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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近郊呈动态化的过程，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文章探讨了城市近郊 

乡村旅游的特点，重点运用城市化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的影 

响、发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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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郊区是城市的外缘地区，它是城市地域结构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城市环境 向农村环境转换 的 

过渡地带，是一个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互为渗透、社会 

经济发展特殊而又十分活跃的地区l】j。除此外，地理 

学者还有其它的或相近的提法：“城市边缘带(区)”(ur— 

ban fringe belts)、“城乡结合部”(rural—urban fringe)、“城 

市的乡村”(city’S country)、“生活周边”(1iving perime— 

ter)、“环城市游憩带”(R出AM)、“城乡交错带”、“城市 

影响区”等_】， 。一般而言，将城市郊区分为城市近郊、 

中郊和远郊 3种，或者只分为近郊和远郊 2种_3 J。文 

章为研究便利，把城郊划分为近郊和远郊 2个区域，所 

指的城市近郊理解为紧邻城市市区的城乡结合部较为 

合适。近郊区既有沿公路分布的带状建成区，也有交 

错分布的农田、林地，呈半乡村景观l4j。城市近郊呈动 

态化的过程，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其变化受城市化 

进程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近郊则是 

在动态过程中最先被城区“蚕食”和“接触变质”的区 

域。昨天的新郊区变成今天的成熟的郊区、以至明天 

的老郊区和内城(Bourne，1996) j。 

随着假日经济的启动，旅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专线旅游在减少，短线旅游和城市周边旅游在增 

~jH E6』。当前，乡村旅游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城市近郊的 

各种旅游中发展极为活跃。如“农家乐”等休闲旅游作 

为我国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主流实现 

形式，在全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 

地成了城郊旅游地和环城市游憩带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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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城郊旅游这一特殊地域的旅 

游开发研究开始关注，但由于起步较晚，而旅游发展的 

速度又较快，面对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没来得及做深入 

的研究和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在可持续发展上对这 
一 过渡地带旅游开发的“影响研究”未受到学者们的重 

视l7j。同时，乡村旅游随着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 

开发的深入，乡村的“乡村性”特征会受到削弱，从而使 

其发展面临挑战_8j。 

1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特点 

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域上的，以农业生态 

环境、农事活动、农村聚落、乡村民俗等为吸引物，以城 

市居民为目标市场，融观光、休闲、娱乐、康体、学习、购 

物、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4)将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乡村性(rural— 

ity)是吸引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的基础，是乡村旅游 

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 

要标志_8 J。Lane在其著作中没有把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与农业旅游(agri—tourism)和农场(农家)旅游 

(farm tourism)严格区别，而是把农业旅游和农场 (农 

家)旅游看作乡村旅游的重要实现形式_9 J。我国学者 

也大都如此认识，也符合我国当前开发的实际情况。 

我国乡村旅游从空间分布上看 ，主要有 3种类型区：景 

区边缘地区型、都市郊区型和老少边贫地区型_】 。 

1．1 城郊遍在性旅游资源吸引力小 

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是对近郊的乡村环境和乡村 

文化的利用，环绕城市的近郊都具有这样的环境和资 

源，只是近郊的这种遍在性资源有质量差异，如邻河流 

和山林等自然环境优越，田园风光和乡村文化保存较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90 · 地域研究与开发 第 24卷 

