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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阐述乡村旅游的含义 

及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分析了辽 

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解决对策，并对 乡村旅游可持续 

发展开发模式进行 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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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含义及意义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域内，利用乡 

村 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村牧渔业生产、 

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古镇村落、农家生 

活等资源条件，通过科学规划、开发设计， 

为城市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 

娱乐、健身的一种新的旅游经营活动。它 

包括乡村农业观光旅游以及乡村民俗文化 

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民俗旅游、自然生 

态旅游等多方面，是一项区别于城市旅 

游，具有地域性、乡土性和综合性的新型 

旅游业。 

乡村旅游的意义在于：促进乡村优势 

资源开发、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与城乡景观 
一 体化建设；促进乡村景观资源的高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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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无害化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推动 

乡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乡村人力资本建 

设；推动乡村社区风貌塑造；推动乡村人 

居环境的改善、建设与景观环境提升；促 

进城乡景观功能协调。 

辽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存 

在问题 

(一 )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辽宁乡村旅游还处于摸索 

的起步阶段 ，规模、产品、服务、从业人 

员素质等还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休闲、度 

假、会议奖励等市场需求。可 以说 ，辽宁 

乡村旅游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但发展的区域和数量不多，并大多停留在 

低水平的发展状态。 

乡村旅游市场是一个尚未规范，管理 

滞后的市场，一方面，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和游客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现 

行的旅游行政管理规定，也限制了乡村旅 

游向组织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二 )存在 的问题 

乡村旅游由于游客参与性、体验性强 ， 

服务价格低廉，深受城市居民欢迎，但辽 

宁乡村旅游仍存在很多问题：对发展乡村 

旅游还缺乏足够认识，观念和理念还比较 

落后，因而指导和引导不力；乡村旅游市 

场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缺乏管理的市场 ， 

活动单一，规模较小，组织较松散；普遍 

缺乏规划和策划，往往造成盲目开发，重 

复雷同，特色不突出；乡村旅游产品缺乏 

品牌，吸引力不强，效益不高；经营管理 

水平低，人才缺乏，旅游服务水平不高；管 

理体制不健全，缺乏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制度。 

辽宁省 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发展乡村旅游的 

重要意义；搞好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 

局，突出特色。注重整体性和连续性，充 

分考虑到地方的自然和文化特性，避免盲 

目发展，搞好规划落实，政府不仅应投入 

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更应该 

将此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计划。突出特色和 

自身优势。突出乡村传统文化优势，包装 

具有特色的传统乡土工艺技术 在建筑、服 

饰、饮食、歌舞等设计上突出体现地方民 

族特色；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建立统一 

的管理体制，制定促进发展的优惠政策；宣 

传促销促游，开拓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今 

后乡村旅游将要向两个方面转型 ：产品从 

“单一”向“个性化”转型，经营从 “单体” 

向 “规模化”转型。重点开发中小学、市民 

家庭、中老年休闲、企业职工度假 、会议 

奖励和康复疗养等市场；规范服务，加强 

人才培养。 

辽宁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开发 

模 式 

(一 )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 

政府的作用主要通过决策、协调 、立 

法、政策、引导和宣传等手段，为旅游企 

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政府主导可 

以通过引导组织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 

具体包括： 

1景区主导、社区参与型。以重点旅游 

景区为核心，吸收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 

游接待和服务，社区参与旅游是实现旅游 

开发的有效途径，它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 

的收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有利于农村 

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政府扶持与引导下，建 

立社区参与的保障机制和合理的利益分配 

机制，而且要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和旅游 

参与能力。通过对社区和居民的教育，培 

训和管理，增强旅游服务意识，提高旅游 

服务水平，以当地特色为生命，农民唱主 

角，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政府主导型。由政府主导进行乡村 

旅游的规划设计，投入资金，开发核心景 

区景点，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引导农民参 

与旅游接待服务。 

3．公司主导型。即公司加农户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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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踏了公平交易与诚信交易原则，故不能 

