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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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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进展，指出国外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供给、乡村旅 

游需求、乡村旅游影响等方面。基于上述研究状况和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今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 

重点将可能为：对乡村旅游跨学科、多角度进行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乡村旅游有关术语、作用和基础理论的国 

际共识研究，国际合作跨地区、跨文化的乡村旅游共时比较研究及对乡村旅游发展演进不同阶段的历时归纳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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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Overseas Studies On Rural Tourism 

WANG Sujie，HU Haiying 

(School ofManagement，Shand~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na) 

Abstract：After reviewing the pmgmsses of overseas studies on rural tourism，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se stud- 

ies mainly focus on rural travel supply，rural travel demand and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review an d the status quo of rural tourism，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future focuses of overseas studies on rural tourism will 

shift to：inter—discipline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lights to discern the nature of it；researches on 

international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inology，nature，outcom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tourism；synchronic 

contrasfiv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mgrams in trans-regional and trans—cultural rural tourism，and diachronic 

induced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t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rural tourism；overseas studies；／~view 

20世纪50年代后，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因其在国际旅游市场中显示出的巨大潜力和在乡村重建中 

的社会、文化、经济作用，不仅成为了世界旅游组织(WTO)关注的焦点，并且成为了国外旅游研究的热点(op． 

permann，1996)。 

对应“乡村旅游”的近义，英文主要有 rural tourism、ag~o／agri．tourism、farm tourism和village tourism。这些术 

语在有的国家是同义语，在有的国家则不是。因对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国际共识，所以上述词汇在 

国外经常被交互替用(Hall，2000)。鉴于 WTO在全球旅游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许多国家已经接受 WTO有 

关“乡村旅游”的认知。本着同这一国际主流研究接轨的理念，本文所研究的乡村旅游亦以 WTO“乡村旅游 

是指旅游者在乡村(通常是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方式的活动(世界旅游 

组织，1997)”的界定为准。这一界定涵盖了所有在乡村开展的旅游活动，因此，rum tourism、farm tourism、agri／ 

agro-tourism和village tourism等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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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国际旅游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及《旅行研究》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等国际旅游研究权威期刊8O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乡村旅游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6个方面，即乡村旅游供给、乡村旅游者及其市场细分、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理解和态度、 

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旅游营销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

、 乡村旅游供给 

乡村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目的地居民和地方社区共同提供了乡村旅游产品，他们在乡村旅游活动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理解乡村旅游演进的重要因素。供给方的经营动机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力，而乡村旅 

游企业的经营特点影响着乡村旅游未来的发展，因此，这两点一直是乡村旅游供给研究关注较多的方面 

(Nancy，2004)。 

1．乡村旅游供给动机 

探索并明晰经营者的动机能够帮助管理部门了解和满足经营者的利益需求，从而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乡 

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所以，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日益成为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总的看来，乡村旅游经营 

者的动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20世纪9o年代以前，急于摆脱乡村衰落困境的发达国家，将乡 

村旅游作为了改变乡村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故应对农场危机、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补贴农业收入以及追 

求经济利益成为了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Benjamin，1994；Fleischer，1997；Oppermann，1995；Putzel， 

1984；Pearee，1990)。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经济动机的主导地 

位发生动摇，经营动机呈现出多元化，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如爱尔兰某乡村只有 1．7％的 

人因为经济原因而经营乡村旅游(Hegarty，et al，2005)；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旅游企业也摆脱了纯粹为经 

济收益而经营农业旅游的状态，多数农户的经营动机介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Nancy，2004)。社会文 

化动机涉及的要素主要包括：乡村生活方式、家庭因素、社交及 自主就业等。如 Thompson(2004)对13本某乡 

村的研究显示：证实现代乡村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维护地方传统、增强地方认同，是当地居民从事乡村旅游的 

主要动机。Gets等(2000)在澳大利亚西部乡村所作的调查表明，喜欢乡村生活方式及与家庭有关的社会因 

素是中年夫妇经营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Pearce(199o)分析新西兰空巢家庭经营农场旅游的动机，发现享受 

有人陪伴的生活是他们经营乡村旅游的最直接 目的；爱尔兰老年人经营乡村旅游企业也有类似的动机 

(Hegarty，et al，2005)。Paniagua(2002) 过案例研究得出结论：在逆城市化潮流中移居到乡村的西班牙居民， 

从事乡村旅游主要是为了实现自主就业。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主导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 

