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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旅游内涵之思考 

刘红艳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乡村旅游是近年旅游市场中出现的一项新产品，是 以乡村特有的聚落景观 、乡村经济景观、乡村文化景观及 自然环境 

景观为基础的一种生态旅游形式。本文通过对乡村旅游资源界定、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定位分析 ，提 出乡村旅游的概 

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乡村旅游与可持续旅游、自然旅游、观光农业旅游、民俗旅游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乡村旅游 

内涵及特征。最后本文根据我国目前 乡村旅游发展状况，指 出了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两种主要形式 ，以期有利于我 

国乡村旅游理论体 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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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ToURISM 

LIU Hong—yan 

(College of Tourism，Sichuan Universh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Rural tourism，as a new form of ecotourism appearing in the tourism market，is based on the unique 131- 

ral attractions in term s of architecture，economy，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by defining the term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analy- 

zing its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stained tourism，nature tourism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ethnic tourism．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this thesis finally proposes two patterns to de- 

velop rural tourism，hoping to help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is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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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作为近年旅游市场中出现的一项新产 

品，是以乡村特有的文化景观、生态环境、农业生产 

活动为基础的一种生态旅游形式。目前，国内外众 

多学者为构建乡村旅游理论体系，对乡村旅游概念 

及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但由于对乡村旅游资源界定、 

客源市场定位等的理解不同，对其概念的阐述也存 

在分歧 ，至今尚无一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 

笔者在此对这一问题作尝试性探讨。 
一

、乡村旅游的界定 

1．关于乡村旅游资源界定 

关于乡村旅游资源的定义目前 尚未达成共识 ， 

但有几点一致的认识： 

(1)从地域范围看，乡村旅游资源是位于乡村 

这个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旅游资源。 

按现代地理学辞典解释，乡村指社会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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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乡村概念的理解和划分标准不尽相同，在我国，乡 

村地域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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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镇及其它农村地 

区。 

(2)从内容上看，乡村旅游资源既包括乡村 自 

然景观，也包括了乡村传统农业劳作、乡村农耕文化 

及民俗文化、乡村民居建筑等人文旅游资源。 

以上对于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解 ，笔者认为是一 

种泛化的乡村旅游资源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 

源，应该具有 自己的特色及文化内涵。从乡村旅游 

特点及旅游资源要点出发，乡村旅游资源应该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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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特有的自然及文化景观为基础，对游客有吸引 

力，被旅游业利用后产生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 

益功能，具有作为现代旅游活动客体的基本属性。 

鉴于此，笔者所理解的乡村旅游资源不包括分布于 

广大乡村地区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及各类人文古迹等 自然景观，而仅指以大农业资源 

为依托而萌发的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 

因此，笔者认为，乡村旅游资源是指以农业资源 

为依托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功能，被旅游业所利用 ，并 

能够产生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的自然景观及 

人文景观 。 

2．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界定 

乡村旅游在我国是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国 

内众多学者将其目标市场定位为有别于乡村的城市 

居民，特别是高度商品化的大都市⋯。这一结果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客源区位的 

基本状况，但笔者认为该定位结果不够全面准确。 

我们知道，决定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因素有很多， 

既有经济能力、闲暇时间及社会环境、身体状况等客 

观因素，还有众多主观因素。罗伯特 ·麦金托什和 

沙西肯特 ·格普特把旅游主观动机分为四种类型： 

身体健康的动机、文化动机、交际动机及地位和声望 

的动机。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等发展的多元化，文 

化动机成为旅游者产生乡村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 

人们除了渴望在旅游中得到感观及心理的愉悦之 

外 ，还希望学习到一些在 自己居住地所未见未闻的 

知识。由此可见，当今旅游者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 

追求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差异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依据。 

因此，客源市场的定位也应从旅游 目的地 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特色及差异入手，在充分考虑到 

