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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研背景 

近2O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迅 

速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亮点 J̈。广西乡村旅游 

除局部区域外，总体开发程度不高，开发时间较晚。 

但近 lO年来，广西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以 

桂北区域的龙胜和阳朔的乡村旅游为代表。乡村 

旅游的快速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目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非常少，也 

不系统，从中国期刊网检索只有 lO余篇论文对广 

西的乡村旅游进行了探讨。文军等(2003，2005)对 

广西资源县牛栏江村和富川县秀水村的乡村旅游 

开发进行了个案研究。李丰生(2005)对阳朔乡村 

旅游的规模化开发进行了探讨。刘慧贞(2005)以 

阳朔为例对民居旅馆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探讨。 

粟维斌等(2005)对龙胜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进行了探讨，李广宏等(2006)对龙胜大 

寨红瑶村开发乡村民俗旅游的“限量”进行 了研 

究。王晓丽等(2005)基于整个广西层面对广西的 

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了研究，宋书巧等(2006)对广 

西乡村旅游进行了实证分析。当前对于广西乡村 

旅游研究除王晓丽等(2005)对广西乡村旅游发展 

是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外，其余作者均是以阳朔和 

龙胜等乡村旅游开发较好的村寨为例的个案研究。 

研究方法涉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也有定性与定 

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但对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 

体现状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 

研究，尤其是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方面还无人研 

究的情况，在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的支持下， 

课题组于2006年5月一2006年I2月，分批对广西 

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 了调研。旨在系统调 

研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 

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 

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 

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 

恭城、临桂、灵川、资源、灵川、桂林市近郊、乐业、田 

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 

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 32个，调查 

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 

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 

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 

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 

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 

样本 213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 

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 

成 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广 

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发展现状相关的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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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基本信息采集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 

总结。 

三、数据分析 

(一)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开展的业务种类分析 

(可复选)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 

主要从事住宿与餐饮经营，分别占调查总数的 

74．2％和79．3％，即绝大多数的乡村旅游经济实 

体开展的经营为“农家乐”，即提供住宿，也提供餐 

饮。其次是从事旅游商店和旅游交通的经营户，分 

别占总数的29．1％和l4．1％。值得一提的是，旅 

游商店也同时具有为本村人提供服务的功能，旅游 

交通也多不是专门的旅游交通设施，如扬美古镇的 

牛车，是轮流上班的，牛在农忙季节主要作耕田用， 

在不当班时，可兼作力车来拉农用产品与农用物 

资。另外，如龙胜县平安村和金坑的小面包车，主 

要从事旅游包车服务，但在客源不足时也作为农村 

货物运输工具，如运输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往 

往是一车多用。从事较高层次的乡村旅游景点经 

营、流程管理和制作作坊的农户比例不高，这不仅 

说明广西的乡村旅游开发多处于初期阶段，而且也 

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广西乡村旅游客源量不稳定，市 

场需求尚未进行 良好的开拓，旅游收入不高，难以 

吸引有实力的企业人驻。事实上也是，广西的乡村 

旅游开发多是各自为政，没有进行系统规划与开 

发，与其他旅游经济相比，乡村旅游经济似有“小农 

经济”之嫌。从事租赁服务等比例很低，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了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中外来经营者不多。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以原有的乡村住宅等进行“农 

家乐”服务的只有开发的最初期才用，在乡村旅游 

开发相对比较成熟的龙胜平安、恭城红岩、阳朔等 

区域的“农家乐”多为重建，为开发乡村旅游而专 

门重新建设的，一般档次较高，服务也上了一定的 

层次，利润也可观，这一批经营户往往文化层次比 

较高，有较强开拓意识。 

(二)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经营收入变化趋势 

分析 

从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收人变化趋势看，明显 

变差占总数的3．29％，这属于正常范围的小概率 

事件。变差的占23．9％，说明相当一部分经营出 

现滑坡现象。究其原因，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经 

营变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 

几个方面：一部分是早期开办乡村旅游的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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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初期虽然客源相对比较少，但由于竞争对手不 

多，利润还是相当可观，后来由于经营户增多，而客 

源的增长速度又相对滞后，因而收入变差。另一部 

分变差的经营户，也是因为竞争加剧，虽然客源也 

相对增长了，但与新的经营户相比，由于其设施相 

对落后，加上文化水平、经营与管理水平等诸多原 

因造成收入降低。从总体来看“明显变差+变差+ 

不稳定”只占总数的30％，说明广西乡村旅游开发 

与经营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这与目前的统 

计数据与分析报道是相符合的。 

“相对稳定+变好+明显变好”的经济实体占 

总数的70％，其中“变好 +明显变好”占总数的 

38．5％ ，大于“明显变差 +变差 +不稳定”之和，从 

正面说明了广西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相对稳定的经济实体占31．5％，即三分之一 