地方治理结构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新政体发展，因此，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发展乡村旅游是地方或政府适 

应新的政治形势所做出的一种政策选择(Heather，2006)。 

2．乡村旅游企业的特点 

乡村旅游企业研究还处于起步期(Gets，et al，2004)，对乡村旅游企业特点的研究已有成果相对较少。 

虽然各国乡村旅游企业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多为私人企业或是家族企业，规模 

小、季节性强、个人生活与商业经营界限模糊。Fleischer(1997)、Gets(2000)、Hegarty(’2005)等分别对以色 

列、澳大利亚西部、波兰、爱尔兰某些地区的乡村旅游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乡村 

旅游企业的性质与企业主的性别有一定关系，如爱尔兰 NMC地区收入丰、利润高的企业主要由男性掌管，而 

简单提供食宿、利润微薄的乡村旅游企业则主要由女性经营(Hegarty，et al，2005)。 

二、乡村旅游者及市场细分 

在乡村旅游者研究领域，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动机、旅游者特点和市场细分方面。 

1．乡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 

动机不仅决定了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而且还决定了他们何时、何地、从事何种类型的乡村旅游活动。 

因此，旅游动机研究成为了国外乡村旅游者研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乡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纷繁复杂，但主要涉及 4类：心理动机、社会文化动机、经济动机和环境动机。现 

代性造成了巨大而深邃的精神黑洞，因而，视乡村为现代性的避难所，亲近乡土，亲近自然，摆脱生活压力、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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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失落的精神家园，成为了乡村旅游者的主要心理动机。如 Pearce(1990)的调查发现，旅游者到乡村旅游是 

因为在此可享受后台体验。农场、农家和乡村生活都是世俗现实，主客之间可彼此接触，互相交流，真实而坦 

然。其他几位学者的研究也都表明，摆脱都市的疏离感、寻找满足感和踏实感、求证自身生活方式和地位是 

乡村旅游者主要的动机之一(Kneafsey，2001；Mackay，1997；Walmsley，2003)。社会文化方面的动机包括接触 

当地人、了解当地生活(Pearce，1990；Frater，1983)、增长知识、享受主人的热情接待 (Pearee，1990；Murphy， 

Williams，1999；Frater，1983)、及体验乡村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Swarbrooke，1996)。少数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 

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乡村旅游的价格远远低于都市旅游 (Oppermann，1996)。也有某些旅游者是出于环 

境方面的考虑：欣赏自然风光和美景、享受乡村宁静祥和 自由自在的环境(Murphy，et al，1999；Pearce，1990； 

Sharpley，1997)。 

虽然许多研究都强调乡村旅游者的文化动机非常重要，但是一些实地调查得出了与之相左的结论。如 

Gartner(2004)对美国明尼苏达州五个社区和高速公路上的游客进行的调查表明，因对文化体验和农业活动 

感兴趣而参加乡村旅游的旅游者最少。其他几位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Opperman，1996；Gladstone， 

et al，1998；Frochot，2005)。 

2．乡村旅游者的特点 

乡村旅游者与其它类型的旅游者在人口学特征、态度和行为特征上有许多不同(Murphy，1999)。他们大 

多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中老年人或带孩子的家庭 (Cavaco，1995；Sharpley，1996；Oopermann，1996；Frater， 

1983)，澳大利亚的农场度假者2／3是退休老人(Frater，1983)。虽然乡村旅游者的消费水平因地而异，差距较 

大，但总体而言花费较低。乡村旅游者的支出普遍比海滨旅游者和都市旅游者低 20％ 一30％(Walmsley， 

2003；Oppermann，1996；Scottish Tourist Board，1996)。乡村旅游者对旅游活动的选择较为随意和随机，但英国、 

法国和苏格兰的有关调查都表明，乡村旅游者最常参与的旅游活动是探亲访友、游览名胜、乡村漫步(Coun． 

tryside Commission，1995；Davidson，1995；Scottish Tourist Board，1997；Ryan，et al，2000)。 

3．乡村旅游者市场细分根据不同的标准，乡村旅游者可划分为不同的细分市场。因利益诉求的不同， 

乡村旅游者可细分为4类：活跃型(the actives)、消遣型(the relaxer)、观览型(the gazers)和乡村型(the rurals)。 

其中，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观赏乡村景观和了解乡村文化表象的观览者占多数(Frochot，2005)。虽然每个细 

