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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的优势与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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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 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不仅是农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经营的重要形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 

径，它能从根本上确保农民直接获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加快城 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因 

此，在下一阶段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应 当注重将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实现农民生活 

宽裕、提升社区乡风文明、增进社区村容整洁以及落实基层管理 民主等举措有机结合起来，使社 区参与式乡 

村旅游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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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 80年代的富裕农 

村地区。90年代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 

． 健康发展，乡村旅游无论是在软硬件设施建设，还 

是旅游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旅游人数增长上都有 

了长足进步。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现阶段乡村旅 

游开发与经营模式普遍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即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农民群众作为乡 

村旅游目的地的主要群体，基本被排除在利益分配 

体系之外，没有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应有的实惠。 

这一问题的存在显然有悖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战略目标。因此，在下一阶段乡村旅游发 

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 

续的发展观，积极倡导社区参与这一新的乡村旅游 

开发模式，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  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概述 

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具体是指以社区农民参与 

旅游开发全过程并获益为核心，依托乡村丰富的自 

然景观和多彩的民俗风物，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 

市场，以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集观光、 

度假、求知、消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形式、多层 

次、多地域的可持续旅游形式⋯。其实质是扩大乡村 

旅游开发的参与面，在政府扶持与调控下，改变目 

前投资企业和开发商一家独大的单一利益分配格局， 

从农村社区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他 

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乡村旅游的发展成 

果惠及全体社区农民，从而将乡村旅游社区最终建 

设成为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现阶段，由于政治文化传统中民主意识淡薄， 

我国农村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部门 

人员观念和知识水平，农村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 

游缺乏足够的理解以及开发商单方面追求经济利益 

等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 

社区参与的范围、方式以及管理体制都不尽人意， 

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对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为了 

协调社区居民与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矛盾与不适，调 

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必须倡导社区参与乡村旅游 

发展。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内容必须渗透到各 

个层面，从个别参与到群体参与、组织参与，逐步 

实现社区的全面参与。一方面，居民要参与旅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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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决策和实践、旅游规划和实施、环境保护及社会 

文化进步；另一方面，居民不仅仅局限在谋求经济发 

展的层面，而是重视环境保护与社会传统文化的维 

护与继承的层面，参与资源的管理、参与规划和决 

策的制定过程。乡村社区的参与要能在规划中反映 

居民的想法和对旅游的态度，以便规划实施后，减 

少居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从而达到发展乡 

村社区旅游的主要目的，即：要有效地进行经济发展 

和资源保护；在社区内创造公平的利益分配体系；培 

训当地社区的服务员，增强他们保护资源的责任感， 

自觉地参与到旅游中来等。 

二．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在建设新农村中的优 

势 

1．确保农民直接获益 

首先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强调社区和居民的全 

方位参与，从旅游产品的生产到销售、从开发到接 

待均由社区和居民主动参与，从经济上保障了乡村 

全体居民的旅游收益，从而保证农民能从旅游开发 

中直接获益，增加农民的直接收入。从根本上避免 

了传统旅游开发中只有部分农民受益或受益少的问 

题【2】；第二，农民可以在乡村旅游经营中自力更生， 

不再完全依赖土地或资源征用款，也避免了旅游开 

发后因土地和资源被占而使农民返贫的现象；第三， 

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农民可以开设特色旅馆 

和工艺品商店，使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土特产以 

及养殖的牲畜、动物等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以 

满足游客食、住、游、购、娱等各种需要。这样不 

仅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增加了农民自身的直接收 

益，也使顾客得到了实惠。正~l：IMurphy(1985)指出 

的那样：要在社区内开发旅游业，那么传统产业的东 

道主必须成为自觉合作者；【3 第四，大部分农民的闲 

暇时间较多，而农民对于闲暇时间的处理较为简单， 

在湖南的部分地区就有“一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 

八个月打牌”的说法【4]，此时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 

游，可使农民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参与旅游接待，并 

在闲暇时段也有所收益，增加 “活钱”，从而延长了 

农民的收益期。 

2．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不单是使当地社区参与旅游 

产品供给，同时也意味着社区应当以东道主的身份， 

参与到旅游开发项目决策、旅游资源管理、监控旅 

游发展、旅游政策制定、旅游利益分配以及旅游知 

识敖育的相关工作中来。旅游知识教育以及参与旅 

游 品供给，将在实践中逐渐提高农民的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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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服务技能，同时也提升了环境保护意识和文 

