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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旅游扶贫时代的乡村旅游探析 

陈晓 燕 ．段德君 

(一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2华中农业大学教务处，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领军行业，已逐渐显示出它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随着中国 

工业化、城 市化进程的发展 ，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到 乡村去旅游，这是人们释放心理压 力、回归大自然 

的需求，因此 乡村旅游发展异常迅速。 乡村旅游可以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 ，促使 国民收入再分配，调整 

当地产业结构 ，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基于此，旅游扶 贫成为政府和学者们研究的又一方向和课题。纵 

览大部分学者 的研 究成果 ，多是探 讨 了扶贫的意义、作用和战略等 ，也提 到开发 中应注意的一些问 

题 ，但是认为学者们多是研究旅 游扶 贫的前期 问题 ，却忽略 了一个问题 ，这就是 ：后旅游扶 贫时代 乡 

村旅游的发展。当农村居 民脱贫致富之后 ，他们的消费观念将直接影响 乡村旅游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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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urism industry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the enormous function that it is in the national eco—— 

nomic growth gradually as getting the army trad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 

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our country，more and more persons choose the village to travel， 

this is the demand that people releas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return to nature，therefore its develop- 

ment is unusually fast．Can bring about an advance in local economy to travel in the village，impel the ha- 

tional income to reallocate，adjust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e peasant's living standard，be—— 

cause of this，it becom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subject of the government and scholars of travel 

poverty．It is mostly mean ing．Function and strategy of probing into poverty alleviation to scan most schol- 

ars research results，mention some question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ile developing too，but the 

author thinks the scholars are mostly previous problems of studying travel poverty alleviation，but has ne— 

glected one question，that is"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trayel in the anti-poverty era for the trave1．After 

rural residents shake off poverty and set out on the road to prosperity，the development that their con— 

sumption idea will influence the village to travel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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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从无到有，从星星之 

火到现在繁荣发展，只用了短短 20年。随着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人也随之脱贫致富，旅游扶贫也 

随之提上日程，经过几年的研究与实践，旅游扶贫取 

得一些成果，但也发现不少问题，对于旅游扶贫时代 

的研究，许多专家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笔者就不再 

赘述。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给众多旅游者尤 

其是城市旅游者带来了欢乐，对于此很多学者也作 

了深入研究，笔者试图结合后旅游扶贫时代和乡村 

旅游进行一些探索性分析，笔者的基础是建立在旅 

游能够扶贫的基础之上，否则探讨毫无意义。在此笔 

者对后旅游扶贫时代作如下定义，所谓后旅游扶贫 

时代是指，旅游扶贫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即已经使一 

部分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经济收入达到小康水平 

的时代，农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代。 

首先就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状况做简要概述：中国 

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业资源丰富，景观类型多 

样，农耕文化悠久，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优越条件。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发展亦非常迅速，涌现出一大批 

具有鲜明乡土特色和时代特点的乡村旅游地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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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如北京平谷蟠桃采摘园和大兴西瓜采摘园， 

上海都市农业园，广东番禺农业大观园，深圳荔枝观 

光采摘园，成都“农家乐”等。这些乡村旅游地的开发 

和建设，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新的旅游休闲地域与 

空间，而且为农民致富和农村发展开辟新的途径。据 

不完全统计，1996—1997年，中国从南到北涉及观光 

农业这一主题的开发项 目累计投资达 3O亿元以上。 

1998年，国家旅游局推出的乡村旅游“国线”涉及全 

国 2O多个省、市、自治区。据调查，中国已有至少 1 

万个村，约 300万人口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致富。成都 

“农家乐”从 1987年第一家发展至今 ，小小的旅游项 

目做成了大产业，成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俱佳的新兴旅游品牌，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无 

