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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 ,分析了我国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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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乡村旅游是指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 以乡村文

化、乡村生活和乡村风光为旅游吸引物而进行的兼有观光、

休闲、体验性质的旅游活动。近年来我国旅游产业有了迅猛

的发展 , 随着“绿色环保”观念的普及, 人类渴望返璞归真回

归大自然, 于是乡村旅游产业成为一种旅游新尚, 并取得了

长足发展 , 成为乡村经济的新兴产业。因地制宜, 量体裁衣 ,

体现原真性、地方性、多样性、特色性、空间差异性等乡村旅

游特征, 是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原则。乡村旅游产品的

开发建立在旅游资源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 故不同的乡村旅

游地其旅游产品也有所不同。笔者对几种乡村旅游开发模

式作了研究。

1  乡村旅游发展概述

乡村旅游在国外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 它起源于1885 年

的法国 ,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开始大规模发展。发达国家或

地区的乡村旅游向着内容更丰富的休闲农业发展, 即不仅提

供农产品 , 而且形成一个具有田园之乐的休闲区, 这种“农业

+ 旅游业”性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 既可发展农业生产、维

护生态环境、扩大乡村旅游 , 又可达到提高农民收益与繁荣

乡村经济的目的。目前乡村旅游在德国、奥地利、英国、法

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走上

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我国的乡村旅游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在全国各地蓬勃

兴起。1998 年, 国家旅游局把“华夏城乡游”作为旅游主题 ,

使“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做农家人、娱

农家乐、购农家物”成为乡村一景, 使田园农家乐、花乡农家

乐、果乡农家乐、竹乡农家乐、渔乡农家乐、湖乡农家乐等成

为城市新宠;2006 年, 全国旅游宣传主题定为“2006 中国乡村

游”, 宣传口号为“新乡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进一步

把我国的乡村旅游推向高潮。我国的广东、北京、上海、浙江

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都市圈地区, 乡村旅游的发展起步相

对较早, 发展较快, 形成了一批很有特色的观光农业园区和

乡村旅游景区, 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2  乡村旅游地模

乡村旅游从内容上可以狭义地分为: ①农家园林型。依

托花卉、盆景、苗木、桩头生产基地, 这是农家乐的发源地。

②观光果园型。以水蜜桃、枇杷、梨子为依托, 发展以春观桃

( 梨) 花、夏赏鲜果的花果观光旅游, 使旅游收入大大超过果

品收入。③景区旅舍型。在景区附近的低档次农家旅舍受

到中低收入游客的欢迎。④花园客栈型。把农业生产组织

转变成为旅游企业, 在农业用地上通过绿化美化, 使之成为

园林式建筑。此外还有养殖科普型( 家畜或者鱼等) 、农事体

验型等。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是乡土性, 其资源包括乡野风

光和乡村建筑、乡村聚落、乡村民俗、乡村文化、乡村饮食、乡

村服饰、农业景观、农事活动等人文旅游资源 , 游客以生存环

境与乡村有较大差异的都市居民为主。乡村旅游以其独特

的风情满足着人们回归自然的需求。在不同发展模式的乡

村旅游地, 休闲度假的开发侧重点也不一样。

2 .1 城市依托型 依托区内中心城市的一级环城区或地方

县市的二级环城区,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 以培养城市双休

日市场为主, 也称城郊型, 是典型的乡村旅游地发展模式。

因为其客源较固定、市场要求较高, 适宜开发集疗养、娱

乐、运动健身等产品为一体的层次较高档的乡村度假村。此

类度假村应不断完善各项硬件和软件设施, 提高服务质量和

品牌效应。

2 .2  自然生态景区依托型 主要借助本地或相邻自然景区

的资源优势发展起来 , 有的本身就是风景名胜之地。突出乡

村生态旅游的特征, 给游客带来一份悠然自得的绿色心情。

依托自然生态景区发展的乡村旅游, 应突出生态休闲的

特点, 以自然和人文风光资源为观光游览对象 , 与休闲性、参

与性活动相结合。

2 .3 交通依托型 一般在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等交通主干

线附近, 以过往游客和近邻城镇居民为主要客源, 可进入性

强。现代社会拥有私家车的人日益增多 , 人们越来越倾向

中、远程距离的旅游, 交通依托型乡村旅游正好适应了这一

需求, 迎合了人们逃离城市、寻觅清净、远方探奇的心理。

乡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是科普教育和修

学考察的重要场所。许多乡村产业基地都运用了现代高科

技, 涉及到信息科技、环保科技、生物科技等知识, 是普及科

技知识的重要基地。

2 .4 历史文化依托型  重点打文化牌, 产品以修学、观光旅

游为主, 适合高层次的市场需求。比如赣南人文旅游资源丰

富, 拥有众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奇特的古村镇。

这些村镇虽然大多偏离交通主干线 , 可达性较差, 但它们却

散发着独特魅力, 让游客神往。

历史文化依托型的乡村可以开发乡村文化博物馆和民

俗度假村 , 新农村建设示范型的乡村尝试建立乡村旅馆。游

客住在乡村里, 悠闲地探访历史文化名胜和名人, 近距离接

触当地的风土人情, 感受新农村美好生活, 不失为一种别有

情趣的旅游休憩方式。

2 .5 产业经济依托型  将乡村旅游业与农业、林业、渔业相

结合, 依托产业经济发展乡村旅游, 是乡村旅游的又一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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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产业庄园型乡村旅游是现代乡村旅游的一种趋势 , 它不

