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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步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
 

深入研究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居民角色认同及可持续生计

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居民深入参与乡村旅游、
 

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角色认同理论和可持续生计

理论,
 

构建乡村旅游推动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结构模型,
 

通过问卷调查及半结构访谈法对袁家村与

马嵬驿两个乡村旅游地进行对比分析,
 

尝试探究不同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关系,
 

并

进一步探讨乡村旅游在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
 

①
 

乡村旅游

地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存在角色认同3个维度(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
 

角色行为)和可持续生计3个维度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结果)的多维交叉互动过程,
 

角色认同对于可持续生计具有提高、
 

丰富和改善效应,
 

可

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具有唤醒、
 

激发、
 

调整效应.
 

②
 

袁家村二者间的互动是一种“主动伴生模式”,
 

而马嵬驿是

一种“被动伴生模式”,
 

由于袁家村与马嵬驿在开发主体、
 

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前者的互动关系更加积极显

著.
 

③
 

乡村旅游通过重构角色认同与优化可持续生计,
 

促进二者互动并形成合力驱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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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pth
 

re-
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role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idents
 

further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and
 

re-
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ole
 

identity
 

and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structure
 

model
 

of
 

rural
 

tourism
 

driven
 

by
 

residents
 

role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teraction,
 

and
 

then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Yuanjia
 

Village
 

and
 

Maweiyi,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interac-
tion

 

between
 

residents
 

role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under
 

different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s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mechanism
 

of
 

which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further
 

discuss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①
 

Role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ural
 

tourism
 

resi-
dents

 

was
 

a
 

multidimensional
 

cross-interaction
 

process
 

establish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ole
 

identity
 

(role
 

cognition,
 

role
 

of
 

emotion,
 

role
 

behavior)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livelihood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y,
 

livelihood
 

results).
 

Role
 

identity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have
 

the
 

effect
 

of
 

enhancing,
 

enriching
 

and
 

improv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have
 

the
 

effect
 

of
 

a-
wakening,

 

stimulating
 

and
 

adjusting
 

role
 

identity.
 

②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role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Yuanjia
 

Village
 

is
 

an
 

“active
 

companionship
 

model”,
 

and
 

that
 

of
 

Maweiyis
 

is
 

a
 

“passive
 

companionship
 

model”.
 

Due
 

to
 

the
 

two
 

subjects
 

and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development,
 

the
 

former
 

interaction
 

is
 

more
 

remarkable
 

and
 

positive.
 

③
 

By
 

reconstructing
 

role
 

identity
 

and
 

optimizing
 

sus-
tainable

 

livelihood,
 

rural
 

tourism
 

can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role
 

identity
 

and
 

sustain-
able

 

livelihoods
 

and
 

form
 

a
 

synergy
 

to
 

drive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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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步伐加快,
 

一方面城市与乡村联系更为密切,
 

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
 

乡

村问题日趋突出,
 

乡村转型发展面临困境[1].
 

作为缓解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乡村旅游在市场

需求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发展迅速.
 

我国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是以乡村为活动场所,
 

依

托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
 

生活风情和生产形态发展起来的旅游类型[2].
 

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到

30.9亿,
 

占国内旅游人次的一半,
 

总收入达到1.81万亿元.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乡村旅

游接待人数有所下降,
 

但乡村旅游却在后疫情时代展现出极大的韧性和活力,
 

7月至8月总人次与总收入

均已恢复到往年的九成多[3].
 

作为乡村振兴新的经济增长点,
 

乡村旅游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
 

对于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
 

生态保护、
 

民俗传承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也成为促进农业增效、
 

农

民增收、
 

农村繁荣的重要途径[4].
乡村旅游的发展促使部分居民从“农业生产者”转为“旅游从业者”,

 

改变了居民自身的角色认知,
 

唤

醒了居民对新型角色的期望,
 

居民对角色充满期待和认同[5].
 

在新的角色期望唤醒中,
 

居民调整了过去

单纯依赖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策略,
 

多样化的旅游—务工型生计模式逐渐形成[6],
 

改变了生计资本储

量,
 

降低了生计风险,
 

生计恢复力提高[5].
 

同时,
 

旅游开发使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发生演化[5],
 

提高了

居民自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7],
 

进而有利于提高居民参与旅游的热情.
 

进一步而言,
 

提升居民的角色认

同并调整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有助于提高居民可持续生计水平,
 

从而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产业兴

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5大要求[4].
 

在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
 

居民角色认

同与可持续生计存在共生共存、
 

互相影响的关系,
 

以往研究割裂地探讨居民角色认同对乡村振兴[8]、
 

可

持续生计对乡村振兴[5]的作用,
 

未将二者统一在一个框架下研究.
 

因此,
 

本文基于角色认同理论和可持

续生计理论,
 

构建乡村旅游推动下居民角色认同—可持续生计互动结构模型,
 

选取咸阳市袁家村与马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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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进行对比分析,
 

尝试探究乡村旅游发展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

计的互动关系,
 

并进一步阐释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
 

本文将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整

合在一个理论框架内,
 

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与机理,
 

拓展和丰富了角色认同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理论,
 

在

实践层面也为不同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思路和借鉴.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1.1.1 角色认同

角色起初是戏剧中的概念,
 

最初是指舞台角色,
 

后来被用来解释个体社会地位与他人角色期待如何影

响行为态度[9].
 

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
 

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
 

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包括自我认同和社

会认同[10].
 

角色认同理论是社会认同理论的分支,
 

指个体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时,
 

赋予角色典型的意

义与期望[11].
 

BRICKSON[12]提出角色认同包括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和角色行为3个维度:
 

角色认知体现

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所扮演角色的认知程度;
 

角色情感体现个体角色扮演过程中的情感态度;
 

角色行为体现

个体角色学习中的行为模式.
 

