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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关系探讨 

袁文平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国乡村游”是目前较为热门的话题。本文探讨 了它们之间 

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 乡村旅游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新农村建设为 乡村旅游走 

向一个新的台阶，提供更好的经济平台和资源优势；同时乡村旅游也将成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进 

而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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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 口占我国人 

口的6O 以上。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是消除贫富差距，构 

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是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 

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水平，扩大内需，保证宏观经 

济健康、持续、稳定运行的重要一环。因此，党中央 

站在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论题。我国广大农村的现状是：人均耕地 

少，人口密度大，边际劳动生产力极低。在农村，农 

民依存于不可移动的耕地。我国虽有精耕细作的 

传统，但单产也因自然属性不可能无限增加，收益 

又受制于气候等 自然条件，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 

对较小，决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长的能力有限。因 

此，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内涵就是发展 

壮大新产业，所谓的“新”，关键就在于资源的再 

造，在于人口上的“变负担为资源”，在发展模式上 

依靠最大的内部能动。我国农村地区资源特点是 

人多地少，但同时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也是奇山 

秀水、名胜古迹、风情民俗等传统旅游资源的富集 

地；又是自然生态、田园风光等现代旅游资源的分 

布地。因此，依托农村地区在旅游资源以及人力资 

源方面拥有的特殊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是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条有效途径。因为旅游业不但 

是一个能够创汇增收、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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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产业，而且是一个可以促进一、二、三产业互相 

渗透融合、共同发展的催化产业。 

1 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机遇 

我国采用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战略，原因 

在于发展旅游业牵涉的相关部门很多，如果没有 

政府主导，只靠旅游部门，是孤掌难鸣，很难办成 

大事。 

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 

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使政、学、业界等社会 

各界都来关注农村地区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国家 

旅游局提出了今年的旅游主题是“中国乡村游”， 

两者相得益彰。这是乡村旅游难得的“天时地利人 

和”的历史发展机遇。 

1．1新农村建设对 乡村旅游发展的意义 

(1)物质支持 

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环境优美、自然 

风光绝佳、民俗文化绚丽多彩的地区，大多和交通 

闭塞，水、电、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相伴随，和 

人居环境较差相联系，这阻挡了大部分旅游者的脚 

步，使得许多很有特色的乡村旅游点“养在深闺无 

人识”。多年研究农村和农民的专家林毅夫指出：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 

电、道路等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今 

年，政府在“三农”方面注资将会达到 3397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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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比去年增加了 442亿元。其中有 1000多亿投向 

农村道路建设，这会解决乡村旅游的可进人性问 

题。有研究表明：当铁路和公路加权平均通车里程 

每增长 lkm，国内旅游人数大约增长 806人次。 

(2)资金扶持 

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就是缺乏资金。国外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表明，政 

府的资金扶持是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证。政府长期财政投入政策的适当倾 

斜，必会促进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如武 

汉市黄陂区在“走木兰大道，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就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农 

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政府在财政补贴、建设资 

金、银行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3)人力资源支持 

人才匮乏、管理和服务水平低下、丰富的资源 

不能被有效地推向市场 ，已经成为乡村旅游 发展 

的限制性因素。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的农 

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将会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 

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乡 

村旅游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大学生下基层”、 

“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一些政策与措施吸引大 

学生到农村去工作，这会使拥有较高知识水平 、具 

有现代文明意识以及了解乡村旅游消费者的大学 

生发挥他们在乡村旅游中“智囊”的作用。 

1．2广大 乡村地区是我 国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空间 

(1)供需矛盾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海外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人数都稳步增长。但由 

于资源的稀缺性，旅游目的地难以出现类似游客 

饱和，游客数量上升与产品供给有限性之间构成 

了一个矛盾体。乡村旅游发展对旅游业来讲也是 

解决热点旅游 目的地环境容量饱和 、游客数量上 

升这对矛盾体的一个有效方法。 

(2)乡村旅游是现阶段我 国旅游业发展的一 

种重要形式 

目前，我国的旅游消费逐步由观光游向观光 

休闲游、高层次、多样化方向发展。1999年以来， 

我国法定假 日及双休 日共计 114天，占全年时间 

的三分之一左右，假 日经济的启动，使旅游结构发 

生了重大变化，即专线旅游在减少，短线旅游和城 

市周边旅游在增加。乡村相比于名山大JIf更靠近 

城市，地理位置具有优势，交通较为便利，且受时 

间和经费的制约较小，既符合作为城市人口主体 

的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尤 

其是旅游业的发展。据估计，1998年我国进行乡 

村旅游的人数就超过了 1亿人。 

2 乡村旅游可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1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乡村社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乡村社会 

