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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三生”空间演变及优化
———德庆金林水乡的案例实证

吴　 清１，冯嘉晓２，陈　 刚３，∗，陈婷婷１

１ 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肇庆　 ５２６０６１

２ 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肇庆　 ５２６０６１

３ 肇庆学院肇庆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肇庆　 ５２６０６１

摘要：以德庆县金林水乡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空间统计法，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个时段分析旅游发展对山岳型乡

村旅游地“三生”空间的影响，并探讨了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发展瓶颈及优化路径。 研究发现：（１）旅游开发前，金林水乡土

地结构与用地功能单一且呈片状分布；村落呈现传统乡村风貌，基础设施不健全；空间形态变化稳定，扩张缓慢。 （２）旅游开发

后，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化，出现新型复合用地；土地功能利用复杂化，以服务旅游业为主；村庄景观风貌现代化，生活空间更加宜

居。 （３）旅游开发前后对比可得，土地平面占地规模化，空间用地以居民点为核心，呈圈层状向外围扩张；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相互转化，乡村聚落重构特征较为显著；村落景观风貌的变化较大，呈现城镇化趋势。 （４）金林水乡“三生”空间演化与旅游发

展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生产用地效率不高，生活用地质量较低，生态空间不断萎缩，在旅游产业发展上表现为旅游产品单一且缺

乏创新，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等。 为此从生活空间的提质、生产空间增效、生态空间保护、旅游产业创新以及土地利用五方面提

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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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统称为“三生”空间［１］，其概念相对宽泛，综合学界相关解释可认为：生产

空间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生活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空间，生态空间是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

服务的区域［２］。 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就明确表明应当同步、
集约利用生产用地、生活用地和生态用地，提高生态用地占比。 “三生”空间协调发展与否是评价乡村旅游地

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能否做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直接关

系到乡村旅游地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对“三生”空间变化以及乡村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逐步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话题。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三者相互影响、相互独立。 一方面三者互为联系，生产空间是根本，生活

空间是目的，生态空间是保障［３］，目标是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

间；另一方面，“三生”空间在自己所属的区域范围内又是相对独立的［４］，三者在不同阶段存在着对立与耦合

关系［５］，对于旅游型乡村来说，应合理开发旅游资源，促进“三生”空间协调发展。 国外学者虽然没有直接研

究“三生”空间的成果，但是对于乡村土地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产生的效应［６］、土地利用功能耦合协调以

及生态［７］、生活以及生产空间的功能类型划分［８⁃９］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三生”空间的研究中，较为

常见的内容有“三生”空间的格局演变［１０］、功能的转化［１１］或者空间的重构等［１２］，方法多集中于数据统计分析

法与 ＧＩＳ 空间分析法［１３⁃１４］，研究的区域范围以省市级的较为常见，如江苏［１５］、重庆［１６］以及浙江［１７］ 等。 此外，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本土化意义和多元化价值［１８⁃１９］、“三生”空间的分类与评价［２０⁃２１］、“三生”空间社区参与

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２２⁃２３］等也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点，在关于旅游与三生空间的关系探讨上，三生空间的理念

能够促进旅游城镇化地区空间的科学划分［２４］，而旅游开发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

村落土地的“三生”空间的重构。 总体而言，众多学者对乡村“三生”空间和乡村区域功能与发展模式的学术

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三生”空间的研究仍需深入挖掘。 研究层面上，理论研究较多，结合案例进行实

证研究有待充实；研究范围上，省市级的研究较多，镇村的研究相对偏少，具体从旅游发展视角探讨旅游的发

展历程对乡村地域“三生”空间的时空特征及功能演变，并以典型案例地为例提出具体优化策略的研究还有

待进一步深化。 乡村的生产用地、生活用地及生态用地的内在联系及影响关系对乡村土地空间的演变及发展

存在重要的影响［２５⁃２６］，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生态地理环境下有着不同的时空演变趋势。 因此，本文以

德庆县金林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参与式观察和空间统计法，从“三生”空间视角去探讨旅游开发前后

乡村土地利用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归纳其存在的瓶颈并提出优化策略，可反映出山岳型乡村聚落空间发

展的一般规律，协调“三生”空间发展过程所出现的矛盾［２７］，为德庆县金林村土地合理利用以及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建议，也为全省乃至国内其他山岳型乡村聚落空间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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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金林村（以下简称金林水乡），占地面积 ３．６５ ｋｍ２，因河湖众多，又名金林水乡。 金