本文所研究的乡村旅游地居民角色认同是指居民在乡村旅游情境中扮演新的

角色,
 

并在情感与行为上巩固这种角色[13],
 

以此强化认同.
角色理论与旅游研究的结合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分析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角色扮演,
 

进而解释其角

色偏好[14],
 

或对游客进行分类[15];
 

二是对不同旅游参与者的角色分析,
 

包括村干部[16]、
 

乡村精英[17]、
 

村

民[18]在旅游参与中的角色行为和角色转变等,
 

实践证明居民在乡村旅游地所扮演的角色趋于多样性和综

合性.
 

角色认同在旅游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主客双方在旅游供给关系中构建的角色认同,
 

如旅游地居民作为“东道主”和“表演者”角色认同的构建[19];
 

二是强调旅游从业者角色认同对满意度[20]、
 

绩效[21]等的影响.
1.1.2 可持续生计

生计是人们维持生活的手段,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基于能力、
 

资本和谋生策略的方式”,
 

强调在解决

传统意义的收入贫困外,
 

更应关注发展能力的贫困[22].
 

20世纪80年代末,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

提出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其含义是指具备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充足食品与现金储备量以及流动量.
 

英

国国际发展部(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A)应用最广,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是其主

要内容[23].
 

对乡村旅游地居民而言,
 

可持续生计是反映居民生产技能和生存状态的重要标志,
 

是旅游开

发如何实现改善居民生计目标的重要依据.
 

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和

人力资本,
 

其中自然资本指土地、
 

自然环境等,
 

物质资本指房子和生产工具等,
 

金融资本指收入、
 

储蓄

和政府的福利补贴等,
 

社会资本指居民社会关系和村组织等社会资源,
 

人力资本指居民为追求生计目标

所持有的知识、
 

文化、
 

健康、
 

技能等[24].
 

生计策略指居民为适应旅游的发展根据自己的生计状况选择的

生计组合形式[7].
 

生计结果指通过参与旅游居民达到改善福利与提高能力等目标[25].
 

可持续生计理论

已成为研究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工具,
 

它系统地揭示了农户在环境脆弱性增加[26]的情况下,
 

通过增

加生计资本储量以实现多元化生计模式的变迁.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与可持续生计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一定成果,

 

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旅游发展

对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
 

包括乡村旅游[5]、
 

社区旅游[7]等;
 

二是面向乡村旅游社区中的

居民个体,
 

探究了可持续生计框架内主要系统各要素间的关系[25],
 

实践证明研究旅游情境下居民可持续生

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2 研究假设

1.2.1 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关系假设

乡村旅游地居民认识到单一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价值有限,
 

并意识到旅游发展可带来巨大的红利,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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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转变生计模式,
 

形成了旅游主导型和兼业型两种生计策略[27],
 

生计的转变使居民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

本、
 

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7],
 

收入、
 

福利、
 

居住环境等也得到了提升[28],
 

因此居民角色认知程度的加深对

可持续生计具有积极影响.
 

同时,
 

正确、
 

恰当地引导居民参与,
 

给予居民更多的扶持与关怀,
 

有利于激发居

民参与热情,
 

提高资本积累[5],
 

促进乡村协调发展,
 

所以角色情感的强化对可持续生计具有积极影响.
 

此

外,
 

乡村旅游为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选择,
 

居民由渔猎、
 

耕作等角色行为转变为旅游小企业主角色或兼业

角色,
 

促进生计资本积累[29],
 

从整体上改善了家庭生计水平[30].
 

由此可见,
 

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

参与者,
 

其角色的认知程度、
 

情感倾向、
 

行为选择会显著影响其生计资本的提高、
 

生计策略的丰富和生计

结果的改善.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有正向影响.
H1a:

 

角色认知对生计资本有正向影响.
 

H1b:
 

角色认知对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

H1c:
 

角色认知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
 

H1d:
 

角色情感对生计资本有正向影响.
H1e:

 

角色情感对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
 

H1f:
 

角色情感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
H1g:

 

角色行为对生计资本有正向影响.
 

H1h:
 

角色行为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
1.2.2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影响的关系假设

从事旅游服务增加了乡村居民的人力资本、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7],
 

改变了他们对过去农村生产生活

的看法,
 

也改变了其生活方式、
 

社交网络和生活环境[31],
 

由此可见生计资本的增加对角色认同具有积极影

响.
 

旅游开发改变和重建了居民生计策略,
 

使乡村居民角色发生转变[6],
 

提升其参与意识、
 

参与能力、
 

参与

空间[32],
 

因此生计策略的重组与优化对于提高居民角色认同具有积极影响.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
 

居民收入

增加、
 

福利提升、
 

环保意识增强,
 

居民对于生计结果的感知整体较好[33],
 

促使农民转变思想观念和转化角

色,
 

生计结果的改善对于提高角色认同具有积极影响.
 

由此可见,
 

居民生计资本的转变、
 

生计策略的选择

和生计结果的优劣对于唤醒居民角色认知、
 

激发角色情感和转变角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2: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具有正向影响.
H2a:

 

生计资本对角色认知有正向影响.
 

H2b:
 

生计资本对角色情感有正向影响.
H2c:

 

生计资本对角色行为有正向影响.
 

H2d:
 

生计策略对角色认知有正向影响.

H2e:
 

生计策略对角色情感有正向影响.
 

H2f:
 

生计结果对角色认知有正向影响.
H2g:

 

生计结果对角色情感有正向影响.
 

