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开发与乡村社区经济 

■黄郁成 陈 超 夏继军 

本文通过对不同区域的乡村经济收入状况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农业的运作方式已经难以改变乡村地 

区面貌，农业问题的解决方式在非农经济的发展，而乡村旅游开发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 

是乡村地区的旅游经济的运作形式有很大的不同，这与其所在的旅游经济发展规模和旅游开发的影响形式 

有关，本文通过三个典型的案例分析，论述了乡村旅游经济的三种运作类型，以及政府、村民、村集体在乡村 

旅游经济运作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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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 目“旅游开发与农村社区经济”(立项号：02BJY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兴起的过程中，总是会伴 

随着乡村的衰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发 

达国家 ，乡村的复兴是通过国家补贴来实现 

的。但在我国，限于国家财力，很难对广大的乡 

村进行经济上的全面扶持 ，只能通过国家财政 

转移支付的形式，对乡村地区进行有限的帮助， 

并由此减轻乡村的负担。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 

地资源条件与经济基础、国家对于农业扶持的 

力度有所不同，因此农村的收入水平相差很 

大。 

发展乡村旅游在乡村地区创造了新的就业 

机会 ，在乡村保持传统和追求现代化之间找到 

新的平衡，促使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支持 

乡村社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乡村地区农副产品 

的附加值，改善乡村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 

防止或修复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乡村地区都适合发展旅游，也并 

不是所有乡村社区都能够通过旅游找到发展的 

路径，没有一个地区适宜于发展所有形式的旅 

游，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以及不同模式的 

乡村旅游，都会对乡村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 

乡村旅游开发的地域基础是乡村社区。通 

常说来，社区有三个要素：一是地区，二是当地 

社会，三是以当地为主的集体行为的过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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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素是这里的焦点，也被称为“社区领域”。现 

有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就业影响 

是社区性的，而不只是单个农户。乡村旅游开发 

由于市场与旅游资源的差异较大，在不同的地 

区，旅游开发的经济效果有很大不同。一般来 

说，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条件较好，旅游市场 

容量较大，因此乡村的旅游开发成效也较大；但 

如果资源优势明显 ，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地区旅 

游开发也会有较好的结果 ，比如安徽黄山附近 

的西递和宏村，由于保留有完整的故村落，同时 

又处在国际著名的旅游胜地黄山附近，因此乡 

村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也不错。 

旅游开发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影响，主要可 

以从农村社区居民的收入和就业状况变化，以 

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等方面 

加以说明。 

一

、乡村经济区域差别 

乡村居民的收入差别最能够反映乡村经济 

的差别，总体而言，乡村居民的收入与其所处地 

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有关(见表 1)。 

首先，乡村居民从农业中所获得的收入 (即 

家庭经营收入)，各地相差不大，全国平均数为 

1486．54元／人。东部地区为 1669．22元／人，仅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2．28％；西部地区最低为 

1280．9元／人 ，但 也 只 比全 国平 均水 平低 

16．1％。而中部地区则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出 

3％，表明中部地区是主要的农业省份。 

其次，乡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全国差距则十分悬殊。工资性收 

入最高的东部，为2211．32元／人，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出 163．18％；而最低的西部 ，其工资性收 

入为 442．52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7．33％。这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大大高于 

西部，其乡村居民也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而家 

庭经营收入已经大大低于工资性收入；西部地 

区则远离都市，乡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远远低 

于家庭经营收入，表明其城市化水平很低。 

东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较高， 

乡村居民总体收入，以及其他各项收入水平都 

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正是因为东部地区一支 

独秀，使得全国平均水平也大大抬升。 

中部与西部的差距则不太大，由于中部地 

区生态条件好于西部地区，因此家庭经营收入 

略高于西部地区。但中部与西部更大的差距在 

于工资性收入，这有两种解释，一是中部城市发 

展水平高于西部 ，另一种解释就是中部地区距 

离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较近，能够方便地前往 

东部地区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从而获得比西部 

地区更高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在分享东部的城 

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方面，在城市化的发展程 

度方面，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一些。 

但是 ，西部地区的转移性收入比中部地区 

高，这表明国家在财政的扶持力度上，采取了一 

定的向西部倾斜政策。 

表 1：中国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区域比较 

地区 收入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全国 2475．63 840．22 1486．54 50．68 98．19 