林水乡是有着 １６００ 多年历史的传统水乡村落，该村落位于平缓的土坡上，海拔较低，三面环山，坐北朝南，东
西两边为低洼之地，山、水、树林以村庄居民点为核心呈圈式布局，生活环境独具一番风格，是典型的山岳型乡

村旅游地（图 １）。 该村交通通达性较好，靠近省道 Ｓ３５２ 且有便捷的村级公路连接至村。 村里保存众多的传

统民居和祠堂群等古建筑，岭南特色鲜明；此外，生态环境优美，依山傍水，邻近广东最大的瀑布群盘龙峡景

区。 总体上，金林水乡人文与自然资源丰富，旅游发展前景广阔。
本文选择金林村为案例，理由有二：一是明显的“三生”空间功能变化，德庆县金林水乡从旅游开发到兴

盛繁荣直至衰败，其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土地功能变化较突出。 二是完整清晰的旅游发展脉络，德庆县金林

水乡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开发，处于旅游发展的探索期；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正式开门营业，当年接待游客 ８．３ 万人次，旅游

收入 ２００ 万元；到 ２００８ 年，几乎每家每户进行农家乐经营，较多村民从事景区服务工作，旅游收入占比大，居
于旅游发展的成熟期；至 ２０１８ 年，受盘龙峡景区影响，景区旅游发展遭遇瓶颈，个体经营的农家乐几乎全部关

闭，景区游客量急剧下降，游客日接待量 ２０—３０ 人，旅游收入减少，村民大多回归农业或外出打工，金林水乡

进入旅游发展的衰退期。

图 １　 德庆县金林水乡区域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ｏｆ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ｅ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２　 研究方法

（１）参与式观察法。 收集金林水乡相关材料并实地参与体验，围绕村庄旅游开发前后的整体用地类型及

功能变化进行实地访谈和观察，分析其“三生”空间演化过程及动因。 具体步骤如下：根据研究的主题及目

的，研究小组设计了访谈大纲作为访谈的基本框架，访谈地点定于金林水乡，访谈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２—２５
日、８ 月 １３—１５ 日和 １０ 月 ５—８ 日三个时段，并对每一份的访谈内容编号。 其中以景区服务人员、个体经营户

为访谈对象的，着重获取了金林水乡旅游用地使用状况及其旅游发展历程；以村委、村民为访谈对象的，侧重

得到了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主要空间分布情况、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三生”空间面积变化以及相关的村庄土地

利用情况等。 通过现场访谈和观察，核对建设用地的变化情况，明确新增地块的功能用途，为后续绘制“三
生”空间变化图提供参考信息。

（２）空间统计法。 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相关土地信息，结合现有村庄土地利用规划，利用 ＧＩＳ 软件建立空

间信息数据库，根据实地访谈和观察获取的信息，在空间上确定村庄不同年份各个地块的功能类型，绘制出不

同年份“三生”空间分布图，并对不同功能进行归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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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金林水乡为研究对象，现状地图数据来源于《德庆县官圩镇金林村———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规划（２０１６ 年）》，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７），选取村庄规划现状图，运用 ＧＩＳ 软件进行

配准，并对道路、水系、村庄边界等进行矢量化，获取金林水乡地理空间信息，在此基础上根据“三生”空间用

地分类标准并结合实际调研获取的数据，形成“三生”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库，导出不同年份的金林水乡“三生”
空间分布图，并通过图层属性工具，统计各年份“三生”空间的面积数据。

图 ２　 金林水乡旅游地生命周期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１．４　 时间节点选择

由于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旅游地发展存在着

一定的发展阶段，加拿大地理学家巴特勒曾将这种旅游

地发展的规律总结为旅游地生命周期。 他认为，旅游地

是一种旅游产品的综合，是具有生命周期的，一般旅游

地从形成到衰落可分为 ６ 个阶段：即探索期、参与期、发
展期、巩固期、停滞期和衰退或复苏期［２８］。 根据旅游发

展生命周期理论并结合上文数据分析发现：２００３ 年金

林水乡正式开门营业，游客量迅速提升，２００８ 年前后游

客量达到顶峰，２０１０ 年以后游客量逐年下滑。 根据游

客量的变化情况，将金林水乡旅游发展阶段划分如下：
２００３ 年以前为旅游探索期，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为成长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为成熟期，２０１１ 年以后进入衰退期（图 ２）。 因此，考虑到截面时间跨度以及数据的获取，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分别对金林水乡不同时期旅游地“三生”空间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２　 三生空间用地类型体系构建