H2h:
 

生计结果对角色行为有正向影响.
1.3 研究假设模型

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空间结构、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一方面,
 

为了更好地适应农村现代化发

展,
 

居民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我角色定位,
 

重构了角色认同,
 

提高了知识、
 

技能、
 

权利、
 

义务、
 

价值、
 

责任

等方面的认知,
 

激发了参与感和责任感,
 

最终演化为多元角色,
 

能动地、
 

积极地参与农村产业融合[8]、
 

人居

环境改善[29]、
 

精神文明建设[18]、
 

乡村治理体系完善[24],
 

追求共同富裕.
 

因而,
 

作为个体内部主观内生动力

的表达,
 

角色认同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驱力.
另一方面,

 

在参与旅游服务过程中,
 

居民改变了原有的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
 

从事多种经营,
 

合作意

识增强,
 

知识技能和整体素质提高.
 

居民可持续生计优化的同时,
 

乡村产业黏性增强,
 

产业结构提升,
 

生态

保护和开发趋于平衡,
 

文明建设与时俱进,
 

社会和谐有序,
 

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因而,
 

作为个体外部

客观谋生能力的展示,
 

可持续生计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外推力[4].
角色认同重构的过程中,

 

居民提高了生计资本积累,
 

丰富了生计策略和改善了生计结果,
 

可持续生

计优化则进一步唤醒居民角色认知、
 

激发角色情感和调整角色行为,
 

二者形成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综上,
 

根据乡村旅游促进居民角色认同和可持续生计互动,
 

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的研究假设,
 

构建研究

假设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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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
 

问卷由3个部分、
 

33个问项构成(表1).
 

第一部分是角色认同量表,
 

包括

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和角色行为3个潜变量,
 

主要参考CALLERO[34]认同构建原则与STRYKER等[11]、
 

曹翔[13]关于角色认同的研究量表;
 

第二部分是可持续生计量表,
 

包括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3个

潜变量,
 

主要参考崔晓明等[7]、
 

鲁玉莲[35]的研究量表,
 

并进行情景化修改,
 

量表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
 

第三部分是居民基本信息.
表1 研究量表

潜变量 具体指标及代码

角色认知 X1我知道我在工作中应当做什么

X2我知道顾客(游客)对我的期望和要求

X3我清楚职业从业技能要求

X4我知道自己享有获取劳动报酬、
 

劳动保障性待遇等权利

X5我知道自己应当为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

X6从事这份工作让我实现了自我价值

X7我知道自己在这里肩负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
 

文化传承等责任

角色情感 X8我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

X9从事这份工作让我感到快乐和幸福

X10我是这里的一分子,
 

所以我感到自豪

X11在这里,
 

我会一直从事这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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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潜变量 具体指标及代码

角色行为 X12我自觉维护这里的形象

X13我尽心尽力地为顾客(游客)提供服务

X14我在各种场合都向他人介绍、
 

宣传这里

X15我积极介绍他人来这里从事工作

生计资本 Y1自然环境优美,
 

环境质量优良

Y2村民环保意识增强,
 

自然资源得以保护

Y3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改善

Y4乡村通达性提高

Y5当地乡村知名度和旅游品牌吸引力增加

Y6家庭收入和储蓄增加

Y7住房条件改善

Y8社区居民合作增强

Y9从事乡村旅游的劳动力增加

Y10村民知识、
 

技能、
 

整体素质提高

Y11村民受教育程度提高

Y12返乡经营乡村旅游业的青壮年增加

生计策略 Y13我拥有更加多样化的生计方式

Y14我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农业谋生

生计结果 Y15我现在和未来持续就业的能力提高

Y16我的收入、
 

福利、
 

居住环境得到了提升

Y17我自身环保意识、
 

资源利用意识增强

Y18我抵抗灾祸的能力增强

2.2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2.2.1 案例地介绍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
 

2007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
 

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最美乡村”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等荣誉.

 

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咸阳兴平市马嵬街道李家坡村,
 

以“马嵬驿兵变”事
发地闻名,

 

距杨贵妃墓3.4
 

km,
 

2014年正式开放,
 

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
 

袁家村在村委会带领下,
 

由原村民、
 

新村民与外来投资者共同参与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
 

居民为经营主体,
 

参与度达到100%[17].
 

马嵬驿则主要由个体企业家王永鑫投资建设民俗文化体验园,
 

雇佣本地居民经营与管理,
 

租赁部分商铺吸

纳外来资本,
 

并通过建立商会进行日常监督与管理(表2).
2.2.2 案例地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袁家村和马嵬驿为案例地,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典型代表性.
 

袁家村和马嵬驿

都是目前发展较好的乡村旅游地,
 

分别代表了村集体主导和企业主导两种现阶段发展较为普遍的模式,
 

但在开发主体、
 

开发模式、
 

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研究这两种模式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

动关系对其他旅游地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参考.
 

第二,
 

可研究性.
 

袁家村与马嵬驿以前都是贫穷、
 

落后的小乡村,
 

却在发展乡村旅游后一跃变成“富裕村”,
 

旅游助推两村实现乡村振兴效果显著.
 

居民作为

乡村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研究其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关系对于如何更好地激发村民主体性具有一

定的启迪意义.
 

第三,
 

实证可行性.
 

于2021年10月25日-31日、
 

2021年11月21日-26日开展了共计

13天的驻村深度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法对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
 

其中,
 

袁家村发

放问卷2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99份,
 

有效率达99.5%;
 

马嵬驿发放问卷170份,
 

回收有效问卷166份,
 

回

收率达97.6%.
 

运用SPSSAU统计软件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对问卷进行处理和分析.
 

此外,
 

在发

放问卷过程对居民进行深度访谈,
 

访谈时间从45至60分钟不等.
 