东部 42l1．6 22l1．32 1669．22 135．2 195．83 

巾都 
．
2 715．2 1531．7 39．08 65．7 

西部 I840．3 442．52 I2舳 9 33．9 83 

本表根据《中!Zl统 计年 鉴 。2003》(中!Zl统 计 出版社 ，2OO3年 9 

月)第369页的资料编制。 

表 1明确地显示，单纯依靠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要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碰到了一个刚性 

增长的极限。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还是最不 

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经营方面的收入差 

距已经不大，差距较大的是工资I生收入，这说明 

乡村地区只有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才能致富。乡 

村旅游开发对于提高乡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 

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 

来说 ，由于工业生产不发达，乡村居民从事工商 

业活动的机会不多，而乡村旅游是农村吸引城 

市居民前来消费，从而使得乡村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能够分享东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发 

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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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坑的旅游经济——政府主导。村民个 

体参与 

流坑村的旅游开发可以追溯到 1990年代 

中期，在旅游开发前，流坑居民全部从事农业生 

产，村中只有一两户从事竹木家具等手工业活 

动，商店也只有一两家，主要销售村民们的一些 

日常生活用品。 

流坑的旅游开发，可以说一直都是由外力 

推动的，前期是学者们的鼓动，后期是当地政府 

的促成。流坑的旅游开发也一直是政府主导，村 

民被动参与。但是，无论是从政府方面还是从流 

坑村来说，由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人才缺乏，若 

干年来，旅游开发的实际效果很难上规模。因 

此 ，流坑的旅游经济对于政府来说意义并不是 

很大，而对于流坑村来说 ，则有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对村 

集体经济的影响，二是对流坑村民个人的经济 

影响。而这两种经济影响又可以从直接和间接 

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流坑的村落集体经济来看，主要的 

收入是门票。2001年，流坑的门票收入为 36万 

元左右，其门票收入分配大致如表 2。除去了旅 

游开发的成本，真正能够产生旅游开发效益的 

大概只有 13．6万元，即村干部的行政费用补 

贴、代付税费，以及村民的分红。 

表2：2001年流坑门票收入分配表(单位：万元) 

