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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发展社区旅游时，社区的参与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社区居民在针对旅游参与程度的态度有一定分

歧，但旅游业能够顺利进入社区，其原因在于旅游业和社区强势产业之间具有相互依存以及促进关系。社区参与的路径在于，特

色产业与品牌建设相结合，完善服务，形成独特的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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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较多的社区来说，进行社区旅游业的开发目的是
为了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较偏远的少数民族
地区，这里的工商业资源较为缺乏，加之地理位置较为偏
远，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说成本不大，所以，在这些地区发
展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旅游能够产生互动的效果，特别是当旅游进入到社
区以后，就和社区的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广
泛的互动，由此而形成了新型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关系。
现阶段，由于较多的学者在旅游开发对目的地区经济发展的
影响方面存在较大异议，鉴于此，现将茶叶经济作为支柱产
业，然后寻求社区旅游发展的理论根据，通过探析社区旅游
业和主导产业之间具体的互动关系来制定发展路径。

一、旅游产业和产业互动

旅游业的发展使得较多的行业都参与到旅游的供给行
列，如交通业等，这些行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表现出极高的相
互依赖关系；而建筑业、工业以及农业的产品则在旅游业的
发展过程中得到顺利消化[1]。另一方面，旅游地的劳动力在
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
旅游业的进入使得住宿以及交通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不同程
度的变化。此外，在旅游经济的推动下产生了社区居民的微
观经济效益。作为一项产业的旅游业在社区经济的发展中不
仅产生了增量的作用，同时促进了产业间的互动性。通过实
际的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业的发展对其他产业具有非常大的带
动作用。

二、社区旅游以及社区的参与

旅游业的发展使得社区的社会文化出现了较多的问题，
如旅游业在发展中对社区居民在生活以及意识形态造成的影
响等。现阶段，我国社区旅游中社区参与的层次以及水平还
比较低，然而较多的乡村地区居民在进行社区参与中则表现

出较高的积极性。如九寨沟、张家界等，在这些社区由于缺
乏致富途径以及发展机会，因此，一般只发展产值较低的传
统产业，但受到社区居民进行旅游参与的热情较高的影响，
使得旅游进入对社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在茶叶经济下社区的参与和旅游发展的具体关系

1.在茶叶经济的主导下社区居民进行旅游业的参与

在茶叶经济主导下的社区中，由于旅游业的进入使得社
区居民对经济的发展态度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形成了形
式各异的旅游参与方式，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有部分村民
利用旅游业巨大的客流量进行卖茶，还有一部分村民则参与
到西双版纳探险俱乐部的游客接待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茶
叶精英进行家庭旅馆的开发，还有一小部分居民对传统的生
产以及生活方式颇感满意，拒绝涉足旅游业。

2.旅游为茶产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依赖于社区的茶叶资源以及茶叶的经济旅游使得旅游进
入到社区，且在社区中得到继续发展。最早吸引旅游业的是
具有悠久历史的茶树王以及生态绝佳的古茶山，普洱茶市场
的兴盛成为了依靠的产业背景，由于游客给村民带来了巨大
的茶叶销售量，因此，在后期的旅游发展中村民给予了较大
的支持，通过旅游对社区茶叶进行销售宣传，使得旅游业和
村民销售茶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促进关系。从投资方面来分
析，只有建设家庭旅馆的村民付出了较大的投资，而其余的
村民进行旅游业的投入均不大，这些村民投入的只是农闲时
间以及各自的劳动力，从而成就了利用旅游的小成本却产生
了茶叶经济的大收入，由此看来，控制旅游成本对旅游效益
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

3.茶叶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因为旅游业的进入而改变

从表面上看有较多的居民都参与到旅游之中，然而社区
茶叶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因为旅游业的进入而受到影响，这
主要表现在旅游业加入后的茶叶业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收入依
然占到九成以上，这说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依旧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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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叶经济对劳动力以及资金的利用来看，依然最大，大量
的剩余资金均被村民投入到建房和茶叶的扩大再生产中，只
有极少的资金被投放到旅游业中；从人员的技术来分析，茶
叶技术依然是村民所精通的强项，然而进行旅游发展所需要
的语言以及交际能力较多的村民却不具备[2]；若从产业关系
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社区高层旅游参与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
支持，而这部分资金只有从茶叶经济的积累中获得，如通常
建造家庭旅馆的多为村寨的茶叶精英。