获得持续发展。如果供应链上下游与企业 

家同时选择进行博弈，双方都会出于防范 

心理、以及寻找另外的交易对手而付出较 

高交易成本，企业家不能获得持续发展。 

(三 )消费者 

最终购买和使用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顾 

客即消费者是企业生存的前提，也是企业 

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客体。关于市 

场营销观念的演变说明，从生产观念到社 

会营销观念，消费者的地位相对于企业家 

显得越来越重要，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 

需求成为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起点，也 

是归结点。可以说，没有消费者的最终需 

求，企业与企业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消费者一方面要求企业家所领导的企 

业能提供价优高质的产品与服务，另一方 

面又希望自己购买对象的行为主体是一个 

信守诺言，负责任的企业家。不论是前者 

还是后者，都要求企业家能为消费者提供 

不断增长的消费者价值(利益 )，提高服务 

水平，见图2。在图2(1)中，消费者愿 

意支付P1时，企业家能提供A1的服务，消 

费者愿意支付P2日寸，企业家能提供A2的 

服务，得到消费者价值曲线Vl；然而，消 

费者需求不断提高，在支付P1时，希望企 

业家能提供A2的服务，在支付P2时，希 

望企业家能提供A3的服务，此时，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必需响应与满足消 

费者的正当需求，此时消费者价值曲线＼／1 

整体向右移动，得到消费者价值曲线V2， 

如图2(2}。随着消费者价值曲线的不断右 

移，消费者价值不断提高，企业家所领导 

的企业也不断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其管 

理水平、技术水平、服务水平能够得到公 

众的认可，企业家在公众面前树立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的健康良好的形象，其所领导 

的企业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直接影响者 

(一 )员工 

企业蒙与员工～起构成企业的直接行 

为主体，他们一道为企业的生存目标与发 

展目标而奋斗，从理论上分析，他们应该 

有共同的价值观与信,IE0，对于企业和企业 

家是否应该履行社会责任有同样的判断标 

准。然而，由于他们所处职位不同，承担 

的责任也不一样，所谓 “不在其位，不谋 

其政”就是说因为职位的分别，权利与义 

务不相同，不同员工对于企业家是否履行 

社会责任有不同的认识。从宏观上来看，员 

工希望与自己一起工作、奋斗的企业家是 
一 个果敢、诚信、积极、公平、热情的人， 

具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伦理品质，自己为 

之服务的企业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能获 

取持续的发展。员工以在这样的企业工作 

而具有荣耀感。从微观上来看，企业家履 

行社会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对员工的责任， 

它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企 

业家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一方面意味着 

员工可获得的利益相对减 另一方面，企 

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是否能在当前利益 

与持续发展之间取得均衡也是员工考虑的 

问题，无论当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受损，都 

是员工不希望看到的。 

f二 )家庭 

企业家因其才学、获取经济利益的能 

力在家庭威员中较高，一般是家庭中的精 

英人物，其决策对家庭生活有重大影响。家 

庭成员～方面希望企业家能为家庭获取更 

多的经济利益，为家庭成员的工作与生活 

提供更好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企业家 

又是家庭对外界的荣耀，家庭成员希望企 

业家能为家庭带来更多的荣誉，企业家较 

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无疑会给家庭增光添彩。 

由于家庭成员结构的复杂性，价值观与目 

标导向也会不一致，企业家在履行社会责 

任时，会受到不同家庭成员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企业家社会 

责任的驱动要素不但从当前利益与持续发 

展两个方面决定了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 

程度与意愿，而且还决定了企业家的价值 

观。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构成了 

企业家社会责任驱动要素的框架结构 (如 

图3)。企业家社会责任由其所处的社会环 

境中的多种驱动要素所决定，不同的社会 

环境、同一社会环境中各种驱动要素作用 

力的变化，都会导致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 

意愿与强度的变化，因此，企业家在履行 

社会责任时，必须兼顾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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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引进育经济实力和市场经营能力的 

企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指导、组 

织村民开展民族风情文化旅游活动。 

(二 )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着重对吸引游客的重要生态因素进行 

建设，即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村落社区 

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环境、生态旅游产业 

因素(生态住宿、生态餐饮、生态购物、生 

态交通等设施与服务 J与游客对 自然生态 

环境的纯净度、优美度；对人文生态环境 

的 “乡土味”、“地方性”、“民族性”；对农 

业生产系统的生态性和食品卫生的安全性 

越来越高的要求相适应，以提高市场旅游 

的生态品质。 

(三 )城 乡互动的开发模式 

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巨大的客源输出 

潜力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面向旅游 

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是乡土化， 

具体体现在文化性、特殊性、民俗性、生 

态性和参与性等方面。保持与城市旅游 

供给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是乡村旅游开发 

的基本原则。 

充分发挥都市生态农业发展优势，把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与发展都市生态农业有 

机结合起来。以都市生态农业作为乡村生 

态旅游的重要产业依托，提高乡村旅游的 

抗风险能力。通过旅游收入提高抚育农业 

的能力，不断开拓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把乡千寸旅游作为解决“三 

农”问题的新的突破点。以旅助农，城乡 

互动，通过市场导向，发展以吃农家饭、住 

农家院、观自然景、赏民俗情、享田园乐 

为特色的民俗游；发展以采摘、垂钓、休 

闲农场、生态农业园等绿色、休闲、参与、 

体验的观光农业游；发展随季节变化举行 

的花卉节、果蔬节、冰雪节等。推动乡村 

旅游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四 )乡村主题旅游开发模式 

要大力开发农业旅游、民俗旅游、农 

事旅游等。乡村旅游产品的创新的切入点 

在于对当地民俗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并以 

此为依据形成适当的旅游表现方式和旅游 

活动方式——主题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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