，则

有诸多有利之处。其一，可避免旅游产品同质化竞

争。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小镇本身就具有高度同质

化色彩，如果不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的地域

空间、同一条黄金旅游线路辐射带范围同质化竞争

将产生极大损耗，甚至是两败俱伤。其二，可统筹

协调多方利益。民族特色村镇政府、主管部门、企

业、景区、旅游经营户、原住民等要避免市场壁

垒，扬长避短，必须认识到自身在旅游分工体系中

的角色和作用，只有共同努力，做大蛋糕、协同发

展才能产生协同效应，才能实现旅游扶贫的多赢局

面。其三，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武陵山

片区民族特色村镇民俗风情浓郁，原住民的生活习

俗、节庆活动、特色建筑等都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

特色和品质，原住民是维护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和

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理应享受到旅游开发带来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其四，有利于进行旅游品

牌的营销推广。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对于区位相

近，产品同质化，品牌营销会导致搭便车的情况，

从而使各方都不愿在旅游品牌营销上花费大量的资

金和精力，最终造成旅游目的地群体性的品牌形象

不明晰，导致整体性品牌竞争力弱化。构建旅游品

牌营销的协同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这一矛盾。
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村镇众多，洪安镇和茶洞镇地

处重庆市和湖南省的交界之地，两镇地域相接，山

水相依，隔河相望，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民风纯

朴，均是典型的汉族、苗族、土家族杂居小镇，探

讨两镇的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问题，更具有典型的

指导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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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渝湘边界洪安镇与茶洞镇旅游扶贫协同

发展的条件与制约因素

( 一) 协同发展的条件

1． 区位与交通条件。洪安镇、茶洞镇两镇位

于湘渝黔三省市交界处，分别属于重庆市和湖南省

管辖，与贵州省松桃县迓驾镇接壤，均有 “一脚

踏三省”之称。在交通条件方面，两镇距秀山县

城 49 公里，花垣县城 25 公里。距离张家界荷花机

场 147 公里，贵州铜仁大兴机场 110 公里。南靠枝

柳铁路吉首站 71 公里，西靠渝怀铁路秀山站 50 公

里。吉茶、张花、渝湘高速在此交汇，分别设有边

城、洪安两个闸道出口。国道 G209、G319 线在此

交汇。清水江贯穿全境，水陆交通十分便利。自古

以来洪安镇、茶洞镇就有西南门户之称。此外，两

镇还是武隆仙女山———黔江小南海———酉阳桃花源

———张家界森林公园 ( 或凤凰古城) 黄金旅游线

路上的中点站。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是两镇旅游协

同发展的基础。
2． 旅游资源禀赋。茶洞镇系第一批中国特色

小镇，洪安镇为重庆市特色小镇，两镇依山傍水、
绿树成荫，河水碧波荡漾，水平如镜，旅游资源禀

赋高。洪安古镇有二野入川司令部旧址、三不管

岛、河滨公园、一脚踏三省景观亭，九龙坡森林公

园、“象鼻吸水”等自然景观。茶洞镇有边城翠翠

岛，《边城》小说中主人翁翠翠的雕塑矗立期间、
百家书法园、国立第八师范旧址、太平军石达开西

征将士牌位，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宿营指挥所、八

排瀑布、仙人洞等。两镇隔清水江相望，已经融为

一体，清水江两岸的古建筑群立，四合院纵横交

错，封火墙自成体系，其工艺、造形独特，苗家吊

角楼、古镇的林立店铺及青石板街、保存完好的古

镇城墙、土家苗寨风情别具一格。丰富的旅游资源

是两镇旅游协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3． 基础 设 施 条 件。两 镇 积 极 争 取 国 家、省

( 市) 、县相关部门的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对景点的修葺和建设。秀山县洪安古镇二野入

川司令部旧址、三不管岛、河滨公园、一脚踏三省

景观亭，茶洞镇的翠翠岛、百家书法园、国立第八

师范旧址，以及两镇的沿河渡口都旧貌换新颜。二

是全面启动古建筑恢复工程，修复四合院，恢复石

板街等工程，两镇的明清时期建筑风貌得到了恢

复，两镇均新建了文化广场。三是新建了旅游基础

设施。洪安镇新建了文化旅游商品一条街和洪安特

色饮食文化一条街。茶洞镇进行了游客服务中心、
停车场等旅游接待设施建设。两镇新修了沿河两岸

河堤步道、码头，以及购置游船 100 多条。沿河两

岸新建特色酒店 30 多家，其中特色民宿 5 ～ 6 家，

床位 500 余张; 特色的沿河餐馆 10 多家。旅游基

础设施条件的同步改善，使两镇旅游协同发展具有

更大的空间。
4． 一体化管理。两镇地域相接，山同脉、水

同源，山水相依，隔河相望。2004 年起，两镇共

同研究制定了《水上船舶管理办法》，共同维持边

区的航运秩序，共同维修边区的生产生活渡船，共

同规划建设边区渡口。建立了轮值理事制，矛盾纠

纷联合排查制，情报信息通报制，治安联防、联

调、联打等，共同维护边区治安和稳定，为创造平

安旅游环境保驾护航。共同举办文化体育艺术活

动，每年定期举行龙舟赛、文艺汇演等，不断加强

边区人民的交流往来，共同传承民间传统文化。每

年“边城端午龙舟赛”“边城之秋文艺汇演”以及

“边城翠翠苗歌节”规模最大，吸引游客最多。一

体化管理体制稳步推进，为两镇旅游协同发展提供

了体制保证。
( 二) 协同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虽然两镇旅游协同发展已具备诸多条件，但从

