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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景观的开发与乡村休闲业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于推动乡村产业 

的功能化、全面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发挥合理地域功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加 

强乡村旅游景观的建设与开发直接促进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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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the Rural Problems b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Yang Hua 

(Zhengzhou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Henan，450052) 

Abstract：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develop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ourism in the rural areas．It can push 

forwa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s，increase farmers’income，improve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carry on the geographical functions of rural areas．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rural areas can help solve 

problems in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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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转型时期的中国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 

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如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劳 

动就业问题等。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把“三农”问题 

列到了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 

就“三农”问题发出“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新一 

代领导集体的重农思想。 

农村是我国经济改革最早的地区。在农业经 

历 “分田到户”和乡村经历乡镇工业的高速增长 

后，乡村经济水平有所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乡村 

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潮流中，对我国城乡经济而言无疑机遇与挑战并 

存，相对于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城市经济而言，国 

内经济发展将更着重于乡村的全面发展，没有发 

达的农村就没有发达的中国经济。合理开发我国 

乡村旅游资源必然能带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 

而使“三农”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以下就二者联系 

作初步分析。 

一

、 乡村资源与乡村景观 

乡村资源是乡村用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以 

满足人们需求的财富，在新的世纪，新的发展环 

境、新的城乡关系下，农村资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 

类型：(1)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自然资源，主要包 

括水、土壤、气候、动植物等；(2)矿产资源；(3)土 

地资源；(4)人力资源；(5)乡村景观资源；(6)民俗 

文化资源；(7)乡村环境资源；(8)乡村空间资源。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人口条件、生产力水平、产 

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我国 

乡村资源观念狭窄，仅把乡村资源等同于农业资 

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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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成为乡村资源的主体。 

景观在乡村自然资源与人类对资源利用的整 

合之间建立了一个便利的框架。资源管理是在增 

加人民财富与导致环境恶化之间努力保持平衡的 
一 个过程，景观是乡村体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 

分。从乡村旅游景观的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植业景观：指观光功能的现代化种 

植，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开发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 

作物品种园地，或利用现代化农业栽培手段，向游 

客展示农业最新成果。如引进优质蔬菜、绿色食 

品、高产瓜果、观赏花卉，组建多种农业观赏园、自 

摘瓜果园、农俗园、农果品尝中心等。 

第二、林业景观：指具有观光功能的人工林 

场、天然林地、林果园、绿色造型公园，开发利用人 

工森林与自然森林所具有的多种旅游功能和观赏 

价值，为游客观光、野营、探险、避暑、森林浴提供 

空间场所。 

第三、牧业景观：指具有观光性的牧场、养殖 

场、狩猎场、森林动物园等，为游客提供观赏和参 

与农牧生活的乐趣。如草原放牧、马场赛马、猎苑 

狩猎等活动。 

第四、农村副业景观：包括与农业相关的具有 

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展出及其制作过程，都可以作 

为观光副业进行开发。如利用竹子、麦秸、玉米叶 

编制的多种工艺品，南方用椰子壳制作的具有纪 

念意义的茶具等，可以让游人观看艺人的精湛技 

艺，也可让其亲自参与制作过程。 

第五、生态农业景观：建立农林牧渔土地综合 

利用生态模式，强化生产过程的生态性、趣味性、 

艺术性，生产丰富绿色保洁食品，为游人提供观赏 

和研究良好生态环境的场所，形成新的农业生态 

景观。如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及供灌 

溉和养殖的水库等生态农业典范。 

第六、风俗民情景观：田园风光，水乡景色，憨 

厚的民风民俗，美味的农家饭菜，是当代城市生活 

的人们节假日休闲的好地方。 

由此看出，乡村景观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特定 

文化渲染的综合产物，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 

具有比单纯的应用价值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美 

学价值。 

二、乡村旅游景观建设的功效与意义 

中共中央已意识到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 

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要解 

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农民的核心问题是收 

入低，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农民增收问题入手， 

其中一大着力点即大力推动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 

业。 

在国际旅游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国内旅游发 

展十分迅速，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其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远远大于全国GDP的增长速 