访谈在经过居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

或记录,
 

共整理文本32
 

17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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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袁家村、
 

马嵬驿基本情况介绍

乡村旅游地 袁家村 马嵬驿

旅游人次 2007年3万;
 

2011年120万;
 

2015年450万;
 

2019年600万(陕西省乡村旅游接待量第一

名)[17]

2014年“十一”黄金周110万;
 

2016年大年初一

近20万;
 

2018年 春 节101.4万;
 

2019年 春 节

78.68万;
 

2020年后受疫情影接待量大幅下降[36]

经营业态 农家乐、
 

客栈、
 

各式酒吧、
 

咖啡馆、
 

书画院、
 

养生堂和游戏拓展中心等

驿站文化广场、
 

民俗文化展示区、
 

民族小吃文化

街、
 

百果林采摘园等

利益主体 村集体或村民合作社 政府、
 

企业、
 

居民

开发模式 村办企业开发模式 整体租赁模式

治理模式 农户经营与协会组织结合,
 

农户全部自主参与

经营,
 

成立各类协会对经营户进行指导、
 

监督

和管理

以商治商,
 

从商户中选择优秀的商户进入商会任

职,
 

管理商户

交通状况 交通便捷,
 

位于西安一小时经济圈内,
 

有往返

公交专线

交通不便,
 

没有直达班车

发展阶段 成熟期 发展期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3所示,
 

从样本的性别分布上看,
 

女性显著高于男性,
 

占总数的2/3以上,
 

显示出女性参与旅游的优

势[13].
 

袁家村从业男性(33.0%)比马嵬驿略高一些,
 

表明袁家村从业人员中男女比例更均衡.
 

从年龄分布上

看,
 

袁家村从业人口年龄分布较均衡,
 

马嵬驿则集中于36~50岁的中年人(67.0%).
 

从文化程度看,
 

样本学

历主要集中于初中及高中,
 

袁家村居民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最高(49.2%),
 

平均文化程度高于马嵬驿,
 

对新知

识、
 

新技能的接受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强.
 

从收入分布上看,
 

马嵬驿居民收入主要分布在1万~3万元(32.3%),
 

而

袁家村居民收入多集中于6万~10万元(39.8%),
 

表明袁家村旅游发展给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
表3 调查地居民基本信息

基本情况 分类
所占百分数/%

袁家村 马嵬驿

性别 男 33.0 19.0
女 67.0 81.0

年龄 19~25岁 1.0 3.0

26~35岁 36.4 12.6

36~50岁 38.6 67.0

51岁及以上 26.0 17.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7.6 10.0
初中 27.7 48.2

高中或中专 49.2 34.4
本科或大专 15.5 7.4

年收入 1万元及以下 3.3 25.2

1万~3万元 19.4 32.3

3万~6万元 23.7 28.7

6万~10万元 39.8 13.8

10万元以上 1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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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信度检验指标,
 

对6大基本维度进行信度检验,
 

其中标准化Alpha(α)

系数值均大于0.7,
 

两地综合Alpha(α)系数值均大于0.8,
 

量表信度较好[37].
 

采用KMO 值作为效度检验

指标[38]进行效度分析,
 

基本维度KMO 值介于0.7~0.8,
 

两地综合KMO 值均大于0.7,
 

巴特勒球形检验

值均在0.000水平下显著相关,
 

量表可较好收敛.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如表4所示,
 

用因子载荷、
 

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对两地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37].
 

计算发现AVE 值与CR 值均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需要对模型进一步修正[39].
 

通过移除标准载荷系

数小于0.5的题项X1、
 

X13、
 

X15、
 

Y4、
 

Y9等5项后,
 

形成新的测量模型.
 

修正后,
 

AVE 值与CR 值均介

于0.5至0.8之间,
 

数据达到理想标准.
 

接下来进行区分效度分析,
 

各维度AVE 的平方根均高于其他相关

维度的相关系数,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4 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因子分析结果

量表与项目

袁家村

因子载荷
组合信

度CR 值

平均方差

萃取AVE 值

马嵬驿

因子载荷
组合信

度CR 值

平均方差

萃取AVE 值

角色认同量表

公因子1:
 

角色认知

X2 0.885 0.641

X3 0.886 0.918 0.694 0.727 0.851 0.540

X4 0.864 0.860

X5 0.846 0.534

X6 0.666 0.857

公因子2:
 

角色情感

X7 0.863 0.652

X8 0.847 0.894 0.678 0.784 0.863 0.615

X9 0.806 0.846

X10 0.775 0.839

公因子3:
 

角色行为

X11 0.599 0.860

X12 0.688 0.797 0.577 0.748 0.847 0.649

X14 0.948 0.804

可持续生计量表

公因子1:
 

生计资本

Y1 0.793 0.757

Y2 0.805 0.777

Y3 0.705 0.560

Y5 0.698 0.807

Y6 0.734 0.932 0.581 0.900 0.959 0.702

Y7 0.803 0.906

Y8 0.759 0.891

Y10 0.751 0.925

Y11 0.864 0.915

Y12 0.692 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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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4

量表与项目

袁家村

因子载荷
组合信

度CR 值

平均方差

萃取AVE 值

马嵬驿

因子载荷
组合信

度CR 值

平均方差

萃取AVE 值

公因子2:
 

生计策略

Y13 0.891 0.782 0.645 0.684 0.842 0.734

Y14 0.704 1.000

公因子3:
 

生计结果

Y15 0.804 0.611

Y16 0.791 0.912 0.721 0.544 0.806 0.5220

Y17 0.904 0.750

Y18 0.892 0.921

3.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4.1 结构关系模型拟合指数分析

如表5所示,
 

对修正指标后的两地结构关系模型进行拟合指数分析,
 

两地综合和单个案例地各项拟合

指数基本达到理想标准.
表5 结构关系模型拟合指数分析

拟合指数
绝对拟合指标

χ2/df GFI RMSEA
增值拟合指标

AGFI NFI CFI NFI
理想数值 1~3 ≥0.9 <0.1 ≥0.9 ≥0.9 ≥0.9 ≥0.9

两地综合 1.689 0.963 0.083 0.953 0.964 0.943 0.938

袁家村 1.564 0.968 0.075 0.942 0.967 0.903 0.972

马嵬驿 1.759 0.996 0.086 0.971 0.962 0.953 0.893

3.4.2 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模型验证

为了检验样本数据对修正后的结构互动模型的支持程度,
 

对结构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进行参数估计(表6).
1)

 

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总体来看,
 

在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关系中,
 

6个假设成立,
 

3个假设不成立.
 