论从服务质量还是环保意识上，无论从经营种类还 

是区域布局上都向前迈了一大步。“吃农家饭、品农 

家菜、住农家院、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品”，成 

都人以其特有的聪慧与睿智、安逸与休闲创造了一 

种新型的农业观光旅游形态一 ‘农家乐”。截至 

2004年初，成都登记在册的 “农家乐”经营户已有 

4559家，“农家乐”已成为成都旅游的特色产品。 

当乡村旅游不断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时候，是否 

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农民脱贫致富后，会怎样提高他 

们的生活水平呢?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如下思考。 

1 改善物质生活条件 

发展乡村旅游大大拉动农村经济，带动人员的 

交流。人的流动，必然带来信息、资金、人才、人际的 

流动。城镇居民把现代化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意 

识等信息辐射到乡村，促进了当地农民的意识观念、 

价值认同、生活习俗的改变和演绎。这种互相渗透的 

交流，对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者习俗，无疑是 
一

个潜移默化的改造过程，使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 

了更多了解【”。在收入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消费电气 

化、现代化的家用设施设备成为他们的首选，如彩 

电、冰箱、电脑、空调、摩托车等，或赶时代潮流盖上 

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洋房。很多学者在研究乡村旅游 

意义的时候都提到，乡村旅游能使那些生活在快节 

奏、竞争压力大的环境中的人们摆脱都市的喧嚣，可 

以使他们回归自然、摆脱压力、愉悦身心、益智健体， 

从而激发他们对劳动、生活及大 自然的热爱之情。所 

以城市游客到乡村旅游是为了尽最大程度躲避任何 

具有城市气息的事物，而乡村正好可以满足城市旅 

游者的需要，但是“一些开办农家旅馆的农户为了提 

高市场竞争力，盲目下大本钱改善硬件设施，如购置 

卡拉 OK机、游戏机等，大规模建多层住宿楼房，房 

屋过分装修，向豪华宾馆看齐，接待设施建设陷入城 

市化的误区。可惜这些举措非但没有增强其市场竞 

争力，反而使旅游者失望，因为来 自城市的旅游者恰 

恰是为了逃避其惯常的城市环境而选择生动野趣的 

乡村旅游的”【 。这使得那些追逐乡村性的旅游者不 

得不转移到新的目的地。 

显然，这是一个最坏的结果，离开了旅游业，乡村 

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他们的脱贫只是暂时的，如果找 

不到新的致富途径，他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重 

新回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此外，虽然旅游业可 

以带动农村相关产业发展，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 

但是这部分相关产业主要是围绕服务行业进行生产 

的，而失去旅游者这个被服务的群体，将使大部分厂 

房企业停滞，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和当地居民失业。有 
一 项统计，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就能带动相 

关产业提供 5个就业岗位。从反面来讲，旅游业每减 

少一个就业岗位，也将会使相关产业减少工作岗位 

供给，这就会出现一大部分失业状况。 

为了保存原有的乡村性，而又能改变当地居民的 

物质生活条件，可以申请一块土地，将村落集体迁 

出，在新的地方盖上新的现代化住房，购买家用电 

器，从整体上改变物质生活条件。这种方式不失为一 

种好办法，但是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成本。将整个村子迁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大，而 

且由谁来承担这些成本?村民们愿意承担多少?相对 

于迁出居民来说，他们原住地 已经成为其生产劳动、 

创造财富的工厂，每天往返原住地与新住地之间，他 

们能否接受呢?况且在没有服务人群的情况下，旅游 

者会不会住在乡村呢?相比之下，住在原来的村落， 

既可为游客提供服务，又可免受劳累奔波之苦。 

(2)文化。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当地居民是否愿 

意迁出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离开生养他们的 

土地，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会不会改变?国内 

外许多学者 已研究过电视机带给人们的利弊，弊端 

之一就是，随着在电视机前消耗时间增长，人们相互 

交流的机会和时间已大大减少，这已对文化传承有 

了一定的影响。况且在新住地，在强势文化的影响 

下，乡村居民的乡村性还会剩下多少呢? 