２．１　 三生指标体系说明

国土空间主要由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及生态空间构成，包含了人类的生产过程、人类物质的追求与满足和

生物发展的过程。 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可将土地分为 ５ 大空间类型：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生态空间、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 其中生产空间是提供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的区域；
生活空间是提供人类居住和公共活动的区域；生态空间是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区域；生产⁃生活空间是

生活和生产功能交互在一起，在空间上难以区分的区域；生产⁃生态空间是同时具有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的区

域。 而根据用地实际情况又可细分 １６ 大用地类型：住宅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基础服务设施用地、村庄产业用

地、耕地、园地、设施农用地、工业用地、农业道路、林地、草地、水域、荒地、旅游服务设施用地、旅游基础设施、
旅游观光用地［２９］。
２．２　 金林水乡三生用地体系构建

根据土地“三生”空间的划分，结合金林水乡土地利用状况、《肇庆市德庆县金林村———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年）》进行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分类，经实地调研及实地访谈进行的土地利用状况的核

实，结合金林水乡的土地利用功能特点，“三生”空间用地分类体系划分如下（表 １）。

３　 金林水乡“三生”空间变迁过程及特征分析

３．１　 旅游发展前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特征

３．１．１　 土地用地类型单一，呈片状和零星分布

由图 ３ 可知，２０００ 年金林水乡旅游开发前用地类型单一，“三生”空间由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构

成。 其中生产空间总占地为 １１４３６７．４８ ｍ２，占比 ３１．３８％，生活空间总占地为 １８９９７０．８９ ｍ２，占比 ５２．１２％，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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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总占地为 ６０１６１．６３ ｍ２，占比 １６．５１％。 生活空间的占地最大，主要集中在村落的中部地区，以传统建筑为

主，耕地、园地以及池塘镶嵌其中，呈现“北整南散”的形态。 生产空间次之，即耕地、园地，分布在村庄的东部

和西南侧，传统农业占主导，部分则以林地的形式分布在村的中部，与住宅区相融合，产业结构单一。 占地最

小的是生态空间，即林地、草地、水域、荒地等，呈“片状”分布于村庄的北侧、东南侧以及零星分布于西部与中

部，植被覆盖程度较好，以经济林和生态林为主，人类干预较少。 综上，开发前的金林水乡土地结构简单，生产

空间、生活空间及生态空间主要以片状及零星状相结合分布，混乱无序，缺乏统一划区管理，呈现乡村相对自

然的土地利用形态。

表 １　 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用地分类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空间类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ｙｐｅｓ

用地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分类解释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生活空间 住宅用地 村民住宅及宅间道路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公共服务用地
包括公共管理、文体、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宗教、文物古迹等设
施用地以及兽医站、农机站等农业生产服务设施用地

基础服务设施用地 村庄道路、交通和公用设施等用地

生产空间 村庄产业用地
用于生产经营的各类集体建设用地，包括村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村庄生产仓储用地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耕地 水田、旱地

园地 菜地

设施农用地
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设
施用地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农村宅基地以外的晾晒场、水利设施
等农业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 农产品加工工厂

农用道路 机耕道、田埂

生态空间 林地 生态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草地 天然草地

水域 水库、鱼塘

荒地 撂荒地

生产⁃生活空间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餐饮、住宿、旅游购物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旅游基础设施 停车场、游步道

游赏观光用地 用于观光的宗祠、文物古迹、特色民居等

生产⁃生态空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ｐａｃｅ 旅游观光用地 用于观光的林地、水域、草地等，用于生产的鱼塘、经济林等

３．１．２　 土地用地功能稳定，用地类型空间分明

开发前的金林水乡土地功能较少且稳定，“三生”空间展示着他们最原始的价值，每一种空间用地分工显

著。 生活空间占地面积最大，传统的住宅分布在村落的中部；生产空间以农业生产景观为主，如水稻、景观林、
菩提、柑橘、番石榴等，生产规模较小，产业类别单一，第二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村民的收入渠道少。 生