支出 点 景点 宣传 门剥 导游、傩 村干部 付 村民 
项目l卫生 建设 营销 制作I舞队抽成 行政费慨费 分红 总计 

数 目 3．6 4．0 3．6 4．0 7．2 1．0 5．6 7．0 36．0 

本表根据乐安旅游局 、乐安流坑村委 会提供 的数据 编制。 

表 2中有两项支出是直接分配给村民的， 

即 “代付税费”和 “村民分红”，但这两项收入加 

总只有 12．6万，而流坑村目前的人口有 4，600 

多人，900余户，平均每人不到 30元，每户 140 

元左右，因此，流坑旅游业的发展给村民带来的 

实际利益并不多。考虑到乡村居民的收入以实 

物为主，这种现金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 

民的税费负担。但是，村集体没有积累，难以从 

事其他的公益性建设和投资，也没有力量进行 

大规模的旅游扩大投资。如果考虑到政府在流 

坑投入的近千万元资金，这些旅游开发的直接 

收入明显偏低。 

流坑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部分非农就业岗位。乡村旅游开发的最大优势， 

就是它可以为乡村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和乡村居 

民家庭经营创造条件。 

表3 流坑旅游从业人员统计 

区 丑 五Ⅱ 互匝 ：匝 I 
本表根据乐安县旅游局、流坑村委会提供的数据编制。 

由于旅游直接收入不高，流坑的旅游开发 

产生的直接就业岗位也有限，从表 3可见，流坑 

旅游业的发展只增加了72个就业岗位，这对于 

总人口为 4，600的流坑村来说，人数确实十分 

少。但重要的是，由于外来旅游者的增加，人们 

的就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正是从 1997年开 

始，流坑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外出打工者，至今， 

流坑在外打工的已经有 1428人，现在打工者的 

收入已经成为流坑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虽 

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大规模的外出打工 

现象与流坑的旅游开发有直接的关系，但外来 

旅游者的增加 ，多多少少会对当地人的就业观 

念带来影响。同时，由于旅游开发的影响，流坑 

商品经济的观念提高了。据村委会主任介绍，原 

先流坑外出打工的人，还要花钱请人耕种 自己 

的承包地。旅游开发后，要征用一些土地，但村 

民宁愿让土地撂荒，也不愿被征用。村民们认 

为，流坑旅游开发后，土地的价格会上涨，所以 

不愿现在将土地转让出去。 

在流坑村头，有家以古屋改造成的餐馆，这 

家餐馆的位置在流坑是最好的，所以生意也最 

好。店主人40岁左右，也是流坑董姓，但不是这 

家古屋的主人，而是租住的房子，他自己的家在 

村内。问及他的经历，他说原先两口子都在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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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但收入不高，除去往返路费等开销，能够 

带回来的钱不多。加之家里父母二老健在，身边 

无人照顾，因此回家种地。现在旅游搞起来了， 

收入比在外打工更高 ，就再也没有出去的愿 

望。除了做餐饮生意之外，店主人还兼卖 自己家 

庭作坊制作的“辣椒鱼肚”，每有游客到来，他总 

要为游客提供这道菜，一旦博得游客的喜爱，他 

能够立刻向游客推销自己的家庭产品。他甚至 

以自己的姓名作为这种 “辣椒鱼肚”的商标，并 

将它作为一个小产业 ，销售至乐安县城、抚州市 

和南昌市，每年仅此一项的收入便达到 3万余 

元。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古村落，体现出来的现代 

经营观念实属难能可贵。店主人曾经在沿海地 

区有过较长时间的打工经历，使他具有一定的 

商业头脑。但是，他的家庭作坊还很小，只是夫 

妻二人在家中自己生产一些 ，平常不生产，只是 

到秋末或初冬并有人订货时才生产。在订货量 

大的时候，夫妻二人忙不过来 ，会请几个帮工。 

这也体现出乡村居民抗风险能力较差，另外也 

缺乏政府或金融部门的扶持。所以，虽然他的家 

庭生意有一定的市场，而且产品也有一定的特 

色，但几年来就一直以旅游者为销售对象，没有 

主动地向外界扩展。 

流坑其他的商业服务也是以私人家庭小型 

企业为主，较多的是餐馆，现在有两家家庭旅馆 

正在建设 ，预计不久可以开张，但这两家的家庭 

旅馆规模也很小。都是将 自己的住宅改造成旅 

馆，床位数量也不多，只有 20来张。由于在流坑 

旅游所需的时间很短 ，基本上没有什么游客会 

在流坑住宿，因此旅馆即使床位不多，也难保能 

够接待到多少客人。流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 

村民还不多，即使是与旅游关系密切的住户，都 

很少有经商的意识。大多数村民是一种旁观者 

的心态，所有的经营者都是家庭单干，没有合股 

经营的现象。 

流坑的旅游开发总体直接效应不大，市场 

条件不太乐观，人才缺乏，没有外来大型企业的 

投资等是主要原因。流坑的主要旅游收入来自 

于门票，而门票的收益分成方较多，政府难以在 

流坑的门票收入中得到多少利益。但是由于旅 

游开发，引来了上级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近 

千万元投入 ，这可以说是流坑旅游开发最大的 

效益。 

可见，流坑的旅游开发，主要还是县政府主 

持，门票收益与村集体分享 ，但村集体没有从事 

旅游经营活动。由于市场环境不佳，区位条件不 

具优势，加之经营人才缺乏，因此实际的收入不 

高。其他经营活动则完全由村民个人进行，村民 

个人对于流坑的旅游还是寄予了一定期望，一 

些村民在面临建设用地征用时，宁可让土地抛 

荒，也不肯立即将土地转让出去，原因就在于村 

民们认为，随着流坑旅游业的开发，这些土地在 

将来会升值。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乡村居民的观 

念改变有较大关系，表明他们对于乡村旅游开 

发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但是由于乡村旅游开 

发的人才缺乏，流坑旅游开发的成效总是难以 

提高。因此，流坑的旅游开发可能最大的成效， 

是促进了当地村民市场经济观念的提高，也使 

他们意识到了教育的价值。虽然流坑村在历史 

上是以文章和经商著称 ，但在近现代这种文章 

和经商的传统早已失落。 ’ 

