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 月
第 37 卷第 1 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Vol. 37，No. 1
Jan． 2020

【作者简介】陶少华，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乌江流域各民族船工口述史研究” ( 19BMZ064) 阶段成果。
① Schilcher D． ( 2007) ． Growth versus equity: The continuum of pro － poor － tourism and neoliberal governance．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10 ( 2) : 166 － 193．
② Job H，Paesler F． ( 2013) ． Links between nature － based tourism，protected areas，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rises － the example

of Wasini Island ( Kenya) ． Journal of Outdoor Ｒecreation and Tourism． ( 1 /2) : 18 － 28．
③ Ｒid W，Ezeuduji I O，Haider U P． ( 2014 ) ． Segmentation by motivation for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Gambia． Tourism

Management． 40 ( 2) : 102 － 116．
④ PoyyaMoli G． ( 2003) ． Promotion of peace and sustainability by community based heritage eco － cultural tourism in In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Peace． 19 ( 1) : 40 － 45．
⑤ 李佳，钟林生，成升魁: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 年第 3 期。

资本理论视阈下旅游扶贫类型学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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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旅游扶贫研究分类众多，但鲜有从贫困户与景区空间距离及其对贫困户资本类型、资本量、资本获取方

式等维度的影响进行分类的研究。在阐释类型学、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引入旅游扶贫研究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基础上，依据贫困户与景区之间的距离关系创造性地将旅游扶贫研究类型划分为重叠型、比邻型和分离型三种基本

类型，并解读了每一种类型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致贫原因把每一种类型进一步划分为因病、因贫、因学等亚

类。对旅游扶贫类型所做的全新划分方法可助力现阶段和后扶贫时代的旅游扶贫事业的发展，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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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指的是通过发展旅游业以增加农户收

入、帮助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状况的一种发展方式。
学术界把国外有关旅游扶贫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

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旅游扶贫

问题，旅游业界专注于探讨旅游业的扶贫功能问

题;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者着重关注旅游扶贫中

经济收益之外的旅游伦理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研究; 1999 年至今，英国国际发展署 ( DFID) 提

出 PPT ( Pro － Poor － Tourism) 的旅游扶贫新概念

和新方式。①2002 年的世界旅游组织 ( WTO) 和联

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首次提出 ST － EP (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Eliminating Poverty) 概念，即可持续旅

游与消除贫困。国外业已形成的旅游扶贫模式主要

有自然旅游②、农业旅游③和遗产旅游④等。
我国对旅游扶贫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五个发展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

中期的起步阶段，其特点是研究成果少，而且以定

性研究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的世纪之交的初步发展阶段，其特点是研

究领域扩展，研究范式从定性描述向简单定量分析

转换; 第三个阶段是 21 世纪 10 年代前期的迅速发

展时期，其特点是研究走向细化、深化和研究方法

的多元化⑤ ; 第四个阶段是 21 世纪 10 年代后期至
2012 年，这是旅游扶贫研究的繁荣时期，旅游扶

贫研究文献数量大增，研究者注重旅游扶贫的效

应、模式、机 理 等 深 层 次 问 题; 第 五 个 阶 段 是
2013 年至今的旅游精准扶贫研究阶段，研究者将

精准扶贫思想和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研究，他们关

注旅游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识别、特征、困境、策

略、机制等问题。
对于贫困户怎样才能从旅游业中获得更多更好

的收益以及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过程的问题，学

界探讨得还不够深入细致。传统的旅游扶贫方式主

要通过社区或区域的整体旅游受益来帮扶其中的贫

困户，其旅游扶贫的 “漫灌”特征明显，研究者

较少关注贫困者所处的生产生活社区与景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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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因素对旅游扶贫造成的影响。本文将从类型