态空间保存完整，北靠大雾山，临近大广山，南依牛塘山，三面环山，古村处于盆地中，山、水、林、田以聚落为中

心呈圈式布局，传统乡村格局特征显著，生态环境优美。
３．１．３　 村落景观风貌原始，基础设施不完善

旅游开发前聚落空间形态变化稳定，扩张缓慢且不明显。 村庄维持相对自然的原始风貌，外来干预较少。
村内房屋以传统瓦屋、平房为主，新建房屋较少；排水设施较少，以原始的明渠为主，雨污尚未分流；村内道路

多为泥路，路面较窄且路况较差，鲜见硬化后的车行道及人行道；随处为垃圾投放点，缺乏分类垃圾站点建设，
原始生态的金林水乡以传统聚落的惯性发展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公共服务条件较差。 整体而言，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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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０ 年金林水乡“三生”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００

开发前金林水乡多为原始风貌，基础设施尚不健全，但
其凭以独特的乡村民俗、古祠堂群和小桥流水人家，体
现着岭南水乡的特色，是德庆金林水乡旅游地形成的

前奏。
３．２　 旅游发展后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特征

３．２．１　 土地用地类型多元化，用地空间块状分布

金林水乡旅游产业于 ２００３ 年起步，通过系统性地

开发建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开发前期活动举办等

多种形式，扩大了金林水乡旅游吸引力，客源市场得到

不断地开拓，旅游市场逐渐成熟。 至 ２００８ 年，在周边盘

龙峡 ４Ａ 景区的带动下，金林水乡旅游业火爆发展。 如

图 ４ 所示，旅游发展后土地利用类型由简单化向多元化

发展，出现新型复合用地，即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
态空间。 “三生”空间的分布从片状及零星状相结合向

以块状为主转变，但分布依旧混乱，缺乏统一划区管理。
结合表 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以及生态空间面积呈下降的状态，总占比降至 ２３．５％、４８．４２％
以及 ７．９４％，而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均从 ０ 占比升至 １０％左右。 生产空间以水稻田、经济林地和果

园为主，经济林地和果园主要分布在村庄的北侧，种植面积扩大且呈块状分布，而水稻种植则呈现块状零星分

布在东西两侧，规模较小；生活空间经历中心集聚—外围扩散的过程，村庄中部以传统建筑为主，村庄外围以

现代建筑为主，以块状分布；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村庄的北侧，呈零星状随机分布，以经济林和风景林为主，人
类干预变多。 而 ２０１１ 年后旅游业逐渐衰退，游客数量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旅游产品缺乏创新，使得旅

游吸引力有所下降。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８ 年金林水乡的“三生”空间的分布状况，依旧由 ５ 大用地空间组成，分
别是生产空间（８１１９０．６９ ｍ２），生活空间（２００５４０．０８ ｍ２），生态空间（２８６７３．６ ｍ２），生产⁃生活空间（１８０３９．８ ｍ２），生
产⁃生态空间（３６０５５．２３ ｍ２）。 生产空间、生态空间以及生产⁃生活空间的用地占比呈下降趋势，其中生产⁃生活空

间用地占比下降的幅度较大，达 ５４％。 而生活空间以及生产⁃生态空间的总占比则缓慢上升。 主干道两旁的旅

游餐饮服务用地转化回普通住宅用地；生态空间上，水域、林地等被用于游览娱乐场地，其主要转化成生产⁃生态

用地，从而导致单一的生态空间零散分布。

图 ４　 ２００８ 年金林水乡“三生”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０８

图 ５　 ２０１８ 年金林水乡“三生”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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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用地功能复杂化，以服务旅游业为主

旅游开发后，土地功能利用复杂化，人为影响加深。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生产空间的土地功能变化最大，生态

空间土地转换比例最高，生产⁃生活空间、生产⁃生态空间增加最多。 其中生态用地生产化，即从生态功能转换

成生产⁃生态功能，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景观及其附属地增多，水域、园地、耕地等生态空间减少，如池塘被用

于修建景观景点，园地被规划成景观林、经济林或用于柑橘种植；生活用地生产化，即从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
生活功能，呈现“产居一体”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住宅用地向旅游住宿、餐饮、娱乐方向的综合发展。 由于旅游