乡村旅游的发展

吸纳居民充分就业,
 

居民在参与经营和服务的过程中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个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成

就感、
 

幸福感提高,
 

假设 H1、
 

H1b、
 

H1c、
 

H1d、
 

H1f、
 

H1g成立.
 

但居民角色认知与生计资本之间目前关

系不大,
 

角色情感对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确立以及角色行为对其生计结果亦未形成正向影响,
 

从自我角色

确立到生计能力提升之间的路径手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假设H1a、
 

H1e、
 

H1h未得到验证.
在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关系中,

 

8个假设成立,
 

1个假设不成立.
 

居民在参与旅游

服务过程中与外界的联系增强,
 

思想发生转变,
 

旅游带来的经济、
 

社会效应大大提升,
 

假设 H1、
 

H1a、
 

H1b、
 

H1c得到验证.
 

其次,
 

为了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袁家村为居民提供了外出考察、
 

在夜校学习等进步的

机会,
 

促进个人知识文化成长.
 

旅游业的突出发展也让居民以从事旅游业为荣,
 

角色情感得到进一步强化,
 

居民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旅游服务上,
 

改善了生活状况,
 

假设 H1d、
 

H1e、
 

H1f、
 

H1g成立.
 

但由于问卷是在

旅游淡季发放,
 

居民接待的游客相对较少,
 

影响了他们对生计结果的感知,
 

假设H1h尚未得到验证.
在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关系中,

 

6个研究假设成立,
 

3个假设不成立.
 

马嵬驿属于

企业主导模式,
 

开发商从居民手中租赁土地,
 

进行统一开发、
 

统一管理.
 

一方面开发商督促居民转变角色

认知,
 

快速熟悉业务,
 

参与旅游日常经营,
 

居民生计方式得到重组与优化,
 

提高了生计结果的稳定性,
 

假设

H1、
 

H1b、
 

H1c成立.
 

另一方面,
 

企业充分利用资金、
 

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将乡村旅游较快地推向市场,
 

居

民在企业引领下增强信心,
 

旅游带来的收益增加,
 

居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假设 H1d、
 

H1f、
 

H1g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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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参与模式下,
 

居民缺乏经营自主权,
 

加上企业的培训与引导不足,
 

居民对自身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

认知程度不深,
 

在参与旅游过程中缺乏责任意识与地位认知,
 

不利于生计资本的积累、
 

生计策略的选择和

生活质量的改善,
 

假设H1a、
 

H1e、
 

H1h不成立.
2)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

总体来看,
 

在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关系中,
 

7个假设成立,
 

2个假设不成立.
 

作为乡村发展的

新业态,
 

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居民获得了增加经济收入、
 

平等参与公共事务、
 

共建绿色生态环境等权利,
 

提

高了居民角色自豪感与旅游参与热情,
 

更多居民选择回归乡村,
 

投身家乡建设,
 

假设 H2、
 

H2b、
 

H2c、
 

H2e、
 

H2f、
 

H2g、
 

H2h成立.
 

同时,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计选择,
 

面对机遇与挑战,
 

由于

教育水平不高等原因,
 

居民对于自身角色认知程度不足,
 

假设H2a、
 

H2d未得到验证.
在袁家村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关系中,

 

7个假设成立,
 

2个假设不成立.
 

袁家村通过成立

合作社实现了旅游市场化发展与规模化运营,
 

旅游发展给袁家村居民带来的经济、
 

社会利益远远大于其承

担的成本,
 

由于分配公平、
 

利益共享,
 

居民更加积极主动投入旅游开发、
 

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
 

假设 H2、
 

H2a、
 

H2b、
 

H2c、
 

H2e、
 

H2g、
 

H2h成立.
 

同时,
 

袁家村“以居民为主体,
 

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
 

增强了守护袁家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与客流量和收入的多少关系不大,
 

假设H2d、
 

H2f不成立.
在马嵬驿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影响关系中,

 

5个假设成立,
 

4个假设不成立.
 

通过雇佣本

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
 

企业给马嵬驿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旅游收入,
 

居民生计模式走向

兼业化,
 

抗风险能力提升,
 

激发了参与旅游发展致富的决心,
 

提高了居民的职业认知、
 

从业技能和服务

能力,
 

假设 H2、
 

H2b、
 

H2c、
 

H2d、
 

H2f成立.
 