学、地理资本、布迪厄的资本理论等全新理论视阈

出发，依据贫困户与景区的空间距离，以及由此而

产生的地理资本及其细化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

条件来划分贫困户类型，分类研究旅游扶贫特征、
问题及对策等问题。

一、旅游扶贫类型划分的理论依据及其适用性

( 一) 相关理论及其内涵

1. 类型学理论的内涵

类型学是以人类分类意识和行为活动为主要研

究内容的学科，它以生物学和心理学为基础，逐渐

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学问而被引入到诸多不同领域，

如语言学、建筑学、艺术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

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其方法是将“本质”视为设

计的 “原型”，人通过意识中的 “自由想象的变

换”，将属于同一类型的各种事物与一个本质 ( 原

型) 进行比较，从而创造延承 “原型”的新形式，

其逻辑思路是一种“模型 － 类型 － ( 新) 形式的循

环变异方式。① 类型学可被简单地定义为按相同的形

式结构对具有特性化的一组对象进行描述的理论。②

2． 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资本理论的内涵

在哈里斯和缪尔达尔提出的关于欠发达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与地理位置关系的早期空间经济学的基

础上，雅兰和瑞福林把多种类似的区域环境差异集

合在空间位置这一要素之中，提出地理资本这一新

概念。③ 地理资本是将贫困与 “生态气候、地理环

境、距离、公共服务”等因素进行关联性研究，④

建立由空间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条件所形成的物质

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等集合体。建立了由经

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表征空间贫困的范例指

标，其结果表现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等地理

资本劣势。⑤ 地理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包括

四个方面: 地形地貌对农户收入影响; 地理因素对

农户耕地、草地、林地及自然保护区等生产要素禀

赋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农户收入结构并形成收入

差异; 地理因素对农户资源配置影响; 地理因素对

劳动力非农配置影响。⑥

布迪厄将资本分为三类。经济资本可以立即并

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

的。⑦ 经济资本包括物质和货币财产。⑧ 社会资本

则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

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

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

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⑨ 社会资本在

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某

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

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 具体的

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 “性情”的形式; 客

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这些商品是理论留

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

题的批判; 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

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

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

了这笔财产的庇护。瑏瑠

( 二) 相关理论引入旅游扶贫研究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1. 类型 学 引 入 旅 游 扶 贫 研 究 的 必 要 性 和 可

行性

将类型学引入旅游扶贫研究具有两大必要性。
首先，引入类型学可以使旅游扶贫分类研究更具有

针对性，这与精准扶贫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契合性，

可以丰富精准扶贫的理论宝库。其次，对我国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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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阶段的精准扶贫工作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分

门别类地研究旅游扶贫也更容易达到精准扶贫的目

标。而相对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旅游扶贫

类型学研究对于我国后扶贫时代深入开展消除相对

贫困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将类型学引入旅游扶贫研究的可行性。首先，

研究者可以测度贫困户居住社区与旅游景区的空间

距离，然后根据这种距离及其对贫困户资本拥有量

的影响，对旅游扶贫进行类型学研究。其次，也可

以按照致贫原因对贫困户进行分类。既有的调查研

究结果表明，致贫原因主要有因学致贫、因病致

贫、因残致贫、因智致贫、因孤致贫、因老致贫、
因灾致贫等。本文主要对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和因

残致贫这三类贫困户与景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属于政府兜底的贫困家庭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
将类型学引入旅游扶贫研究的实施步骤。类型

学方法的两个环节包括类型选择 ( 即抽象) 和类型

转换以及还原。在旅游扶贫类型学研究中，首先，

研究者需要从众多的旅游扶贫研究案例中，根据地

理资本理论及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将旅游扶贫抽象

为重叠、比邻和分离三种大类。其次，将这种旅游

扶贫的三分法转换到具体的旅游扶贫研究之中，以

分析解决现实的众多旅游扶贫问题。之后，也可对

上述旅游扶贫类型的三分法进行反思和修正。上述

过程是一个“经验———经典———经验”的不断循环

往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升和优化的过程。
2. 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引入旅

游扶贫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将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引入旅游

扶贫研究的必要性。首先，有助于旅游精准扶贫实

践。在旅游扶贫研究中，贫困户与各种资源集聚的

景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差异将会对贫困户所拥有的地

理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数量和

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不同的旅游扶贫类型。对

这些旅游扶贫进行分类研究，将有助于开展旅游扶

贫工作时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同

时精准地培育其脱贫的内生动力机制，最终实现永

久脱贫。其次，有助于增强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

的资本理论的应用实效。将地理资本和布迪厄的资

本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研究中，将旅游景区对贫困

户脱贫的积极影响具体化为不同的资本类型和数量，

有利于旅游扶贫研究的精细化和精准化，能更好地

发挥相关理论在旅游扶贫中的应用效果。再次，有

助于丰富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的理论

体系。将上述系列资本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研究，

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反思和检验这些理论的科学性和

实用性，通过与这些理论形成的对话，在一定程度

上丰富和发展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
将地理资本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引入旅游