好的城市近郊开发乡村旅游的条件相对要好一些。与 

城市远郊和农村相比，它的乡土性或乡村性要次一些， 

是属于二三流的乡村旅游资源。而且城市近郊的乡村 

旅游地市场吸引力小，主要是本市的城市客源，对城市 

旅游的外地游客吸引力不大，而且过境游客也很少光 

顾它，除非乡村旅游地本身就是风景名胜区，是城郊型 

和景区边缘地区型的叠合。 

1．2 以城市客源一 日游为主，重游率较高 

城市客源主要以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普 

通工薪阶层、离退休职工、学生为主。旅游方式以散客 

和家庭式出游为主，团队旅游较少。游客旅游时间以 
一 日游为主，过夜游客较少，其中假 日客源最多，无明 

显淡旺季。由于距离近，交通方便，属大众化消费，重 

游率较高。 

1．3 强调观光、休闲、参与和体验 

观光是旅游需求的最基本层次。观赏乡土文化、 

民俗、田园风光、自然景色、乡村建筑式样等对游客来 

说仍是最基本的需求，在近郊乡村旅游中仍占重要地 

位。而其它休闲活动，如休息、康休、娱乐，也包括参与 

和体验农事活动、民风民俗、节庆活动等，则是附载在 

乡村观光基础上的。若近郊缺少观光性，单纯的休闲 

和参与活动则很难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样，缺少 

休闲设施、休闲和参与活动，仅依靠乡村观光，也会严 

重制约乡村旅游的发展。国外的情形也是如此，国外 

则在观光的基础上更多强调参与、休闲和度假。 

1．4 呈片状和轴带状环城市不连续分布 

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是交通集聚、 

自然资源集聚和乡村环境集聚的结果ËJ。交通集聚 

是乡村旅游凭借联系城市的主要交通干线，在近郊公 

路沿线开发乡村旅游所形成的以城市为核心的有一定 

宽度的轴带状的空间集聚。自然资源集聚是乡村旅游 

在近郊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良好、自然环境较为优 

越的地方开发所产生的片状空间集聚。若城市近郊有 

自然风景区或森林公园，则这种空间集聚方式表现尤 

为突出。乡村环境集聚则是在有田园风光，乡村聚落 

景观保存较好，乡村文化被削弱较少的城市近郊开发 

乡村旅游所形成的片状空间集聚。3种集聚方式叠加 

在一起，就会产生叠加效应Ëj。好的乡村旅游地往往 

是这3种集聚叠加形成的。因此，乡村旅游地就形成 

了轴带状和片状环绕城市不连续分布的格局。由于近 

郊主题公园、游乐园等游憩地对 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依 

赖程度较低，它们与乡村旅游地一起构成了环城游憩 

带(ReBAM)。根据吴必虎对 ReBAM圈层结构的研 

究，ReBAM是以中心城市为内核，由内向外共分为呈 

近似同心圆形式的 3个环带E 。近郊乡村旅游地应 

处在第一个环城市游憩带上。 

2 城市化对近郊乡村旅游地的影响 

加拿大学者 R．W．Butler认为，旅游地的生命周期 

是一个循环进化的过程，包括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 

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阶段或复苏阶段【13 3 

等6个阶段。1993年，保继刚等在《旅游地理学》教材 

中首次向国内介绍了 Butler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 

论_l 。随后，保继刚、彭华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应 

用于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研究E15 3；保继刚还广泛 

探讨了喀斯特洞穴、主题公园 风景名胜区等旅游地生 

命周期的特点及开发E ；他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与旅游规划》是对该理论与国内实践的全面总结和更 

深入研究_l 。2002年，他在南非召开的国际地理联合 

会地区大会上向国外介绍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中 

国旅游规划中的应用和实践E"J。此外，谢彦君、杨森 

林、余书炜、李舟、许春晓等对 Butler的这一思想作了 

探讨和争鸣ll 。陆林则对山岳型旅游地的生命周期 

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探讨l1 ；杨振之提出旅游地的生命 

周期是可以进行人为的控制和调整等l1 。 

美国学者弗里曼对城市化的认识很有代表性。他 

指出，城市化作为国家或区域空间系统中的一种复杂 

过程，它包括人 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 

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 

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向农村地域扩张的过程l2 。荷兰城市地 

理学家莱温顿·拜根把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分为：城市 

化 、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4个阶段。按世界城 

市化的一般历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杨重光、马裕 

祥、朱铁臻等学者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分为向心(集 

中)城市化阶段和扩散城市化阶段E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从长远发展来看，目 

前的近郊区大部分会逐步转化为完全的建成区E 。在 

此过程中，城市化 的不同阶段造成的人 口、土地利用、 

景观、城乡文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等都会对城市近郊的 

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产生广泛的影响。由此，把城市 

化分成向心城市化和扩散城市化2个阶段来探讨城市 

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影响。 

2．1 处在向心城市化阶段 

这一阶段的城市往往处于发展初期，以极化作用 

为主，农村及郊区人LI大量迁往城市，城市化水平提高 

快 ，同时城市地域向郊区缓慢扩张，这时城市用地与乡 

村用地结构变化较小，主要是由人LI集聚引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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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土地利用结构的快速变化。城市中心土地利用 

密度升高，城市产生了立体的、质的充实l_2 ，对城市近 

郊乡村旅游地影响较小。同时，由于城市人 口快速增 

加，促使城郊乡村旅游市场客源不断增加。但不同城 

市近郊的乡村旅游发展的起始时间不一样，发展的快 

慢和发展的水平也表现出区域间的不平衡。因此，城 

市近郊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也呈现不同。但不管 

近郊乡村旅游地是处于哪个阶段，向心城市化的发展 

都会加快推进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不断由低级阶段向 

高级阶段发展。同时延缓近郊乡村旅游地快速进入衰 

落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了乡村旅游的 

现实和潜在游客，另一方面，则由于城市化带来的城郊 

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旅游可进入性增强。再者， 

城乡交流也使城市近郊农民的市场意识、商品意识增 

强，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高涨，经营乡村旅游的水平也 

不断得以提高。此外，农户的环保意识增强，改善了郊 

区生态环境，使近郊区成了城市后花园。 

2．2 处在扩散城市化阶段 

此阶段的城市经济发达，生产要素密集，开始向郊 

区转移一部分产业，以扩散为主，核心区人口迅速下 

降，近郊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城市与近郊的经济渐趋 
一 体化，城市近郊就逐渐转变为市区。同时，又会有部 