同时,
 

由于被“打工人”的角色限制,
 

突如其来的变化可能

引发不安全感,
 

部分居民缺乏角色自豪感和自信心,
 

也缺乏对于马嵬驿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的责任感,
 

旅游资源有效利用不够,
 

不利于马嵬驿的旅游形象宣传和居民参与旅游的热情提高,
 

假设 H2a、
 

H2e、
 

H2g、
 

H2h未得到验证.
表6 互动结构模型参数估计分析

假设关系 影响路径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

袁家村 马嵬驿 综合

P 值

袁家村 马嵬驿 综合

假设检验

袁家村 马嵬驿 综合

H1 角色认同→可持续生计 0.547 0.385 0.798 *** 0.008 *** 支持 支持 支持

H1a 角色认知→生计资本 0.143 -0.263 -0.335 0.006 0.065 0.539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H1b 角色认知→生计策略 0.807 0.251 0.773 0.008 *** *** 支持 支持 支持

H1c 角色认知→生计结果 0.936 0.356 0.757 *** *** *** 支持 支持 支持

H1d 角色情感→生计资本 0.672 0.631 0.786 *** 0.004 *** 支持 支持 支持

H1e 角色情感→生计策略 0.016 -0.606 -0.472 0.003 0.110 0.118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H1f 角色情感→生计结果 0.293 0.208 0.430 *** *** *** 支持 支持 支持

H1g 角色行为→生计资本 0.253 0.098 0.138 0.002 *** 0.002 支持 支持 支持

H1h 角色行为→生计结果 -0.064 -0.255 -0.715 0.164 0.236 0.333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H2 可持续生计→角色认同 0.547 0.187 0.798 *** *** *** 支持 支持 支持

H2a 生计资本→角色认知 0.992 0.040 -0.443 *** 0.375 0.437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H2b 生计资本→角色情感 0.370 0.537 0.368 *** *** *** 支持 支持 支持

H2c 生计资本→角色行为 0.986 0.535 0.222 *** *** *** 支持 支持 支持

H2d 生计策略→角色认知 0.015 0.264 -0.036 0.098 *** 0.571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H2e 生计策略→角色情感 0.272 0.178 0.472 0.001 0.011 ***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H2f 生计结果→角色认知 0.027 0.495 0.838 0.221 *** ***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H2g 生计结果→角色情感 0.658 -0.823 0.755 *** 0.179 ***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H2h 生计结果→角色行为 0.524 -0.079 0.651 *** 0.319 ***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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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互动模式及机理对比分析

在农村,
 

农民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
 

随着旅游的发展,
 

农民的身份被剥离,
 

旅游的发展引导农

民改变了限制性的身份,
 

多元的业态带给农民不同的角色体验,
 

农民角色定位发展转变,
 

继而引发角色

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
 

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
 

“伴生模式”源于生态学中“互利共

生”一词,
 

生态学上将共同生活,
 

互相依靠,
 

彼此受益,
 

称为互利共生[40].
 

本文引用“伴生模式”描述角色

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深度访谈分析(访谈信息见表7),
 

发现在居民

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关系中,
 

村集体经济主导的袁家村形成了“主动伴生模式”,
 

企业主导的马

嵬驿形成了“被动伴生模式”.
表7 访谈信息汇总

访谈对象 访谈时间/h 分类编码

袁家村居民(8人) 8 YJM1、
 

YJM2、
 

YJM3、
 

YJM4、
 

YJM5
 

YJM6、
 

YJM7、
 

YJM8

马嵬驿居民(8人) 8 MJM1、
 

MJM2、
 

MJM3、
 

MJM4
 

、
 

MJM5、
 

MJM6、
 

MJM7
 

、
 

MJM8
 

4.1 “主动伴生模式”:
 

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分析

1)
 

“主人翁”角色的复苏与觉醒:
 

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理

袁家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体现了全民参与、
 

共同富裕的繁荣景象.
 

居民被给予参与旅游决策的权利并履

行一定的义务,
 

主人翁意识得到强化,
 

在访谈中多以“俺村”“俺们这儿”指称,
 

内在强烈的角色认同驱动居

民主动改变传统的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和角色行为,
 

对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参数估计值显著高于马嵬驿,
 

对

于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角色认知.

 

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冲击了居民传统的角色认知(我以前觉得我一辈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

农民,
 

YJM8),
 

居民在经营理念、
 

服务技能、
 

责任意识等方面认知程度加深(村里教我们如何经营与服务,
 

YJM6),
 

“参与旅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观念深入人心(村里天天给我们讲啥是旅游,
 

咋赚钱,
 

YJM2),
 

调整

了原有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
 

对于优化生计资本结构、
 

提升生计多样性具有积极影响(以前家里能

干的都出去打工了,
 

现在又都回来干这个挣钱,
 

半年比我们打工一年都挣得多,
 

YJM6).
角色情感.

 

袁家村实行造血式扶贫[41],
 

鼓励全民参与旅游,
 

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被给予平等参与旅

游和共享成果的机会(我们的钱一直是村集体给我们分红的,
 

YJM5).
 

不仅是本村村民,
 

连部分邻村村民也

以“我们村”自称,
 

旅游发展给村民带来极大的归属感,
 

相比种地和务农,
 

感到更多的快乐和自豪(这份工作

让我感到幸福和骄傲,
 

YJM4),
 

并在情感驱动下愿意一直从事旅游(我愿意一直在这儿干,
 

YJM5),
 

居民收

入增加(每天卖的不像别家多,
 

我也能分到不少钱,
 

YJM5),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房子也翻修了,
 

YJM8).
角色行为.

 

发展旅游改变了居民背井离乡求生计的现状,
 

促使居民角色行为发生转变,
 

由过去的“农田

守望者”转变为“旅游兼业者”[6],
 

除自身投入旅游发展外还积极向亲朋好友介绍工作(隔壁是邻村的,
 

就是

我介绍过来的,
 

YJM3).
 

除了职业行为,
 

旅游的发展促使居民投身公益行为,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这里的卫

生都是我们自己打扫,
 

YJM7),
 

自觉维护袁家村品牌形象(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最为重视,
 

YJM6),
 

提高了袁

家村持续就业能力(我已经在这里工作10年了,
 

YJM3),
 

推动袁家村产业兴、
 

生态美与居民富.
2)

 

共享模式的利与赢:
 

袁家村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作用机理

利益共享机制是袁家村居民脱贫致富的关键[42].
 

