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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乡村旅游的几点思考 
夏继军 

(南昌大学 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 我国的乡村旅游映射着我国的国情，本文从我国乡村旅游的慨 、乡村旅游与其它旅游的关系、乡村旅游 

的管理、乡村旅游的客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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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发达国家进入T业化社会的历史已近二百年了，乡 

村旅游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T业化的欧洲率先出现．在很多发 

达 家现已发展成为成熟产业。虽然早在隋唐时期．我困就出 

现了以商业经济为特征的繁荣的城市文明，并领先于世界，但 

时至今天，我圉仍是一个农村和城镇的人口比为9：4的农业大 

同，长期的二元经济使代表着下业文明的城市在中 人的眼里 

依旧是稀有资源。在这样的国情背景下．我 的乡村旅游于上 

世纪80年代起步，因其资源丰富，魅力独特．而发喂迅猛，在托 

动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等方而起了很大作玎】．许住有些地 

区成为新兴的替代产业。但我 的乡村旅游离发腱成为成熟的 

产业这个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我Iq的乡f1f旅游 发眨IfIj 仃很 

多问题需安探讨千̈解决 

一

、我国的乡村旅游应如何定义 

乡村旅游至今没有统一的慨念 ．芭 所 刮旧仃火乡f-f 

旅游的文章几乎都探讨过 乡村旅游的定义． ’，1 ．，fII川 

以归纳为如下几点：(I)依托农村资源，小 ’址ff<蛳r1然 尤 ， 

古村遗貌还是民风民俗、现代农业，都是交lIl“农” 特 (2) 

客源地近，居留时间短，游客主要为城里人 (3)游 fiilflIII 

归自然，重游率高，有休闲特征。(4)有少数文 认为彩f、f旅 

游高效益、低风险。 

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是资源丰富的农村面对资源稀彳丁J的 

大中城市，从理论上讲应为买方市场。所以简单地认为我H的 

乡村旅游高效益、低风险是站不住脚的。从地域分布上讲．我 

突出“农”字特色的旅游分布在三个地区，第一，城市郊区．特别 

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郊区；第二，依附于著名景点，处 

其附近或必经之路；第三，受现代工业文明冲击较小、古代文明 

保存相对较好 ，但交通落后 、位置偏僻的地区。如果把客源近、 

重游率高、休闲等特征放在上述第二和第三类旅游上显然不妥。 

所以，我国的乡村旅游除集体具备一“农”字特色外，再没有别 

的共同特征了。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定义也只能在这“农”字特色 

的基础上，根据各旅游区的实地情况赋予具体的内涵了。一个 

更重要的启示是，不管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还是学习国内的 

成功案例，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吸取有用于己的，不能简 

单地移花接木。 

二、乡村旅游和其他旅游产品之间应由替代向 

互补发展 

乡村旅游是旅游大集体中一位富有特色的成员，它凭自己 

资源和特色跟其它旅游平分秋色。乡村旅游如何与其它旅游和谐 

相处，并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呢? 

乡村旅游与其它旅游之间无非是苹果与梨的替代关系和电脑 

与电脑软件的互补关系。如果面对的是客源的竞争，乡村旅游和其 

它旅游之间应该是替代关系，它们都能满足游客出游的愿望，都面犒 

被游客选择的机会和放弃的可能。在游客的旅游支出尚不丰裕或m 

游的时间不能随心所欲的情况下，选单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在此情 

形下，其它旅游就成了乡村旅游的竞争对手，乡村旅游必须内强自 

身素质，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吸引游客，通过广告宣传扩大自身影 

响，通过适当降价促销实现总收入的增加，更要注意对手的动态，以 

便及时调整策略，在动态的运作中保持自己的品牌，创造并扩大自 

己的优势。崇明岛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中就是努力迎合上海这个大客 

源．提高自己的特色和品味，取得了成功。①女Ⅱ果乡村旅游和其它旅游 

之间面对的是相同的客源，那他们之间就是互补关系，这尤其适用 

于依附于著名景观的乡村旅游。这时乡村旅游应和其它旅游共同组 

成一个整体．尽量突出同一主题，同时乡村旅游要保住自己的特色． 

使其成为必不可少的旅游环节。既服从大局，又保持自我，乡村旅游 

和其它旅游在合作中实现了双盈。 

走和其它旅游合作的互补之路，对于乡村旅游来说是最理 

智的，但依附于著名景点的乡村旅游毕竟是特例。想实现这一 

目标，乡村旅游必须摆脱孤军做战的局面，扩大规模 ，形成区域 

化影响。正如贺小荣所说，我国乡村旅游的目标应是大文化、大 

市场，大空间的大旅游。0王云才也认为，我国的乡村旅游应走规 

模发展，协调统一市场，均衡利益分配之路。③ 

三、游客是上帝但不是主宰 

乡村敞开她质朴的胸怀迎接给村民带来财富的游客，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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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以旅游接待的形式变成了改变村民生活的钞票，游客因给 

