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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乡 村 旅 游 研 究 述 评 

何景 明 

(中国科 学院成都 山地灾害 与环境 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国外乡村旅游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其研究焦 

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概念研究，乡村旅游与乡村可持续发 

展 的相互关 系研 究 ，基 于供给 和需求的 乡村旅游发展 的动 力 

机制研 究 ，社 区居 民 对发展旅 游 的 态度 研 究，乡村旅 游 发展 

的管理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研究，乡村旅游发展 中的 

女性 问题研究等7个方面。研究方法以社会学和旅 游学的 

研 究方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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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发展背景 

在西方发达 国家 ，乡村旅游 已经不是一种新 的 

旅游形式。早在 19世纪，乡村旅游因现代人逃避工 

业城市污染和快节奏生活方式而发展起来。由于铁 

路等交通设施的发展 ，改善了乡村的通达性，使欧洲 

阿尔卑斯山区和美国、加拿大落基山区成为世界上 

早期 的乡村旅游地区。 目前 ，在德 国、奥地利 、英国、 

法国、西班牙等欧洲 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规 

模，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20世纪 70年代后，乡 

村旅游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显示出 

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乡村旅游在发达国家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引人注 

目，还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由于一个多世纪 

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的经济 

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近 50年来 ，由 

于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方式不断改进，农业劳动力需 

求下降，剩余农产品的不断增长，迫使政府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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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农产品产量。许 多乡村地 区人 口外移 ，乡村人 

口不断下降，导致了乡村服务业的萧条和乡村社区 

的衰落。随着年轻人 口的移出 ，乡村老龄化 问题也 

日益突出。乡村地区的发展问题引起 了西方发达国 

家政府的重视。而发展旅游业作为改变乡村经济结 

构的重要途径之一，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随着 50年代以后旅游业的迅速扩展，乡村旅游更得 

到了蓬勃发展，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二、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焦点 

1、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 

国外学者相当重视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认 

为这涉及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但目前对概念 

的界定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1994)将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定义为发生 

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性(Rurality)是乡村 

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买点”。因而乡村旅游 

应该是发生于乡村地区，建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 

貌，经营规模小，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的旅游类型。 

Lane(1994)曾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作了较为全面 

的阐述，认为乡村旅游的概念远不仅是在乡村地区 

进行的旅游活动那么简单。相反，由于乡村旅游是 

一 种复杂的、多侧面的旅游活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乡村旅游的形式不同；有些城市和景区旅游并不仅 

限于城市地区 ，也扩展到乡村 ；而有些在乡村的旅游 

却并不是乡村的，如主题公园和休闲宾馆。Lane界 

定纯粹形式的乡村旅游是：(1)位于乡村地区；(2)旅 

游活动是乡村的，即旅游活动建立在小规模经营企 

业，开阔空间，与自然紧密相联，具有文化传统和传 

统活动等乡村世界的特点；(3)规模是乡村的，即无 

论是建筑群还是居民点都是小规模的；(4)社会结构 

和文化具有传统特征，变化较为缓慢，旅游活动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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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家庭相联系，乡村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受当 

地控制；(5)由于乡村 自然、经济、历史环境和区位条 

件的复杂多样，因而乡村旅游具有不同的类型。 

LKue还进一步 阐述 了乡村 旅游 (Rural tourism) 

与农业旅游(Agri—tourism)／农庄旅游(Farm tourism)的 

关系。他认为农业 旅游／农 庄旅游是乡村旅游 的重 

要组成形式之一 ，在 欧洲 德语区很多地方得到了成 

功发展，受到农业部门和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在已 

出版的乡村旅游文献中，农业旅游／农庄旅游成为最 

大的、独特的分支。 

而 Inskeep(1991)对乡村旅游 的分类有另外一些 

看法。他在《旅游规划—— 一种可持续 的综合方 

法 一 书 中，将 农 业 旅 游 (Agro tourism)、农 庄 旅 游 

(Farm tourism)、乡村旅游 (Rural tourism)等提法不加 

区分，相互替代。Deegan和 Dineen(1997)也有 类似 

的提法。Inskeep则将对偏远乡村的传统文化和民 

俗文化旅游称之为 Village tourism。 

除 了前面几种提法外 ，对于 乡村旅游还有另外 

的提法。Patmore(1983)认为乡村本身不是休 闲资 

源，而是界于城市和荒野山地的连续体，因而城市和 

乡村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乡村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性 