发展出现萧条，用地类型变化不明显，２００８ 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生产空间的占地在缓慢减少，共减少了 ２８０９．２４
ｍ２，生产空间转换成生产⁃生活空间和生活空间，如旅游服务项目建设以及住宅建设；生活空间持续增加，生
产⁃生活用地转换回生活用地，如家庭经营的旅游餐饮服务用地转换成住宅用地；生产⁃生态空间增加缓慢，生
产⁃生态空间转换为生态空间，如部分观光和养殖池塘转换回荒废池塘，但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对环境造成一

定的影响。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金林水乡“三生”空间面积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面积 Ａｒｅａ ／ ｍ２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８ 年

生产空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１１４３６７．４８ ８３９９９．９３ ８１１９０．６９

生活空间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１８９９７０．８９ １７６４７７．５３ ２００５４０．０８

生态空间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６０１６１．６３ ２８９３０．６９ ２８６７３．６

生产⁃生活空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０ ３９３４３．１１ １８０３９．８

生产⁃生态空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ｐａｃｅ ０ ３５７４８．７４ ３６０５５．２３

３．２．３　 村落景观风貌现代化，生活空间更宜居

旅游开发后，政府加强管理、加大资金投入，村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建设风格呈现传统与现代化相结

合，村落内部以传统建筑为主，小洋楼立于村庄外围；村庄修建水运渠道，能够保障水质保护环境；修建人行

道、车行道和停车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初步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建立垃圾分类站，环境污染问题得到较

好的改善。 综上，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村庄景观风貌呈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生活空

间宜居水平不断提高。
３．３　 旅游开发背景下“三生”空间总体演变特征

金林水乡的旅游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三生”空间的不断变化，同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驱动乡村城镇

化的过程，乡村旅游的开发使得金林水乡的用地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旅游开发前后对“三生”空间的具体

影响过程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旅游开发前后金林水乡土地演化框架图

Ｆｉｇ．６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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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用地类型多样化，复合型用地变化突出

金林水乡的“三生”空间演变不均衡，生活空间占地面积呈“Ｕ”型发展，先降后增，其中增加的幅度大于

降低的幅度，生产⁃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活空间属于从无到有且前者占地面积持续增长的状态，生产空间和生

态空间持续下降。 具体而言：（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以及生活空间均呈下降的态势，其中下

降幅度最大为生态用地，下降率达 ３９．０３％，而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呈现上涨的趋势，其中生产⁃生
态空间上涨的幅度最大，年增长率为 ４９．１９％。 （２）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也在不断下降，但
幅度较小，而生产⁃生活空间减少幅度较大，年增长率为－２１．３０％；相反，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呈现增加的

态势，前者增加较大，年增长率为 ２４．０６％，后者增加较为缓慢，年增长率为 ０．３１％。 总体而言，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间，金林水乡土地利用功能在空间上以居民点为中心，呈圈层状向外围不断扩张。
３．３．２　 “三生”空间相互转换，村庄空间重构特征显著

金林水乡的“三生”空间的变化不是孤立进行的，三者相互转化，表现出较强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态势。
（１）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的转化：由表 ３ 可得，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生产⁃生活空间呈一个倒“Ｕ”型的发展趋势，
２００８ 年达到最大值，表明旅游业发展到顶峰，许多的传统村落生活空间内化为游客接待空间，一部分的耕地

被用于旅游服务用地或住宅用地，随着旅游的发展，人们收入提高，住宅用地向村的外围扩张展，２００８ 年后，
旅游持续萧条，游客不断减少，村民重新转换土地用途，旅游用地不断下降。 （２）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的转

化：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两者一直呈现相互进退的局面，相互转变的趋势明显，旅游的开发前期，原本为生态

空间的荒废池塘被用于旅游景点的建设以及水产养殖，林地空间用于开发旅游产品，生态空间向生产空间转

换。 旅游开发后期，由于旅游产品单一，创新性不强，游客的体验效应不断下降，２００８ 年旅游收入增长速度变

慢，逐渐进入衰退期，生产空间向生态空间转换，表现在一些水产养殖的池塘逐渐转化成荒地，但也存在继续

扩展景观区的景点，将池塘附近林地改建成景观林。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用地规模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 ｗａｔｅｒ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类型
Ｔｙｐ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增长值 ／ ｍ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ｖａｌｕｅ
年增长率 ／ ％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增长值 ／ ｍ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ｖａｌｕｅ
年增长率 ／ ％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生产空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３０３６７．５５ －３７．９６ －２８０９．２４ －２．８１

生活空间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１３４９３．３６ －１６．８７ ２４０６２．５５ ２４．０６