明意识。参与旅游决策和管理，将提高农民的管理 

素质，形成良好的民主协商风气。因此，社区参与 

式乡村旅游能在商业和管理活动实践中，真正达到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目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培育出具有市场意识，注重环境卫生，倡导健康文 

明风尚的新型农民。 

3．加快城 乡一体化进程 

乡村旅游通过影响对农资金积累、非农产业结 

构的调整、农户增收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来促进乡村 

城市化建设【5]。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使大量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向接待、服务、运输、建筑等行业，加 

速了当地社区非农化进程。因旅游开发失去土地或 

将土地入股的农民，基本上脱离了传统农业，转变 

为旅游服务从业人员，从而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随着乡村社区参与旅游的开发，第一产业的比重下 

降，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提高，改变了农村社区 

单一的农业经济基础；由于农民从发展乡村旅游中获 

得实惠，增加了收益，改善了自身的生活质量，进 
一 步减小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异。最后，通过广 

泛参与乡村旅游，不断接触城市游客和城市文化， 

使农民群众更新了观念，接受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从而缩小了与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社区参与式乡 

村旅游无论从收入水平、生活方式还是思想观念上， 

都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加快 

城乡一体化进程。 

4．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第一，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高科 

技农业与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使农业科技 

成为一种新兴旅游资源。创办高科技农业观光园、 

开发游客体验项目及提供旅游食品原料等的需要极 

大刺激了农民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第二，有利于加 

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社区参与的旅游开发使 

当地农民群众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包装。农户所 

开的农家乐、农家店，直接面对消费者，减少了流 

通环节，也成为农产品的强大零售终端，极大推进 

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建设。第三，有利于发展农 

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销路的拓展、质量的提高、包 

装水平的改善以及农民群众在参与旅游过程中市场 

意识的增强将促进一批新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各类 

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带动当地农业产业化经营。 

三 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实 

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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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与促进农村生产 