分远郊村镇区域转变成新的城市近郊区。扩散城市化 

阶段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产生了几种显著影响。一 

是城市土地利用不断向郊区呈现出“摊大饼”式或沿交 

通“轴线式”向城外扩张，城市中的工厂、商店、医院、学 

校、住宅等向城市近郊扩散，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也不断 

建设和完善。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就不断被城市景观 

所吞噬，近郊的农田被城市建筑物替代，近郊的乡村民 

居建筑式样、街道格局接受了城市的形式，乡村的聚落 

景观、田园风光逐渐消失，乡村景观的美学价值不断下 

降，乡村旅游的“硬件”吸引物就逐渐地不复存在了。 

二是城乡文化在城市近郊发生最为激烈的碰撞，其结 

果是城市生活的价值观念、城市文化对近郊原有的乡 

土文化产生很大的冲击，乡土文化逐渐被渗透和侵蚀。 

同时，城市游客的增多和与近郊农户的频繁交流也加 

剧了乡土文化的消融。城市近郊农民的服饰文化、乡 

村民俗、农耕文化逐渐被削弱，乡土文化就在城市文化 

的渗透中逐渐被异化。乡村旅游的“软件”吸引物也丧 

失了吸引游客的魅力。城市外扩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 

题 ，如环境脆弱土地的消失 ，区域开阔土地的减少 ，大 

气污染严重，能源消耗量大，农田消失，物种多样性下 

降，暴雨径流增加，洪水风险增加，本地植被的消失，生 

态系统出现破碎化等。这又会导致乡村旅游发展的生 

态环境不断恶化，乡村旅游的视觉和感官环境也逐渐 

消失。此外，就我国而论，由于政策和立地成本的限 

制，还存在着人口向城市近郊聚集的隐性城市化现 

象_2 。隐性城市化最显著的副作用是由于对城市近 

郊污染的有效治理很难达到成本上 的有效性 ，导致 了 

难以治理的环境问题。而且，也非常缺乏对城市近郊 

的规划和管理体制。这都客观导致了城市近郊的乡村 

旅游发展在扩散城市化阶段具有不可持续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 

展的步伐不一致，不管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处于其生 

命周期的哪一个阶段，扩散城市化都会对乡村旅游产 

生巨大的冲击，而积极作用是微弱的。如城市游客的 

消费能力和水平的提高，近郊乡村旅游交通费用减少， 

旅游成本降低，可能增加消费需求；也可能促进市场供 

给，除了本地农户经营外，不少民间资本也可能投入这 

块市场，促进了近郊乡村旅游地设施的更新换代，规模 

不断扩大，旅游接待能力和水平得以提高。但消极作 

用是强烈的，不可逆转的。一般而论，城市近郊不可能 

永远是近郊，即使通过人为控制城市的空间发展方向 

和土地利用方向，甚至在远郊建立新城，也只能延缓近 

郊变成城市建成区或只能改变原近郊的城市用地结 

构。乡村旅游的独特卖点“乡村性”或“乡土性”会在扩 

散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殆尽。这会加快近郊乡村旅 

游地生命周期进入停滞和衰落阶段，传统意义上的乡 

村旅游地生命周期会因此被终结。原来近郊的乡村旅 

游地也可能在一定时期进入复苏阶段，但这是特例，如 

在传统乡村旅游基础上生成的都市农业旅游等，但从 

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真正的乡村旅游，是都市现代农业 

旅游。而且这还是受城市规划的人为制约的结果，不 

然，原来的近郊乡村旅游地一般都会成为一个城市社 

区。若原来的乡村旅游地变迁为主题公园、游乐园、城 

市绿地公园等，看似原乡村旅游地开始复苏，其实质是 

乡村旅游地变为城市旅游的一个 目的地，是属于另一 

类型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表征。 

3 结论 

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地因其所处的特殊空间位置 

呈现自身的显著特点。城市近郊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呈动态变化，是最先被城区“蚕食”和“接触变质”的区 

域。今天的近郊区会变成明天的城市建成区，甚至以 

后的内城。但城市近郊的不稳定性在向心城市化阶段 

和扩散城市化阶段的表征是不同的。由此，城市化的 

这两个先后不同的发展时段对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地 

生命周期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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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城市化阶段，积极的影响大于消极的影响，会推进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而 

且还会延缓城市近郊旅游地快速进入衰落阶段。在扩 

散城市化阶段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一般会加快 

近郊的乡村旅游地的生命周期进入停滞和衰落阶段， 

而且会最终停止，是不可逆转的。故一般来讲，在城市 

化的作用下，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是有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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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ife Cycle of Rural Tourism in Suburbs 

SHUI Wei ，一，ZHANG Qi—chun3，WANG Shan—he 

(1．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Zhongshan University。 

Ouangzhou 510275，China；2．Departrnent ofEco~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an 625014，China； 

3．School ofLand and Resources，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2，China) 

Abstract：Suburbs，which is impacted by urbanization，shows a process of dynamic change and be an ex— 

tremely instable region．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in suburbs and emphases on aria— 

lyzing the urbanization’S impact on life cycle of rural tourism in suburbs by the theories of life cycle model an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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