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由社会发展的大潮流带 

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其特点是乡村社会是由社会发 

展的潮流所推动，这样就出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 

社会大潮流弱势或社会大潮流未及的地方，就有可 

能出现乡村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近似于零发展 

的现象，这是一种被动式的乡村社会发展；另一种 

是依托突破点以寻求乡村社会的发展，其特点是乡 

村社会的发展从乡村内部激发出动力 ，并以此往外 

拓展，形成一个乡村社会发展的态势，这是一种主 

动式的乡村社会发展。农村居民参与式的乡村旅游 

开发就是一种主动式的乡村社会发展，这与乡镇企 

的增长趋势。一些热点旅游 目的地环境容量已经 业、传统农业发展有着很大的不同。 

表 1 农村地区发展参与式乡村旅游、乡镇企业与传统农业的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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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地 区全面地发展 

(1)旅游扶贫开发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 

旅游扶贫开发是一种特殊的开发扶贫形式 ， 

以发展旅游业带动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为主要目 

标。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往往和自然环境 

优美、民风淳朴、民俗奇特相伴随，也就是说旅游 

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与贫困地区有很大的重合 

性。这种重合性就为“发展乡村旅游”与“扶贫”建 

立了有机联系。90年代国家旅游局开展的“旅游 

开发扶贫工程”，到 1996年就取得 了脱贫人 口超 

过 300万人的喜人业绩，云南的西双版纳、大理、 

丽江，湖南的张家界、湘西、南岳，四川I的阿坝，广 

西的桂北，河北的太行山区等一大批地区的农村， 

靠发展旅游业实现了大面积脱贫致富。 

(2)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实 

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可以是乡村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的救 

星。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城市“现代化”生 

活的向往 ，农村地区的居 民逐渐 摒弃 了他们认 为 

“土”的民俗、传统手工艺、服装。然而旅游者却喜 

欢追寻古老的事物和与众不同的东西，并愿意为 

此掏腰包。旅游者希望能与当地农民一起吃饭、劳 

动甚至居住，于是就有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的 

形式。“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最大特色和卖点。随 

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和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人们 

就会认识到传统乡村景观、文化与良好的农村生 

态环境也是一种生产力，从而就会主动地保护传 

统乡村景观、文化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维护生态 

平衡，加强环境保护。 

(3)乡村旅游促进农 民观念现代化，实现农 

民自身的发展 

广大旅游者的到来，带来了发达地区的商品 

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并把现代化城市的政 

治、经济、文化、意识等信息辐射到农村，促进了当 

地居民的意识观念、生活习俗的改变。现代市场经 

济意识、文明意识开始占据人们的头脑，并激发了 

人们求富、求新、求文明等新的追求。从某种意义 

上讲也是促进了“乡风文明”的建设 。 

(4)乡村旅游有利于促进乡村城市化建设，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从农业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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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开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接待、服务、 

运输 、建筑等行业 ，从而加速乡村非农化的进程。 

乡村旅游通过对农资金积累、非农产业结构的调 

整、农户增收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影响来促进乡村 

城市化建设。随着乡村地区参与旅游的进一步深 

人，更多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城镇人”，无 

形中促进了乡村城市化的建设，通过参与旅游逐 

渐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如在武汉市黄陂区，经过 

几年乡村旅游的发展 ，形成了众多的旅游集镇 ，在 

这些旅游集镇中，农 民的角色发生了改变，成为了 

全职的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和服务者，木兰天池的 

明清一条街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综上所述 ，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为乡村旅游 

的进一步发展带来 了新的历史机遇 。生产发展是 

新农村建设 的首要任务 ，要以产业发展来推动新 

农村建设，乡村旅游业作为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 

十分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乡村 

旅游优化了农村的经济结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可实现农村 

经济内生的可持续的发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和乡村旅游 

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旅游解 

决了一系列发展“瓶颈”，乡村旅游是新世纪我国 

农村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 

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旅游是新农村 

建设(尤其是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的地区)十分重 

要的产业支撑，同时广阔的农村地区也是新世纪 

我 国旅游业发展重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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