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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分析了阳朔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阳朔乡村旅游资源要进一步开发，应 

该贯穿“生态环境为载体、乡村文化为内核”的思想，施行深挖文化内涵、突出地方特色的开发，走“乡村一生态一文 

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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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作为一种新型休闲旅游，以其清新古朴的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气息越来 

越受到都市人的青睐．目前，乡村旅游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在我国，随着都市化 

进程的加速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乡村旅游的市场需求将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1世纪乡村旅游将成为国 

内三大主题旅游项目之一⋯． 

作为“中国旅游名县”，阳朔拥有非常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阳朔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80％的人 

口在农村．发展乡村旅游，在为游客提供一种深度文化体验的全新旅游产品的同时，又能帮助乡村地区 

农民脱贫致富．以高田历村为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0年的1 100元增加到2003年的4 200元，(其 

中旅游收入占50％以上)．目前，阳朔的乡村旅游已成方兴未艾之势，但随着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也出 

现一些的问题．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依托，因此本文试图从阳朔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入手，探求其 

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该问题的办法． 

2 阳朔乡村旅游资源及开发现状 

2．1 阳朔乡村旅游资源 

(1)丰富的自然资源 阳朔位于亚热带地区，农林物产丰富，尤其是沙田柚、金桔、板栗、柿子四大名 

果及竹凉席、木地板砖等享誉国内外．优越的乡村田园风光与自然条件是阳朔开发乡村旅游的前提_2]． 

(2)深厚的文化底蕴 阳朔历史悠久，是一个地灵人杰之地．江西会馆、遇龙河、《阳朔纪事》摩崖、 

中山纪念堂、碧莲峰石刻、唐城遗址、潘庄等景点，是阳朔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阳朔乡村旅游高品 

位的关键． 

(3)独特的生产习俗、民俗节庆活动与淳朴的民风 牛耕、插秧、鸬鹚抓鱼、漓江渔火等传统民俗以 

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诸多的游客．独特的农村民间节庆，留有岭南乡村民俗的精华．淳朴、勤劳的民风．文 

明的旅游社区氛围，大大促进乡村旅游品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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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中西文化的完美交融．西街有 1 400年的历史，是一条古色古香、民风质朴的小街，无数中外 

游客驻足休歇，它是中国人了解外国的洋人街，同时又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中国街．这种中西文化的交 

融使阳朔成为国内外旅游者共同的家园，这是阳朔乡村旅游的独特资源优势． 

2．2 阳朔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由于阳朔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又是漓江黄金旅游线精华段所在，具有资源和地缘双重优势，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其乡村旅游已由最初的高田辐射到了周边的兴坪、白沙和福利等乡镇；开发的旅游 

项目也由最早的“田园风光旅游”发展到现在的“民居旅游”、“民俗旅游”和“采摘旅游”等多个项目；游客 

数量逐年增加 ． 

2004年，阳朔进一步加大了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景区(点)开发建设力度，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全县的旅游服务功能得到加强．刘三姐歌圩、龙颈河漂流以及大型实体水上演出“印象·刘三姐”等成为 

旅游新景点(项目)，世外桃源荣获“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称号，历村荣获桂林市旅游局“农家乐”旅游示 

范点称号．格外引人注目的乡村旅游项目有以下 4种． 

(1)农家乐 如高田历村，仅2005年“五一”黄金周，接待游客31 000人，旅游纯收入达15万元，同 

比增长了18％．仅此一项，全村人均增收330元，游客总数与村民收入开创了全村自发展“农家乐”项目 

以来的历史之最． 

(2)田园观光 如遇龙河一带的乡村田园风光游；白沙“世外桃源”田园风光；白沙镇——葡萄乡的 

观光农田带、瓜果园、珍稀动物饲养场、花卉苗圃等． 

(3)休闲度假 如兴坪渔村、福利镇等地的古民居游，领略渔村民居、民俗、民风． 

(4)特色旅游 如边三轮摩托车、自行车乡村旅游、遇龙河竹筏漂流、攀岩、专业外语训练基地、徒步 

漓江游、修学旅游等． 

按照地域划分，阳朔乡村旅游大体上可分为七大区域：杨堤景区、兴坪景区、福利景区、高田景区、白 

沙景区、葡萄景区和县城景区(见图1)． 

卅1 

图1阳朔境内主要景点分布图 

目前，阳朔的乡村旅游已呈现出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当地缺乏长远的规划、行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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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滞后以及乡村旅游本身的局限，阳朔乡村旅游还存在一些的问题 

3 阳朔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3．1 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在已进行的阳朔乡村旅游开发中，部分景点开发的前、中、后都存在保护不力的问题．没有对旅游资 

源进行充分论证和科学规划就匆忙上马，只重规模，不讲质量，许多乡村旅游开发存在较大的盲目性，直 

接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_4]．此外，一些热门景点的过分拥挤和喧嚣，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同 