只是观光和采摘, 还包括向游客提供产品生产过程、产业相

关知识、产品品尝和销售等产业链式的旅游项目, 是工业化、

规模化、专业化、知识化乡村旅游产品的典型。

产业经济依托型的乡村旅游, 可以开发农业休闲、渔业

休闲、林业休闲、果业休闲产品, 类似乡村美味品尝, 渔村垂

钓, 花卉园、茶园、果园采摘等活动, 较好地满足了游客的吃、

住、游、购的需求。游客既可以欣赏美丽的农业景观, 又可以

了解农业经济知识, 可以使游客得到身心的锻炼, 尤其对青

少年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2 .6  民俗文化依托型 民俗文化观光是依托乡村居民、人

文遗迹、古建筑、文物、家居生活物件等物质形态以及地方民

间文艺、民俗节庆活动、地方民间文化庙会等文化形态, 开展

可参与的观光游览活动。开发乡村民俗文化观光游, 一定要

找准特色和发挥特色。

3  我国乡村旅游的优劣势分析

3 .1  优势 ①发展潜力巨大。近几年来, 随着人们旅游消

费的观念、消费方式的变化 , 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更加注重自

身的体验与参与, 渴望走向自然、放松自己, 这种需求为广大

乡村蓬勃兴起的农业旅游项目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 ②类

型多且开发成本较低。我国是农业大国,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

史在我国广大乡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耕文化、民风习俗 ,

加之我国乡村幅员辽阔、物产丰富 , 农、林、牧、渔各业协调发

展, 为我国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旅游活动奠定了深厚的资源

基础, 且开发成本较低; ③利用现有资源依托。从已推向市

场的农业旅游产品的类型来看, 不管是依托自然景区还是历

史文化的观光游览式, 抑或参与、体验式的度假休闲式, 均利

用其现有的生产经营活动资源和特色来展开; ④以中低档次

消费为主。由于乡村旅游项目充分依托广大乡村现有农业

资源和乡土文化、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等, 与其他类型的旅

游项目比较具有相对成本低、投资较少、经营灵活的特点, 故

旅游产品的价位以中低档次为主。

3 .2 劣势  ①缺乏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经营主体多

是一家一户式, 其经营方式和内容相似 , 无序竞争严重, 大都

没有进入规划层面 , 迫切需要通过统一的旅游规划来整合资

源, 形成规模, 打出品牌; ②缺乏统一的管理规范和标准。由

于乡村旅游发展历史较短, 业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规范和

标准, 很多地方开展的乡村旅游项目服务设施不健全、卫生

不合格、安全有隐患、服务无标准, 管理混乱无序, 降价恶性

竞争或抬价宰客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的持续

健康发展 ; ③特色不突出。旅游业发展的现代化所追求的应

是民族化、地方化和特色化。在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

下, 许多通过发展农业旅游而致富的农民在开发新的产品时

往往忽视地方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追求城市化的生活方

式, 失去了原有味道; ④基础设施落差 , 经营理念落后。我国

大部分的乡村旅游项目集中在乡村, 由于长期以来缺少对乡

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造成交通设施相对较差, 水电得不到保

障, 环境卫生较差 , 住宿设施落后等。在经营服务上, 很多乡

村旅游企业还没有摆脱传统农业产业经营的思维方式 , 缺乏

现代旅游业的服务理念。

4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4 .1 统一规划, 协同发展 目前, 我国农业旅游尚处于发展

的初期阶段 , 对农业旅游的发展缺少深入研究 , 可以组织行

业协会来有效弥补政府直接管理的盲点。采取“先试点、后

推广, 先规划、后开发”的原则, 先行支持和扶持一批农业旅

游示范区作为样板推出 , 根据统一的规划要求来整合资源 ,

以促进各经营单位协调、有序发展。可以把多元的开发模式

结合, 深入挖掘乡村元素的旅游价值, 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

力, 明确发展定位, 引入景区管理模式, 保持乡村生态环境 ,

加强休闲度假功能, 拉长乡村旅游的产业链, 促进农业生产

与旅游、商贸、流通等的紧密结合。

4 .2 优化环境, 坚守特色 为了推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一

方面要优化旅游环境 , 加大道路、旅馆、餐厅、通信、厕所等基

础设施建设 , 改善传统乡村脏、乱、差的局面; 另一方面还要

坚守特色 , 引导有条件的“农家乐”向品牌化发展, 突出“一村

一品”和“一家一艺” , 避免简单的模仿照搬。突出乡村生活

特点, 充分利用景区景点、田园风光、宗教历史文化等特色资

源, 开发出“农家乐”系列产品, 形成乡土文化氛围。

4 .3  加强宣传, 规范运作 由于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多为农民

阶层, 且很少经过专业培训, 建议旅游管理部门结合实际组织

定期培训, 依法经营。此外, 各级主管部门要加大旅游宣传力

度, 扩大影响, 广纳客源, 也可在新闻媒体上广泛宣传。

同时, 行业协会的间接管理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直接管理

的盲点。2006 年, 四川南充市顺庆区张关垭村50 多户农民

组建了“张关垭村生态旅游协会”, 由协会来制定旅游行业发

展规划、指出发展措施、协调各方关系、制定有关规定和标

准、统一培训行业人员, 开展行业自律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当

地农业旅游活动的规范进展。

5  结语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以其丰富的旅游内

容、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和其独特的乡村性在我国展示了其

强劲的生命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不仅可以为农民开

辟新的增收渠道, 解决农民就业 , 还可以使有价值的古民居、

古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自然景观得到有效的保护、利用和

开发; 对于加速农业结构调整,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 建

立现代文明生活方式, 增加农民收入, 推动农村小康建设都

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针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 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 发挥有利条件 , 促使我国乡村

旅游走上健康发展的兴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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