分市场参与的旅游活动、行为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都会有所差异，但因现代消费文化使人们青睐快餐式消 

费、追求快速体验、不愿追究消费对象背后的深刻寓意，所以，多数乡村旅游细分市场对乡村生活方式和乡村 

文化也并没有多大兴趣(Gladstone，1998；Oppermann，1996；Frochot，2005)。Cai(2001)注意到会议与会务旅游 

市场是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细分市场，并对这个细分市场的人口学特征、旅游行为、信息来源和对乡村的理 

解进行了调查。 

三、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理解和态度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有可能成为成功开发、经营、营销现有或未来旅游项 目的一个重要因素 

(Ap，1992)，公众支持会给乡村旅游企业带来极大的回报(Fleischer，et al，2000)。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 

态度与理解已成为近年来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总体看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对 

乡村旅游的理解与态度、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以及相应的理论解释三方面。 

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既有反对也有支持，程度各异。Weaver(2001)对澳大利亚沿海 Tam． 

borine Moutain乡村地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表明：1／4的居民因与旅游者接触较多，支 

持乡村旅游的发展；1／2的居民对乡村旅游持中立态度，他们认为旅游业既带来了经济收益，也产生了负面 

影响；1／4 的居民认为乡村旅游除了能为当地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再无裨益，因此反对发展乡村旅游。Camp． 

bell(1999)关于哥斯达黎加奥斯辛诺发展乡村旅游的研究则证明多数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持支持态度。 

影响居民对乡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因素主要有当地经济水平、旅游业发展程度、居民受教育程度、年龄 

和参与旅游业的程度等。有关美国科罗拉多州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等人口学 

特征对居民的态度并无显著影响，但居民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则越不支持发展乡村旅游 (Al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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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al，1988)；经济和旅游业都很发达或都不发达的乡村居民，对旅游开发持积极的态度；反之，经济不发达或旅 

游业不发达的乡村社区居民，对旅游业持消极态度。而居民对娱乐活动的态度则只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与旅游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他还发现居民在本地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没有重大影响 

(Allen，et al，1993)。Weaver(2001)的研究显示，参与旅游业较多的居民更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发展阶段理论和社会承载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Long等人(199o) 

的研究发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随旅游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在初始阶段，村民对旅游开发大多持赞 

成态度，但当旅游者数量达到乡村最大社会承载力，即乡村社区零售业收入的30％源自旅游业时，当地居民 

对旅游的支持开始下降。 

四、乡村旅游影响 

自从 20世纪 50年代，乡村旅游发展在西方国家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乡村旅游者和乡村旅游企业的行 

为，开始成为足以影响乡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种种变革的重要因素，于是乡村旅游影响也成为了国外乡 

村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总体看来，国外乡村旅游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1．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 

乡村旅游在欧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拯救乡村危机，振兴乡村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乡村旅游 

的经济影响在国外研究中一直是备受政府机构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总的看来，政府机构主要强调乡村旅 

游在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扩大就业率、推动地方经济、拯救乡村中起到的积极作用(wro，1993；WTO，1997； 

USTFA，1995；DOT，1995)。多数学者认同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和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Butler and Clark。 

1992；Demoi，1983；Greffe，1994；Luloff，et al，1994；Oppermann，1996；Sharpley and Sharpley，1997)，但同时强调乡 

村旅游只是增加乡村经济收入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治疗乡村经济疾患的灵丹妙药。Ribeiro(2002)在葡萄牙 2 

个乡村地区的实证研究和 Oppem~m(1996)在德国南部乡村的调查都证明，由于乡村旅游的季节性，乡村旅 

游企业的规模小、就业层次低、收入水平差，乡村旅游收入对缓和经营者的经济窘迫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企图 

通过旅游复兴乡村经济的政治和社会期望只能是梦想。Maude等人(1985)对英国坎布里亚郡(Cumbria Coun 

ty)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显示，不仅农场旅游收入在乡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微不足道，而且这些收入的获 

得还要以失去生活的独立性和个人生活隐私为代价。有学者甚至认为乡村旅游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Un 

win，1996)。Fleischer(2000)和 Williams(1995)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2．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 