旅游扶贫与协同发展角度来看，还存在较多障碍。
1． 协同体制不完善。渝东南秀山县的洪安镇，

湘西州花垣县的边城茶洞镇，一衣带水，紧紧相

连，两镇都在大力推进旅游扶贫。但在推进的过程

中，行政分割制约不容忽视。导致优质旅游资源被

行政分割情况严重，交叉管理、跨区管理、三不管

等现象同时存在。致使在一些项目规划、开发及政

策制定时，各方都在打小算盘。由于重庆是市直管

县、镇一级都是正处级单位，而茶洞镇为正科级单

位，双方在协调推进相关工作时，都必须要邀请花

垣县领导参与，所以相关协调工作执行起来并不顺

畅。两镇的旅游开发均是不同的旅游开发公司，两

镇都要卖票，都有各自打造的景点，直接导致两地

对发展旅游心态各异。由于扶贫主体协作程度不

够，地方政府、开发商、原住民、贫困户不能形成

合力，很难形成有效协同。
2． 社区参与不充分。旅游产品过度依赖核心

资源，且大多处于低层次水平，不仅规模小，而且

接待能力、水平有限，能吸纳当地农民就地就业的

人口很少。总体而言，旅游产品大同小异，缺乏创

意，不能形成产业链，产业的延展性也比较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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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首先，产业业态方面: 秀山县洪安镇、花

垣县茶峒镇景点建设已见成效，均已经开始收取门

票。服务业主要是酒店、餐饮、农家乐、休闲观光

等方面，普遍规模不大，经常受到淡季无客、旺季

爆满而又接待受限的困扰，盈利能力有限。旅游纪

念品、特色土特产整体比较缺乏，甚至处于空白状

态。原住民往往综合素质较低，在旅游扶贫的利益

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发展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表