区位条件的基础上 ，应该覆盖到所有与旅游 目的地 

景观有较大差别的区域 ，包括那些在居住地域环境、 

生活方式及经历、农事劳作方式等方面有差别的乡 

村居民之间的相互参观、考察、学习及体验等。近几 

年，随着全国各个乡村地区发展及城乡一体化进程 

的加快，这一市场逐渐扩大并成为乡村旅游客源市 

场的又一主体。 

3．乡村旅游概念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的内涵应包 

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1)乡村旅游资源和藉此存在的旅游产品不可 

转移性，决定了乡村旅游的目的地，只能是与都市具 

有一定距离的乡村社区； 

(2)乡村聚落景观、乡村经济景观、乡村文化景 

观及自然环境景观资源是乡村旅游吸引力所在 ，它 

们受人类干扰强度低，景观 自然属性强，可以满足游 

客娱乐、求知、度假和回归 自然等方面的需求； 

(3)乡村旅游 的目标市场是居住地域环境，生 

活方式及经历，劳作方式等有别于当地乡村社区的 

居民 ； 

(4)乡村旅游是隶属于生态旅游的一种专项旅 

游形式，其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坚持可 

持续发展原则。 

笔者认为，乡村旅游可定义为：乡村旅游是以乡 

村社区为其活动场所，以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景观、聚 

落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等为旅游资源，以居住 

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及经历，农事劳作方式有别于当 

地乡村社区的居民为 目标市场的一种生态旅游形 

式。 

二、乡村旅游与其它旅游类型关系分析 

就 目前 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开发形式而 

言，其发展思路仍然沿用一种泛化的发展模式观，即 

认为凡是在乡村社区发展旅游均属于乡村旅游，这 

种发展观对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构建、乡村旅游资源 

的深度挖掘均会产生不利影响。为更深入认识乡村 

旅游的内涵，在此，笔者将乡村旅游与可持续旅游、 

自然旅游、观光农业旅游及民俗旅游作以下对 比分 

析。 

1．乡村旅游与可持续旅游 

可持续发展是指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要 ，又不 

妨碍后代人需要的一种发展模式。因此，可持续旅 

游应该是不对未来旅游发展造成损害的旅游发展模 

式。 

世界旅游理事会、世界旅游组织和地球理事会 

在《关于旅游业的2l世纪议程》中定义可持续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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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对可持续旅游的分析可以看出，可持续 

旅游决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方式 ，而是从可持续发 

展的概念引用出来的旅游发展模式，它适用于所有 

能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 自然、社会、文化、环境、经 

济等保持和谐的旅游形式。而从乡村的概念及特点 

来看，乡村旅游正是一种强调乡村资源、环境、经济、 

文化等和谐共存并协调发展的旅游形式。因此，可 

以说，乡村旅游是可持续旅游在乡村这个特定区中 

的运用 ，它可被视为可持续旅游的一种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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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可持续旅游不仅仅局限于乡村旅游，而乡 

村社区做不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不能称为乡村旅 

游 ，乡村旅游是可持续旅游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二者 

是部分与整体、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2．乡村旅游与 自然旅游 

自然旅游 (nature tourism)是指利用 自然资源 

(包括风景、地貌、水景、植被和野生生物)而开展的 

以经历和享受大 自然为 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如雪 

山攀登、乡村田间漫步及到乡村生态农业 区进行科 

学考察等。 

乡村旅游也可以说是在自然旅游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乡村旅游资源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但 

二者也存在差异：一方面，自然旅游对景观资源的利 

用方式没有提出要求，无论它对资源的利用是否是 

消耗性的，也不论其旅游活动对环境影响程度有多 

大。而乡村旅游作为生态旅游的一种旅游形式，首 

先就要求对资源的利用方式是可持续的，旅游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要求最小化。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对 

