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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乡村旅 游概 念 的认 识 

基于对2O个乡村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 

●林 刚，石培基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70) 

内容提要：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中外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乡村旅游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甚 

至产生冲突，以至于不能最有效的指导乡村旅游的实践。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外当代近 l5年(1991—2Oo6年)内的20个有 

影响力的乡村旅游概念进行定量分析，归纳出乡村旅游概念架构所包含的6个标准，即界定乡村旅游的6个标准：乡村地域为依 

托、乡村田园风情为吸引、农业生产活动为吸引、民俗文化为吸引、农家生活体验为吸引、休闲观光游览度假活动。最后在此基础上 

定义了乡村旅游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乡村旅游；内容分析；探讨 

中图分类号：F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o3—4161(20o6)o6一Oo72—03 

1．引言 

乡村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已逐渐成为旅游业 

的新宠。中国国家旅游局将2oo6年的旅游主题确定为“20o6中 

国乡村游”，这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带来了新的契机。而旅游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还众说纷 

纭，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如杜江和向萍(1999)主要从旅游供给 

方面来界定，范春(20o2)主要从旅游需求方面来界定，马波 

(1996)强调乡村旅游的观光休闲性，王兵(1999)则强调乡村旅 

游的观光休闲及学习考察性，Nilsson(20o2)认为农庄旅游是典 

型的乡村旅游，Bem~d I舢e(1994)认为乡村旅游是小规模的并 

具有不同的类型，吴必虎(20o1)则从宏观层面来界定乡村旅游， 

等等。这使乡村旅游的开发者和经营者在实践中难以准确定位 

乡村旅游，而使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经营受挫。对于乡村旅游消 

费者而言，使他们困惑的是，他们所消费的旅游产品是否是真正 

的乡村旅游。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从 

中找出界定乡村旅游的标准，认清乡村旅游的特性，分清乡村旅 

游的类型，从而为旅游开发经营者、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管理部门 

在实际运用中提供帮助。 

2．概念分析 

2．1 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法 是直接对单个样本做技术处理，将样本内容 

分解为若干个分析单元，评判单元内所表现的事实并进行定量 

的统计描述。该方法允许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识 

别出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标准规则，再通过对这些标准规则进行 

提炼和验证，从而获得界定研究对象属性或本质的主要标准。 

鉴于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定义是从不同侧面、不同实践背景、不 

同研究视角给出的，不同乡村旅游概念可能包含了不同的界定 

乡村旅游的标准，因此很难对乡村旅游概念进行分类处理，乡村 

旅游的内涵也难以把握。所以，本研究借助于内容分析法对乡 

村旅游的概念进行分析研究，提炼出界定乡村旅游的主要标准。 

2．2 分析步骤 

第一，选取中外20个乡村旅游概念作为样本 。为使 

所选乡村旅游概念涉及更广的旅游研究领域，概念的来源涉及 

到学术期刊(15个)、专著(3个)、论文集(1个)、互联网(1个) 

等四个方面。样本选取遵循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概念引用率高， 

具有权威性；二是概念具有代表性，能尽可能反映学术界的观 

点；三是概念具有时效性，因为最新概念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提出的，能反映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所以本研究所选 

概念都是1990年以后提出的，其中有三个概念是学者在2o06年 

的研究成果。 

第二，对20个乡村旅游概念进行认真分析，初步罗列出每 

个概念中包含的能反映乡村旅游特性的内容单元。 

第三，对罗列出来的若干内容单元进行仔细辨认，祛除含 

糊、重叠和矛盾的内容单元，再应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表述形 

式不同但表达内涵相同的内容单元进行整理，归纳出19个能初 

步界定乡村旅游的分析标准，它们是：农业生产活动为吸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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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为吸引、农家生活体验为吸引、乡村田园风情为吸引、农 

业文化资源为吸引、乡村建筑为吸引、乡村地域为依托、服务城 

市居民、为旅游者提供住宿、规划与设计、经营与消费、不过多依 

赖资本和技术、较少使用专门接待设施、经营规模小、可持续发 

展、受当地控制、休闲观光游览度假活动、学习考察活动、购物活 

动。并对这19个分析标准从1—19进行编码处理。 

第四，制作分析表(表1)，将2O个乡村旅游概念按成文时间 

顺序写入分析表中。 
裹 1 概念分析裹模型 

序号(按成文时 乡村旅游概念的内容 概念遵循的分析标准 

间顺序) 

