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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制度与传统文化保护比较研究》从资源系统特殊性视角尝试提出民族村寨杜
区参与旅游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假说，深入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制度选择影响机制和变迁动力机制，提
炼出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制度的“3122”概念性阐释理论框架和社区参与旅游制度有计划变迁必须遵循
的原则，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区参与旅游制度理论，同时也对民族村寨选择适合地方特色的社区参与
旅游制度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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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汝辉，1976年生于湖北黄冈。
2003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后进入四川师范大学任教至今。
其间，自2005年相继在四川大学攻读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博士学位，在云南大学做民族学访问学者。
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土研究生导师。
先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丰十会科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等10个项目，在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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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7年以前，景区范围主要包括甲居一村、二村，居民97户，面积约5平方公里。
2007年1月，景区范围扩大，将山脚的甲居三村和上部的卡恰一、二、三村包含在内，景区的容量得以
扩展；现在景区范围内共有居民280户1168人。
丹巴藏族妇女着装，平时以“三片”为主，盛装时则以外套、百褶裙、批衫为基本元素。
丹巴地区以农耕为主，当地居民主要以面粉为主；盛产香猪，肉食也主要以猪肉为主，牛羊肉为辅；
喜食且擅制酸菜，因此，香猪腿、猪膘肉、油酒、酸菜制品等都是当地的特色饮食，其中尤以香猪腿
、“布达”酸菜面块、“麦儿穹”酥油酒突出。
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是甲居藏寨居民聚集到山寨对面“普鲁窝”草坪上举行“跑马会”。
 概言之，甲居藏寨是嘉绒藏族的集居地，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古朴典雅，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
，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被誉为“康巴风情名片”、“中国最美的藏寨”；民俗风情
浓郁，文化底蕴深厚，嘉绒藏族农耕生产方式与习俗保留完整，并与民居布局有机融为一体，是少数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研究的典型案例。
 二、调研结果 （一）旅游开发历程及社区参与旅游制度模式确定 上世纪末，甲居藏寨就开始接待游
客，十多年间，一直是地方政府通过培育民居接待示范户，负责门票收支，引导并决定着甲居藏寨旅
游开发的方向，没有引入外来资本，当地居民在地方政府引导下从事民居接待活动，概括为政府主导
下的社区参与旅游制度。
 最初，仅有少量自助游客进入甲居藏寨，当时不收门票，部分观念开放的社区居民自发为游客提供食
宿服务。
2000年，随着游客人数的不断增长，由县、乡政府组织收取10元／张门票，门票收入由乡政府指派人
员收取并控制支出，当时门票收入并不太多，村民对门票分红的事情并不太在意。
2004年，甲居藏寨游客人数膨胀式增长，当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左右，政府将门票涨至20元／张，门票
收入130万元左右；2005年，甲居藏寨在《中国国家地理》举办的“选美中国”活动中荣登“中国最美
丽的乡村”榜首，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门票提高到30元／张，门票收入超过200万元；2006年，仅“
十一”黄金周期间，接待游客就超过9000人次，门票收入近20万元。
这三年政府一直强调门票收入要用于偿还修公路的贷款（丹巴县城——甲居藏寨段7公里左右）。
 曾老师（62岁，当地文化名人）：我是政府给办的退休，要求我回来作民居接待示范点。
 曾老师（62岁，当地文化名人）：2002年，成立旅游协会，当时的县委书记张书记认为甲居自己的事
情自己管，政府管并不好，就推动了旅游协会成立，县上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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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制度与传统文化保护比较研究》聚焦于社区参与旅游制度与传统文化保护之
间的关系，以能反映社区参与旅游制度连续谱完整性特征的三个民族村寨的历时五年的田野跟踪调查
为基础，开展民族村寨社区参与制度与传统文化变迁的专项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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