旅游发展使居民生计资本积累、
 

生计策略转变和生计

结果改善,
 

并反过来增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显著提高居民的角色认同.
生计资本.

 

通过发展旅游使袁家村自然环境改善(村里特别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YJM6),
 

家庭收入

增加(辣子酒一年经营下来能挣100万,
 

YJM5),
 

居民间的联系增强[42],
 

返乡青壮年增加(我就是看这儿发

展好回来创业的,
 

YJM1),
 

品牌吸引力增强(目前西安、
 

咸阳、
 

宝鸡等城市开设了17家体验店,
 

YJM2),
 

自

然、
 

物质、
 

金融、
 

人力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使居民思想观念发生转变,
 

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乡村集体事务,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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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资源、
 

技术资源、
 

物质资源等发展旅游,
 

提高参与感与成就感.
生计策略.

 

相比传统的农业生产,
 

居民拥有更加多样的生计方式(以前种地,
 

现在干什么的都有,
 

YJM2),
 

经营农家乐、
 

民宿、
 

关中小吃、
 

非遗文创店等多种业态,
 

感到比之前更加充实、
 

愉快(每天很忙很

快乐,
 

YJM5).
 

但由于缺乏从业经验,
 

居民在劳动报酬、
 

从业技能等方面认知不够深刻(不会维权,
 

法律我

们基本不懂,
 

YJM6).
生计结果.

 

随着旅游发展进入成熟期,
 

袁家村形成了良性循环产业链,
 

增强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持续竞

争力,
 

居民收入、
 

福利、
 

居住环境改善,
 

抵抗灾祸的能力提升(以前没钱,
 

不敢生病,
 

现在敢去城里看病了,
 

YJM7),
 

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经验增强(现在会用微信、
 

支付宝,
 

也会用抖音看,
 

YJM5),
 

居民更加认同旅游

发展对于提高生计可持续能力的重要性.

4.2 “被动伴生模式”:
 

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理分析

1)
 

“打工人”角色的塑造与发展:
 

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对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理

马嵬驿属于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
 

在企业和商会的引导下,
 

居民由过去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职业

打工人”,
 

在访谈中多以“人家”“老板说”指称,
 

受企业“管理”被动地使角色认知、
 

情感和行为发生转变,
 

“打工人”意识得到塑造并显著影响可持续生计水平.
角色认知.

 

居民作为“打工人”,
 

通过为企业工作赚取劳动报酬(人家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
 

MJM2),
 

由于企业对居民缺乏思想引导与技能培训,
 

居民只是被动、
 

盲目地参与旅游事务,
 

加上部分居民文化素质

和职业技能偏低,
 

自我学习能力有限,
 

对自身权利、
 

义务缺乏认知(老板给发多少钱算多少钱,
 

MJM4),
 

更

缺乏责任感(有保洁打扫这里,
 

与我无关,
 

MJM5).
 

由于无法实现高层次的管理、
 

决策的参与,
 

影响了生计

资本的积累.
角色情感.

 

传统的兴平旅游是由茂陵、
 

贵妃墓组成的历史文化线路,
 

由于缺乏活力与体验难以吸引游

客,
 

马嵬驿民俗文化村的开发填补了这一空白,
 

通过美食、
 

文化、
 

民俗体验等满足了旅游者多样化需求,
 

居

民为推动兴平旅游发展感到自豪(边吃饭边听我讲故事,
 

我很骄傲,
 

MJM7),
 

提升了成就感(每卖出去一

件,
 

我很有成就感,
 

MJM8),
 

居民收入增加,
 

生活条件改善.
 

但由于疫情影响,
 

马嵬驿游客减少,
 

考虑改变

职业(本来就是一份工作,
 

现在不打算开下去了,
 

挣不到钱了,
 

MJM7).
角色行为.

 

随着旅游发展趋于稳定,
 

居民根据游客特点、
 

旅游偏好将民俗与时尚创意充分结合起来(吃
的上写了马嵬驿,

 

MJM1),
 

绣楼、
 

关中婚礼等特色项目应运而生(客人都觉得新奇、
 

好玩,
 

MJM6),
 

居民收

入大大增加.
 

但由于少部分居民不注重对马嵬驿形象的维护,
 

游客重游意愿不强,
 

不利于维持自身持续就

业能力(之前拉客人下去要20块钱,
 

客人说再也不来了,
 

MJM4).
2)

 

多元主体的控与破:
 

马嵬驿居民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的作用机理

马嵬驿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居民整合生计资产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提高,
 

生计策略趋于多样化,
 

居民收入

增加,
 

个人教育、
 

医疗等福利状况提升,
 

驱动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重构角色,
 

对提高角色认同有积极影响.
生计资本.

 

发展旅游完善了马嵬驿公共基础设施(路变宽了,
 

家家有了热水器,
 

MJM8),
 

提高了家庭收

入和储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
 

MJM5),
 

增加了从事旅游的劳动力(现在我们都来干旅游,
 

MJM1),
 

生计资

本的积累提高了参与热情,
 

但居民合作意识有待加强(平时各干各的,
 

不怎么交流,
 

MJM4),
 

影响居民在知

识、
 

技能、
 

责任、
 

地位等方面的认知.
生计策略.

 

居民在企业和商会的监督下,
 

经营餐饮、
 

休闲和游乐等旅游项目活动,
 

收入来源多样化(干
啥的都有,

 

MJM3),
 

但由于缺乏决策权,
 

村上所有的投资决策都由企业及商会决定,
 

突如其来的上传下达

可能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有时突然通知个啥反应不过来,
 

MJM4).
生计结果.