三、井冈山土岭村经济——家庭经营 

茨坪林场辖4个自然村，有山林 9万余亩。 

土岭村是茨坪林场所辖村庄之一，原是井冈山 

国营垦殖场，1980年代垦殖场撤销，原垦殖场职 

工及其家属组成了现在的土岭村。土岭村是一 

个小山村，受地形条件的限制，村民居住较为分 

散，有的村民住宅已经属于茨坪镇，有的村民则 

在山上、山腰或山下较平坦的地方居住。村民的 

住宅大多是单门独户，或两、三户居住在一起， 

根据地形条件决定，只有在茨坪镇内的村民居 

住相对集中。全村有 41户，246人，其中20岁以 

下有 70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73人，劳动力 

103人。老年人中有 51人是商品粮户口，为原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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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的退休职工，享有国家发给的退休工资240 

元／月，村里只负担 6人的养老，每月给 150元 

的补贴。 

土岭村虽然地处茨坪镇近郊，但村中经济 

依然以农副业为主。全村有水田 172．8亩，种一 

季稻，产量在 700斤／亩左右，基本上可以解决 

居民的口粮。有菜地 40亩，勤快一些的家庭，种 

菜收入每年可以达到 2000—3000元。全村几乎 

每家每户都养猪，户均在 l5—20头，养猪收入 

每年大约在4000—6000元左右。其他家禽也有 

养殖，但比较自由，没有形成规模。全村还有毛 

竹林约900余亩，其中土岭村公共林有 200亩， 

允许村民每两年挖一次笋，每户的该项年收入 

约有 3000—4000元。除了挖笋的收入，还有砍 

伐毛竹的收入，但砍毛竹，需向林场缴纳 18元／ 

亩的费用，7—8寸的毛竹可卖 3—4元／根，9寸 

以上的可卖 6元／根。但规定，每亩毛竹林必须 

确保 120根／亩，否则毛竹资源会受到破坏性开 

发。村中有外来居民开办了竹凉席加工厂，村民 

们砍伐的毛竹大多卖给加工厂。竹凉席大多被 

旅游者购买，有较稳定的市场，因此在旅游旺 

季，竹凉席加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村民的毛竹砍 

伐量也较大，价格也较高。竹凉席加工厂每年都 

雇佣了 l0余名工人，雇工的工资只有 5—6元 

每天(吃住由雇主解决)，员工全部是外地人。 

早禾木茶场，在土岭村辖区内，有茶园 330 

亩，其中新茶园 97亩，1995年栽种的老茶园 

233亩。由于村中无人懂种茶，制茶，因此该茶园 

由私人承包经营，每年向土岭村村委会缴纳一 

定的承包金。村集体的收入主要来 自于该茶场 

的承包收入，支出则是向6位老人提供的每月 

150元养老金。 

早禾木茶场每年有三季采茶，头道采茶季 

节需要雇工 50余人，二、三道也要雇工 30余 

人；每个采茶、制茶季节有 20天左右。由于采 

茶、制茶较辛苦，因此几乎没有土岭村的村民从 

事这些工作；茶场的雇主必须到井冈山山下去 

招募员工，这些人大多是遂川县农民，也有一部 

分员工来 自贵州省。员工的工资根据工作量而 

定，大致每天有 25元左右。如果是土岭村的村 

民，则 25元／天的工资根本请不到，必须在 35 

元 以上 。 

由于井冈山是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外来 

旅游者较多，肉、蛋、菜的价格较高，这成为土岭 

村村民的多元化收入来源。土岭村全村的人 口 

不多，地接井冈山核心旅游接待地——茨坪镇， 

虽然水田较少，但山林、菜地的经济价值较高。 

村民们从事家庭经营的收入，比起其他村庄来 

说，收入高不少。因此，土岭村村民外出打工的 

很少，甚至在茨坪镇从事服务业工作的人都较 

少。无论是土岭村的竹凉席加工厂，还是早禾木 

茶场，所雇佣的员工大多是外地人，没有土岭村 

居民。因此，井冈山的旅游开发对于地处茨坪近 

郊的土岭村来说，直接的影响不大 (所谓直接影 

响是指当地村民能够直接从旅游服务中获取收 

益)。但是由于土岭村民拥有较多的农、副、林业 

资源，同时井冈山的旅游发展，为他们的家庭经 

营带来广阔的市场。他们无须直接从事旅游服 

务，只需从事家庭经营活动，就能够获得较高的 

收益。 

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土岭村的村民有更 

多的获得收入的手段 ，而这也是他们更熟悉的 

方式。如果他们直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这些工 

作虽然对技术的要求不高，但他们未必胜任，同 

时这些工作的收入更低。此外，土岭村的村民很 

少有从事市场中介，或自己开店经营，他们往往 

只顾生产，销售的事情都交给城镇中前来收购 

的中间商贩。而且，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村中也 

有人将自己的住房租给外来户开办餐馆。他们 

宁愿收租，少得一些收入，也不肯冒亏本的风 

险。当地的村干部介绍说，当地人开餐馆既没有 

经营的经验，也缺乏城镇的人际关系，难以成 

功。城镇前来开餐馆的人就有这些条件，因此当 

地村民宁愿出租自己的住房，给外来人员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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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愿意自己独立经营。毕竟，农民的长处还是 

