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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nbao Tibetan Village is a typical Tibetan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which 
underwent new construction after the 2008 earthquak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fu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nbao Tibetan Village, 
SWOT analysis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
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nbao Tibetan 
Village, and the villagers’ evaluation of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 unders-
tood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anbao Tibetan village tour-
ism industry, the local na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well pro-
tected and developed, but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ed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industry should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
frastruc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l managemen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and the use of 
internet in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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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城市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许多难题：

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村落原本的状况和格局特征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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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村落发展速度较慢，村落居民大多进城务工和生活，导致

许多村落成为冷清、毫无生活气息的“空壳”[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传统村落的发展，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的发展模式研究

和农业、旅游业等产业发展研究上。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较大的范围，

例如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发展，较少着眼于单个传统村落。甘堡藏寨作为典型

的藏族村落，是我国第四批传统村落，面临着许多发展的问题，本文旨在通

过对甘堡藏寨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考察，了解甘堡藏寨发展现状，并提出可供

参考的发展建议。 

2. 甘堡藏寨概况 

2.1. 区位 

甘堡藏寨位于阿坝州，位于理县至马尔康百里藏羌文化走廊的中心地段，

甘堡藏寨位于国道 317 路旁，距成都市 192 公里，距理县县城 8 公里，是一

个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的大寨子。它倚山傍河而建，故得名甘堡，藏语“坡

上的村落”。 

2.2. 人口与民族 

甘堡藏寨作为典型的嘉绒藏寨，村寨民族构成比较单一，嘉绒藏族占据

绝大部分，其中还有极少部分汉族与羌族，这一部分一些是外地搬入的外来

户，一部分是嫁入的媳妇或是“上门”的女婿。 

甘堡藏寨在地缘上距离成都市仅 192 公里的距离，从古至今甘堡藏寨与

内地地区联系紧密，受到汉文化时间较早、程度较深，对外界新鲜事物的接

受度也较高。随着当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进行，文化旅游业逐渐繁荣，

使得甘堡藏寨对外开放度更高，民族交往交流程度不断加深，村寨许多年轻

人都同时掌握汉语与本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背景下，甘堡

藏寨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大量开展，大大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也更

加增强了甘堡嘉绒藏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3. 甘堡藏寨保护发展的SWOT分析 

SWOT 分析法是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其中 S 

(strengths)是优势、W (weaknesses)是劣势、O (opportunities)是机会、T 

(threats)是威胁，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劣势和外

部的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研究对象所

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

战略、计划以及对策等。 

3.1. S——自身优势分析 

3.1.1. 地缘优势 
甘堡藏寨倚靠 317 国道，距离成都 190 公里左右，距离理县县城仅有 8

公里的路程，纵向交通路线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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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川西旅游路线的实际情况来看，甘堡藏寨西邻毕棚沟、古尔沟、米

亚罗景区，东接桃坪羌寨、汶川等景区，是进入嘉绒藏区的门户，是内地联

系阿坝州的重要交通节点，属于藏、羌、汉三民族的交汇地点，“驿站”角

色当之无愧。同时，甘堡藏寨还是“大九寨旅游环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且位于藏羌文化走廊的中心地带，其地缘优势显而易见。 

3.1.2. 资源优势 
1、农业资源优势 
首先，甘堡藏寨是大白菜等天然无污染绿色优质蔬菜的高产区，并已成

为四川省第二大蔬菜基地。其次，甘堡藏寨从开始种植车厘子、青红脆李等

特色水果至今，已拥有近 200 亩的特色水果基地，产出的特色水果也有一定

的知名度，慕名而来的购买者不在少数，带动了旅游发展。除此之外，甘堡

藏寨也有种植少量的花椒、杏子等既具有经济效益又具有观赏价值的农作物。 
2、旅游业资源优势 
甘堡藏寨的旅游业兴起于 2002 年，旅游的最佳季节为每年的 6 月~10 月，

