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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而且由于旅游季节性的存在，专职人员过多一 

定会产生就业泡沫，不利于 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 

“后继者”与“分时”问题显然是有新意的话题，目前 

对此讨论 的还比较少。 

(作者为该院副教授；收稿 日期：200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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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出游观念正发生着 

重大的变化。人们 以追求心神 的宁静，追求人 与 自 

然的和谐 ，追求健康快乐的休闲游憩，体验地域特色 

的民俗风土人情等作为 出游 目标 。与此相适 应，旅 

游市场正面临着空前的转变：出游方式的多样化，如 

自助游、互助游、徒步游、自驾游、刺激游、拓展游等； 

出游地 点的特色化，如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古村 落 

等 ；出游时间的个性化，如周末出游、假 日出游等等。 

这正预示着 一个全新旅游 时代 的到来。 

在全新旅游时代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适 

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央“一号文件”，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将为乡村旅游走 向一个新的 台 

阶提供更好的经济平台和资源优势；同时乡村旅游 

也将成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进而促进三农问题 

解决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在全面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背景下，笔 

者认为，科学引导 乡村旅游的发展 应该注意如下三 

个问题： 

第一，提高对 乡村旅游 的科学认识。学界对 乡 

村旅游的定义较 多，旅游吸引物与旅游功能是几 乎 

所有定 义 都 涉及 到 了的两 个 基本 层 面 (贺 小 荣， 

2001；应瑞瑶，褚保 金，2002；石培华 ，2005)。此外， 

有学者或增加 了目标市场的论述(杨雁，2003)，或增 

加了特 点方面的论述(肖佑兴，明庆 忠，李松志， 

2001)。在此，有必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视角对 乡 

村旅游作一全新的科学认识。我们 认为：乡村旅 游 

是指以城乡互动、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思想为指导，以 

乡村独特 的生态形态、民俗风情 、生活形式、乡村风 

光 、乡村居所和 乡村文化等为旅游吸引物 ，以都市居 

民为主要 目标市场 ，以观光、游览、娱乐、休 闲、度假 、 

学习、参与、购物等 为旅游功能，以城 乡间的文化交 

流、人群迁移为表现形式，兼具乡土性、知识性、参与 

性、高效益性 、低风险性 以及能满足游客回归 自然的 

需求性等特 点的特色旅游活动。 

第二，处理好发展乡村旅游与建设社会主义新 

日 

农村的关系。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发 

展乡村旅游。旅游具有强大的经济扶贫功能，乡村 

旅游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进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佳方式，是“夯实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经济基础”的理想选择。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和农 

民的小康化的全面性的系统工程，乡村旅游的发展 

正好为其 目标 的实现指 出一条有效路径。另 一方 

面，发展乡村旅游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首先，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在生态保障、 

观光休 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加快构建与 

国际接轨的现代农业体系；其次，发展乡村旅游，有 

利于吸引城市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促进打破城 

乡二元结构 ，建立 以旅带农、以城 助 乡的长效机制 ， 

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再次，发展 乡村旅游，有 

利于农民开阔视野 、更新观念、扩大就业、增加收入 ， 

实现 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孙钢，2006)。 

第三，处理好发展 乡村旅游与保护古文化村落 

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旅游是建立在古村 

落这 一历史文化载体之上的。古文化村落因其极高 

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显得弥足珍贵， 

但并不是说古村落只能对之实行静态保护。古村落 

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应该也可以实现 良性循环。正如 

刘德谦(2005)在谈到古镇的保护与利用问题指 出的 

一 样 ，“旅游利用，不 失为是对古镇 保护的一种最佳 

方式，或者它正是 当前 对少数幸存的古镇的一种最 

最及时的抢救。”古村 落保护与利用 良性互动的实现 

与乡村旅游的科学发 展本质上是一致 的。一方面， 

古村落因其脆弱性和 不可再生性而显示出对其保护 

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通过有关的法律法规 、乡规 民约 

加强对古村 落的严格 保护，使 之永续利 用；另 一方 

面，乡村旅游的科学发展不是以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为手段的，它更注重人 与村落的和谐进步、人与乡村 

文化的共同成长以及“三农”问题的长远发展。所 

以，古村落的保护 与乡村旅游的开展 并不是 一个对 

立的矛盾双方，相反 ，古村落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将进 

一 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第一作者为该系教授，第二作者为该系研究生；收稿 日 

期 ：200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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