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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形势下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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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探寻农村发展的新思路。发展乡村旅游具备许多现实的有利条件，是实现农 

村现代化的一条可行途径。加快乡村旅游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突出乡村特色， 

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消除瓶颈制约，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实施“新村建设”方案，推进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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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现在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新农村建设将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将会使十亿农民逐 

步走上现代化生活之路。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第 

三次伟大变革。必然给乡村旅游的开发带来新的契 

机。 

1 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 

2006年新年伊始．国家旅游局在河北省平山县 

西柏坡举行“2006中国乡村游”启动仪式，拉开 2006 

年“乡村游”主题年的序幕，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 

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 

五”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关键词之一，国家旅游局选择 

的“乡村游”主题将成为这段时期中国旅游业发展的 

鲜明主题之一。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场所，以社区全面参 

与旅游开发并获益为核心。以乡村丰富的自然景观 

和多彩的民俗风物为依托。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 

市场，以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集观光、 

度假、求知、消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形式、多层次、 

多地域的可持续旅游形式。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一 

是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为灵魂．以此提 

高乡村旅游的品位和丰富性：二是以农民为经营主 

体，充分体现“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 

家乐”的乡村民俗特色：三是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应 

主要定位为城市居民。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 

归淳朴民俗的愿望。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不论是对旅游业本身，还是对农业经济 

的发展和帮助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丰富旅游产品的形式，增加旅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直接价值；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共 

同繁荣，保护生态环境，则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深层价 

值。但从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卫生状况不尽如人意；安全缺乏 

保障；规划布局不够合理；管理上存在漏洞；旅游产 

品粗糙等问题。 

2 乡村旅游发展的机制分析 

2．1 乡村旅游发展的条件分析 

2．1．1 乡村旅游顺应了现代旅游业发展潮流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一个 良好的生态环 

境。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步增强，生态环 

境游将会成为我国今后的一个重要旅游方式。生态 

环境游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概念，它提倡旅游不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然和谐统一，使旅游区所 

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不遭破坏。使旅游区内居民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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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得以繁荣和发展等。乡村旅游正是这种旅游 

方式的集中体现。它所倡导的关爱 自然、保护自然、 

享受 自然、利用自然的主题。充分反映了现代旅游业 

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农村作为农 

耕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重要基地和前沿。通过 

乡村旅游这种形式，努力实现与文化的融合，进一步 

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提高旅游产品品位，实现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1．2 乡村旅游适应旅游者的现实消费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一 

