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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 乡村景观旅游开发 
梅 燕 

一

、乡村、乡村景观与乡村旅游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个地域 概念 ，也是一 

个历史概念。现代乡村具有 6个特点：①一般以经 

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比重较大。②地广人稀，人口 

密度低，聚居规模小。③以自给性、半自给性生产为 
主，商品经济不发达。④乡村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 

中存在。⑤乡村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实体， 
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⑥乡村社会结构 

简单，文化比较落后，居民具有较强的乡土观念。．就 

目前而言 ，乡村 即是我国 21世纪经济发展的基础 ， 

同时，乡村发展也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 

充分利用各种乡村资源 (农业资源 、矿产资源、 

乡村景观资源等)，全方位多渠道地促进乡村经济的 
发展。其中，利用乡村景观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应该 

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乡村景观包括乡 

村聚落景观、乡村文化民俗景观和乡村 自然环境。 

乡村景观区别于其他景观的关键在于乡村以农业为 

主的生产景观和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观以及乡村特有 

的田园文化和 田园生活。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景 观为吸引物 的旅游 活动 ， 

起源于 19世纪中期的欧洲，2O世纪 8O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结构的调 

整，乡村旅游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逐步成为我国农 

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乡村景观旅游开发条件 

1．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对于乡村旅游产品的形成具有重大的 

影响。我国各大中城市附近都有广阔的农村 ，以乡 

村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一般为非稀缺性资源，其引 
力和辐射范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只会对乡村附近 

的城市产生吸引力，难以吸引远程旅游市场。而那 

些能吸引远程客人的乡村景观或是处于风景名胜 区 

附近，或是拥有比较稀少、保留较多古建筑的村落。 

因此，开发乡村旅游必须依托于具有较强消费能力 

的大中城市。分析区位条件时也可从 3个方面进行 
评价 ：一是距离 中心城市的远近 ；二是交通的便捷情 

况 ；三是中心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向。 

2．农业基础条件 

誊； 

镬 

乡村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的产物 。相 

对于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活动 ，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季 

节性 ，因而区域的农业基础对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 

义 农业种植技术影响到农作物布局、农产品产量 、 

乡村景观的视觉效果以及农事活动的模仿开发，如 

锄地、打农药等传统的体力或较危险的活动不宜开 

发为旅游活动项 目，而赏花 、采摘花果等就宜于开展 

旅游活动。因此 ，一个地方是否适合开发乡村旅游， 

还应考察其农业事务是否有利于组成旅游者可体验 

的、适合观赏的旅游产品。 

3．乡村景观质量条件 
以开发 乡村旅游为 目的的乡村景观质量的评价 

应以其吸引力为主要标准。乡村景观的吸引力是指 

景观客体对乡村旅游者形成的特殊魅力，可以是有 

形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是景观无形的信息，在旅游者 

的“刺激——反应”过程中形成较强的心理反应和对 

乡村的心理和行为冲动。包括乡村景观的 自然吸引 

力 、民俗风情吸引力 、历史文化吸引力以及旅游者对 

乡村的特殊偏爱。因此。在评价乡村景观质量时，一 

是要考虑自然景观的美感度、奇特性和特殊价值；二 
是要研究乡村景 观的文化品位、风土 民情 、民间节 

庆、名人遗迹等。 

4．乡村社区条件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旅游对旅游 目的地带 

来的环境、社会和文化的消极影响 日益突出，促使人 

们重视旅游与社 区关系问题的研究 ，从社 区的角度 

思考和寻求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旅 

游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层次越高的社 

区参与越有利于旅游的发展。同时，乡村社 区对乡 

村旅游又具有造 景 、提供服务 、保护 乡村景 观等功 

能。因此 ，发展乡村旅游应考察该社 区的社会经济 

情况、居民意识、政府政策要求等条件。 

三、乡村景观旅游的开发 
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作一具体分析。龙泉 

驿区地处成都平原 东部 ，是成 都的东大 门，环境优 

越 ，物产丰富 、气候宜人 、乡村 景观独具特色。一年 
一 度的桃 花节，形成 一种独特 的“桃 花经济”现象。 

从龙泉旅游业发展的历史来看 ，乡村旅游是龙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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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的源头，也是龙泉旅游业的特色和发展方向。 