度，可以预见旅游业在GDP中占的比重将越来越 

大：乡村观光旅游自上世纪 80年代末以来，已成 

为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也是农业发展的新途 

径。 

从乡村旅游景观的功能看，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观赏型农业景观=主要是蔬菜观赏园， 

瓜果观赏园，花卉观赏园，珍稀水产观赏馆，编制 

工艺观赏中心，生态农业观赏地。二是，品尝型农 

业景观。如野菜、瓜果、山珍、奶制品品尝中心。三 

是，购物型农业景观。如新鲜农产品购物中心，山 

珍野果购物中心，牧产品水产品购物中心，工艺品 

购物中心等。四是，参与型农业景观。如自摘瓜果 

园，挤奶场，垂钓场，捕捞场，渔船驾驶，自编自赏， 

生态农业研究中心 五是，娱乐型农业景观。如森 

林野营地，跑马场，斗牛场，狩猎场；疗养度假型农 

业景观，如森林浴疗场，避暑营地，生态农业休养 

地等。 

我国地域广阔，自然景观差异大，农业资源丰 

富，乡村民俗丰富多彩，有着发展乡村旅游的优越 

条件，对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为：①为第一和第 

三产业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②扩大农 

产品销售市场及相关产业发展，扩大劳动就业；③ 

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风貌，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乡村旅游的功能是综合的，深入影响到农村、 

农业、农民发展的每一个方面，主要体现在乡村经 

济、社会、生态环境和乡村空间组织等多个方面。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乡村传统产业的替代产业，在 

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典范，农村经 

历了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正因为如此，国家和 

地方政府指定政策通过乡村旅游替代林业、种植 

业、渔业等滑坡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各级政府中旅 

游业被认为是乡村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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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新西兰、英国、美国、东欧国家，以及欠发达 

国家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都非常重视乡村旅游。在 

我国，继深圳率先开办了荔枝节、采摘园后，全国 

各地各具特色的农业旅游观光项 目纷纷建立。浙 

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 

果大观园，河南周口“傻瓜农业园”，广东梅州的雁 

南飞茶田，这些农业观光基地大多项目独特条件 

优越，可观光游览又可操作度假，文化氛围较浓， 

还有许多农业节活动相辅，正逐步成为中国特色 

观光农业基地。 

乡村旅游是乡村发展的战略产业，旅游被广 

泛看作是农村发展的一种工具，维持和创造地方 

收入，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农村提供经济和社 

会基础设施做出贡献；促进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 

加快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城市化 

进程。 

三、乡村旅游景观建设与我国当代 

“三农”问题的解决 

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问题，关键 

是收入低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对农 

村剩余劳动力总需求增长过慢导致的劳动力超量 

供给，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 

业技术进步，耕地减少等也造成了剩余劳动力的 

增加，尽管乡镇企业，新兴城镇为主体的渠道已吸 

纳了 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仍有 1．7亿左右 

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依靠合理的产业分流，在农业内部分流与非农 
、 

业分流上应以非农业为主，而非农产业中的第三 

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分工越来越细，领 

域越来越多，无疑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流的主 

体。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在接纳劳动 

力的能力和空间上，占独特优势，间接上也为传统 

农业转变成生态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现代化农 

业及加快农村工业化 (包括第二第三产业在内的 

次级产业相对于初级产业——农业，比重不断上 

升的过程)进程提供了基础保障，这对改革和发展 

有着全方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国内外许多国家 

和地区开始把“旅游扶贫”作为改变乡村落后状况 

的一个重要举措。 

欧洲移民到澳大利亚后，开始的葡萄酒业的 

生产制作，已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1996年有 892个葡萄酒生产商，进而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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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观葡萄种植园、观看酿酒过程与品尝葡萄与 