有旅游“潮汐”现象。甘堡藏寨致力发展乡村旅游，依托资源优势，甘堡藏

寨荣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景观村落”、“十大四川最具旅游价

值村落”、“国家级 AAAA 景区”等荣誉称号。 
其旅游资源优势有以下几点： 
自然资源优势：整个村寨依山而建，处于高山低谷地带，杂谷脑河从寨

前奔腾而过，寨中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军屯广场、日落河瀑布、博巴森根

广场、茶马古道，后山美景等都是游客流连忘返之地。 
建筑特色优势：甘堡藏寨的特色是由石头建筑和错综的道路结构围成的

藏族村寨。如图 1 所示，甘堡藏寨核心景点军屯广场、博巴森根广场，是甘

堡藏寨举办嘉绒藏族重大节庆以及传统祭祀仪式时的场所，石头砌的碉楼与

居民建筑完美融合。 
 

  
图 1. 甘堡藏寨军屯广场和博巴森根广场(自摄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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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文化优势 
甘堡藏寨拥有独具特色的民族特色文化遗产，大型叙事锅庄博巴森根于

2008 年 6 月 7 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寨

子里还设有博巴森根传习所(图 1)，传习所门口有一个博巴森根广场，是村民

们活动的场所。 

3.2. W—自身劣势分析 

3.2.1. 内部管理存在问题 
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村民对水质问题、征用土地问题、资源分配问题

和政务公开问题等都存在一些不满。据了解，村委会的资金还是比较充足的，

但是真正用于村民利益的尚显不足。 

3.2.2. 基础设施存在隐患 
总体来说，甘堡藏寨设施较新，但仍然存在一些陈旧的设施、或是不合

理的道路，存在多处示异常陡峭的台阶和破旧的铁板桥。 

3.3. O——外部机会分析 

3.3.1. 政策扶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第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贫困地区要给予政策倾斜； 

四川作为旅游大省，也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 

同时，在与村寨工作人员的访谈过程中，我了解到甘堡藏寨所在的理县

与浙江金华实现了对口帮扶工作，由金华对寨子的基础设施例如公共厕所和

道路等进行修缮，帮助甘堡藏寨推进设施的更新。 

3.3.2. 市场机遇 
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游客的旅游体验要求逐渐趋向于多元化、多方位的体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城市人群对走到乡村地区，追寻乡村美丽的自然风光、体验乡村生活、感受

乡村生活乐趣的需求量逐年增大。 

甘堡藏寨距离成都 192 km，作为特色村寨，甘堡藏寨民俗风情特色明显，

具有少数民族风情；农副产品丰富多样，对于全国私家车拥有量第二大城市、

喜欢自驾游、喜好悠闲生活的成都市民，以及周边城市的市民而言，吸引力

巨大。在面对如此强大市场的需求之下，以及客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甘堡

藏寨的保护与发展的市场机遇很可观。 

3.4 T——外部威胁分析 

3.4.1. 汶马高速开通的潜在威胁 
在与民宿老板进行访谈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一个潜在的现象：在汶川

—马尔康高速开通前，游客们一般都是走国道，而高速开通后，虽然说给阿

坝州的旅游带来的利是远远大于弊的，但对于甘堡藏寨这类小的村寨，从前

走国道的时候由于路程原因，目的地是其他地方的游客，也有可能会在甘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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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寨停下来游览或是休息，而现在游客会直接通过高速快速的直达他们的目

的地。 

3.4.2. 地震、滑坡等自然灾害威胁 
众所周知，甘堡藏寨位于理县山区，是地震和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高

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此类自然灾害也将对甘堡的发展造成不可抗的阻碍。 

4. 甘堡藏寨保护发展情况的村民调查 

由于甘堡藏寨主要发展的是旅游产业，因此设计关于甘堡藏寨旅游发展

评价的量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甘堡藏寨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参与情况调查问卷(矩阵量表) 

 1 2 3 4 5 

从事旅游工作的人有没有变多? ○ ○ ○ ○ ○ 

你们参与旅游工作的机会有没有变多? ○ ○ ○ ○ ○ 

当地的文化保护有没有进步? ○ ○ ○ ○ ○ 

当地文化在旅游之中体现的多不多? ○ ○ ○ ○ ○ 

当地民宿的经营规模是不是越来越大? ○ ○ ○ ○ ○ 

当地的旅游节庆活动是不是越来越多? ○ ○ ○ ○ ○ 

你们参与当地旅游活动的机会有没有变多? ○ ○ ○ ○ ○ 

你们参与当地旅游活动的收入有没有变多? ○ ○ ○ ○ ○ 

当地支持旅游发展的政策有没有变多? ○ ○ ○ ○ ○ 

你们参与旅游决策的机会有没有变多? ○ ○ ○ ○ ○ 

 
通过实地调研，笔者对甘堡藏寨居民、政府人员、饭店民宿老板等进行

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52 份，样本统计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指标项 非常差 比较差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居民主体 