使乡村成为旅游资源。相反，乡村是由于生活在这 

个连续体中人们的文化特点而变得富有魅力。Mor- 

mont(1990)认为乡村包含重叠的社会空间，这些社 

会空间有各 自不 同的思维方式 、社会制度 和行 为网 

络。乡村的吸引力在于它能提供都市生活所不能提 

供的东西。乡村人口可以划分为 3种类型：乡村一 

乡村 型 (Rural—mra1)，乡 村一城 市 型 (Rural—ur— 

ban)，城市一乡村型(Urban--rura1)。这使得乡村当 

地居民的概念变得更加复杂，也因此使得乡村旅游 

概念的界定变得更加摇摆不定。 

无论 乡村旅游是如何界定 的，乡村 区别于城市 

的乡村性特征仍然被商品化和整体推销，就如同其 

他的旅游形式一样。Clock(1992)指出，“乡村⋯⋯ 

(是)⋯⋯一种特殊的居住地；乡村社区(是)买卖的 

背景 ；乡村生活方式⋯⋯可以被移植 ；乡村文化的生 

活画面⋯⋯可以被~n-r_、整体推销和出售”。 

由此可 以看 出，由于乡村旅游概念 的复杂性和 

复合性，学者们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不完全一致， 

但基本上都认同乡村性(Rurality)是吸引旅游者进行 

乡村旅游的基础 ，是界定乡村旅游 的最重要标志。 

2．乡村旅 游与 乡村 可持 续发展 的相 互关 系研 

究 

这一直是 乡村旅游研 究 的重要 内容。总 的看 

一 

来，对于乡村旅游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的认识 

在不断深化，从“拯救欧洲乡村的乡村旅游”、“旅游 

业能够把地方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转化到认为 

旅游业不是解决乡村持续的失业问题和低收入问题 

的灵丹妙药 ，认识也越来越清醒。 

(1)乡村旅游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乡村旅游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振兴乡村经济密 

不可分。乡村旅游为乡村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增 

加乡村的经济收入，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创造了新的 

工作机会，扩大了乡村就业率；稳定乡村经济，并促 

进乡村经济向多元化方 向发展 ；为当地企 业和服务 

业的发展提供机会和支持；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当地税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其 

他外部企业参与发展 ；有助于 当地手工艺和贸易 的 

发展等。Slee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乡村旅游对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学者们 

认为，乡村旅游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或对地方经 

济的发展作用不大，例如：给业主带来经营风险；经 

济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很敏感，因而易随外部环 

境的变化而波动；可能导致消费品和服务涨价 ，从而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消费等。Fleischer等以以色列 

典型的乡村旅游形式——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农庄旅 

游(Bed and Breakfast operation)为例 ，认 为乡村旅 游 

规模很小 ，旅游季节短 ，带来 的收益较低 ，对地方 经 

济影响不大；Oppermann和 Hjalager也得出过类似的 

结论。但总的看来，大多数学者们都认同乡村旅游 

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的关系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保护乡村文化传统，是乡 

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大多数学者认 

为，由于根植于乡村文化的乡村性是发展 乡村旅游 

的基础，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就成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必要手段，但随着乡村旅 

游的发展，游客的增多，非乡村文化逐渐渗透，乡村 

文化势必被异化、削弱 ，从而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可 

持续性。因此，认为发展乡村旅游与保护乡村文化 

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其发展策略应予 

以重视 。 

(3)乡村旅游与乡村环境的关系研究 

乡村旅游一方面能促进乡村自然和历史文化传 

统资源的开发利用；改善乡村的卫生状况；能促进乡 

村有价值资源的保护。但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人数 

和旅游活动的增加，降低了乡村自然和文化氛围，增 

加了乡村垃圾和噪声污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凳 18卷 2O03年第 1期 双月刊 