旅游目的地地域范围、乡村旅游资源构成、目标市场 

等都有限定，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乡村旅游都是自然 

旅游，只有满足乡村旅游要求的自然旅游才算乡村 

旅游。因此，乡村旅游与自然旅游在形式上和内容 

上是相交的关系。 

3．乡村旅游与观光农业旅游 

观光农业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型产业，由于 

在资源特点及构成、旅游形式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 

很多学者将其作为乡村旅游的代名词，笔者认为二 

者还是有差别的。 

郭焕成的“观光农业”定义为：观光农业是以农 

业活动为基础，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 

交叉型产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 ，与现代旅游业 

相结合的一种高效农业 。观光农业旅游是一种 

新型的“农业 +旅游业”性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 

充分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产 

品，既可发展农业生产、维护生态环境、扩大游乐功 

能，又可达到提高农业效益与繁荣区域经济的目的。 

由以上对观光农业的分析可看出，乡村旅游与 

观光农业旅游存在很多相 同相似之处。如农业资 

源，农事活动都是二者的重要旅游资源，二者均属于 

生态旅游范畴，但二者并不等同。首先，乡村旅游的 

旅游目的地为乡村社区，而观光农业是以农业文化 

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为资源开展的旅 

游活动，既可以在农村展开，也可以在城市展开，如 

城市里开展的农业观光园、农业工厂、民俗文化村 

等，而这些不属于乡村旅游的范围；再者，乡村地区 

开展的民俗文化旅游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形式之一， 

而民俗旅游资源却不属于观光农业旅游资源。因 

此，乡村旅游与观光农业旅游就其资源构成及旅游 

形式而言，也是相交的关系。 

4、乡村旅游与民俗旅游 

“民俗”作为独立人文学科的专有名称，自英国 

民俗学会创始人汤姆斯于 1846年正式提出以来，已 

有 15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中，民俗学者 

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作出了种种解释，归纳起 

来即为：民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民间的与人类生 

活关系密切的传统文化现象 。这个概念包含了 

三层意思：一是民俗的创造者为民间大众；二是民俗 

是一种传统文化 ；三是民俗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国20世纪 80年代才把民俗作为一项现代旅游 

活动来展开，而 90年代，民俗学界和旅游学界的学 

者才对民俗旅游的概念进行一些零星的阐述。迟景 

才提出“民俗旅游是以比较接近生活中自然形态的 

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民间娱乐、民间节 日等民间文 

化为主要观赏对象的旅游活动 。” 

从以上对民俗旅游的分析可以看出，民俗旅游 

对民俗资源的利用方式没有提出要求，无论它对民 

俗资源的利用是否具有保护性，对环境影响有多大， 

也无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旅游目的地会产生多大 

的影响。而乡村旅游则要求对一切资源的利用方式 

是可持续性的，旅游活动以环境影响最小化。另外， 

民俗旅游对其旅游 目的地的社 区位置没有提出要 

求 ，只要满足其特定旅游对象的旅游活动均是民俗 

旅游。而乡村旅游则要求以乡村社区为主要活动场 

所。当然，笔者认为，乡村社区范围内产生的民俗旅 

游活动也应属于乡村旅游范畴。因此，乡村旅游与 

民俗旅游在活动区域及活动内容上是相交的关系。 

三、乡村旅游的特征 

乡村旅游作为旅游市场中的一项新产品，它具 

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 

1．活动区域及活动对象的乡村性 乡村性是客 

观、准确地描述乡村旅游活动区域及活动对象特征 

区别于其他不同旅游类型的主要依据，其概念主要 

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关系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上。 

乡村旅游活动区域一般地域辽阔多样，受工业 

化影响小，土地利用粗放，以大农业以及分散的居民 

地为特征，绝大多数地区保持原始 自然风貌，加上各 

地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乡风民俗 ，使乡村旅游在活 

动区域和活动对象上具有乡村性的特点。这些在特 

定地域环境形成的“古 、始、真、土”的特点，具有城 

市无法比拟的优势。乡村旅游反对在旅游区域内大 

兴土木，更反对将自然系统城市化。 

2．景观构成多样性 农业是一个受人类调控的 

半自然半人工生态系统 ，它既具有 自然景观的特点， 

又具有人类参与而形成的人文景观的内涵，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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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乡村聚落景观、乡村经济景观、乡村文化景观 

