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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昆明市区为中心，按照距离的远近，对昆明城郊近、中、远程三个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 

分别从旅游地类型、依托类型、开发条件、发展阶段和市场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旅游产品供给对 

应旅游市场需求角度，总结其市场开发模式，并得出关于乡村旅游开发的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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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ofthree t0u—s|=Il destinations。which are classified by the distart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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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55年，法国参议员欧贝尔带领一群贵族进行了一次郊外农村度假活动，此后，乡村旅游在欧洲兴起并兴盛 

起来⋯。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及美洲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规模，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旺．．】。我国国 

内乡村旅游从2O世纪8O年代末兴起，因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的一支重要力 

量 ，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乡土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旅游休闲地域与空 

间，而且为农民致富和农村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J。 

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市民周末休闲时间的增加，以城市为中心的辐射旅游区大大扩大了范围，居民外出休 

闲，特别是亲朋、家庭等外出旅游日益增多”】。乡村是怀旧心情、健康情节、遗产留存、自然与文化的特殊混合 

体 ，吸引着城市人来到乡村进行旅游活动，这为城市郊区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带来机遇。乡村旅游的目标客源市 

场主要是城市人口，乡村旅游目的地一般都选择在距离都市较近的乡村地区 】，目前国内乡村旅游产品存在明显 

的产品、消费初级化，产品粗加工和经营的粗放等问题”H引。关于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主要有发展过程、地域分布 

和经营模式几个方面的研究”卜”】，冯淑华对古村落的客源市场和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 们̈。可见，目前国内关于乡村 

旅游开发研究，从市场的两面即市场需求与产品供给进行的实证研究较少，也未见有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按照距离的远 

近，进行城郊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纵向比较研究的相关报道。本文选择以昆明市区为中心，按照距离的远近以及行政 

区划，对昆明城郊休闲带近、中、远程三个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进行比较分析，从旅游产品供给对应旅游市场需求角 

度，总结其市场开发模式。 
一

、 昆明城郊休闲带近、中、远程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 

昆明市是云南省省会，位于滇东高原中部，是云南省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000美元， 

已进入小康水平，1997年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O强评比昆明列第十四位“"，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全省名列前茅，随着我 

国五天工作制以及三个黄金周的实施，昆明城市人口具有更强的出游力。以下按照距离昆明市区远近不同以及行政区 

划的不同，近程选取昆明周边的团结乡 “农家乐”旅游开发【l引、中程选取玉溪周边的黄草坝生态休闲度假村旅游开 

发、远程选取新平县古州野林景区旅游开发为例，对昆明城郊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进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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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明城郊休闲带近程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 

1．开发背景 

团结乡，全称是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团结彝族白族乡，位于昆明市西郊，乡政府所在地距昆明市区 l7公里。过 

去，团结乡是一个典型的 。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产靠救济”的贫困山区乡，8o年代大力发展以采矿业为龙 

头的乡镇企业，实现资本原始积累。1998年初，开始试办 。农家乐”旅游至今。2004年云网4月22日消息：。昆明 

市团结乡乡村 (民居)农家乐通过国家旅游局验收，成为云南省首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 

2．市场定位 

以昆明市民为主要客源市场，重点开拓周末旅游、家庭式旅游及中小学生夏令营活动等客源，办出特色后逐步推 

向省内其他地区、省外、海外客源市场。这在本次对团结乡游客的问卷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来自于昆明市的游客占 

到游客总量的92．6％，这说明团结乡的核心客源市场是昆明市。 

3．产品供给 

团结乡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以 。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题，集农业观光、民俗、休 

闲度假旅游为一体的 。农家乐”旅游项目为核心产品；积极改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通达性大大加强；团 

结乡政府还成立了民族文艺表演队、昆明地区第一支农民时装表演队；在推出 。农家乐”之后，先后完善、开发建成 

了棋盘山、豹子箐、桂皇阁、霞龙潭、。欢喜滑草场”、万亩果园等生态旅游区 (点)。尤其是 。欢喜滑草场”，它是 

西南第一家滑草场，20900米的速滑赛道已经载人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旅游区 (点)为 。农家乐”增加了活动内 

容，。农家乐”为旅游区开发提供了配套的接待住宿设施，二者相辅相成，连为一体。。农家乐”与生态旅游区 (点) 