方面。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都市人已开始逐渐厌 

倦城市中的生活氛围。渴望去感受大自然的真山真 

水，寻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在宁静、自然中 

彻底放松 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游客具有“求新、求 

异”的心理。他们希望在安全、洁净、卫生的前提下， 

能有更多新奇的见闻和感受。能了解到当地特色民 

俗风土人情。而通过普通的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现 

代旅游者的需求。他们希望能获得一种愉悦的经历， 

强调一种参与。一种体验。乡村旅游正好能满足游客 

的这些需求。乡村旅游由于游客数不多，农户和游客 

之间通常能够采取一对一的服务模式。这样还可以 

营造出家庭式的温馨氛围。也更容易实现“个性化服 

务”。从这个角度上讲。乡村旅游能更好地满足现代 

旅游者的心理需求。 

2．1．3 乡村旅游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旅游收费较为 

低廉。由于乡村旅游大部分是由农民利用闲置的房 

屋和生产资料所进行的经营活动，相对而言，具有投 

资小、风险小、经营灵活等特点。因而收费较为低廉。 

二是交通、通讯较为方便。大多数乡村旅游选址大都 

处在城郊结合部和成熟的旅游区(点)附近，交通通 

讯较为方便，能有效地避免游客的长途劳累之苦，对 

于发展城市周边一 日游、二 日游，极为迅速和方便； 

三是环境优雅。乡村旅游一般都是依托一个良好的 

生态环境兴建 ，山水相依 ，碧水蓝天，对现代游客具 

有较大的吸引力。 

2．1．4 乡村旅游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资源极其丰富，不同 

的季节，不同的农作物，不同的乡土民俗等都为开发 

乡村旅游打下了坚实的资源基础。而且。乡村旅游对 

综合利用农村农业资源，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帮助农 

民脱贫致富有着重要作用。发展乡村旅游。农民和一 

些个体投资者也有较大积极性，只要适当引导，乡村 

旅游就能进一步扩大规模。有望成为我国旅游业发 

展中的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亮点。 

2．2 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分析 

目前。我国各地开展的乡村旅游均朝着融观赏、 

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 

方向发展。乡村旅游产品要根据各地地理条件、自然 

风光的差异来确定乡村旅游的不同侧重点，以不断 

丰富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主要类型包括： 

2．2．1 田园风光型 

这是最为普通的乡村旅游类型。旅游者以某处 

城镇为据点，群体外出游览 ，骑自行车、徒步或乘三 

轮摩托穿梭于农田、乡村之间。在这里可以呼吸到混 

有泥土芳香的空气，感受锦绣般的乡村景致，满足游 

客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消费欲求。 

2．2．2 地域风情型 

此类型将原始的自然生态、秀丽的自然山水与 

人文生态景观、历史文化特色以及原始的乡情习俗 

融合成一个个特色浓郁、带有极强文化与生态色彩 

的乡村旅游地。如广西桂林的阳朔渔村、龙胜县的平 

安寨、资源县的八角寨等等。在这种地方，游客可以 

看到许多古代民居群。能感受到传统的民俗风情。当 

地还可以开发出文化韵味甚浓的乡村旅游产品如各 

种节庆活动。还有手工艺、烹饪等。 

2．2-3 农业开发型 

主要通过创造农村聚落景观、科技农业景观等 

来吸引游客。这些地区如上海浦东的孙桥、江苏的张 

家港、广东的东莞等。在这些地方，游客可以参加各 

类采摘活动获得农事活动体验；品尝自己采集、制作 

的食品，这对都市人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如桂林雁山 

的无公害园地。兴安县的橘园、葡萄园、草莓园等，其 
一 年一度的采摘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同时也为 

当地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2．4 农家休闲型 

由于都市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也 

日益增大。他们对乡村生活的悠闲和恬静十分向往， 

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十分怀念，到农村去小住几天，成 

为他们比较推崇的一种休闲方式。在乡间 ，人们可以 

从事不同的农事活动如采摘、品尝、垂钓以及农家访 

问和考察生态农业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住农家 

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2．3 乡村旅游经营运作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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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采用哪种旅游经营模式，它的内容必须围 

绕旅游活动的食、宿、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进行设 

计与构建，要倡导人本主义观念，保证农民真正参与 

乡村旅游的规划设计、重大项目决议和收益分配。根 

据目前各地发展乡村旅游的实际状况，可考虑采用 

两种经营与发展模式。 

2．3．1 分散农户集合的乡村旅游经营模式 

村民将各种资源整合再集合经营的一种形式。 

首先是统一规划，包括房屋式样，设施设备标准、服 

务标准、卫生标准、价格标准等，实现有序的乡村 自 

然风貌与规范的乡村旅游经营。其次是统一分区，根 

据现有农田资源状况以及农民的技术特长，分设粮 

食作物区、蔬菜种植区、动物养殖区等等，这样可针 

对不同游客群体，开辟特色服务内容，来增加吸引力 

和影响力。 

2．3．2 “公司+农户”的乡村旅游经营模式 

具有特色旅游资源的乡村，结合新农村建设，组 

建乡村旅游协会，由村民担任导游和景区服务员，设 

立乡村保洁员和治安巡逻员，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 

以村为管理主体，形成自主经营的管理模式，利用企 

业资金、管理、人才等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形成企业 

开发与农民参与的发展模式．极大地解决了村集体 

经济薄弱的问题，又使企业与农户有紧密的利益关 

系，经济上实现双赢，也有助于打造一批旅游专业 

村。 

3 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 

、 乡村旅游绝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农家乐”，而是 

将带有浓厚地方特色、极具异质性的自然与文化遗 

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围绕旅游活动六大 

要素，将其精心设计制作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并具有完备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卫生管理、接待 