(4)乡村旅游与乡村社 区可持续发展 的关 系研 

究 

这也是乡村旅游研究的热点话题。乡村旅游对 

乡村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极为细致，涉及乡村社会 

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如有助于培养对当地 

社区的 自豪感 ；构建社区结构 ；增 强对外文化交流 ； 

通过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培养团队精神；为保护和 

加强地方文化创造条件。同时可能导致 ：不 同的意 

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介入导致对社区文化传统的冲 

击；犯罪率上升；人 口过分拥挤；侵害当地人的私人 

生活空间 ；各阶层 、团体和家庭由于不能公平分享利 

益而导致 的相互嫉妒等。这个领域 的研究特别强调 

乡村旅游发展 中的公平和公正问题 ，即当地社 区在 

承受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应分享旅游带来 

的利益；乡村社 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应从 中受益。 

Chris Ryan将公平和公正、社区参与管理和分享权利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称之为“新旅游”发展观(is— 

sues of“new tourism”)。 

3．基于供给 和需求 的 乡村旅 游发展 的动 力机 

制研 究 

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因，从需求角度看，是城 

市人逃避城市污染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渴望回归 

乡野的心理需要；从供给角度看，乡村旅游是增加农 

户的经济收入 ，促进 当地社 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 的有 

效途径之一。Greffe认为 ，固定工作时间制 以及双休 

日的实施 ，收入增 加，交通基础设施 的改善 ，各 种旅 

游形式和种类 日趋丰富，人均寿命延长等是乡村旅 

游得 以发展的重要原 因。 

(1)乡村旅游的需求研究 

对乡村旅游需求的研究随着社会发展和需求变 

化而不断深化。在研究初期 ，学者们认 为乡村旅游 

主要是穷人的旅游度假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富人参与进来，旅游主体人群的文化层次渐 

高，改变了乡村旅游 poor image的形象，使乡村旅游 

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参与的形式。随着乡村旅游主体 

人群的变化，其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也相应变化。 

总的来看 ，需求量和消费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需求 

结构 向多样化发展 ，乡村旅 游市场也随着需 求变化 

逐渐细分。Greffe对旅游者的需求由两个轴(一个轴 

为物质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另一个轴为现代的 
— — 传统的)划分为 4个象限，认为乡村旅游者的主 

要兴趣集中在右边两个象限，以主题度假和家庭度 

假为主要目标 这为确定乡村旅游的潜在市场需求 

提供了帮助。 

圄 

对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分析是需求研究的重要 

内容。分析乡村旅游 的客源所来 自的国家 、地区 、所 

占的份额 、主要社会阶层 、职业 、年龄 、停留时间、旅 

游集中的月份等等，为确定营销的重点对象和对口 

服务提供了依据。 

(2)乡村旅游的供给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需求的多样化，供给也呈多样化 

趋势。住宿类型的不同以及伴随的服务的差异是供 

给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者将住宿类型分为宾馆、 

露营地 、家庭旅馆 、半 自助旅舍、季节性租用的农舍 、 

提供食宿的农舍和第二住宅等，研究不同国家和地 

区各种住宿类型所占的比例，并对其发展变化作定 

量分析 ，可以得出其发 展变化趋势。从 发达国家的 

情况来看，提供食宿的农舍、家庭旅馆等形式增长很 

快，而宾馆和档次低的旅舍增长较慢或呈下降趋势。 

住宿类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服务的类 

型和范围也随之多样化。有学者认为，目前，能提供 

什么样的服务已成为重要 的旅游 吸引因素，其重要 

性甚至超过住宿条件。总的趋势有 3个方面 ：一是 

提供服务以网络化方式组织。由于服务类型的多样 

化，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而 

是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类型的住宿，使得各 

种服务变得复杂，需要很好地加以组织；二是提供服 

务的档次愈来愈高。在可以接受的价格条件下，尽 

可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增强供给水平，并使游客消 

费的绝大部分有利于当地居民；三是服务标准化。 

由当地社区和行业组织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服务 

质量。 

4．社 区居 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 究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态度的 