配套开发，是团结乡探索出的一条新路子。团结乡先后在中央及省、市电视台和报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同时通过旅 

游交易会、各种节庆活动和散发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积极促销，使这一特色品牌在昆明旅游市场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波，有力地推动了 。农家乐”客源市场的发展。 

4．开发模式 

团结乡 。农家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抓住了现代城市人渴望回归自然的机遇，依托云南省会昆明这个巨大 

的客源市场。开发出满足城市人口回归需求的乡村旅游产品。(1)团结乡 。农家乐”旅游依托的是昆明这个大市场， 

属于城市依托型；(2)从资源组合配置来看，是以乡村景观与旅游景点组合互补型的旅游开发；(3)从产品开发特 

点来看，是依托 。农家乐”不断进行生态旅游区 (点)配套开发。(4)从市场的两个方面来看，城市 (昆明)与近 

程城郊乡村旅游目的地 (团结乡)，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双向市场模式，即昆明是核心客源市场，具有乡村旅游需求， 

团结乡提供乡村旅游产品供给 (机会市场略)。 

(二)昆明城郊休闲带中程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 

1．开发背景 

黄草坝村在行政上隶属玉溪市红塔区春和镇，地处红塔区的西部，距中心城区仅 l8公里，距省会昆明102公里， 

交通便捷。虽然享有 。玉溪的香格里拉”及红塔区中心城区的 。后花园”之美誉，但是黄草坝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 

社区，在此之前的旅游业发展基本处于空白和停滞状态，整体认知形象也较为模糊，还没有形成具体的特色旅游产 

品，但红塔区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城区居民强大的消费能力，使得黄草坝的旅游业开发具有坚实的经济后盾和稳定的市 

场基础。 

2．市场定位 

黄草坝目前的现实游客很少，根据红塔区旅游地的客源市场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黄草坝旅游资源特色，以 

黄草坝优美的绿色生态农业文化景观为基础，按照各层次客源市场对黄草坝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程度和促进程度，按客 

源流量，把黄草坝的目标客源市场细分为一级客源目标市场一 玉溪红塔区及周边地区，二级客源目标市场——昆明 

地区和机会客源目标市场。旅游开发市场定位为近距离、周末节假日、白驾车、休闲度假旅游。 

3．产品设计 

黄草坝旅游资源最大的特色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述—— “绿”，表现为 “三绿”，即视觉景观的 “绿色”、多元文化 

和谐的 。绿意”和农业生产养种植的 。绿产品”。在这 。绿色 、。绿意”和 。绿产品”的理念下，其旅游产品设计 

以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产品为基础，以特色旅游餐饮产品和绿色旅游购物产品为主体，以彝族生产、生活体验性旅游产 

品和特色旅游交通产品为补充，以休闲度假产品为中、远期规划目标，形成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开发层次清晰、多 

元文化并存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根据黄草坝旅游的特点、现在旅游市场的需求，结合黄草坝社会经济发展的现 

状，主要开发观光、体验、购物和康体四类旅游产品，形成黄草坝生态休闲度假村旅游产品及项目系统，并注重同类 

产品的不同档次开发设计，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不同旅游需求。 

4．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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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而选择了放松身 

心、贴近自然的旅游行为。以近距离、休闲度假为旅游目的的游客越来越多。黄草坝生态休闲度假村的开发，正是基 

于这样的大背景下，以黄草坝美景度极高的乡村景观为吸引，通过目标游客调查分析而确定的产品定位。(1)从其依 

托的类型来看，属于资源+市场型；(2)从资源组合配置来看，属于以纯粹的乡村景观为对象的旅游开发型；(3) 

从产品开发特点来看，是高起点、多层次休闲度假乡村旅游产品开发；(4)从市场的两个方面来看，黄草坝生态休闲 

度假村的旅游开发，客源市场是两个层次，其相应的产品供给也是两个层次，产品设计非常强调乡土性、可行性以及 

同类产品的层次性，以满足多层次的旅游需求，黄草坝的旅游产品供给与两个层次客源市场之间形成两个双向市场模 

式 (机会市场略)。 

l三)昆明城郊休闲带远程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 

1．开发背景 

古州野林在行政上隶属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化乡，距乡政府仅Ikm；位于新平县城正北方，距新平县 