生态空间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３１２３０．９４ －３９．０３ －２５７．０９ －０．２６

生产⁃生活空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３９３４３．１１ ４９．１８ －２１３０３．３１ －２１．３０

生产⁃生态空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ｐａｃｅ ３５７４８．７４ ４４．６９ ３０６．４９ ０．３１

３．３．３　 土地转换速度加快，用地功能转变较大

土地功能空间转换速度表现为：稳定发展⁃快速增长⁃缓慢增长，功能类型由简单向复杂化发展，土地功能

空间转变剧烈。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用地类型经历为：（１）村的外围变化过程：“耕地和原地→景区观赏用地、农田

生态观光示范用地和旅游附属用地→荒地及其他用地→住宅用地”，村的内部变化过程：“住宅用地→景区用

地和旅游服务接待地→住宅用地及搁置房屋”、村庄的北边变化过程：“树林、池塘→景区观光用地和旅游附

属用地→经济林及生态池塘”。 （２）交通用地快速增长，村里的交通道路由石子路修建成游行道，在村的外围

建设一圈车行道。 旅游用地分布于村庄中部、北部及西部，且集中分布于人行道及村内的交通干线两侧。 旅

游附属用地主要分布于村庄北侧，靠近车行道，北侧的耕地被用于建设停车场、文化廊等，北侧的住宅用地被

用于修建游客服务中心等。 ２０１２ 年村内的古祠堂、书舍等全部恢复修建完毕，且对外开放，中部的古祠堂、书
舍等住宅用地被用于景点观光且与生活空间相融合。 ２００８ 年后，村民的住宅用地往村的外围扩展，村庄的西

边的建设用地的扩张态势最为明显，耕地不断变成住宅用地，且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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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４　 村落景观风貌焕然一新，呈现新型城镇化趋势

旅游开发前后对比，金林水乡的景观风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重构现象。 旅游开

发后的金林水乡，景区景点、旅游服务附属设施设备、旅游服务点、车行道、游客道、大道两旁的楼房等被建立

起来，传统与现代风格共存。 新建部分往西侧的大道延伸，在原有村落的基础上新建或者重建高楼，较为凌

乱，缺乏秩序。 古祠堂、旧书舍进行修复，保留着原有古村落的自然机理，改变了以前村庄破旧的面貌。 人行

道、车行道变得干净有序，水电站、垃圾站、垃圾分类柜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提高了村庄的整体生存水

平。 但是生产空间、生态空间被大规模用于景点景观建设以及其他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村落传统的生态空

间遭受挤压。

４　 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发展瓶颈及优化路径

４．１　 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发展瓶颈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发展也遇到瓶颈，主要体现在用地拓展不均衡，规划管理不

到位，生态空间不断萎缩，旅游业发展后劲不足。 具体问题如下：（１）生产空间无序扩张，利用效率较低。 旅

游开发后，生产用地由原来的耕地、住宅用地或者是生态用地转换为旅游用地，缺乏科学的规划管理，导致土

地资源浪费，且产业结构单一，乡村旅游动力不足；（２）生活空间质量不高，规划管理不当。 住宅用地周边扩

张，中部人口空心化，村内部保留传统建筑，但多数处于空置、残败状态，新建楼房多建在村庄外围，参差不齐，
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 生活娱乐设施、农业基础设施以及旅游乡村硬件设施依旧薄弱，村庄道路交通设施尚

不完善；（３）生态空间面积萎缩，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旅游开发后，金林水乡的生态空间处于缩减的状态（表
３），缺乏综合整治及规划，村庄北侧部分林地被用于种植经济类植物，池塘主要被用来建造景观，生态用地无

序转化，生产用地无序扩张。 ２００８ 年后，部分池塘被闲置与荒废，池塘水面充斥着藻类生物，影响村庄风貌的

同时造成环境污染，破环了自然与人文生态和谐的关系；（４）旅游可持续发展后劲不够，内生动力不足。 一方

面旅游产品单一、缺乏创新，特色文化氛围不突出，缺乏自身独特的品牌和特色，产品吸引力不强；另一方面旅

游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等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品质较低，接待能力较弱。
４．２　 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优化路径

结合金林水乡“三生”空间演变实际情况，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以下优化路径：（１）提升生产空间的效益，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一是依托金林水乡现有资源的优势，适当合理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引导农业向集约