村民带来了勿须辩驳的实惠而成了村民的“上帝”，为迎合“上帝” 

的口味深挖农村的资源便成了乡村旅游最原始的动力。但在这获 

得利益的欢喜和为获得更大利益而暴发出的热情的背后，却潜伏 

着隐患。 

首先．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矛盾。变“给游客们 

想要的”(giving the customers what they want)为“生产我们能出 

售的”(producing what we Can sel1)④，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让 

乡村旅游开发的决定权掌握在开发者的手里是乡村的资源能 

够得到保护的前提 ，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理性的开发者才能 

用科学的理念 、系统的措施去协调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 

关系。 

其次，乡村旅游应承担哪些社会功能。王云才认为，乡村旅 

游的功能是综合的，表现在乡村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和乡村空间 

组织等多个方面。 所以，对乡村旅游的管理也应是一个综合体系， 

既有经济运作系统，又有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还有农村社 

区的协调与管理等等。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介入，按照国家法律， 

结合本地实情，进行合理规划；成立专门机构，处理乡村旅游事务， 

对乡村旅游管理但不管死，放手但不放任，让乡村旅游按市场规 

律有序发展。 

游客是旅游业的生命 ，特别是我国的乡村旅游 ，客源面 

窄，竞争力大，尤其容易倒 游客的意愿。游客是上帝但不是 

主宰，我国的乡村旅游只有在相关机构的指导下，进行合理规 

划，确立自己的卖点，吸引更多的游客，才能切实走上良性的 

发展之路 。 

四、我国乡村旅游的客源趋向二元化 

在我国，过厌了城市里紧张、繁忙、高心理压力生活的都市 

人凭自己的经济实力，从狭窄、拥挤的钢金混凝土中走向大自然， 

实现了返璞归真的梦想。而代表着城市文明的高楼大厦在农民眼 

中却是一道充满向往的美丽风景。所以城里人便成了人们潜意识 

中乡村旅游的唯一客源，所谓乡村旅游的特色也是针对城里人而 

言，如“美丽的村庄、传统的生活本身就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⑥ 

但，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力度的加大，长期的二元经济所造成的 

城乡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9亿人t3的农民中已经显现出 

了对旅游的需求已是不争的事实。乡村旅游不可以把这潜力巨大 

的客源先人为主地拒之于门外。 

笔者通过一所农村小学对7个 自然村共300个家庭做了一次 

问卷调查(见表一)。 

笔者做调查的地区是山东半岛的普通农村，通过选择人数 

的对比，我们明显感觉到，城市的魅力在农村中尚占有绝对优 

势，通过调查，选择A为旅游地的家庭主要以种田为主，收入相对 

较少，外出机会也相对较少，他们对城市充满向往，并想利用进 

表一：给你一次免费旅游 2006年3fl 

序号 旅游地及距离 选择 是否想购物 原因汇总 

1、未去过青岛 A 青岛
一

13游(1OO／／5里) 201人 是 2
、想看大海 、栈桥 

保存上世纪70年代以 l、去 菏岛 矩篼多次 

B 前风貌及习俗的 “农 29人 否 2好奇 

家一 Et游”(7O公里) 3 汕 昧自己艟 年 

寿光绿色蔬菜示范基 视具 体情 1、学习他们的技术 

C 地“观光学习一日游” 57人 2、感受他们的经营 
(13(V~里) 况而定 理念 

注：①B旅游地为假想旅游区。②l3人放弃。 

城的机会购置生活用品，这类家庭是目前农村的主体；选择B、C 

两类旅游地的家庭占了调查总数的l／4强，他们的家庭都相对较 

富裕，一般从事经商、运输、专业加工等，同时不放弃种田，收入 

渠道广，外出机会较多。他们的出游目的地开始摆脱城市的吸 

引，趋向多元化，并且有明确的出游动机，不盲目购物，出游趋 

向理性化。 

上述调查是一个假想问卷，和人们现实中的出游出入很大， 

但它清晰地给我们论证出了一个趋势：当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低到 

可以支付外出旅游时，从涌人城市的大军中会游离出一支又回到 

农村的旅游人群，并且随着农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这支游离出 

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那么，乡村旅游的客源也就不能只定位于 

城里人，乡村旅游保持的相对于城里人来说的“农”字特色也必须 

向深层次发展，直至让农村游客也感到有鲜明的特色。当然，到农 

民真正成为乡村旅游有分量的客源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用 

战略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 

五、结束语 
我国的乡村旅游是在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成熟的国情 

中发展起来的，虽表面兴盛，实质却很脆弱。和其他产业一样，我 

国的乡村旅游也必须具有中国的特色和本地区的特色，这是研究 

我国乡村旅游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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