时，旅游者对乡土气息的欣赏和体验也大打折扣． 

乡村旅游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人依然，物依然，事依然，但功效则迥然．法国、日本等一些旅游发达国 

家在进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规划时，非常重视在原有的一些遗址上进行复原和整修，尽可能保持其 

传统的、旧式的、古董的、原貌的民俗景点，使之成为乡土式的综合博物馆．这些作法都是值得我们很好 

借鉴的． 

3．2 重复开发 

古民居类旅游资源，很多乡镇都已开发或准备开发，已开发的表现为特色不足，吸引力不强．准备开 

发的又不对客源市场进行深入分析，不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最终的可能是得不偿失_5]． 

旅游产品开发不能脱离旅游资源这个基础．阳朔各地的乡村旅游产品要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当 

地丰富的旅游资源，精选出最具有开发价值的旅游项目，重点开发那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资源，树立 

自己的独特形象．使游客体会到“村村大不同”，充分感受地区民族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3．3 公共管理不到位 

存在公共管理方面，对漓江徒步游览路线的管理，精华段涉及兴坪镇和杨堤乡这两个乡镇．每个乡 

镇都在各自的景点入口处设置了收费点．精华段本来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但是利益分割上的这种各自为 

政，必然影响到游客对于当地社区的总体印象．沿线的当地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 

因为他们不能和政府共享收益，因而对徒步游客采取一些不该有的行为，导致了游客的减少，经济收入 

下降． 

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是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的主体，另一方面 

他们的衣食住行、精神风貌、文化习俗、生产方式又是旅游开发的客体．因此，应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使他们在旅游开发中获得经济实惠，为乡村旅游营造一个整洁卫生、安全有序的外部环境和淳朴热情的 

人文环境． 

3．4 重文化载体、轻文化内核问题：变异性 

乡村旅游的出现，实质是异质文化群的相互吸引，是从城市文化角度对乡村文化的考察与欣赏，是 

城里人对乡村又一价值的发现与承认．但是，由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价值观的分歧，阳朔的乡村旅游 

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同样存在重文化载体、轻文化内核，重有形文化、轻无形文化的现象，忽视了乡村文 

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的开发． 

乡村旅游的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于“地方知识”，乡村旅游至少要满足游客的两项基本需求，既是寻求 
一 种真实性，又要满足好玩和放松等需求．乡村旅游理想的风景画至少应具备以下三种情形之一：优美 

的风景画，保持完好的自然生态，村庄与自然构成一种和谐的有机整体；别致的风俗画，保持完好的农村 

传统习俗，包括生产、生活方式、民居、宗教、仪式、歌舞、服饰等；异族的风情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 

些民族特色系自然传承下来的，而不是那些“做出来”的民族村、民俗村，或人为“设计”出来的景区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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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乡村旅游与其是在乡村空间里旅行，还不如说是在乡村概念中旅行．① 

阳朔的传统文化、农耕文化、西方文化、中西合璧的文化，都是乡村旅游的文化精华．要坚持乡村旅 

游和文化旅游有机结合，使游客在探寻tl然、回归tl然中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4 建议 

基于目前阳朔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阳朔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应遵循‘‘同质中寻差异，对比中显个 

性，选择中把重点，开发中求保护”的原则．重点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简言之就是八个字：“生态、特色、形 

象、品牌”． 

4．1 保护生态环境 

现代乡村旅游向游客展示的是一个乡村地域生产和生活的时空整体，它凭借的是现代乡村景观生 

态系统．必须注意加强对原生环境与本土意境的保护．本土意境中必不可少的是生活在特定地域中的人 

类及其生活方式．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大地迷恋和地方感．乡村旅游应本着“设计遵从自然，设计遵从文 

化”的原则进行资源的开发． 

目前阳朔部分地区的乡村旅游正处在保护与开发两难的境界中．要使阳朔的旅游业快速持续发展， 

必须要加强对自然生态和资源的保护，严格控制污染源的产生，要抓好利用世行环保贷款的项目建设， 

完善城镇乡村的环境基础设施，大力开展绿化、美化和环境整治，提高环境质量；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减 

少农村生产生活对石山植被的依赖，提高森林覆盖率；要发展绿色产品基地，旅游产品朝绿色食品和环 

保产品发展；要保护好漓江水质，加强对漓江游船流动污染源的监控，防止污染产生． 

4．2 突出地方特色 

阳朔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要注意保持产品的乡土性，突出地方特色．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维护 