记下概念遵循的分析 1 写出概念的完整表述 

标准的编码 

20 写出概念的完整表述 记下概念遵循的分析 

●  标准的编码 

对 l9个分析标准在概念中出现的频次分别进行 频次统计 

统计 

备注 写出 19个分析标准及其对应的编码 

第五，利用分析表对每个概念所遵循的分析标准进行识别 

和标记，再对分析标准在概念中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并将频次 

换算成百分比，即分析标准在概念中出现的频率=分析标准出 

现的频次／样本中概念总数。从而得出19个标准在概念中出现 

频次的统计情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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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析标准频次统计图 

第六，邀请～位专家对分析结果进行信度分析，检验其可靠 

性(表2)。信度大于O．8O，则表明分析结果是可靠的，可以作为 

内容分析的结果；反之，则表明分析结果不可靠，不能作为内容 

分析的结果。 

2．3 分析结果 

由图1和表2所示，这l9个分析标准在乡村旅游概念中出 

现的频率并不均衡，其中一些分析标准的频率高达85％，而另一 

些标准的频率只有5％。这充分说明了研究者在研究乡村旅游 

时的侧重点不同，并且对标准的认同程度不同。虽然标准多样 

和被认同的程度不同，但这19个分析标准中有5个分析标准在 

乡村旅游概念中出现的频率都大于或等于50％，能有效的反映 
裹2 分析标准信度分析裹 

分析标准 出现频率 排序 信度 

农业生产活动为吸引 50％ 5 O．96 

民俗文化为吸引 6O％ 4 O。92 

农家生活体验为吸引 45％ 6 0．96 

乡村田园风情为吸引 85％ l 1．o0 

农业文化资源为吸引 2O％ 8 O．80 

乡村建筑为吸引 25％ 7 O．80 

乡村地域为依托 80％ 2 1．oo 

服务城市居民 l0％ 9 0．85 

为旅游者提供住宿 5％ 10 0．83 

规划与设计 lO％ 9 O．70 

经营与消费 lO％ 9 0．75 

不过多依赖资本和技术 5％ 10 0．80 

较少使用专门接待设施 5％ 10 0．83 

经营规模小 、 10％ 9 O．92 

可持续发展 5％ l0 1．oo 

受当地控制 5％ 10 O．70 

休闲观光游览度假活动 75％ 3 1．o0 

学习考察活动 2O％ 8 0．96 

购物活动 20％ 8 O。85 

综合信度为 0．88 

乡村旅游概念的共性。其中85％的概念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 

田园风情作为吸引物，60％的概念认为乡村旅游是以民俗文化 

为吸引物，50％的概念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吸引 

物，80％的概念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为依托而开展．75％ 

的概念认为乡村旅游是休闲观光游览度假活动。另外，虽然农 

家生活体验为吸引在乡村旅游概念中出现的频率为45％，没能 

超过50％，但由于其频率更接近50％而远远高于其他分析标准 

出现的频率，所以农家生活体验为吸引仍被认为能有效反映乡 

村旅游概念的共性。除上述6个分析标准以外，其他13个分析 

标准在乡村旅游概念中出现的频率都比较低，均没有超过25％， 

其中乡村建筑为吸引的频率为25％，农业文化资源为吸引、学习 

考察活动和购物活动等3个分析标准的频率为20％，服务城市 

居民、规划与设计、经营与消费、经营规模小等4个分析标准的 

频率为10％，而为旅游者提供住宿、不过多依赖资本和技术、较 

少使用专门接待设施、可持续发展、受当地控制等5个分析标准 

的频率只有5％。因此，这13个分析标准不能有效的反映乡村 

旅游概念的共性。 

3．概念探讨 

通过对乡村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及界定乡村旅游的6个标 

准的得出，笔者试图定义乡村旅游为：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 

地域，以乡村田园风情、农业生产活动、农家生活和民俗文化等 

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旅游吸引物的休闲、观光、游览及度假活动。 

3．1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为依托而得以开展。乡村地 

域，按现代地理学辞典解释，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而 

产生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特定经济、社会和自然景观的地域综 

合体。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地域的理解和划分标准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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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乡村地域是指国家行政建制设市的城市市区以外的广 