弱的经济实体的经营状态比较稳定，说明广西的乡 

村旅游在稳定的前提下得到了较快速的发展。总 

之，从广西旅游经济实体的经营收入变化趋势分 

析，我们可以得出广西的乡村旅游业在稳定的前提 

下得到比较迅速的良性发展。 

(三)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经营场所与员工 

分析 

当前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经营场所属于 

自有财产的占总数的77．5％，即绝大多数经营户 

是利用自有财产即自有住宅进行乡村旅游开发，这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前广西的乡村旅游开发还处 

于初期阶段，说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绝大多数 

都是本地村民，映射了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与经营对 

加快广西农村脱贫致富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花 

钱购置+租借经营场所”的经营户占l3．6％，显 

示外来经营户比例不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外来 

资本对广西乡村旅游的影响不大或投人不高，说明 

目前广西乡村旅游经济普遍存在投资效率不高，无 

法吸引到大量的外来资金。使用“公盐／免费资 

源”的实体占8．9％，说明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中公 

共资源比例不高，集体经济在乡村旅游开发与其经 

营中影响不大，公共资源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力非常 

有限。 

从当前员工来看，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规模 

普遍偏小，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占99．1％，开 

夫妻店的占总数的72．8％，子女、父母也部分参与 

到经营中来。有合伙人和雇工的实体数相对较少， 

分别只占总数的2．8％和 17．8％。从员工结构来 

看，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员工以本人及爱人为 

主，即夫妻店占绝对优势。总体来看，广西乡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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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经营性质多为家庭式的经营，合伙经营和雇工经 

营比例不高。这可能与当前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 

体规模偏小、总体经济落后、客源偏少和不稳定有 

关，经营者不敢或无法扩大经营规模。这也是广西 

乡村旅游开发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 ，盲 目的、小规 

模的、低水平的重复开发容易出现竞争加剧，抢客 

拉客现象严重，多数经营户只是争抢现成的客人， 

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加强宣传和开拓客源市场。 

(四)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服务对象与收入比重 

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服务对象均 

以外地游客为主，这说明开发乡村旅游对当地经济 

的发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从其收人比重来看，占 

家庭收人小于20％为7．5％，占家庭收人40％以下 

总计占26．3％，这从一方面说明乡村旅游开发后 

农民收益得到提高。占家庭收人比重大于60％和 

80％分别为 19．7％和34．7％，两项之和为54．4％， 

这说明乡村旅游开发后，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收益提 

高比较明显，旅游开发在家庭收人中的贡献率较 

高，说明当前广西乡村旅游开发收益程度比较高 

效，未来发展潜力比较大，开发乡村旅游对农村居 

民脱贫致富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年经营时间 

来看，当前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全年经营占 

82．2％，其他仅占 l7．8％，说明广西乡村旅游开 

发以全年经营为主，受季节和淡旺季的影响小。这 

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广西旅游开发现状与开发 目 

的都以纯粹的乡村旅游开发为主，以乡村旅游来带 

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而真正能体现乡村民俗和反映 

乡村特色的项目不多，也反衬出乡村旅游开发与农 

业的结合程度不高。这说明了广西乡村旅游开发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目前乡村旅游只是在资源条件 

和交通条件比较好的乡村开展，旅游开发的目的以 

单极旅游业开发为主，旅游业与农业及其他行业的 

协调发展方面还体现不够。 

(五)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运 

用现状分析 

在调查中，安装了电话的经营户占96．2％，没 

有安装电话的仅占3．8％，这说明电话服务在广西 

乡村旅游经营中使用率很高，是当前广西乡村旅游 

经营者的主要通讯与联络方式。但在广西乡村旅 

游已有网络预定服务的仅有 3．3％，没有提供网络 

服务想法的经营者占75．1％，说明广西乡村旅游 

开发中利用现代信息网络的程度不高。在调查中 

我们也发现，主要在龙胜平安和阳朔等区域有提供 

网络预订服务，这些区域是广西乡村旅游最为发达 

的区域，来本区域的游客结构也与传统的乡村旅游 

结构大不相同，如在龙胜平安外籍游客的比例高 

达50％左右。准备提供网络预订服务的乡村旅 

游经济实体占 l6．9％，远大于已提供网络服务的 

3．3％，说明随着广西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使用信 

息网络技术的潜在的用户群将不断扩大。没有安 

装网络预定服务的经营户占75．1％，这说明绝大 

多数的经营户还没有意识到网络信息带来的好处， 

也说明广西乡村旅游从整体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 

开发状态。与网络预订服务相对应，用电脑进行经 

营与管理的经营户占5．2％，大于提供网络预订服 

务的经济实体，这一部分中尚未开展网络预订服务 

的经济实体将是最有可能近期进行网络预订服务 

的对象。总之，广西乡村旅游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现 

状以电话为主，电脑管理与网络通讯业务也在逐步 

开展，但当前总体应用水平很低。 

(六)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创业感受与满意度 

分析 

对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创业感受来看， 

“非常后悔”的比例很低，只有0．47％，“比较后悔” 

