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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通过减轻环境压力来平衡经济利益通过保持旅游区景观资源和文化的完整性，实现代内和

代间的利益共享和公平性，是实现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路经[1]。乡村生态旅

游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旅游活动生态化升级的旅游活动。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和

大众旅游普遍遭到质疑的时候，旅游业逐步向着生态化的方向加快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正是在这种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新兴类型，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

途径。 

        湘南即湖南省南部地区，包括衡阳、郴州、永州三个地级市，土地总面积为57126km2，约占湖南

省土地总面积的27.0%[2]。湘南是湖南省的一个农业大区，农业用地面积大，农业劳动人口多，且农业

自然条件和农业资源条件好，农业生产在湖南省乃至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门类齐全，农作物

品种繁多，地域特色显著，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得天独厚。湘南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会进一步给湘南地

区农村与城市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交流和融合，有助于其人口、文

化、技术、资本、资源交流，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并在促进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湘南

城乡和谐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 “乡村生态旅游”的主要特点 

        “乡村生态旅游”是以乡村为背景的，包含生态旅游内涵的一种综合性旅游[3]。这种新兴旅游形式

与传统乡村旅游和一般意义的生态旅游相比，有其自身特点:（1）它是一种生态旅游形式，因而，乡村

生态旅游产品中必须涉及生态体验和生态教育的成分或功能，与大众旅游相比，旅游规模和旅游者人数

相对都少得多;（2）旅游活动发生的空间在乡村，包含乡村聚落及其所依托的生态环境;（3）它是依托

乡村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的有机整合而发展起来的;

（4）它不仅需满足游客的休闲需求、观光需求、娱乐需求、农事学习需求等，还需具备生态体验功能和

生态教育功能；也可以说，乡村生态旅游是文化旅游、观光农业、农家乐、民俗体验、农业旅游、生态

旅游等不同层次旅游产品在乡村这一特定地域的有机整合;（5）从旅游产品的组合层次上看，乡村生态

旅游的内容和方式要更丰富得多。如开展生态旅游、体验旅游，农业观光旅游、民俗民风旅游、农时观

光旅游、乡村文化休闲娱乐等[4]。 

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湘南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优势 

        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必须依托比较区域资源优势。旅游产业是资源型产业，对资源特色和资源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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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非常“苛刻”。实践表明，发展旅游产业必须以一定的自然资源优势或历史人文资源优势为前提和

基础，以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扶持作为保障[5]。湘南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以及区位、交通、客

源市场等均具有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优势，应尽早规划，并结合湘南新农村建设向现代生态农业和农业

生态公园方向发展，不断加速其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步伐。 

2.1 区位优势 

        湘南虽地处内陆腹地，但它南靠广东、广西沿海经济开发区，邻近港澳，离上海、浙江、福建等华

东沿海市场也不远；省内紧邻经济发达、势力雄厚的长株潭经济区和正在迅速崛起的邵阳经济区，具有

“沿海的内地，内地的前沿”双重地理位置。湘南的现代交通有京广、湘桂两大铁路动脉，107、106、

322 等公路国道纵贯南北，三南（湘南、赣南、闽南）公路横贯东西，特别是衡东湘江大源渡航电枢纽

工程及衡阳湘江千吨级配套码头的建成；“京珠”、“衡昆”高速公路的建成，永州民用机场的投入营

运，更有利于提高湘南乡村生态旅游的可达性。 

2.2 资源优势 

        湘南地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是湖南省乃至全国动植物资源富集之地。据不完全统计，境内有

维管束植物约3000 余种，占全国的12%，占湖南省的70%，其中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树种和二级保

护的珍贵树种50 余种，国家三级保护树种120 余种。境内可供开发利用的植物近2000 种，其中名贵药

用植物有20 余种。境内森林覆盖率达55.3%，林木蓄积量约占全省的1∕3。从全国各地区农业生态环境

优劣评价看，湘南地区属于全国农业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1]。湘南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

多种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农业种质资源极为丰富，仅农作物地方品种就达2300 

多种，为开发乡村生态旅游项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于湘南地处湘江上游的南岭山区，岭谷相间，气

候及其生态环境随着地势的变化而呈现出垂直差异性特征，土地利用及其农业景观也随之出现了自上而

下、由农耕活园艺型经济林、用材林到山地草场的递次变化，山地立体农业特征极为突出，因此湘南也

是湖南乡村生态旅游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 

2.3 客源市场优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环保潮流和绿色消费的推动，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

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衣食住行，而转向多样化、高层次的文化娱乐，回归大自然、向往田园之乐的愿望强

烈。湘南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其潜在客源市场大。就省内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及衡阳、岳阳、常

德、邵阳、郴州、永州等城市人口发展异常迅速，至2015 年，全省城市化水平可望达到40%~50%。湘

南地区乡村生态旅游的省内潜在客源市场前景广阔。就省际而论，湖南北面有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

城市群，南面有一个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最高

的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其经济实力、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国内首屈一指，旅游已成为他们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他们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湘南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地理上、

自然景观、气候气象、城乡建筑风格以及农作农技、生活习俗、乡村风情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这些都确定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湘南地区乡村生态旅游最大、最稳定的客源市场。与此同时，香港和澳

门等境外市场同样也是湘南地区最富潜力的乡村生态旅游客源市场。另外，上海、江浙、京津地区是中

国目前国内旅游的重要客源输出地区，虽距湘南相对较远，但他们比较讲究品位和质量的长距离出游人

数不断增多，且多倚重于团体旅游方式和亲近大自然的项目，依靠便捷的交通条件，可以积极拓展以上

海为中心的华东市场和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市场，也是湘南地区乡村生态旅游不可低估的潜在客源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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