现突出，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从事旅游活动经营管

理和服务管理工作的能力不足，发展机会大大受

限。更为重要的是其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旅游创业

的原始资本。只能从事旅游产业中无成本或低成本

的经济活动，产出效益比较低。
3． 利益分配不健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

制度的价值目标应该是 “公平为主，兼顾效率”。①

由于两镇的旅游开发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认真

考虑各自在横向合作中的区际分工，旅游产品同质

化，甚至恶性竞争。旅游开发公司主要还是以门票

收入为主，旅游从业人员以餐饮、住宿、游船为

主。由于两镇旅游开发分属不同的旅游开发公司，

洪安镇各景点门票 105 元，茶洞镇各景点门票 60
元。很多游客玩在茶洞，餐饮住宿在洪安。从而导

致两镇旅游开发公司心态各异，缺乏做强做大的勇

气。此外，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两镇古街原本是

集贸市场所在地，改为发展旅游，一些农户古建筑

住房申请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由政府部门补

贴 1000 元左右的保护经费，农民既要继续生活居

住，同时又不得改建扩建，根本无法参与餐饮、住

宿等旅游经营活动，收入不增反降。维护古镇建筑

风貌和传统人文风俗的补偿机制更无从谈起，导致

原住民和开发商关系紧张。
4． 品牌营销不统一。茶洞镇原名茶峒镇，因

沈从文《边城》而闻名，为发展旅游，将茶峒镇

改名为边城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边城镇并没有

为古镇旅游带来明显改善。由于沈从文为湘西凤凰

人，很多游客都以为凤凰就是边城，茶洞镇这一边

城的原型地反而被凤凰古城旅游形象遮蔽。近几年

又改回茶峒，因地方政府领导认为 “峒”字有落

后、愚昧的意味，直接改为茶洞镇。临近茶洞镇的

秀山县洪安镇，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也在重庆地

区大势宣传 《边城》电影取景地、原型地形象。
茶洞镇一直也是主打边城旅游宣传牌。导致两镇旅

游目的地形象，相互遮蔽，两镇都不愿大力投入品

牌宣传经费，以免对方搭便车，没有形成 1 加 1 大

于 2 的品牌营销效果。

四、旅游扶贫协同发展的机制探讨

( 一) 探索多元化的旅游扶贫协同机制

两镇旅游扶贫协同是一个大系统，由多个子系

统以及若干要素组成。要使众多的要素协同发展，

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打造旅游协作平台，建立

多元化的旅游扶贫协作机制。一是成立大边城旅游

开发管委会。为两镇旅游开发、规划、推动项目实

施、旅游服务监督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并负责组

织举办各种旅游活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

召开专题会议，就大边城旅游发展的相关事务进行

研究和作出决策。二是共同组建大边城旅游开发集

团公司。以两镇旅游开发公司为基础，以优质旅游

资源为载体，联合游船公司，特色民宿、餐饮，成

立集团公司。三是推进旅游线路的规划与整合。打

破地方保护的藩篱，改变两镇门票分销的现状，将

两镇的旅游线路、景点充分整合，一体化捆绑销

售。优先支持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旅游资源好、
有鲜明特色、有发展基础的民族特色贫困村。四是

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修建三不管岛到翠翠岛

的廊桥，建立洪安———茶洞———翠翠岛———三不管

岛———洪安的循环旅游交通网络。共同打造游客服

务中心，共建大型停车场，组建旅游末端交通体

系，联合运营游船公司。
( 二) 共建多层次的社区参与制度体系

旅游扶贫协同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旅游扶

贫各参与主体的支持，和社区人口的参与，尤其是

旅游 企 业 直 接 参 与 旅 游 扶 贫 中，可 发 挥 直 接 作

用。②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区参与制度，提升贫困

人口的参与能力，不仅要提升社区人口的参与广

度，还要注意参与的深度。一是以提升农民的参与

能力为核心，开展乡村旅游带头人、乡村旅游经营

户、民间工艺传承人、贫困旅游就业人员等四类人

才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持续参与旅游发

展的能力。二是创新投资融资模式，发展富有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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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乡村旅游扶贫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合创

办乡村旅游企业，以实现旅游扶贫的最大效益。三

是坚持旅游扶贫和优势互补、差异发展，深入推进

“一村一品”，“一景一特”工程建设，将旅游扶贫

与新农村建设、城乡风貌改造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

合。四是与电商企业合作，优先支持有条件的旅游

扶贫村建设旅游扶贫电商平台，构建互联网 + 旅游

+ 扶贫模式，组织实施特色农产品外销。五是加强

区域旅 游 协 同，打 造 特 色 旅 游 精 品，充 分 利 用

“旅游 +” “互联网 +” “生态 +”等模式，实现

旅游业与多个产业部门的融合，充分利用旅游业的

乘数效应。
( 三) 完善边城小镇旅游利益分配制度

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关系到旅游目的地的安

全稳定，完善边城小镇旅游利益分配规则，可以更

加凸显原住民的主人翁地位，有效提升旅游扶贫绩

效。一是合理地分配政府、投资商、农民之间的利

益所得。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做好初次分配和再次分

配工作。根据按劳分配制，取得利益的同时需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对各主体的工作内容以及责任进行

明确，未完成制定责任的利益分配应受到相应的限

制。二是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由于农民承担责

任及工作时间可能较少，但其积极主动地传承本民

族文化，进一步塑造少数民族特色，打造旅游核心

吸引物，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景区，其贡献的

武陵山片区的生态环境、特色文化应得到相应的利

益补偿，由政府和开发商按照一定比例对农民进行

利益补偿。三是建立边城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民

族村寨旅游不仅要有特色，而且还要可持续性，重

点扶持发展家庭手工业、鼓励开发生活类富有特色

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四是积极探索资产收益扶

贫模式。建立扶贫资金投入、贫困户入股分红、土

地投入等资产收益分配机制，让贫困户更多地享受

乡村旅游发展成果。
( 四) 共享边城旅游品牌与营销网络

边城民族特色品牌是两镇旅游发展依赖的基

础，也是两镇旅游扶贫协同发展的基石。一是需要

两镇打破行政壁垒，抛弃边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论

争，共享、共建，共同维护边城小镇这一民族旅游

特色品牌。二是创建边城小镇门户网站，作为旅游

者了解洪安和茶洞的窗口，通过网络平台，统一口

号，实现联合促销，进行新媒体在线宣传推广，整

体推介大边城旅游，打造边城小镇整体品牌。三是

共同打造渝湘黄金旅游线路节点。共同建设好武隆

仙女山———黔江小南海———酉阳桃花源———张家界

森林公园 ( 凤凰古城) 黄金旅游线路上的中点站，

共同开拓湖南、重庆及周边市场。四是共同策划边

城旅游节、翠翠苗歌节、沈从文学术交流会、绘

画、摄影等旅游主题活动，提升翠翠、边城等旅游

品牌形象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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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measure for the effects of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own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s whether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our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or not．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synergetic develop-
ment mechanism of tourism，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and obstacles for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two trans － provincial town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Hong'an Town of Xiushan County
in Chongqing City and Chadong Town of Huayuan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On this basis，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two towns，and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four aspects，thu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uch towns in cross － bord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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