乡村的原生状态，依托乡村地方文脉，切不可引入与该地传统文化不和谐的“异域文化”．亦即“讲究原 

味，忠于乡土；深挖内涵，杜绝变异”l6 J．目前大部分经营农户往往是从tl己的角度去理解城市游客的需 

求．常常爱把极具地方特色和tl身特色的东西花大力气改造成普通的一般化的东西．甚至为了给游客看 

精华而扭曲文化，失去本色．城市人希望在农村享受到原汁原味的农村本色生活内容，这与经营者的理 

解刚好错位，劳神费力却削弱了景区的特色和吸引力． 

这些都需要科学的引导和专业的指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邀请专业人士。定期培训经营户 

和服务人员，培养市场意识，转变观念，培养以游客为中心的观念，强化经营的特色和差异性． 

4．3 维护景区形象 

对游客市场来讲，一个地方的乡村旅游是一个统一的形象．这个地方乡村旅游的知名度、经营特色、 

服务质量、文化品位等，任何局部的印象都会带来游客对整个地区乡村旅游的肯定或否定．可以说，景区 

的整体形象关系着景区的全局利益，也关系着经营户一家～户的利益． 

目前，阳朔乡村旅游普遍存在小、散、乱等现象．要提高阳朔旅游的整体竞争力，就要完善旅游发展 

机制，改善旅游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扶持和优惠政策，多方面、多 

渠道地筹集资金开发旅游；针对当前有一定基础的旅游氛围，有效引导当地居民，杜绝不法经营，恶性竞 

争．同时。放开搞活旅游经营，采用多种经营方式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阳朔乡村旅游是开放型的旅游， 

各个行业、各个社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营造阳朔现有的良好的社区氛围．在旅游开发和发展过 

程中，要以尊重当地居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协调好当地居民和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分配，有效控制旅游的 

负面影响． 

①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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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打造品牌产品 

一 个地区旅游吸引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品的品牌效应．乡村旅游地区也不例外．然而 

阳朔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中普遍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资源与资金没有形成有效合力，乡村旅游普遍存 

在规模小，经营者品牌意识淡薄的现象． 

目前全国各地城市近郊都在花大力气发展乡村旅游，争夺客源的竞争空前激烈．因此阳朔乡村旅游 

资源的开发必须注重品牌产品的打造，不断构筑新优势，这既有利于增强其市场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 

力；也利于吸引项目投资，加快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当前，阳朔乡村旅游应加强休闲度假、民俗风情和 

绿色食品的特色产品的开发，并注意规模化和品牌化，同时，也可以选择一批各方面条件皆优的旅游地 

实施 IS09000和ISO14000认证，使之与国际市场接轨，创建国际知名的乡村旅游胜地， 

品牌的打造必须强化景区资源特色和文化的挖掘与包装．深入挖掘资源特色，丰富乡村旅游的文化 

内涵，可以使乡村旅游呈现出立体化特色．阳朔现有乡村旅游产品结构雷同、档次低的重要原因是忽视 

了地域文化内涵的深层次挖掘，因此，在以后产品项目的设计和开发中，应在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上 

做文章，使产品追求高文化品位、高艺术格调．在这方面高田历村的“菩萨水岩洗泥浴”旅游项目(菩萨岩 

洞是阳朔最大和最著名的地下河水岩洞，洞长约6公里，穿过8座山，洞内由于地下河和岩溶地势，形成 
一 处长180米、宽150米的泥潭，潭泥过膝，水浆腻滑如胶，糊上身体，凉柔温爽，去病消疲．到此一游的 

美国人，称之为“自然洗礼”，英国人说是钻进“东方怀抱”．)就十分成功，该项目在全区没有，在全国也罕 

见，投入使用后给人一种新奇感，一下就吸引了许多喜欢探险和猎奇的外国游客，很快成为阳朔旅游项 

目的一个品牌，至今不衰． 

5 结 语 

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品要具备“六性”：原生性、乡土性、文化性、特色性、参与性、休闲性．旅游者到 

乡村旅游是对大自然的追求，是对融人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存的人文环境和人类活动的追求 J，对乡村旅 

游而言，乡村文化是内核，生态环境是载体，可以说，乡村旅游开发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和生态旅游、文化 

旅游相结合，国际上，波兰的“乡村一生态”模式和匈牙利的“乡村一文化”模式可以为阳朔乡村旅游的发 

展提供较好的借鉴意义． 

阳朔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在以后的发展中，应该切实以“乡村自然风光+漓江”为基础，以“特有乡土 

文化+中西合璧文化”为核心，以怀旧为休闲方式，用怀旧这条纽带把古迹与休闲、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 

起来，从经营乡村和营销乡村的角度出发，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挖掘文化内涵，调整乡村旅游的空间布局 

和产业结构，构建“以乡村旅游为主线，以现代休闲游憩和中西文化合壁体验为两大产品体系，以七大旅 

游区域为平台”的发展格局，逐步完善旅游功能，丰富旅游产品，提升区域形象，扩大产业规模，走“乡村 
一 生态一文化”模式，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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