扶贫研究的可行性。基于贫困户与景区的空间距离

组合状况不同，研究者可根据贫困户的资本拥有

量、获取方式、来源方式，把贫困户所拥有的资本

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旅游扶

贫进行分类定性研究。

二、旅游扶贫研究的具体类型

研究者依据贫困户与景区之间的空间位置关

系，将旅游扶贫划分为贫困户与景区重叠型、贫困

户与景区比邻型、贫困户与景区分离型三个类型，

并分别概括其总体特征。这三个类型中的每一类，

再根据因学、因病、因残等致贫原因划分为若干亚

类进行研究 ( 图 1) 。

( 一) 贫困户与景区重叠型

所谓贫困户与景区重叠型旅游扶贫模式，即贫

困户位于旅游景区的地理边界范围之内。这种旅游

扶贫模式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贫困户与旅游景区重叠意味着贫困户与

旅游景区是零距离。首先，景区对贫困户的影响将

会随之而来，积极影响包括旅游景区建设过程中修

建的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将会直接为景区

的贫困户脱贫致富服务等。其次，贫困户生活在景

区范围之内，可以相对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我国

的乡村民众多是聚族而居，这种家族、亲戚、朋友

组成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是贫困户在旅游景区

内巨大的社会资本来源。这些社会资本将有助于贫

困户脱贫致富。再次，景区内的贫困户比景区外的

贫困户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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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旅游非正规就业方式、旅游正规就业、照

顾性旅游帮扶就业等。最后，位于景区内的贫困户

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成本，包括文化资本转化为经

济资本、就业、农产品出售、社区居民与游客交流

互动 等，节 约 时 间 成 本 则 会 增 加 经 济 等 方 面 的

效益。
第二，贫困户生产生活范围内的地理要素构成

的地理资本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可转化为贫困户的经济资本。如岩溶地貌特征明显

且分布广泛的地区，包括山地、丘陵、河谷、坡麓

或者高山平坝等自然地理景观，还包括与岩溶地貌

融合的古城、古镇、古村等人文地理景观。这些地

貌景观既是旅游景区，又是贫困户的耕地、林地、
草地、住宅等财产，能够直接为贫困户带来旅游

收益。
第三，贫困户与景区重叠型旅游扶贫模式中的

利益关联紧密性。一方面，贫困户与景区空间的重

合性和利益密切关联性表现为二者利益的一致性，

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相关性特征。另一方

面，表现为贫困户与景区因征地等问题导致利益冲

突数量增多、程度加深，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

猛烈爆发。
( 二) 贫困户与景区比邻型

所谓贫困户与景区比邻型旅游扶贫模式，即贫

困户位于景区的边缘到向外延伸 5 公里左右之间的

空间距离范围，贫困户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景区

的影响。因为在 5 公里以内的距离，步行约需要半

个小时，在这个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贫困户步行到

景区上班、出售物品、人员交流交往等经济、社

会、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化能够比较顺畅地进行。
第一，比邻型旅游扶贫模式下，贫困户具有比