4.旅游和茶叶经济之间存在多元的互动关系

由于旅游业在发展中需要茶叶经济进行支撑，而茶叶经
济对旅游业的支撑点主要来自于普洱茶市场的中兴作用，由
此看来，茶叶经济的各种资源是旅游业进入社区发展的前提
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旅游在茶叶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具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旅游对茶叶经济的影响程度在某种程度上
是短期的，茶商利益受到旅游的影响不是很大，因此，不会
影响到茶商之间正常的交易。由于利用向游客推售茶叶使得
茶叶的销售渠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降低了社区茶叶销售对
多变的茶叶市场的严重依赖，大量的旅游人流对社区古茶树
和茶树王在知名度方面具有较大的提高作用，因此，也提高
了相关社区作为茶产地方面的竞争优势。

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发展路径

1.将茶文化旅游的特色品牌树立起来

通常情况下，旅游品牌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是提高其在
旅游市场取得竞争力极其重要的工具以及武器。利用品牌的
最佳效果实现其在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从而实现游客将其
作为最佳的选择。所以，寻找出游客心目中的品牌标号是打
造品牌的关键。实际上品牌在竞争过程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
势，需要进行品牌战略的实施，将名茶品牌以及茶文化旅游
的特色品牌树立起来，利用对特色形象的挖掘、创新以及树
立来满足游客的需求，如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茶文化体系中的
“蒙顶茶”就具有进行世界性茶文化旅游胜地打造的资源型
优势。因此，社区可以每年举办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利用文
化旅游节的庆典活动实现茶文化的推广以及宣传。然而由于
近年来在国内举办的文化旅游活动比较频繁，其举办的模式
以及活动安排具有一定的程序化态势，相关的不同主题的文
化节具有严重的雷同化以及过长化倾向，在旅游者心目中产
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所以，在这种复杂的旅游环境中应凸
显各自的特色，为游客带来具有真实意义的茶文化视角盛
宴，实现茶文化旅游节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品牌效应。

2.将茶文化打造成避暑、休闲以及度假的旅游形式

通常情况下在茶叶的种植区都会具有绝佳的自然环境，
同时有的地区还具有对文化古迹完好保存的旅游线路，加之
属于上千年的茶文化发源地，这些均为绝佳的旅游资源。而
在有的社区由于交通发达，且夏季气候比较凉爽，可进行城
市后花园式的避暑旅游地进行打造。在进行茶文化避暑休闲
式旅游挖掘中，应充分将茶文化的休闲养生特点表现出来，
将山地生态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紧密的结合起来，完善旅游
的服务体系，建立起以茶文化为核心，适当发展特色餐饮服
务，健全特色乡村酒店，建设旅游服务的基本服务设施以及
相关的景观。

3.完善定制化的旅游服务产品

用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形式对某些旅游项目进行必要的规
范，提升茶乡的生态旅游服务水平，对茶园的观光基础设施
进行完善，将社区规划为经济圈发展的后花园，以此将游客
的休闲度假游吸引过来，极大地丰富了游客的层次。参考国
外定制化旅游服务理念，将茶文化旅游打造成一种高端的精
品旅游，如用珍惜茶种作为相关的原料，然后进行定制化
的茶品制作[3]。通常为游客定做茶礼时，大多数是用皇茶园
较为珍惜的茶资源进行炮制。经过认购的茶树，游客可以自
己进行采摘，但在采摘之前需根据当地的习俗进行有关的礼
仪，如焚香、净手等。当游客采得鲜叶后会有资深茶人为其
炒制提供指导。

五、结语

茶叶从发现到栽种至今在我国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因
而饮茶习惯已经得到了普及，而茶文化最远可追溯到神农时
期，所以也有几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这漫长的发展阶段已
经和有关的文化产生了共融，因此，茶文化具有生命力旺盛
以及延伸面广等特点，其在以茶叶经济为主导的社区旅游参
与中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为茶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
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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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proche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Dominant Tea Economy

Сhеn Wеibin
(Вusinеss Dераrtmеnt, Quаnzhоu Vосаtiоnаl Соllеgе оf Есоnоmiсs аnd Вusinеss, Quаnzhоu 362000, Сhinа)

Abstract: Whilе dеvеlорing соmmunitу tоurism, thе раrtiсiраtiоn оf соmmunitу рlауs аn imроrtаnt rоlе in thе dеvеlорmеnt оf есоnоmу. 
Аlthоugh аttitudеs аrе dividеd оn thе роint оf thе соmmunitу rеsidеntss раrtiсiраtiоn in tоurism, thе tоurism industrу is still аblе tо gо wеll in 
соmmunitiеs. аnd thе rеаsоn fоr this is thаt tоurism аnd strоng industriеs in соmmunitу hаvе thе rеlаtiоns оf intеrdереndеnсе аnd mutuаl рrоmоtiоn. 
Аррrоасhеs оf соmmunitу раrtiсiраtiоn liе in thе соmbinаtiоn оf сhаrасtеristiс industrу аnd brаnd соnstruсtiоn, реrfесt sеrviсе аs wеll аs fоrming а 
uniquе tоurism сultur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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