大区域，包括城市郊区、建制镇及其他农村地区 刘̈。如果旅游 

活动发生的地点不在乡村地域，那么该旅游活动就不应该被称 

为乡村旅游。如城市中的以农业、农村为主题的主题公园旅游 

和城市中的度假村旅游等都不是乡村旅游。所以旅游活动是否 

发生在乡村地域是界定乡村旅游的主要标准。 

3．2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田园风情、农业生产活动、农家生活、 

民俗文化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其中任何一种吸引物都可相 

应形成一类旅游活动，即以乡村田园风情为吸引物时，则可形成乡 

村风情旅游；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吸引物时，则可形成农场生产旅游； 

以农家生活为吸引物时，则可形成农家休闲旅游；以民俗文化为吸 

引物时，则可形成乡村民俗旅游。所以以上四类旅游都可界定为乡 

村旅游，而乡村旅游则不能等同于上述四类旅游，否则将会使乡村 

旅游概念的覆盖面降低，减少乡村旅游的丰富性。 

再者，乡村旅游的主要吸引物也反映出其一个基本特性：乡 

村性。乡村性主要dt以下特征构成：①地域辽阔，人口密度较 

小，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②土地利用类型以农业用地和林 

业用地等自然用地为主，建筑物占地面积较小，即具有乡村型的 

自然景观；经济活动简单，以农业和林业为主，并具有较强的季 

节性。③具有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 

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社会生活以家 

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比城市重；社会行为标准受风俗、 

道德的习惯势力影响较大；由于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等 J。旅游吸引物是否具有乡村性也是 

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如果开展旅游活动并不是被具有乡村性 

的旅游资源而吸引去的，那么该旅游活动就不是乡村旅游。 

3．3 乡村旅游是休闲、观光、游览和度假活动，这表明乡村 

旅游是大众性旅游活动，能满足普通旅游者的普遍需要。开展 

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是要回归自然、欣赏乡野、放松心情、愉悦 

身心、消除疲劳和恢复体力等。当然乡村旅游也包括学习考察 

活动和购物活动。 

3．4 虽然在对20个乡村旅游概念进行定量分析中，可持 

续发展这一分析标准的出现频率只有5％，即只有Afie Reichel 

等提出乡村旅游应该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旅游活动。 

但笔者认为，乡村旅游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可持续发展 

的旅游是指在保护和增强未来机会的同时，满足现时旅游者和 

东道区域的需要 。其核心目标是：在为游客提供高质量旅游 

环境的同时，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并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生态 

环境的良性循环，增强社会和经济的未来发展能力。达到这一 

核心目标的基本前提是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旅游业发展方 

式、规模的合理规划和管理，保持旅游供给地区整体文化、主要 

生态进程、生物多样化和生命支持系统，满足经济、社会和审美 

方面的需求。从界定乡村旅游的主要标准来看，乡村旅游正是 
一 种强调保持乡村风貌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保护乡村民俗 

文化。合理利用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协调发展乡村社会、经济、 

环境和文化的旅游形式。所 乡村旅游应该是可持续发展旅游 

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是可持续发展在旅游中的表现形式和实 

现途径。 

4．结论 

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虽然这些概 

念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但它们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共性。本 

文通过对中外20个乡村旅游概念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定量分 

析，提炼出6个包含在乡村旅游概念中的标准：乡村田园风情为 

吸引、民俗文化为吸引、农业生产活动为吸引、农家生活体验为 

吸引、乡村地域为依托、休闲观光游览度假活动。这些标准基本 

反映出乡村旅游的共性，能较清晰的界定乡村旅游，构造乡村旅 

游概念架构。在已得出的6个标准的基础上，笔者定义出了乡 

村旅游的概念：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域，以乡村田园风 

情、农业生产活动、农家生活和民俗文化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旅 

游吸引物的休闲、观光、游览及度假活动。并对所定义的概念进 

行了探讨，对乡村旅游及其主要分支乡村风情旅游、农场生产旅 

游、农家休闲旅游和乡村民俗旅游做了区分，并认为旅游活动具 

有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最后提出乡村旅游应该是可 

持续发展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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