的比例为 3．76％，两者之和为4．23％，在总体中只 

是小概率事件，这反向说明了目前广西乡村旅游开 

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说明广西乡村旅游业 

开发潜力较大。创业感受为“一般”的经营户占 

17．4％ ，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乡村旅游经营户经 

营效益与其设想存在差距。“比较庆幸与非常庆 

幸”之和为 78．4％，占绝大多数，这正面说明了广 

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良好。 

与创业前 比，收人“很不满意”的占 3．29％， 

“不满意”的占7．5l％，这说明有 10．8％的经营户 

对当前收人感到不满意。“一般 +满意 +非常满 

意”的占89．2％，其中表示“一般”的占26．3％，这 

说明与创业前相比，总体满意度还是比较高，与创 

业前的收人相比较，感觉“满意”的占60．1％，说明 

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好处，农民受 

益了。与前几年的收人相比，感觉“很不满意+不 

满意”的占32．4％，这说明在广西整体乡村旅游呈 

良好发展势头的形势下，与前几年相比，相当一部 

分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经营收人呈下降趋势，这 

应引起广西政府部门的警惕。感觉“一般”的为 

28．6％，与创业前相比变化不明显，但感觉“满意” 

与“非常满意”的经营户比率下降到 39％，与创业 

前“满意度”相 比较，呈现出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因此如何实现广西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一 

项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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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对手相比，感觉到“很不满意 +不满 

意”的占25．8％，感觉“一般”的占 39．9％，“满意 

+非常满意 的占34．3％。这说明与竞争对手相 

比，占约 40％的经济实体生意差别不明显。感觉 

不满意的比例比较高，说明与竞争对手相比，有相 

当一部分经营户的竞争压力比较大。感觉“满意与 

非常满意”的比例只占1／3强，说明处于竞争优势 

中、自我感觉良好的经营群体比例不太高，说明在 

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中优势群体的比例不算高。 

(七)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来源与经营性质分析 

从广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来源来看，经济 

实体基本上是自己创业的，占经济实体来源总数的 

97．7％，属“竞购的”与“继承的”分别只占0．47％ 

和 1．88％。这说明广西的乡村旅游创办的历史不 

长，还没有经历代际相传，这与当前广西的乡村旅 

游开发现状是吻合的。在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 

竞购比例很低，反映了当前广西乡村旅游开发者基 

本是本地村民，尤其是本村农民，外来竞争者极少。 

从经营性质来看，“家庭性质”的占97．2％，“朋友 

合伙经营”只占2．8％，说明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多 

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这与目前广西的整体小农经济 

的经营模式是一致的。 

(八)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创业资金来源分析 

(可复选) 

从当前广西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创业资金 

来源看，动用自家积蓄的占90．6％，说明开办乡村 

旅游实体主要依靠自家的积蓄进行。另外银行贷 

款比例为31．9％，说明依靠银行贷款来创办乡村 

旅游经济实体的比例不高。亲友借款的比例为 

43．2％，说明在广西农村乡村旅游开办者开办原始 

资金从亲友得到的帮助多于从银行的帮助，至少在 

数量上是这样。民间信贷的数量为0，说明广西乡 

村旅游经济实体创办者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对开 

发前景不明朗，不敢从民间进行借贷，或者民间借 

贷体系不完善。在创业中享有政府补贴的仅有 1 

人，占比例的 1．4％。说 明在广西乡村旅游创业 

中，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小，至少让创业者感觉很少。 

对于政府部门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应 

引起政府部门与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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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本模块分析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当前广西乡村旅游业务种类比较单一，乡村 

旅游项 目多以“农家乐”为主，即主要开发住宿与 

餐饮，其它方面的开发还相当滞后，开发项目少，特 

色不突出，将来可能会严重制约广西乡村旅游业的 

进一步发展。 

2．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与管理大多尚处于 

比较粗放的阶段，低水平的重复开发多，有特色的 

不多，经营管理基本上是“家庭式”的经营与管理 

模式，除电话非常普及外，利用现代管理手段与信 

息网络技术进行经营管理的不多。 

3．广西乡村旅游开发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首先是经营收人相对比较稳定，乡村旅游经 

济实体多数从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利益，说明乡村 

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 

带动作用。另外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满意度比较高， 

对发展前景多持乐观态度。在广西乡村旅游经济 

实体中，外来经营者比例很少，广西乡村旅游的利 

益基本没有被带走，反映了在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中 

农民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4．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经营规模普遍 比较 

小，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经营者多依靠积蓄、亲友和 

银行获得创办的主要基金，从政府和民间信贷部门 

获得的支持不多，说明广西乡村旅游尚没有引起政 

府部门的足够重视，这可能与政府一般无法从乡村 

旅游经济实体获得税收利益相关，结果可能会导致 

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关注减少，如长此以 

往，将会严重影响广西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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