服务等系列配套服务设施，针对目标市场进行营销 

运作。加快乡村旅游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 

3．1 突出乡村特色．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必须要在新的起点上采取 

新的理念、新的模式，运用新的机制走一条新的发展 

道路。发展乡村旅游需要坚持两个关键：一是坚持社 

区参与旅游开发；二是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强调文 

化性和原生性。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要因地制 

宜，充分体现“社区事务、社区参与”。同时，坚持高起 

点、高标准按照国际化视角推进，乡村旅游应是有别 

于传统的文化观光旅游，开发乡村旅游应立足于 自 

身的生态农业特色和地域文化特点，设计出具有 自 

身特色的独特性产品，并能够给游客提供深度的文 

化体验。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去模仿，要依据自身的 

地域环境、本土已有悠久传统的民俗文化来打造乡 

村旅游产品，这也是城市居民所渴望的乡村纯朴。与 

此同时．在利用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还 

要注重积极地、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因为农村的自 

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既丰富又脆弱，特别是不可再生 

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一旦破坏很难恢复，这是发 

展乡村旅游业中需要把握的平衡点。 

3．2 消除瓶颈制约，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会面临许多基础性的制约瓶颈，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素质与现代旅游服 

务要求的脱节：二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与旅游 

发展要求的差距：三是分散的村寨很难形成规模效 

益，农民直接走向市场困难。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 

主导作用，整合各方面资源，加快乡村旅游发展。 
一 要党政高度重视、高度定位，要把发展乡村旅 

游作为扶贫工作的新抓手、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新引擎、发展旅游的新亮点、就地实现非农化和改 

造农村的新途径。二要整合现有的各种渠道的扶贫 

资金、农业开发资金、生态建设资金等各种资金形成 

具有相当规模的投资来保障乡村旅游建设需要。三 

要制定和实施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及农民的系统培训 

计划。通过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改变农民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中，形成了散漫、自由、不受约束的习惯，消除 

农民对服务工作的顾虑，端正服务态度强化服务意 

识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四要引进先进管理技术，逐步 

推行规范化管理。严格实施“旅游接待许可证”的发 

放，推行上岗证制度并定期检查、考核，推行评优活 

动，对条件较好、服务质量优秀的农户与村寨进行星 

级评审并挂“星级牌”。五要利用互联网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以信息平台打造乡村旅游。网络营销具有廉 

价、速度快、影响面宽、服务功能强、易形成个性特色 

等优势．更适宜乡村旅游的营销。建议建设集营销、 

预定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网。网站的建设与运行可以 

在政府的扶持下公司化运作。 

3-3 实施“新村建设”方案，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韩国上世纪 70年代提出在全国农村开展 “勤 

劳、自助、合作”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新村运 

动”取得显著成效。韩国的“新村运动”采取民办公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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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方式，利用农村大量闲散劳动力，刺激农民需 

求，带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样，使韩国仅用 

2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人为的奇 

迹”，把传统落后的乡村部门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 

乡。 

可见。要发展乡村旅游需要大规模的资金、物资 

和人力，单纯依靠政府不可能，大规模吸引企业投资 

也不现实。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大好形势与机遇下，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成 

功经验，通过实施“新村建设”方案，将农村劳动力有 

计划的组织起来，实现有序的劳动交换 ，充分发挥其 

强劲的创造力，以此来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包括 

以下几个阶段： 

基础建设阶段。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居民的生 

活环境与居住条件。这一阶段的项目主要包括修屋 

顶、厨房、厕所、公路、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 

设公共澡堂、公共饮水设施以及卫生保健等福利项 

目。同时，改良作物、蔬菜、水果和畜禽品种，为农业 

生产提供好的发展环境。 

逐步扩散阶段。主要目标是发展生产和增加收 

入。新村运动要向城镇延伸。这一阶段的项目主要是 

农田水利建设和改造、合作耕种、发展养殖业和畜牧 

业、普及农业新技术和高产优质品种、建设和完善市 

场渠道及相关设施、建设新村工厂(村办企业)发展 

非农产业、在乡村部门内增加各种有薪酬的就业机 

会等。同时，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注重修建村民会 

馆、建设自来水供应设施、生产公用设施。 

充实提高阶段。这一阶段农村经济将得到较快 

的发展。在克服新村项目规模过小、加强区域合作等 

方面做一些尝试，进行特色种植和养殖业发展，并兴 

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园区，农民通过农产 

品的加工实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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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Exploitation of Village Tourism in the Situation 

of‘‘New Countryside’’ 

Tang Fengling& Lin Longfei 

(Xian~an University，Hunan 41 1 105，P．R．China) 

Abstract：To叩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蛳 tourism and build the 8ociaJi8t new countryside，the paper suggests：1．the vin~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highlight~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val~e tourism should be innovated；2．The problem of bottleneck 

should be solv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mage tourism；3．the project of”building new countryside”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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