从事农业、副业、林业的生产活动。当然，乡村居 

民抵御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也较弱，山区居民 

的思想观念也相对保守。 

四、浙江象山的梅岙村经济——集体经营 

梅岙村地处松兰山旅游区大门侧，属于浙 

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办事处管辖。该村有 65户 

人家，200多口人，120个劳动力。经济上以渔业 

为主，农业为辅。村中有两艘 5O吨的渔船，从事 

近海捕捞；梅岙村还拥有 2—3千亩滩涂，由村 

民自主承包，进行滩涂养殖；另有两艘 500吨的 

运输船，从事海洋运输，主要经营宁波至象山的 

航线，运载的货物大多是黄沙和煤炭。农业方面 

有耕地 200亩，只能维持基本口粮。没有集体经 

济，都是村民自主从事经济活动，捕捞船和运输 

船为私人拥有，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约在 20000 

元左右。 

旅游开发对梅岙村影响最大的就是征地 

了，土地的征用费约为5000—8000元／亩，主要 

用于道路建设和绿化，村集体还保留了30亩土 

地。征地是分期进行的，最早的征地是在 1997 

年，当时松兰山的旅游开发还没有展开，通往松 

兰山的道路很差，只有一条机耕道，前往旅游的 

客人都是 自发成行的，旅游开发面临着很多不 

确定因素，政府对松兰山的旅游能否获得成功 

还有一定的担心，因此，征用的土地不多，土地 

征用的费用也较低。 

政府所征用的土地有两部分 ，用于修路的 

土地是无偿征用，其他土地的征用费约有 9O万 

元。作为补偿，旅游区将属于梅岙村的滩涂改造 

成沙滩，将经营权交给村庄。为了统一管理梅岙 

村的所有产业，村委会和支委成立了经济合作 

所，合作所领导由支书兼。梅岙村成立了具有法 

人地位的南沙滩综合服务中心，利用征地补偿 

费购置了6艘快艇，建了两个淋浴房，其他服务 

还包括向游客提供篮球、排球 、太阳伞等用品， 

以及出售游泳衣裤、救生圈、小食品、饮料以及 

其他旅游商品。全村农户 自愿入股，共有 5O户 

入股，其余村民在外地从事经营活动。入股的方 

式是每户出一个劳动力，旺季特别忙时，每户要 

出两人，从事经营和后勤工作，每年每户平均约 

可获得 5000元的收入。松兰山的旅游旺季一般 

只有 3—4个月，所以旅游经营期限较短。 

中心经理由村民选举产生 ，每年根据经营 

状况改选一次，村委负责监督 ，对公司负责。经 

理下面设经营组，组长由经理提名。经理每月收 

入 1000元，组长每月 300元。 

另外，旅游区 (由县旅游局管理)也为梅岙 

村提供了约 1O个就业岗位，每人每月的工资收 

入在 400到 800元之间。 

属于梅岙村的产业除了沙滩经营权以外 ， 

还以保留的 30亩地入股加上一 分征地费作 

为投资建设了一个停车场(占30％股份)和美食 

一 条街 (拥有 50％股份)。停车场由旅游区统一 

经营，按股份分红；美食一条街则由村集体出租 

给个人进行经营，由村集体收取租金。 

梅岙村利用村集体收入，向60岁以上的村 

民每人每月发放 6O元的生活费，各家各户每年 

发放 1000余斤 口粮。另外，村里为村民购买劳 

保、订阅报纸、支付各种税费。 

在松兰山的旅游开发中，政府为失去土地 

的乡村居民较少给以直接的经济补偿 ，而是为 

当地居民提供一部分产业，交由居民们 自行经 

营，这样可以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乡村居 

民的生计。但是，梅岙村所获得的产业都是属于 

集体所有，为了保证这些产业能够产生规模效 

益，梅岙村没有将这些产业分散到村民们个体 

名下，而是由村集体掌握并经营。 

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农村的集体组织 

到底是商业组织还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组 

织?如果说历经千年的中国农村传统村社宗族 

管理方式，到人民公社化时代终结的话，那么今 

天的农村集体组织很大的程度上既有人民公社 

的痕迹，又重新融入了村社宗族管理的成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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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大潮中，也增添了股份制企业内容。 