葡萄酒的葡萄业旅游。中国台湾观光休闲农业的 

发展也作为转型农业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旅游 

被认为是面临利润下降，需要新的经济支柱的农 

民在乡村产业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选择。在 

国内，湖北已命名多个农业旅游示范点：宜昌中华 

鲟园，荆门屈家岭管理区，恩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园等。全国各地的乡村旅游项 目也陆续出 

现。据《中国旅游报》报道，旅游拉动广西农村经 

济，阳朔万名农民吃上旅游饭，迅速发展起来的旅 

游业为当地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渠道，通过景 

区、酒店、“农家乐”乡村导游等从事旅游工作的农 

民达 1．2万多人；恭城瑶族自治县突出发展生态 

农业，该县 30多万亩果林是发展生态旅游的一大 

亮点，10里长廊的桃花，10万亩恭城月柿等特色 

景观，每年吸引25万名游客赏桃花品月柿。 

四、建设乡村旅游景观实施 “旅游扶贫” 

工程是农村扶贫的新模式 

通过“旅游扶贫”这一方式，使一些贫困地区 

通过发展旅游业走向了致富路。乡村旅游作为一 

种收益明显的增收模式，被提升到了农村经济发 

展的战略高度，与一般形式的扶贫方式相比，优势 

更加明显。 

传统扶贫模式是 “输血式扶贫”，虽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长期的封闭环境造成了 

发展与脱贫的严重障碍，许多产业无法在封闭环 

境中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曾探讨了 

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 

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理论核 12,认为发展中 

国家经济在供给和需求方都存在 “贫困恶性循 

环”，而资本缺乏是根本原因，因此千方百计地促 

进资本形成、提高投资效率是打破恶性循环的重 

要途径。如下图： 

／低收入＼ 
低产出 低储蓄能力 

＼ ／ 
低生产率一 低资本形成 

(供给角度) 

低收入 一 低购买力 

／ ＼ 
低产出 投资引诱不足 

＼ ／ 
低生、产率一 低资本形成 

(需求角度) 

因此，必须实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 “造血 

式”扶贫。基于我国广大农村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打破贫困循环圈的最有效途径(下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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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统一论；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领域，实现公 

平竞争，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强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 

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使非公有制财产同公有经济财产同样得到 

法律保护；把团结、鼓励、保护、表彰民营经济人士提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提出了民营企 

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等重大理论创新。这进一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去除思想观念和政策 

体制的障碍，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更大的 

贡献。 

注释 ： 

① 数据引自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3年 1 1月30日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 

摘自中华工商联网站。 

② 数据引自夏小林：政策环境更好监管尚需改进——二oo三年非国有经济年度报告，摘自中华工商时报，2004—03一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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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8页)是扩大旅游投资，发展农村旅游 

业。从供给看加大旅游投资力度能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有效提高产出增加贫困地区人均收入，增 

加储蓄，形成更大规模资本；从需求方看，扩大旅 

游投资，开发旅游景区，能大量吸引旅游者，刺激 

旅游消费，提高乡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购买力， 

从而引发其它相关投资，促进资本进一步扩大。 

旅游投资以旅游业作为投资切入点，通过对 

贫困乡村的资金注入，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条件。旅 

游业产生的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可以 

打破贫困乡村对外封闭性，为其它产业的发展开 

拓广阔空间。 

中国是农业大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孕育了丰 

富的农耕文化，地区景观差异大，农业资源丰富， 

农业景观新奇多样。上世纪 90年代后我国农村基 

础设施迅速完善，这都为我国发展乡村旅游，丰富 

乡村旅游景观建设，使其沿着生态游与民俗文化 

游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开发高 

质量的乡村旅游产品，适应国际市场，引导带动国 

内市场向高层次发展，将会在缩小城乡差别、增加 

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存状况，优化资源配置及促 

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 

过程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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