参与旅游工作机会变多 22.43% 22.03% 28.17% 19.85% 7.52% 

参与当地旅游活动机会变多 13.46% 19.66% 33.11% 22.82% 10.95% 

参与当地旅游活动收入变多 16.49% 19.13% 32.65% 21.9% 9.83% 

参与旅游决策机会变多 17.35% 19.72% 33.77% 19.85% 9.3% 

产业发展 

从事旅游工作的人变多 22.69% 17.55% 28.36% 20.58% 10.82% 

当地民宿经营规模变大 15.63% 19.39% 30.28% 22.3% 12.4% 

当地旅游节庆活动增多 11.41% 18.07% 33.97% 23.55% 12.99% 

当地支持旅游发展政策变多 10.03% 16.89% 32.65% 27.44% 12.99% 

资源导向 旅游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保护 10.22% 17.08% 31.2% 27.18%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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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当地文化在旅游中体现增多 12.73% 18.07% 30.08% 25.86% 13.26% 

当地的自然环境优美 4.62% 9.63% 26.45% 28.36% 30.94% 

当地的空气质量良好 3.96% 8.11% 20.45% 26.72% 40.77% 

当地的山水风光对于游客吸引

度高 
5.15% 11.15% 29.55% 29.42% 24.74% 

当地历史遗迹的保护情况好 9.04% 18.07% 35.49% 24.34% 13.06% 

当地民族特色节日和民俗活动

多 
6.86% 14.78% 33.91% 28.43% 16.03% 

 
将问卷中的问题作为模糊综合评价的指标项，通过 SPSS AU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ftware Automatically，自动化统计产品和服务软件，包

括六类算法板块，助力数据统计研究)进行模糊综合评价，模糊综合评价的具

体过程如下所示： 
在本文的综合评价中，如表 3 所示对于每一个指标都设立五个级别评语，

即 V = [V1, V2, V3, V4, V5] = [非常好意，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
并且赋值为 V = [100, 80, 60, 40, 20]，调查对象对每一个指标要素都进行打分

和评价，从而实现对指标价值体系的评估。 
 

表 3. 赋值表 

评价等级 V1 V2 V3 V4 V5 

分数 100 80 60 40 20 

 
因为指标的模糊性，我们可以将每一个人对该指标的打分次数概括起来，

最后得到这个指标到底是归属哪一个评语等级的隶属度，选取多位赞同该指

标的评语等级的比重作为隶属度，由隶属度表可得旅游产业发展整体评价向

量： 

0.218 0.212 0.207 0.15 0.213
0.223 0.203 0.195 0.2 0.179
0.2 0.2 0.206 0.193 0.201

B
 
 =  
  

             (1) 

整体评分值： 

[ ]
0.218 0.212 0.207 0.15 0.213 58.56

20 40 60 80 100 0.223 0.203 0.195 0.2 0.179 58.18
0.2 0.2 0.206 0.193 0.201 59.9

F VB
   
   =   
     

=



= (2) 

基于以上计算步骤，得到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指标评价值最终汇总情况(表
4)： 

从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评价集合来看，甘堡藏寨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评价

处于“一般水平”，而二级维度三项指标中“产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居民主体”与“资源导向”处于“一般水平”。相较而言，资源因素得分

较高，可见在甘堡藏寨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当地的自然生态与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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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指标评价值 

文化产业发展 

 指标项 
非常差 
(20 分) 

比较差 
(40) 

一般 
(60) 

比较好 
(80) 

非常好 
(100) 

最终 
得分 

排序 

居民主体 

参与旅游工作机会变多 

0.218 0.212 0.207 0.15 0.213 58.56 2 
参与当地旅游活动的机会变多 

参与当地旅游活动的收入变多 

参与旅游决策机会变多 

产业发展 

从事旅游工作的人变多 

0.223 0.203 0.195 0.2 0.179 58.18 3 
当地民宿经营规模变大 

当地旅游节庆活动增多 

当地支持旅游发展的政策变多 

资源导向 

旅游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保护 

0.2 0.2 0.206 0.193 0.201 59.9 1 

当地文化在旅游中的体现增多 

当地的自然环境优美 

当地的空气质量良好 

当地的山水风光对于游客吸引度高 

当地历史遗迹的保护情况好 

当地民族特色节日和民俗活动多 

 
因素保护与发展情况较好，但是居民参与度和产业总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5. 甘堡藏寨保护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村民参与度的提升 