五、结语 

一 般来说，农村地区的旅游开发直接收入， 

比如门票，是由旅游开发者 (由于资源的国有 

化，因此直接的旅游开发者一般是政府部门)获 

得。即使这些旅游开发的吸引物是乡村居民的 

住房 (即古建筑)，其门票收益也很少能够被农 

村地区的居民获得 (可能会有一定的分享)。因 

此能够对乡村地区产生较大经济影响的是旅游 

开发所带来的间接收益以及就业。 

这些间接收益主要是农村地区居民的自主 

经营收益，对于农村地区居民而言，自主经营不 

可能有较大的投资和复杂的商业运作。因此，适 

合于农村地区居民自主经营的项目大多是旅游 

商品销售、餐饮业以及围绕旅游商品销售和餐 

饮经营的相关生产活动。 

乡村地区的旅游开发很少有乡村地区独 自 

完成的例子，大多是借助于政府的介入或外来 

商家的投资。这其中，无论是乡村集体组织还是 

乡村居民个人，在乡村地区的旅游开发都是扮 

演配合的角色。因此，旅游开发对于乡村地区的 

直接经济影响表现得并不明显，而间接影响可 

能更大。同时，由于乡村地区在旅游开发中的配 

角地位，因此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收入并不能 

够留在乡村社区。 

相比于国外的乡村旅游开发，国内的情形 

更为复杂一些。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计 

划经济体制，个体私营经济的经营活动受到很 

大的限制，再者国家几乎对所有经济领域都实 

行准入制度。相对于乡村居民的身份和经济实 

力而言，大多数的经营准入门槛都较高。农村的 

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于城市，还多了一重集体。乡 

村旅游开发中，农村集体组织成为重要的经营 

主体，而在国外则没有或很少集体组织的介入， 

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乡村居民个人或家庭。 

“集体”经济其实是公有制经济运行模式在现代 

市场经济中的残留。但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主 

体之一，乡村集体组织则在乡村旅游中扮演着 

比乡村居民个体更重要的角色。在不少乡村旅 

游开发的个案中，乡村居民个体从事的经济活 

动，是在集体组织的许可或组织下进行的。由于 

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活动资源大多被集体 

组织垄断，只有那些乡村集体顾及不到，或不成 

规模的地方，或者集体组织 自身的市场经济观 

念不强的地区，乡村居民个体的经营活动才可 

能成为市场活动的重要成分。 

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的影响，在不同的地 

区有不同的表现，流坑村居民在政府对于旅游 

经营活动的时候，部分村民尽量搭上旅游商业 

的公共汽车，但大多数村民则还是旁观者。井冈 

山的旅游开发则给当地村民提供了家庭农业经 

营的条件 ，相对于农民从事旅游服务和旅游经 

营来说，农业家庭经营是农民更熟悉的方式，当 

然他们的农业经营活动带有强烈的市场经济色 

彩。而松兰山的村民则完全融人了旅游经营活 

动，基本上已经不再从事农业活动，传统的渔业 

生产也出现萎缩。这与浙江省长期以来的市场 

经济氛围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与井冈山的村民 

不同的是，松兰山的旅游经营是将村民的利益 

捆绑在一起 ，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性，经营的规模 

也较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弱 

点。但这种组织，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村 

社宗族团体，更不是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因 

此，在未来的旅游经营中，无论是战略决策，还 

是利益分配都可能出现不明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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