1．开发条 件分析 
区位条件：龙泉驿区位丁成都市东郊，距离订丁中 

心 20公里 ，距成都市双流机场 28公里 ，距离重庆市 

仅 4小时的高速路程。以老成渝路 、成渝高速公路 、 

成南高速公路 、成洛路 、成龙路、三环路 、绕城高速公 

路 、城环公路(连接各卫星城的交通干道)为主的“五 

纵三横”城市 干道和交通道路 网络覆盖全景 ，具有 

“近山不进 山，近城不进城 ”的独特区位优势 ，作为成 

都市城区和工业向东发展的主体区域，已拥有相当 

好的基础设施 和服务设施 ，为旅游开发奠定了较好 

条件。 

农业基础 ：龙泉驿区地处成都平原东部边缘 ，是 

成都平原向盆 中丘陵地带过渡的特殊地带。多种多 

样的地形、肥沃的土壤 、适宜的气候 、充足的水源．为 

龙泉驿发展以果园为主体的多种农业提供了有利条 
件，形成了以名优高产果树、油菜等经济作物为主、 

适当发展粮食作物和水产及农副业的农业经济结 

构。此类农业基础有利于开发组成适合旅游者观 

赏、体验、参与的旅游产品。 

景观质量：经过十几年的建设，龙泉驿区已形成 

了风格各异的四季果园景观，零星湖泊点缀其问，色 
彩绚烂的田园风光使游 客赏心悦 目。同时 ，还有影 

响深远的内陆型客家民俗文化，明代陵墓群以及藏 

传佛教密宗寺院石经寺。同安镇还有一个近万亩的 

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园区。龙泉驿区的乡村旅游景观 

是以自然景观为依托 ，集乡村文化、民俗文化和高科 

技农业于一体，有利于形成观光、采摘、休闲度假的 

生 态农 业 园 。 

2．乡村景观旅游开发建议 
(1)开发定位 

定位是乡村旅游景观开发与设计的基础 ，通过 
定位来稳定 乡村旅 游在都市旅游格 局中的总体特 

征 ，包括区位选择 、市场 选择 、产 品选择和组合。① 

区位选择 ：乡村旅游的区位选择是 以都市消费群体 

为依托的远郊 旅游圈 ，以 l 13和 2 13旅游 为周期 。 

龙泉驿区的区位特征具有 1—2 13旅游 的空间行 为 

特征，以成都及其周边城市为主体，以重庆市及其周 
边城市为次中心。②市场选择 ：龙泉驿 区展示的是 

田园风光，其主要 目标市场是以观光休闲为主的大 

众市场，开展以采摘、种菜等为主的农事参与旅游活 

动，同时，也可开发一些乡村文化专项旅游。而新兴 

的高科技乡村景观开发 目标市场应该是青少年及 

其他地区观摩学 习旅游者。③产 品选择和组合 ：龙 

泉驿 区传统的乡村观光旅游产品是三月份的桃花节 

和五月份的枇杷节 ，季节性强 。因而应 根据四季花 

果的开放、成熟期及其分布，将乡村观光与景观进行 

时空结合，同时，挖掘客家文化、开发高科技农业项 

目，对龙泉驿的旅游产品进 行深度和广度 的组台设 
计。 

(2)乡村景观意象塑造 

景观意象是乡村景观在人们感知过程中所形成 

的记忆性 、分辨性的整体性特征，是开发乡村旅游的 

基础。龙 泉驿区在砰发乡村旅游过程中对景观意象 

的塑造应强化“乡村”二字，具体表现在：①乡村景观 

背景 ：背景景观是旅游区存在的依托 ，无须太多的设 

计和改造。但在生产 活动 与旅游开发中，应尽 可能 

维护和强化原赋资源的特色，加大对龙泉山体的普 

遍绿化。②乡村农 院景观 ：农 院是 乡村居 民点最基 

本的单元，也是体现乡村景观意象最基本因素之一。 

发展龙泉驿 区乡村旅 游应重塑其 乡村农 院景观意 

象，建筑物应以川东民居建筑为主，整体色调应与乡 

村背景相 协调；加大 内部配套设施 的整治 ，绿化庭 

院，利用生态工程技术逐步建成生态农院。③ 乡村 

城镇景观：城镇作为游客进入 目的地 的交通枢纽和 

旅游活动的服务基地，在烘托和加强游客对 目的地 

整体形象感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现代性与历 

史性的统一，加强对十陵镇 、龙泉镇 、同安镇等城镇 

社区的建设，使其既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又提供乡村 

社区便捷完备 的服务功能。 

(3)加强乡村社区参与 

乡村社区参与旅游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不可缺少的措施 之一。龙 泉驿 区的乡村旅游 始于 

1987年前后 ，刚开始主要是有关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书房村科技生态农业结构调整的成功经验 ，部分成 

都市民在三月桃李花盛开的季节来 观花赏景 ，农户 

没有围绕游客经商的意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龙 

泉驿区的农户越来越意识到发展乡村旅游为其带来 

的经济效益较为可观，是发家致富的好机会，故参与 

旅游的主动性增强 ，但参与意识不够宽广 ，关注的重 

点主要是 自己的农产品是 否能卖出去 、能否获 得经 

济利益等具体问题，其民主参与的意识较弱，仅仅是 

接受政府管理部 门的安排及旅游规划部门的指导 ， 

参与形式也只是简单地配合旅游业发展。 

要使龙泉驿区乡村旅游得到持续发展，必须加 

强社区参与，强化民主参与意识，促使广大农户主动 

要求参与旅游发展 ，并 注重对 当地农 户的教育 和培 

训投资，帮助农民树立进取意识和促成其思想解放， 

建设美好家园和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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