研究 ，认为 当地人对发展旅游 的态度影响旅游者 的 

感受 ，从 而影响乡村旅 游的发展。在发展 中国家一 

些封闭的乡村，乡村旅游的开发存在诸多问题 ，如当 

地人不能分享发展旅游而带来的利益，却承受环境 

破坏、生活受干扰、价值观念冲突的不利影响，从而 

导致当地人对发展旅游怀有不满情绪，极大地阻碍 

了旅游的发展。相反，另一些国家乡村旅游开发较 

为成功，当地人对旅游持支持态度，对游客热情友 

好，很好地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经历的感受，从而促 

进乡村旅游的发展。Alan在对社区居民态度的研究 

中，将当地人的态度与旅游者的感受做定性与定量 

的相关分析，从而使研究达到一定深度。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Tosun在土耳其 Urgup地 

区的案例研究 中，认为与发达 国家不同 ，在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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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不是一种容 易实现 

的选择。由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管理体制和法制 

结构不适合实施这种策略；当地社区也缺乏参与当 

地旅游业发展的财力 ；缺乏旅游专家和参与旅游发 

展的能力；当地有权势者可能改变和直接组织参与， 

使旅游利益落在少数人手里等等，使社区参与旅游 

面临艰难的选择。Tosun进一步认为，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当地参与旅游发展需 要对当地 政治、法制 、管 

理和经济结构作全面的变革 。 

5．乡村旅游发展 的管理研究 

在欧洲 ，政府十分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政府 

对乡村旅游的管理 主要是通过制定开发政策 、提供 

人力和财政支持、进行专门的机构管理、组织市场开 

拓等。Embacher在研究奥地利旅游发达地区的农业 

旅游时，对其严密 的组织管理进行了详细阐述。 

Sharpley在研究塞浦路斯乡村旅游发展时也指出 ，由 

于缺乏长期的财政支持 、基本 的交通和服务设施 、必 

要的职业培训和有效 的管理机构 ，致使 乡村旅游 的 

发展面临诸多挑 战。 

在对乡村旅游进行开发和管理 中，积极 倡导 乡 

村“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的管理模式 ， 

尽管不同国家由于国情不 同，乡村旅游的管理模式 

也有较大的差异，有“由下而上”(Bottom--up)、“由 

上而下”(T0p-_down)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管理模式， 

但都强调社区参与在乡村旅游中的重要作用。 

6．旅游发展的策略研究 

乡村旅游 的发展策略，是乡村旅游研究 的重要 

议题。学者们强调，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策略，发展 

策略的成功与否，要看是否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说 ，不同的地 区和背景条件应采取不 同的发 

展策略。例如 Hunm~lbmnner等在研究奥地利乡村 

旅游的发展策略时对 3种不 同的乡村背景提出 3种 

不同的发展策略。Embacher在研究奥地利旅游发达 

目的地的农业旅游的策略时，对其市场营销策略、投 

资策略、组织实施策略、培训策略等分别进行 了阐 

述 。Sharpley在研究塞浦路斯 乡村 旅游 发展面临 的 

挑战和策略时指出，发展乡村旅游不能保证较高的 

回报，因此，在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计划时要进行投资 
— — 收益分析 ；由于发展 乡村旅游需要专业培训和 

进行市场开拓，因此，应成立专门的负责机构进行指 

导 ；拓展客源组织 的渠道 ，除旅行社包 团外 ，更应着 

力发展散客旅游 ；他特别强调 ，由于发展乡村旅游对 

恢复乡村社会经济作用显著，政府制定长期的财政 

投入和技术支持政策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对乡村旅 

■ 

游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 

对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的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强 

调在发展的同时 ，保护乡村旅游的 自然和文化传统 ， 

即保护乡村的“乡村性”特征 。认为“乡村性”是乡村 

旅游的独特卖点，是最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但随着旅 

游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及开发 的深 入 ，乡村 的“乡村 

性”特征会受到削弱，从而使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挑 

战。因此 ，在发展策 略上要变 “给予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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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发展 

