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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国亮

由林轶教授等著的《城市、旅游与文化：
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中旅游业与文化保护》
（2022 年 4 月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一书
（以下简称 《保护》） 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以实现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与旅游业、文化保护
良性互动为目标，提出了在城市和旅游发展
中，既要保护好民族文化，又要发挥民族文化
积极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更新是一种对城市
中已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进行必
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旨在完善城市功能
包括旅游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
境，并推进土地、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
用，为居民和游客创造了更加宜居、宜业、宜
游的环境，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城
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更新进
程中如何处理现代城市建设与传统民族文化保
护的矛盾成为城市化建设中的极其重要的问
题。这一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城市更新中尤为突
出。民族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
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禀赋高、旅游产品的文化
性和民族性突出。如果在城市更新中不注意保
护利用好民族文化，就会造成城市传统文脉的
断裂与文化特色的消失，民族传统文化将失去
内涵，城市将失去灵魂，城市更新就会出现了
千城一面的现象。《保护》一书就是在这一背
景下开展研究，并科学回答了怎样实现城市更
新、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良性互动的问
题，

《保护》一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城市更新
的规律、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加深对城
市更新的本质及其影响效应的揭示，较为准确
地掌握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中旅游业与文化保护
的演化方向。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以下三个方
面展示了其思考研究的成果：首先从城市功能
出发研究了城市更新对城市功能要求，揭示了
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
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其次，从传统文化

的定义、分类以及保护的意义和现状出发，分
析了我国城市更新中传统文化的保护概况、保
护方式，并探究了民族地区旅游城市更新过程
中文化保护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与传统文化相
应的保护对策。再次，提出旅游城市更新中传
统文化的保护方法，并在分析典型案例的基础
上探究旅游城市更新与传统文化保护的路径。

该书显示，作者有很厚实的理论功底。
《保护》从城市化理论、城市空间理论、城市
意象理论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构建了民族
地区城市更新中的旅游业与文化保护的系统研
究框架，从法律保障、参与主体、科学规划等
层面提出了因地制宜、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
议，为民族地区城市、旅游业、传统文化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成果。

作者还对民族地区的城市更新与传统文化
保护进行系统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旅游发展是
否可以借助城市更新，成为传统文化传承和发
展的平台，丰富了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与传统文
化保护的相关理论。在实践方面，该书结合民
族地区的现状及特征，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城
市更新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不仅对广西传统文
化保护及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收集
整理，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在城市更新和旅游
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此
外，研究的成果对于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中旅游
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很
高的参考价值和很现实的应用意义。该书具有
很强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中民族文化保
护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国内关于城市更新的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一般城市，而民族地区在
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方面具有特殊
性，存在着经济相对落后、可进入性低、文化
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民族信仰强烈、家族观念
浓郁、文化的脆弱性等特征，对城市更新面临
的民族文化保护的矛盾问题关注不够。该书从
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特点出发，阐述了民族地区
城市更新与旅游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并提出

城市更新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保护民族文
化的路径，根据民族地区旅游城市更新过程中
传统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力图促使城市更新中对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视。

第二，以丰富实践案例提升理论研究的方
法贯穿始终。在案例研究方法方面，该书采取
了一系列国内外城市更新中文化保护的成功实
践作为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应发理论思考，更
为直观地探究了城市更新的规律，更具体、更
生动地展现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与旅游业、文化
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针对性地提出关于
传统文化在民族地区旅游城市更新中如何进行
保护的对策，为相关部门和建设企业提供了传
统文化保护的理论依据和参考数据。最后以广
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为案例，对其在
城市更新中居住文化的保护问题进行了定量研
究，也使得该书的研究更为严谨和科学，更为
直观地探析了城市更新中传统文化保护的原则
性要求，使理论研究建立在更扎实的实践基础
上。

第三，研究内容上力求创新。国内关于民
族地区传统文化保护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旅
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象也在不断拓
展。然而，以民族地区为对象，研究旅游城市
更新中的传统文化保护的研究还比较少。因
此，该书的研究内容创新性地从城市化理论、
城市空间理论、城市意象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
论视角深入探索了旅游业与文化保护在民族地
区城市更新中的互动机制，为民族地区旅游城
市更新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理论
依据。

总体来看，该书对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中旅
游业与文化保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
的成果对于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与旅游业、文化
保护的良性互动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其中的
研究方法、基本范式、保护思路等对于民族地
区城市更新中的旅游业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具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
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走过了合作共赢的十年，
已进入全方位、高质量深入推进的阶段。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上，明确指出“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赋予了京津
冀新的重大使命，对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形成新增长极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
南。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
新突破和显著成效。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
关键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在更大的空间格局中加以考
量谋划，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
开发的模式。

魏玲玲教授的专著《流动人口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新华出版社，2023
年）涉及到了相关命题，该书根据区域协同发
展规律“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将
流动人口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及如何最
大限度发挥流动人口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动作用的研究，作为影响京津冀区域未来一个
时期均衡化协同发展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该

书从这一全新视角提出了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
影响着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持久动力，
也充分肯定了人口因素对“中国奇迹”的贡
献，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进路，有其
独特的见解和创新性。

该书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区域
协同发展理论思想作为理论研究基础，利用
人口学、区域经济学、协同学等相关理论，
界定了流动人口及协同理论，并将“协同”
理论应用到流动人口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作用机理中，形成了该书的理论框架和思想
脉络；追溯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描述
性分析了人口流动的空间演进特征，京津冀
三地区老龄化趋势明显，区域总体抚养比持
续上升；总结出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空间集
聚的差异性，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从事
职业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该书通过流动
人口地理集中度、莫兰指数剖析了京津冀流
动人口空间集聚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非线
性正向关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
总结出流动人口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及

内在作用机理，通过空间统计和空间经济计
量学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流动
人口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和正向
效应。如何积极发挥流动人口对京津冀区域
经济协同发展的正向效用，如何完善人口流
动机制，为引导人口合理流动，该书提出了
政策性建议，也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提供了动态的发展思路。据此，该书在深
化理论基础研究的同时，也提出了现实可依
据的实践论据，对流动人口及区域协同发展
做出了系统、深入、创新性研究。

著作所研究内容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现
实依据和社会实践价值，为区域均衡发展指明
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其他城市群发展提供了
借鉴和示范效应。该书有以下特点：一是理论
体系和分析框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该书融合
人口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对京津冀 13 个地
级城市的流动人口地理空间格局、京津冀各城
市流动人口流向动态及城市城镇化率等流动人
口的空间演进特征分析全面、深入。二是在同
类主题研究方法上有所拓展。书中在分析净流

入人口对区域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时，运用了
多种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使分析结果更可
信。三是所提举措具有时代趋同性。从人口和
区域两方面，提出区域流动人口管理政策性建
议。为缩小京津冀三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共
建和谐宜居的城市群建言献策，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魏玲玲教授的《流动人口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的作用研究》是一部具有探索性、创新性
的新作，为区域流动人口与区域协同发展的研
究开辟了一个创新性研究领域。该书所谈及的
人口流动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
也带来一些挑战。流动人口与区域协调发展的
关系是复杂的，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流
入地带来新的劳动力资源，给流出地脱贫、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城镇化进程中仍有许多
值得人们更深入剖析之处。在新时代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征程上，人口与区域的协调发展、人
口流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是未来很长
一段时期内的重要研究论题。

（作者：韦倩，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努力实现民族文化与城市更新、
旅 游 发 展 的 良 性 互 动
——评《城市、旅游与文化：民族地区城市更新中旅游业与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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