发展相结合 

一 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来带动 

农业经济转型，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可以某一乡村 

旅游资源丰富的农村为中心，通过该社区参与的示 

范作用，辐射和带动周围农村社区加入到旅游开发 

中，吸收周围农村的农产品。通过分析各村的比较 

优势，一村提供一种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品，使 

该乡村旅游区形成以旅游为纽带的特色农业区，促 

进农业生产的转型。 

另一方面，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与促进农村生 

产发展还可以从以下方面相结合：激励农民引进先进 

的生产技术，实施科学种养，以减少农产品的生产 

周期，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加快高科技农业的推 

广速度；帮助农民开拓市场，促进农业的产业化经 

营；为高科技农业机械购买以及先进农业技术引进积 

累所需资金，为保证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的顺利发 

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2．将发展社区参与式 乡村旅游与实现农民生活 

宽裕 相结合 

一 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解决农民 

就业问题。目前我国近4．8亿的劳动力中，有3．2亿 

为农业劳动力，1．6亿从事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 

业。根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达 

到1．5亿，且每年新增劳动力600多万人。这么多 

的富余劳动力在短期内要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来加 

以吸收是相当困难的，发展参与式乡村旅游无疑是 

解决其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根据加拿大S·史密 

斯的系统模型理论，旅游业每增加3万元收入就将 

增加 1个直接就业机会和2．5个间接就业机会。由 

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预 

测，如增加的旅游收入同为3万元，就业人数发展 

中国家将是发达国家的2倍。要充分发挥社区参与 

式乡村旅游的就业效应，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旅游项 

目的投资建设，开展与旅游服务相关的多种经营活 

动，切实解决好农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确保 

农民持续增收。鼓励社区和居民全方位参与乡村旅 

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旅游项目的投资与开发、旅 

游资源管理与经营的全过程，切实保障农村社区群 

众的相关收益，在解决就业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 

聪明才智，寻找致富门路，尽快富裕起来。同时，社 

区参与乡村旅游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调节机制，一 

般来说社区原有的经济水平越低，从旅游业中获得 

的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越大，社区 

居民对旅游业的依赖性就越强，并且他们还会将收 

入增加的希望寄托于旅游者数量的继续增长和旅游 

支出的增加，从而积极主动参与旅游活动【6]。农民和 

农村发展高度结合起来，使旅游业成为乡村重要的 

产业和社区经济内容，让农民直接从事旅游产品生 

产，直接参与乡村旅游服务、经营乡村产品和旅游 

中介机构等，以实现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个体之 

间利益的再分配过程，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村级企 

业和股份合作经济等途径，保障社区居民对旅游服 

务企业的控制权力，创造居民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 

使居民成为旅游业发展积极影响的受益者。 

5．将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与提升社区乡凤 

文明相结合 

一 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保护和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 

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激发农民组织本土 

特色的文化队伍、兴办文化产业的积极性，使乡村 

旅游项目始终体现乡土特色，并向外来游客进行宣 

传与传播。 

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促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闲时节从事乡村旅游也有利 

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季节性调节，客观上促进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极大地丰富了农村业余文化生活， 

使农民自觉远离不健康的消遣方式，崇尚科学，抵 

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 

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形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使农村呈现出诚 

信友爱、充满活力的和谐氛围。 

4．将发展社区参与式 乡村旅游与增进社区村容 

整洁 相结合 

一 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培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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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片青山绿水、村容整洁、乡风淳厚的自然气 

息。 

5．将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与落实基层管理民主 

相结合 

一

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使广大 

农村群众全面介入旅游项目的开发与经营活动，真 

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与监督权。这样，既 

能协调和解决旅游开发中的各项矛盾、减小经营阻 

力，维护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和安定有序的社会风 

气，也能增强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培育民主商议、 

团结协作的政治风气。 

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组 

织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决策与经营，能够不断增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其成为推进乡 

村旅游不断深入和健康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也使 

社区参与式乡村旅游成为落实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 

管理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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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urism to Promot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ural 

YAN You—bing，JIANG Sheng，WANG Zhong 

(College ofManage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Community involvement rural tourism is not only an impo~ant form of farmers to particir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business，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Those ensure that it will fundamentally 

benefit farmers directly，and enhance their overall quality，and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refore，in the next stag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the focus will be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rural tourism an d promo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roduction，affluent farmers，rural communities to upgrade wind civilization，increase community 

capacity an d clean villages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the implementation ofgrassroots initiatives such as organically integrated， 

community involvement rural tourism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the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community involvement rural tourism；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advantages；train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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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白 · 

蒙求 作者李瀚是盛唐人 

周腊生 

笔者在本刊2006年第3期刊发过拙文 <蒙求>的作者究竟是那个李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疏 

漏一例》，文中指出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的地方说 (《蒙求》作者是 “唐李瀚”，有的地方又说是 “晋 

李瀚”，互相矛盾。“这两个李瀚籍贯不同，年辈又相差甚远。最早提及 蒙求 作者的李匡义既是唐末人， 

那么 蒙求》的作者只能是 ‘唐李瀚’，而决不是 ‘晋李瀚’或 ‘晋翰林学士李瀚’。”这些笔者现在还是这 

样看的。但是由于当时看的资料有限，认定 蒙求 作者是唐末人，现在却应该修正了——他是盛唐人。 

近翻检中华书局 1983年版 全唐文》所附 唐文拾遗》，其卷 19，总第 10574页有著名散文家李华为 

李瀚写的 蒙求序》，还有饶州刺史宗人李良为李瀚写的 荐蒙求表》。李华是盛唐人众所周知，李良荐表 

署时 “天宝五年八月一日”，则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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