 

马嵬驿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居民改变了贫困的现状(收入比以前高了,
 

MJM4),
 

居民抵抗风

险的能力提升(生活有了保障,
 

MJM3),
 

但参与旅游的程度及从事旅游业的类型会导致生计资本积累能力

存在差异,
 

再加上缺少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
 

马嵬驿部分居民存在无序竞争现象,
 

降低了居民的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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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度(我们这儿没有专门旅游接送的车,
 

就是居民每天弄一个三轮车来接客人,
 

但是每个人收费是不一

样的,
 

有时候人多的时候还把价格抬高了,
 

MJM8).
总之,

 

乡村旅游依靠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纯朴的民俗民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发展起来,
 

对于增

强居民角色认同与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
 

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对比袁家村与马嵬驿,
 

首先在

发展阶段上,
 

袁家村2007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
 

而马嵬驿比袁家村晚7年,
 

对于居民的角色唤醒较晚,
 

以

“打工人”自称的马嵬驿居民“主人翁”意识有待提高,
 

参与旅游事务的主动性偏低,
 

相比袁家村在生计资本

的积累和改善生计结果方面的感知较低.
 

其次在参与模式上,
 

袁家村以村民自治为基础,
 

居民拥有更多的

自主权,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更有责任心,
 

而马嵬驿部分居民被“打工人”的角色限制,
 

旅游参与的热情相对较低.
 

总体上,
 

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和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更加积极,
 

对于推动乡村

振兴的成效更为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角色认同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
 

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下居民角色认同—可持续生计互动

结构模型,
 

并对袁家村和马嵬驿两个乡村旅游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
 

比较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角

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
 

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

机理.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乡村旅游地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存在角色认同3个维度(角色认知、
 

角色情感、
 

角色行

为)和可持续生计3个维度(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结果)的多维交叉互动过程,
 

角色认同对于可持

续生计具有提高、
 

丰富和改善效应,
 

可持续生计对角色认同具有唤醒、
 

激发、
 

调整效应.
 

通过分析,
 

发现

有13个假设成立,
 

分别为 H1、
 

H2、
 

H1b、
 

H1c、
 

H1d、
 

H1f、
 

H1g、
 

H2b、
 

H2c、
 

H2e、
 

H2f、
 

H2g、
 

H2h,
 

其余5个假设不成立.
第二,

 

不同旅游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地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结构模型存在差异.
 

袁家村二

者间的互动是一种“主动伴生模式”,
 

而马嵬驿是一种“被动伴生模式”,
 

前者的互动关系更加积极显著.
 

村

集体经济主导的袁家村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中,
 

有15个假设成立,
 

分别为H1、
 

H2、
 

H1a、
 

H1b、
 

H1c、
 

H1d、
 

H1e、
 

H1f、
 

H1g、
 

H2a、
 

H2b、
 

H2c、
 

H2e、
 

H2g、
 

H2h,
 

其余3个假设不成立.
 

企业主导

的马嵬驿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中,
 

有11个假设成立,
 

分别为 H1、
 

H2、
 

H1b、
 

H1c、
 

H1d、
 

H1f、
 

H1g、
 

H2b、
 

H2c、
 

H2d、
 

H2f,
 

其余7个假设不成立,
 

袁家村居民以“主人翁”自称的角色相比马嵬驿

以“打工人”自称的角色在角色认知、
 

情感、
 

行为方面的表现更具为积极主动.
第三,

 

乡村旅游通过促进居民角色认同和可持续生计互动,
 

形成合力驱动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旅游地

居民角色认同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可持续生计作为乡村振兴的外在动力,
 

发展旅游产业可以促进二

者互动,
 

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5.2 讨论

目前,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直接效应[4],
 

忽视了内在系统性逻辑机理的构

建[43],
 

乡村旅游开发中依然存在忽视乡村本地实用人才、
 

过度依赖外来资本等问题,
 

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

机制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4].
 

本文研究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的互动机

理,
 

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也是对村民这一微观主体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的初探.
 

村集体经

济主导的袁家村体现了以角色认同为内驱力,
 

居民主动提高、
 

丰富和改善可持续生计,
 

同时可持续生计也

对角色认同起到进一步唤醒、
 

激发和调整效应,
 

二者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振兴.
 

企业主导的马嵬驿则体现了

“由外到内”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
 

虽然居民在被动参与过程中,
 

也能促进

乡村振兴,
 

但居民的主体性还可进一步充分调动.
 

根据主要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在乡村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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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中要坚持以居民为主体,
 

保证居民当家作主,
 

提高居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提高内生发展动力.
 

其

次,
 

生计问题需要引起政府、
 

企业等利益共同体重视,
 

保证居民平等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的机会,
 

共享旅游

发展成果,
 

提高他们的可持续生计能力.
 

同时,
 

我国乡村幅员辽阔,
 

各乡村在资源条件、
 

发展水平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
 

因而各地区乡村发展模式也不同.
 

我国乡村地区无论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

主要模式,
 

都要把乡村居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切实提高当地居民的获得感与参与度,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

乡村共同富裕.
同时,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本文基于重构角色认同和优化可持续生计两方面,
 

提升乡村居

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能动作用,
 

鉴于居民参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未来还需要更加深入研究,
 

探讨

多因素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过程和机制.
 

(2)
 

从经营方式看,
 

我国乡村旅游目前存在政府推动型、
 

企业开

发型、
 

居民参与型、
 

混合发展型等多种模式[44],
 

本文仅探讨了村集体经济主导和企业主导这两种旅游发展

模式下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机理,
 

未来有必要对多样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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