与保护 的矛盾 ，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的重要 

内容。 

7．乡村旅游发展 中的女性问题研 究 

乡村旅游对乡村妇女具有特殊意义 。在传统农 

业活动中，妇女由于身体等条件限制，在乡村社会经 

济 中大多处于从属地位 。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发 ，在 

旅游行业，妇女与男子在体力上的差别变得不那么 

重要，相反，妇女与生俱有的善于与人沟通、细心周 

到的天性在旅游服务行业有了用武之地。在许多地 

方 ，妇女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的重要力量。这不 

仅增加了妇女的就业机会 ，提高了她们的经济收入 

和社会地位 ，而且通过职业 培训及与外界的交往机 

会的增加，提高了妇女受教育的程度，扩大了她们的 

视野。Evansh等认为，乡村旅游“潜在地改变了农户 

丈夫和妻子的能力分布范围”，在对英国斯塔福德 

郡、林肯郡和多塞特郡 212个农户调查中，发现58％ 

的权利由妻子掌握；Demoi通过奥地利乡村旅游的 

调查显示，妇女在劳动中承担了多种角色，81％的妇 

女在从事旅游活动的同时也从事其他农业活动和家 

务劳动；Nilsson的研究也表明，妻子在乡村旅游发展 

中的中心地位 ，“在乡村旅游 中，有一件事情是不变 

的：妻子控制着旅游业”；然而 Gasson和 Winter的调 

查结果有些不同，认为旅游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只 

有 32％的农户妻子真正从事旅游业”。 

三、国外 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社会学和旅 

游学研究 的方法 ，以访谈法 、问卷调查法 、统计法 、图 

表法、比较法和综合法等为主。调查的方式主要有 

小范围座谈 (A small meeting)、大范围讨论(A large 

open public meeting)、一户 一户 的问卷 调查 (A house 

to house survey
．

)等。 

例如 Reichel等在分析《以色列乡村旅游的服务 

质量和发展方向》一文中，为了调查游客对服务质 

量的满意度以及需要改进和调整的方向时，首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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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问卷设计 ，问卷包括 15个软件服务和硬件服务 的 

质量因子，满意程度从 1(很低)到 5(很高)，然后对 

23个乡村旅游点共计 250个游 客进行 调查 ，以多种 

图 、表等形式进行定量研究和分析 ，得 出游客对每项 

因子的满意度 以及需要改进 的因子。然后 与 23个 

经营者就此问卷进行公开的讨论，从中找出经营者 

与游客对服务质量认识的差异以及改进策略。 

Alan等在研究当地居民对旅游的开发的态度 

时 。设计了几组条 目量 化不 同社 区对旅游开发 的态 

度。第一组包含了 10个条 目，从“我支 持在我 的社 

区发展新的旅游”、“我 的社区能接待更多的游客”到 

“增加旅游会损害我所在社 区的生活质量”，针 对这 

些条 目进行打分 ，从 “完全赞 同”(1分 )到 “强烈反 

对”(5分)，中间立场为 3分 。然后对统计结果进行 

量化分析，得出不同社区对是否开发旅游的态度。 

第二组包含 25个 条 目，包括“自然环境 的质量 ”，“社 

区精神”，“社会安全”，“个人收入”，“交通状况”等， 

描述发展旅游可能导致 的社区条件的变化。统计要 

求针对这些条 目，对社区 目前情况和发展旅游后可 

能导致的变化分别进行打分，然后用坐标轴将统计 

结果标到图上。从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出，旅游发展 

将可能带来的正反变化。 

总之，国外大多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并不复杂， 

但却将问题表述、分析得非常清晰、透彻。这一点， 

值得我国起步不久的乡村旅游研究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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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ural Tourism Overseas 

HE Jing-ming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Environment，CAS， Chengdu 

610041，~h／na) 

Ab妯睫ct：1 autho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the study on rural 

tourism．Of all field．,-暑e￥eItmajor aspects studied were set forth as 

follows：(1)the concept of the rural tourism；(2)the relationship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3)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tourism；(4)the attitude of the local residents 

to rural tourism；(5)the management of rural tourism；(6)the strate． 

gies of rural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7)the role ofwomen 

in rural tourism ．Finally，the methods ofthe study are diseussed
． 

Key words：rural tourism；rurality；major aspects ofthe study；the 

methods of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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