从 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开始对乡村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广泛研究，关注焦点集中在 

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地方文化、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形形色色。 

许多政府机构坚信乡村旅游有助于增强当地社区自豪感，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和遗产保护(WTO，1993； 

WTO，1997；USTFA，1995；ATSIC，1996)，而某些社区居民对此并不十分赞同。澳大利亚南部高地只有 5％的当 

地居民认为旅游会增强社区自豪感(Baric，et al，1997)。认为乡村有助于推动乡村与外界的社会文化交流是 

许多研究取得的共识(Oppe ，1996；WTO，1993；WTO，1997；ATSIC，1996；Nilsson，2002)，但当旅游者人数超 

过一定数量，并对乡村生活方式造成破坏时，这种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也就消失了(Macbeth，1997)。乡村旅 

游对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等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一方面，因旅游收入分配不均，乡村旅 

游业加剧了当地社区的分化和隔阂。乡村旅游还导致犯罪率上升、人口拥挤和个人隐私被侵犯(Long，1990； 

Macbeth，1997)。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促进了社区团结和社会结构优化。Huang(1996)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调 

查结果表明，居民共同认同的理想乡村旅游形象，奠定了当地社区团结的新基础。Kousis(1989)认为在旅游 

业的影响下，希腊克里特岛内部通婚的模式已有所改变，婚姻的年龄差距增大，从业女性更加独立，因而乡村 

旅游对居民家庭、婚姻等具有积极影响。此外，Pearee(1990)对乡村旅游主客相遇的动力机制和特点等问题 

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不仅使人们对乡村旅游的认识视野得以拓展，程度得以深化，而且丰富了乡村旅游研 

究的方法论体系。 

国外研究乡村旅游影响研究还涉及到了乡村旅游的环境效应。研究的结果喜忧参半，否定者认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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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不利于乡村环境的保护，大量游客的到访导致乡村景观被破坏和乡村环境的恶化(Maude，et al，1985)； 

而支持者认为从事乡村旅游者对周围环境颇为关注，总是竭力维护乡村景观，增加环境的美学价值，这在一 

定程度上可改善乡村环境(Garcia，1995)。个别学者留意到乡村旅游活动会对野生动植物产生一定影响，并 

提出了乡村旅游生物消费的道德问题(Hall，2000)。 

五、乡村旅游营销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深人发展，市场竞争 13趋激烈，市场营销将直接影响乡村旅游业的竞争力，对乡村旅 

游营销进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13益凸现。目前，国外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营销主体与营销策略、乡 

村旅游形象和品牌等方面。 

1．乡村旅游营销主体与营销战略 

许多学者和旅游经营商都认为，有效的营销对招徕喜爱乡村体验的旅游者至关重要。对于营销主体，研 

究者认为因乡村旅游产品具有半公共品的性质，因此乡村旅游营销常常由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担负或资助 

(Frater，1983；wro，1997；Streckfuss，1997)。除公共部门外，乡村旅游营销还涉及乡村旅游企业等其它利益相 

关者，它们共同为旅游者提供完整的旅游产品。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是成功营销的基础(Streckfuss，1997)。 

2000年前 ，有关乡村旅游营销战略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提出的营销方式平淡无奇。进人 21世纪，多位 

学者独辟蹊径，基于乡村旅游特点提出了地点营销、体验营销和整体营销策略。Walmsley等(2003)从社会学 

角度对澳大利亚的乡村旅游营销战略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澳大利亚已从生产社会进人消费社会和后农业社 

会，在此情景下，乡村不仅作为“地方”在国际市场上价值凸现，而且对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乡村成为远离日 

常生活的符号及生活方式和身份的象征。因此，地点营销(place marketing)在乡村旅游营销中的作用愈益重 

要。Roberts(2004)认为乡村旅游是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体验经济，根据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对乡村旅游 

者进行市场细分更恰当，传统的产品营销和服务营销在乡村旅游营销中应被淘汰。乡村旅游营销应该以体 

验为核心，形成独具特色的营销方式。Gartner(2004)提出乡村旅游营销不应建立在地方特点的基础之上，而 

应根据旅游者利益细分的不同而展开。整体营销也是乡村旅游营销的重要方式(Gilbert，1989)。 

2．乡村旅游形象与乡村旅游品牌 

乡村旅游形象作为旅游者对乡村的感知是激发旅游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促进因素。乡村旅游品牌的 