及 自然环境景观构成，受人类干扰强度低 ，景观自然 

属性强 ，每一种乡村景观类型都具有其特定的景观 

环境、景观行为、人类活动方式及特定的干扰强度， 

呈现出单体景观要素的多样化。另一方面，还可根 

据乡村景观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组合模式及特征对 

区域乡村景观进行有机组合，因受 自然及人类活动 

条件、人类活动强度等的影响，景观组合类型及特征 

等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3．资源利用可持续性 由于乡村旅游是农业与 

旅游业相结合而产生的新型旅游产品，它是在原有 

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基础上开发而成的，在旅游淡 

季时以农业生产为主，旺季时则以旅游接待服务为 

主。因此，对其资源开发利用要尤其谨慎 ，以不破坏 

原有的农业生态景观及原始人文景观为前提，科学 

管理，适度开发，其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旅游需 

求 ，也要为子孙后代保留足够的旅游空间、良好的生 

态环境及原汁原味的人文景观，使之永续利用，否 

则 ，会影响当地农业发展，甚至会造成某些资源的永 

久性破坏。 

4．旅游过程参与性 旅游过程的高参与性是指 

旅游开发和经营过程中有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旅游 

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又有游客的主动参与。当地人积 

极参与并从中受益 ，可以使旅游业发展受 当地人的 

支持 ，促进和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利于环境 

保护及当地社区发展。游客作为旅游活动开展的主 

体，他们积极参与诸如“农家乐”旅游项 目的坐牛 

车、推豆花；“渔家乐”中的坐渔船，对渔歌及参与一 

些农事劳作等，是提高旅游活动质量和效果的关键。 

5 旅游活动季节性与地域性 

旅游资源大多以乡村风貌、农事劳作及传统习 

俗等为主。农业生产各阶段受水、土、热、光等自然 

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 

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季节因素，以便因 

时、因地组合产品，产生各具特色的乡村景观。另 

外，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地域乡村 

的农业生态——文化景观风格各异，因而不同地域 

范围的乡村，同样会产生完全不同风格的景观。 

四、我国乡村旅游主要开发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需求及世界各国乡村 

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触发了我国乡村旅游的迅速 

发展，开发和形成了一些乡村旅游的项 目和景点，并 

且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主要有利用都 

市客源优势及利用风景区的资源优势两种发展形 

式。 

1．利用大都市客源优势发展 乡村旅游 

这种类型主要适应现代都市人 日益渴望摆脱快 

节奏、繁杂、喧嚣污染严重等都市环境的需求，利用 

都市郊区相对城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及独特的人 

文环境、地缘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在近年迅速发 

展起来的。这也是目前我国最普遍、最成熟、市场潜 

力最可观的一种乡村旅游类型。从目前运作情况来 

看，这种乡村旅游基本定位在为都市居民提供休闲 

游憩的“后花园”，借助于与现代化城市截然迥异的 

田园、村落等，以采摘、捕钓、品尝、观光等活动吸引 

都市居民前来度假、休息，给市民提供短期休憩度假 

的旅游产品。 

2．利用风景区资源优势发展 乡村旅游 

这是我国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种乡村旅游形式， 

主要是在地势较为平坦、道路较为通达的风景区周 

边发展乡村旅游。这种景区周边乡村旅游是依托我 

国一些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发展起来的一种附属产 

品，是游客在对自然风景观光之余，对周围村庄的乡 

村景观的一种派生欣赏。 

另外 ，在有些风景区内，也存在依托风景区资源 

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的形式。例如近几年南岳半山亭 
一 带出现的以夏日避暑度假、体验农家传统生活为 

主要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 ，度假人数逐年增加，每年 

都会吸引很多长沙、株洲、衡阳等地居民，已成为南 

岳客源市场的一个增长点。这类区域虽然处于景区 

内，但来此度假的游客多为躲避夏 日酷暑，体验农家 

生活而来 ，因此，笔者认为这也可作为乡村旅游发展 

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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