县城桂山镇29km；距云南省会昆明209kin，距玉溪市政府驻地红塔区90km。雄奇的古树与千奇百怪的巨藤是古州野 

林最具号召力的旅游资源亮点。古州野林景区在此之前已经开发。但主要以景区游览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游客停留时 

间短。消费水平低，游客自开发以来一直处于自然增长状态，当地希望通过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愿望难以实现。新平 

县目前已经开发并成功推出一些特色旅游节日，如花街节等，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花腰傣”、“哀牢山”、“磨 

盘山”等旅游品牌的开发，使新平旅游业特别是假日旅游得到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在此背景下。新平县各级政府决定 

对古州野林景区进行新的规划与设计，期望推出独具特色的 “古州野林游”。 

2．市场定位 

根据对古州野林景区现实游客问卷调查显示的游客地域特征，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把古州野林的客源市 

场细分为一级客源目标市场——玉溪红塔区及周边地区，二级客源目标市场——新平县城，三级客源目标市场和机会 

客源目标市场——昆明，以及机会客源目标市场，确定开发客源市场的目标层次。旅游开发市场定位为近距离、周末 

和节假日、自驾车、休闲度假旅游，开发针对昆明和玉溪周边地区的观光、科考、体验项目和针对新平县的度假项 

目。 、 

3．产品设计 

从新平县新化乡古州野林景区开发的资源分析可以看出，新化乡古州野林旅游资源最大的特色可以用一个字来表 

述—— “古”。表现为 “三古”，即社会历史的 “古州”、原始古藤的 “古林”和彝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古风情”。这 

“古州”、“古林”和 “古风情”的古州野林正是久居闹市的城市人渴求的 “回归大自然”和 “回归文化”的最佳选 

择地。通过对古州野林现实游客、目标游客的问卷调查，分析古州野林游客的需求特征，针对古州野林景区开发的资 

源特点，其旅游产品设计在以满足多层次游客市场需求的前提下，针对古州野林景区目前的旅游开发主要以观光为 

主、游客停留时间短、基础设施差等问题，新的古州野林景区旅游开发着重进行改进旅游产品开发，以景区古树奇藤 

为吸引，全方位进行以景区为依托的乡村旅游开发，让当地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旅游中来，增添更多参与性强、具 

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娱乐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多层次、多参与、多体验的优质旅游产品，延长停留时间，为增加当地 

居民收入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4．开发模式 

现代旅游的发展趋势表明，游客更加喜欢休闲度假和游览娱乐旅游产品。通过对现代旅游发展趋势以及现实游客 

和目标游客的问卷调查分析，新的古州野林景区旅游开发着重进行改进旅游产品开发，增加以古州野林景区为依托的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项目，让更多的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中来，使游客能够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娱乐方式，或者 

进行专项旅游等。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提高游客的消费水平，提高当地经济收入。新平县古州野林景区旅游开发， 

(1)从依托类型来看，属于资源型；(2)从资源组合配置来看，是以旅游景点与乡村景观组合互补型；(3)从产品 

开发特点来看，是在古州野林景区旅游基础上的多层次改进旅游产品开发；(4)从市场的两个方面来看，其客源市场 

是三个层次，相应的产品供给也是三个层次，古州野林景区的旅游产品供给与三个层次客源市场之间形成三个双向市 

场模式 (机会市场略)。 

二、昆明城郊休闲带近、中、远程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比较分析 

团结乡 “农家乐”旅游、黄草坝生态休闲旅游度假村、古州野林景区旅游开发三个案例，都是在人类渴望 “回 

归自然，返璞归真”的大背景下，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景观为旅游吸引，进行的乡村旅游开发。但由于资源、市场、开 

发时序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三者又各具特色 (见表1)(见图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查 芳：昆明城郊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研究 