树立是一种强有效的营销工具。但目前国外乡村旅游形象和乡村旅游品牌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有关研究 

主要关注了现代媒体对旅游形象的影响和乡村品牌的打造。Beeton(2004)关于电影对澳大利亚乡村旅游形 

象影响的研究显示，现代流行媒体的宣传对乡村旅游形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如果媒体宣传的乡村形象与 

当前实际旅游形象不符，则不仅会导致游客理解的混淆，而且可能使目的地失去某些促销机会，甚至对乡村 

旅游产生负面影响。蔡(Cai，2002)在美国通过系列案例研究构建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的概念模型，并强 

调乡村社区合作打造品牌比单枪匹马自立品牌更容易得到旅游者认同。 

六、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许多发达国家，乡村成为了人们高度关注的对象。人们认为乡村是独特的，应倍加保护。因此，乡村 

地区所有旅游开发活动都要以保护或维持乡村的独特性为核心，实现可持续开发(Bramwell，1994)。Lane 

(1994)也对实施可持续开发策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原因有 4个：保护乡村敏感区的需要；协调开发 

与保护的需要；鼓励平衡增长，但必须是以社区经济增长为核心的需要；保持乡村性的需要。 

乡村旅游的性质、规模和开发特点，使得乡村旅游成为了可持续旅游的同义语。但是在乡村旅游中把可 

持续旅游开发作为适宜性旅游的开发方式仍然存在争议(Roberts and Hall，2001)。很多相关讨论都是基于以 

下3个基本假设：首先，到乡村旅游的人主要是为了体验乡村性；其次，可持续旅游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 

方式；第三，不管周围环境怎样变化，乡村性质和特点都应该保持不变(Sharpley and Roberts，2004)。 

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策略是许多国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要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社区参与、地方控制是必须的(Sugiarti，et al，2003；Tumock，2002；Hall，2004；Knowd，2006)，而乡村旅游起 

步阶段的财政资助、得当的管理、区域合作也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关键要素(Tumock，1999；Hall，2004；Sug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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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t al，2003)。 

此外，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还对乡村旅游概念、乡村旅游开发策略、乡村旅游与女性的关系、文化与乡村旅 

游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何景明(2003)已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加之，此后至今并无实质性进 

展，在此不再赘述。 

七、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及展望 

国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备受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 

全球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速度有关。80年代后随着乡村旅游业的深入发展，有关经营、开发、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迫在眉睫，对乡村旅游进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愈益凸显，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此，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也不断得到扩展。就研究内容而言，从最初主要关注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及乡村开发策略、乡村旅游经济 

影响等基础研究，逐渐向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理解和态度、乡村旅游的动力机制、乡 

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旅游营销等深层次研究倾斜。就研究方法而言，描述性的定性分析越来越少，较多 

地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方法，如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聚类分析、数理统计法等，大大推进 

了乡村旅游的研究进程。就研究视角而言，从局限于旅游学的樊篱逐渐拓展到综合运用社会学、生态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旅游学、心理学、文化经济学、统计学等视角展开跨学科研究。 

根据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现状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今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将有可能强调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乡村旅游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跨学科的多层面分析才能逐步透过现象 

看清本质。因此，乡村旅游研究仍将继续借鉴相关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研究。 

其次，乡村旅游植根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演进规律，有关乡村旅游的术语、基 

本概念和理论仍然莫衷一是，因此，未来研究将可能进一步加强此方面的研究，以实现各国对乡村旅游某些 

方面的共识。 

最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在参照系、种类范畴、研究择时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普遍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 

使得研究结果在理论概括和提升上缺乏可归纳性、可比较性、可检测性和可信度。因此，归纳不同文化背景 

中乡村旅游发展范式的理论经验和研究成果，区别不同国家乡村旅游发展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加强 

跨地区、跨文化的合作实证研究，增强研究结果的可比较性，将可能是未来研究的另一大趋势。 

总之，乡村旅游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外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随着乡村旅游实践活动的 

不断深入及其它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的引入，乡村旅游研究将不断深化。也期望本文对国外乡村 

旅游研究的评述和展望，能对我国乡村旅游理论研究有所启示，对我国乡村旅游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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