(3)政策。中国人多地少，可耕种土地更少，政府 

对于土地的审批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对于村落整 

体迁出，必须按程序逐级审批，不是一两个地方官员 

大笔一挥就批准的。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特点，是吸引旅游者的 

基本点，也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标志。在农村城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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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今天，具有原始风貌的乡村将越来越少，被保留 

下来的村落将成为乡村旅游的热点地区，但其环境 

承载力是有限的，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将成为乡村 

旅游研究的重点。随着后旅游扶贫时代的到来，具有 

原始意义上的乡村将会越来越少，乡村旅游会不会 

消失呢? 

2 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变 

参加乡村旅游的旅游者一般都来 自经济相对发 

达的中心城市，城市发达的经济孕育产生的强势文 

化对经济欠发达的乡村旅游地的弱势文化具有很强 

的冲击力，城市游客大量进入使乡村的弱势文化向 

城市的强势文化靠拢，最后被同化。同化导致城乡差 

别日渐缩小以至最终消失，乡村也就因此失去对都 

市旅游者的吸引力，乡村旅游也将会不复存在。由于 

时尚高消费的城市游客的进入，在游客财富和生活 

方式的诱导下将对部分村民产生消极影响，他们开 

始对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不满，先是在装束打 

扮和娱乐方式方面盲目模仿，继而发展到有意识的 

追求，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赌博、卖淫、投机诈骗、贪 

污受贿、走私贩私等犯罪和不良社会现象，进而影响 

乡村社区秩序的安定，这将从另一方面断送乡村旅 

游的发展进程[31。思想文化，直接影响风土民情，随着 

弱势文化被同化，那些极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风俗 

习惯将会逐渐消失，或者被商业化而不再具有原来 

本性，这直接导致旅游 目的地吸引力下降，并最终被 

淘汰。 

3 西方乡村旅游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小康水平，农 

民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根据笔者的观点，似乎乡村 

旅游应该早就消失了；但是，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发达国家的农民不是靠乡村旅游脱贫致富的，这是 

由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 

大，耕地数量相对不足，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相对来说 

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就能使农民过上小康生活，这就 

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不欢迎乡村旅游的现象，对 

于当地农民来说，旅游收入相对于农业收入只是九 

牛一毛，对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这 

种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触，使得乡村性得以较 

好的保存，反而对旅游者有着更大的吸引力；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将会出现更多的 

剩余，要想脱贫致富光靠农业是行不通的，而旅游扶 

贫就是一种投资小见效快的方式，但如果处理不好 

上述问题，旅游扶贫只是暂时的，而不会持久。 

全球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 

面积将会越来越小。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城镇化 

进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一部分乡村将会被乡 

镇所取代。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村落将会被重点保 

护起来，成为乡村旅游的热点地区，这些地区要按照 

规律接待游客，以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一些 

村落将会变成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乡镇，它不同于城 

市，有别于乡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旅游 目的地，在 

乡镇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形成独具特色的乡镇文化、 

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这些将会成为吸引旅游者的 

主要因素；中国的边远山区还很贫穷，这些地方将会 

成为旅游投资商的目标，为了满足旅游者乡村旅游 

的需要，一些颇具特色的贫困山村将会被开发，成为 

新的旅游 目的地，但是要注意处理好笔者所涉及到 

的问题，乡村旅游才不会衰落。 

4 结语 

旅游所扶之“贫”不能仅局限于物质的贫困，更 

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贫困”。发展旅游业，目的是要使 

得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精神面貌等各个方面得以全 

面发展【4]。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要向当地居民灌输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观。在这 

方面政府责任巨大，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要有一 

个长远的规划，避免出现文中的问题，实现乡村旅游 

的可持续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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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忙于其它行政事务，业务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因 

此，建议政府尽快制定相关政策，保证基层农技站有足 

够的业务经费和业务工作时间，使他们有充沛的精力 

去组织协调、推广实施、监督控制农业标准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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