表l 昆明城郊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比较分析表 · 

近 程 中 程 远 程 

项 目 ＼  团蛄乡 “农家乐”旅游 黄革坝生态休闲旅游度假村 古州野林景区旅游 

旅游地类型 有规划已开发旅游地 无开发旅游地 无规划已开发旅游地 

依托类型 市场型 责源+市场型 责源型 

以乡村景现与旅游景点组 以纯粹的乡村景现为对象 以旅游景点与乡村景现组合 责源组合配王 

合互补型 的旅游开发型 互补型 

①依托昆明这个巨大的客 ①各级政府支持；②社区 ①各级政府支持
；②责源奇 

优势 源市场：②各级政府支持； 参与积极性高；③责金投 
入高；④责源芙景度 高； 异度高；③社区参与积极性 

开发表件 ③经济基础好 高 ⑤
玉溪市场消费能力强 

经济基础差，距离消费能力 劣势 责源条件
一 般 知名度不高 强的玉溪

、 昆明市场较远 

客源市场层次 (机 ①
一

级客源市场 ①-t客源目标市场 ①一级客源目标市场 

②二级客源目标市场 会市场略) ②
二级客源目标市场 ③三级客源目标市场 

产品供给层次 针对核心客源市场 针对两级客源市场 针对三级客源市场 

市场模式 一个双向市场模式 两个双向市场模式 三个双向市场模式 

产品的不断创新，但要注意 顺应现代旅游发展 方向的 顺应市场需求，进行 旅游产 产
品特色 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倾向 高超点旅游开发 品改进

、 更新 

已成为比较成熟的乡村旅 发展阶段 规划设计阶段 改进旅游产品开发阶段 

游 目的地 

圈l 昆明城郊乡村旅游目的地市场开发模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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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与城市的大小有关，大城市 (昆明)的辐射力大于中等、小城市，对应多个层次的乡村 

旅游目的地；同理。中等城市的辐射力大于小城市，小城市的辐射力最弱。 

2．乡村旅游产品供给层次与距离大城市的远近有关，小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开发 (古州野林)的旅游产品供给所 

体现的层次最多，中等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开发 (黄草坝)的旅游产品供给所体现的层次次之，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 

开发 (团结乡)的旅游产品供给所体现的层次最少。 

3．从乡村旅游的起源、兴起来看，游客选择乡村旅游是满足自然、文化回归的旅游需求。鉴于此，乡村旅游产 

品必须突出有别于城市化的旅游产品，突出乡村性，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4．景区与 “农家乐”等形式的乡村旅游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双方的产品满足的是游客不同层次 

的需求。各自办出特色从而形成灵活有序的市场局面，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石强，钟林生，向宝惠．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A]．郫焕成、郑健雄．海峡两岸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 

展 [c]．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310—313． 

[2]王兵．从中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对比看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 [J]．旅游学刊，1999，(2)：38—42． 

[3]匡林．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A]．何光峰．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 [C]．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l钙I9．233—243． 

[4]王云才．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与借鉴 [J]．旅游学刊，2002，17(4)：45—5o． 

[5]贺小荣．我国乡村旅游的起源、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讨 [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90—94． 

[6]尹少华，邓德胜，文建林．乡村旅游及其发展对策的探讨 [J]．林业经济问题，2002，22(5)：264—267． 

[7]陈传康．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研究提纲 [J]．旅游学刊，1996，(5)：31—34． 

[8]王云才．乡村景观旅游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7． 

(93杜江，向萍．关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J]．旅游学刊，1999，(1)：15一l8． 

[io]谢彦君．以旅游城市作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 [J]．财经问题研究，l999，(1O)：79—81． 

[11]潘秋玲．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产品的供需特征及开发 [J]．地城研究与开发，1999，18(2)：60—62． 

[123吕连琴，刘爱荣．我国乡村旅游高级化的产品设计导向 [J]．地城研究与开发，2002，21(4)：69—72． 

[13]舒伯阳．中国观光农业旅游的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J]．旅游学刊，1997，(5)：41—43． 

[14]梁留科，吴次芳，曾新向，常江．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及对策研究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02。(4)：64—68． 

[15]吴雁华，傅桦．关于观光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之探讨 [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OO2，23(2)： 

7l一74． 

[16]冯淑华．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场分析与行为模式研究 [J]．旅游学刊，2002，17(6)：45一镐． 

[17]中国城市网 [EB／OL]．http：／／www．chinaesw．eom／eszx／kunming／galkum~htm，20O2一lO一29． 

[183中国旅游报 [EB／OL)．hap：／／www．cmews．com．cn／gh／industry／yunnan／Imnmingr l慨  

[19]云网 [EB／OL)．http：／／www．yunnan．cn，2004一o4—22． 

4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