对于甘堡藏寨内的基础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应定期排查、及时修缮，

设立专门工作团队进行监督；在内部管理上，可以建立支部主导、协会运作、

农户参与的管理模式，贯彻落实各方的职责，同时甘堡藏寨的农户们也可以

充分地参与到管理当中，进行民主监督，这也就提升了管理的透明度，提高

居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针对上一节提到的居民旅游业参与度不够高的

问题，村政府应当起到号召作用，发动更多的村民通过开设民宿、旅游商品

店等方式积极参与甘堡村的旅游业，帮助他们找到更多增收的渠道。 

5.2. 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5.2.1. 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对于甘堡藏寨来说，生态旅游开发商应努力保持古老优雅的传统风格。

乡村旅游景区的经营者应尽最大努力寻找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景区特色，吸引

游客融入具有地方历史人文、建筑古迹、特色农业和民俗风情的景区生活。

这将有助于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和特色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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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时，甘堡藏寨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也应充分利用到乡村旅游中。例如甘

堡藏寨丰富的车厘子资源，可以在每年春季开展面向游客的车厘子采摘旅游

节，提高甘堡藏寨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5.2.2. 提升特色农业产品的质量 
1) 抓准游客定位，提升产品包装质量。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经营者

应努力促进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将特色农产品打造成畅销的旅游产

品，满足部分城市游客的购物需求。甘堡藏寨也应该充分研究游客的构成，才

能更好地了解主要游客群的年龄段和喜好特征，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群来包装其

旅游产品，避免农产品由于外观不够符合流行趋势而影响销售的问题[3]。 
2) 保证特色产品本身质量，塑造良好品牌形象。产品的质量是底线保证，

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可以在长期的竞争中屹立不倒。为此，农产品开发者应

当在产品的口感、安全健康等消费体验指标上制定严格的等级标准，进行严

格的分级筛查，剔除在安全质量和口感上不过关的产品，并据此来对产品进

行分类定价，从而迎合不同需求的客户在景区的消费[4]。 

5.3. 文化旅游的云端化 

5.3.1. 充分发挥互联网宣传作用 
甘堡藏寨旅游业的宣传要大力发挥网络宣传的功能，通过携程、飞猪等

旅游 app 展示地区特色旅游资源，加强与网络知名博主合作并利用自媒体等

撰写旅游推广文，发布各种特色藏族文化活动等，使甘堡藏寨的知名度更高。

还可以建立自己的公众号、视频号等，提高受众的覆盖面[5]。 

5.3.2. 构建多平台智慧营销体系 
一是建立官方旅游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在平台上发布实时旅游信息，

利用在线服务实现旅游点对点营销；二是利用微信、微博等软营销工具，并

通过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动态展示旅游行业，从而在视觉上激发观众

的兴趣；三是完善网上电子交易平台，加强网上预订、支付和售后功能的管

理，使游客在体验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身心舒适，并通过便捷的服务提高游

客对贫困地区旅游区的良好评价率，实现有效的宣传。 

6. 小结 

综上所述，甘堡藏寨保护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产业是主要发展的对象，当

地的自然生态与文化资源因素保护与发展情况较好，但是居民参与度和产业

总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应当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内部管理的完善、特色

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及文化旅游的云端化等方式进行村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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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民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 
——以四川省理县甘堡藏寨为例 

摘要：甘堡藏寨是四川理县的一个典型的藏族村落，在 2008 年大地震之后进

行了全新的建设。为了探索甘堡藏寨发未来保护与发展的方法，采用 SWOT
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甘堡藏寨保护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并通过

问卷和模糊综合评价了解村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评价，结果表明在甘堡藏寨

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当地的自然生态与文化资源因素保护与发展情况较

好，但是居民参与度和产业总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内部管理的完善、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以及文化旅游

的云端化等方式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甘堡藏寨，保护与发展，SWOT 分析，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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