较明显的地缘优势。由于贫困户距离景区较近，贫

困户对所在区域的文化、历史和习俗比较了解，特

别是在景区及其辐射范围内具备了相当的人脉资源

即社会资本，贫困户能够很好地接受到旅游景区的

旅游产业功能辐射，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旅游

方式转化为经济资本，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旅游

业中获得经济收益。贫困户位于景区边缘的这种地

缘优势使相对弱势的人员，比如因残致贫的贫困户

在市场竞争中具有特殊的竞争实力。
第二，相对于重叠型和分离型两种模式下的旅

游扶贫，比邻型旅游扶贫模式下的贫困户接受旅游

扶贫具有灵活性，处于可进可退的灵活境地。一是

这些区域的贫困户土地完整地保留，没有因旅游产

业发展而被占用，土地可以更多更加灵活地运用于

发展各种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二是贫困户就业的

灵活性，贫困户可以在与旅游业相关的各行业就

业。三是旅游扶贫的灵活性。处于此种地理、文化

环境下的贫困户，能够非常容易地接受到来自于各

种渠道的旅游扶贫资源的帮扶。
( 三) 贫困户与景区分离型

所谓贫困户与景区分离型旅游扶贫模式，即贫

困户位于距离景区边缘 5 公里之外到能够接受到旅

游功能辐射的空间范围。在这样的空间距离下，贫

困户与景区互动的成本增加，较少受到旅游景区的

直接影响，相对处于地理资本劣势。
第一，部分贫困户能够以不同方式从旅游业中

获得直接收益。旅游业 “涓滴效应”的主要作用

机制是旅游业通过投资、购买物资和吸收就业带动

区域旅游业发展。例如，旅游景区吸收腹地的贫困

户等隐蔽性失业人员在旅游行业就业，从而实现旅

游扶贫; 旅游景区也可以通过向贫困户家庭采购蔬

菜、水果、牲畜、肉类食品、手工艺品等方式直接

作用于贫困户，从而实现旅游扶贫。
第二，部分贫困户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从旅游业

中获得间接收益。贫困户获益途径之一是创新扩

散。贫困户远离景区为核心的发展中心，而景区的

发展关键依赖于以创新为核心的文化创意，旅游文

创产业从景区所在的旅游业核心区向贫困户所在区

域的外围区扩散，使景区这一核心区的增长促进辐

射范围内的临近区域的相关空间系统发展，也能够

带动辐射区域内的贫困户获益。
第三，旅游业对贫困户的直接带动作用减小。

当贫困户远离景区居住、生产和生活，其建立社会

资本等资本类型的地点将比重叠型和比邻型旅游扶

贫模式中的贫困户距离景点更远，其各类资本与旅

游业的相关性减小，这些资本转化为与旅游业相关

的经济收益的机会将更少，亦即此种类型中的贫困

户从旅游业中获得的收益总体上将少于另外两种模

式下的贫困户。其次，贫困户与景区分离型旅游扶

贫模式中，贫困户与景区的距离比另外两种模式下

大得多，分离型旅游扶贫模式下的贫困户与景区之

间较大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分布各种类型不宜进行旅

游开发的地理单元，它们是地理要素劣势，导致旅

游业相关的地理资本禀赋较差。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主要是借助类型学理论、地理资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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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综合考虑基于贫困户与景

区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到贫困户

的地理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获

取渠道和获取数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差异化的资

本总量组合，进而形成不同的贫困户类型和旅游扶

贫类型等因素而展开。
本文拟构建一个全新的旅游扶贫研究框架体

系，文中对旅游扶贫的贫困户进行分类研究重点针

对不同类型的贫困户的特征进行差异化的旅游扶

贫，这样处理既符合精准扶贫的要求，还能够提高

旅游扶贫的效率，帮助贫困户早脱贫和不返贫。在

此构建的旅游扶贫类型框架体系，对于我国其他地

区类似的旅游扶贫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发

意义，可以为景区辐射范围内的贫困乡村实现全面

振兴提供借鉴。笔者所提出的旅游扶贫类型学框架

体系对于后扶贫时代建立消除相对贫困的长效工作

机制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关于旅游扶贫类型学研究以定性研究为

主，更多地运用了旅游人类学的分析方法。不可否

认的是，本文所提出的旅游扶贫类型的三分法尚存

在诸多不如人意之处，有待在后续的定性、定量研

究中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完善、细化和深化。

A New Typological Study of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Theory

TAO Shao － hua
( Ｒesearch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ty of Unique Ｒesources in the Wulingshan Ｒegion，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quite a few typological researches on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at clarify the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poor households and scenic spots and their impact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capital type，capital volume，and
capital acquisition of poor households． Based on explain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typology，geographical capital theory and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and
creatively divides this research into three types，the overlapping，the neighborhood and the separ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ype clearly explained． Then，according to the causes of poverty，each typ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subcategories related to disease，pov-
erty，and education． This new typological division can help the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is stage and in the post － poverty
－ eradication era，and promote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 words: capital theory; tourism － 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type

( 责任编辑 万志琼)

—011—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