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同时利用当地文化特色，深化拓展乡村旅游产品，重塑当地特色产业。 二是高效运用金

林水乡村庄东西两侧的生产空间，经营旅游农田景观、农田耕作示范点、耕作体验区，形成具有金林水乡特色

的乡村旅游产业，鼓励旅游发展与生态农业生产相结合；（２）提高生活空间的质量，完善基础设施。 完善村庄

公共服务设施，建造宜居的旅游乡村生活空间。 美化村庄环境，适度利用毁损建筑遗址改造成村落绿地或节

点空间，增加村庄公共空间。 完善村庄道路交通系统，保留村庄现有对外道路，以环村道路为村庄主要行车主

干道，以古村内主要街道为主要人行道路，古村传统街巷为规划游步道，形成人车分流的交通网络系统；（３）
加强生态空间的保护，优化完善村庄生态环境。 协调好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合理维护和改善旅游地的旅游生态安全有其重要的现实性和必要性［３０］。 对金林水乡生态空间进行综合规划

及整治，对荒废景点、水池进行修建，逐渐修复生态植被及草地用地，整合景观及生态用地，平衡生态保护与旅

游发展的关系；加大对村民、游客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积极引导村民进行林地及景观林等的建设

及保护工作；（４）加强旅游资源的利用与创新，突出地方特色。 重点抓好金林水乡原真性村落文化，强化特色

文化活化和利用，整合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不断地延长产业链，实现产业的大融合大发展，在乡村旅

游的发展领域彰显其独特性；（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村庄空间集聚集约发展。 统筹好村庄“三生”空间

的规划，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的合理结构，同时要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规划，整治和巩固现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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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地块，实现划区片块整理。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主要结论

以山岳型乡村旅游地金林水乡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空间统计法，探讨了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乡村旅游

发展及其相对应土地功能空间的利用的变化，系统梳理了旅游发展对乡村用地功能的影响，发现其中的瓶颈

并提出优化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１）旅游开发前，金林水乡土地结构单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及生态空间主要以片状及零星状相结合分

布，缺乏统一划区管理。 土地用地功能简单且分工显著。 村落呈现原始风貌，基础设施不健全，空间形态变化

稳定，扩张缓慢。 （２）旅游开发后，金林水乡土地利用类型由简单化向多样化发展，“三生”空间面积变化较

大，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持续下降，而生活空间呈现“Ｕ”型发展态势，出现新型复合用地即

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其中生产⁃生活空间呈现倒“Ｕ”型的发展趋势，生产⁃生态空间面积则持续上

升。 “三生”空间的分布从片状及零星状相结合向以块状为主转变，但依旧缺乏统一划区管理，土地功能利用

复杂化，以服务旅游业为主，人为影响加深。 村庄景观风貌趋于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生活

空间宜居化。 （３）旅游开发前后对比可得，土地利用集中度提高，用地类型多样化，土地利用在空间上以村中

心为基本点，呈层状向外围扩张的趋势；“三生”空间三者相互转化，表现出较强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现象。
土地功能由简单向复杂化发展，空间转换速度变化由稳变快，再到缓慢增长，空间转变剧烈。 村落景观风貌的

变化较大，基础设施现代化，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呈现城镇化趋势。 （４）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演化

与旅游发展遇到的瓶颈，表现在生产用地利用效率较低、生活空间质量不高、生态空间受到破坏、旅游发展内

生动力不足等。 为此本文从生活空间的提质、生产空间上的增效、生态空间的保护、旅游产业的创新以及优化

土地利用五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５．２　 进一步讨论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分别代表金林水乡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探索期、成熟期、衰
退期，探讨了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乡村旅游发展及其相对应土地功能空间利用的变化，并系统梳理了旅游发展

对乡村用地功能的影响，根据自组织理论［３１］，空间重构是一个从无序转向有序的演化过程，而从旅游地生命

周期理论可以看出，旅游产品的开发周期是属于探索期⁃参与期⁃发展期⁃巩固期⁃停滞期和衰退或复苏期变化

阶段，更是一个从混沌⁃逐渐有序⁃有序⁃无序或层序分明的状态，如何更好的把握这一发展规律，并运用定性与

定量的分析方法进行有效分析，在未来亟待深入探讨。 另外，随着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不断发展，乡村聚落

的空间将会更加复杂化，空间重构现象更加突出，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用地评价体系，优化用地结构，提高用

地效率，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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