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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旅游从总体上来说对乡村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避免的也会带来一定 

的负面影响。乡村旅游应该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遵循经济规律，扬长避短，争取利益最 

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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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对传统的农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冲 

击，传统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小农经济的运作方 

式，表现为“靠天吃饭”，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性极强， 
一 旦遇上自然灾害，如水旱灾、虫灾等，农业生产就 

会遭受致命打击。因此，农业生产、农民生活要与自 

然环境相适应协调，故农民会尽可能少地干扰农业 

生态系统(农田、旱地、草原)，使其近似于或顺应于 

自然生态演替，这样，农业生态系统就具有自然生态 

系统的自我保持和修复功能。 

乡村旅游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而言完全是一种 

城市化的强势经济，它兼有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 

特点，以工业化方式推进，却又依赖于传统的农业生 

态环境。一方面，乡村旅游经济打破了农业经济的 

中心地位，使许多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农业生产退居 

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又引入了一些新型的农业发 

展模式，如观光农业、生态农业，使农业生产不再是 

单纯地提供粮食，而兼具观赏功能。乡村旅游经济 

有一个基本要素和农业经济是一致的，那就是“靠天 

吃饭”，这里的“天”是指乡村自然环境，也就是说乡 

村旅游经济发展的依托条件还是乡村自然环境。乡 

村旅游本质上是作为城市经济的附属产物出现的，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城市发展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 

的地区对乡村旅游的需求也就越大；相反，经济落后 

的地区对乡村旅游的需求相对就弱。 

一

、乡村旅游经济的正面影响 

乡村旅游从一开始就与振兴乡村经济密不可 

分。乡村旅游增加乡村的经济收入，提高当地生活 

水平；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扩大乡村居民的就业途 

径；对乡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并促进 

乡村经济由单一农业经济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为当地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机会和支持；促进 

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当地税收；一定程度上改善 

投资环境，吸引其他外部企业参与发展；有助于当地 

手工艺和贸易的发展等。因此，许多地方都把发展 

乡村旅游作为脱贫致富的经济手段，事实上，乡村旅 

游也确实担当起了这一重任。 

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肯尼亚马 

赛马拉保护区的旅游发展史⋯。当地生活的马赛族 

人原来靠贩卖猎物维生，生活贫困。1977年，肯尼亚 

政府颁布了禁猎令，并将该地区划为生态保护区。 

马赛族人一开始难以适应这种变革，不少人冒险偷 

猎，屡禁不止。但随即兴起的生态旅游改变了马赛 

族人的观念，他们发现旅游业能够给他们带来丰厚 

而稳定的收入，远比原先的狩猎生活来得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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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众逐渐接受了新的土地和资源利用方式。 

而且地方议会也非常慷慨，每年都从旅游收入中拿 

出一定比例回馈当地居民，并修建道路、兴建医疗服 

务站、学校和供水设备等以支持当地部落的发展。 

马赛马拉保护区逐渐成为肯尼亚最受欢迎的旅游景 

点。 

下英水村的旅游开发是另一个显示乡村旅游经 

济魔力的实例 J。地处京西深山区的下英水村是京 

郊有名的贫困村，人均只有几分山坡地，靠天吃饭， 

年景最好时人均收入也在500元以下。1991年银狐 

洞的发现并开发改变了其贫困面貌，从 1992年该洞 

试开放至 1997年，全村人均收入超过 1800元，80％ 

的劳动力从事旅游工作，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如今，银狐洞成了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乡村旅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当地居 

民的经济生存方式来实现的。传统农业经济的附加 

值低，不可能带来很高的收入，而旅游经济的附加值 

高，可以为从业人员提供高薪。 

二、乡村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 

乡村旅游的发展在给目的地带来经济利益的同 

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乡村旅游拉大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乡村旅游开发使农民的耕地减少，旅游的发展也使 
一 部分农民主动转向旅游服务业。这样就引起农民 

收入结构的改变，即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 

下降，而来自旅游业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但这种 

改变并不是对每个农村居民都一样。旅游业有一定 

的从业要求，农民由于素质和能力的不同，从旅游业 

获得的收入差异很大，这势必拉大农民之间的收入 

差距，甚至引发农民之间的极度贫富分化。 

其次，乡村旅游导致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通常只有部分居民能够从 

旅游开发中获得实惠，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发展旅游 

带来的社会成本上升，如物价上涨。以笔者实地考 

察的三清山为例，山上农民工的服务价格已经上涨 

到30～40元／天，而山下玉山县农民工服务的价格 

仅为20元／天，因此，山上农民建房成本提高了不 

：少。 

最后，乡村旅游可能引发当地村民和开发者之 

间的经济纠纷。由于我国乡村旅游的特殊性，投资 

者基本上是外来者，多数利益也被其收入囊中，但乡 

村旅游的主体往往又是民宅、民居，没有村民的配合 

旅游根本无法开展 ，因此，投资者和当地村民是一种 

利益依存的关系。然而，由于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认 

识不一致，常常导致许多的经济纠葛和矛盾，影响了 

旅游的发展。 

吉安市青原区兴桥镇钓源村的旅游开发凸显了 

乡村旅游经济的副作用。钓源村距离吉安市区 18 

公里，下辖五个自然村，以庄山村为最大。现有居民 

150余户，近900人。钓源村始建于唐代末年，距今 

已有 1100多年历史，钓源曾被誉为吉安的“小南 

京”，繁华喧闹，店铺鳞次栉比，人口逾万。到了清 

末，因武装抵抗太平天国，大部分村庄毁于战火，规 

模骤减。现在的钓源，仅为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 

然而，尽管如此，这座千年古村仍保存了明、清建筑 

150多处，荟萃了我国南方古代民间建筑的主要基本 

类型。2001年，在国际建筑界享有盛誉的香港城市 

大学，把钓源村定为中国南方建筑教学的示范点。 

钓源的旅游开发始于吉安市某市领导对钓源村 

的对口扶贫，前后通过吉安市计委投入了约700万 

资金对庄山和渭溪自然村的古建筑(以庄山为主)进 

行维修，并修通了3．6公里的进村水泥公路。当时 

村民对于旅游开发热情非常高，积极配合。2004年 

9月26日，吉安市钓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宣告正式 

挂牌营业。旅游公司是以股份制形式建立的，市计 

委占35％，吉州区政府占20％，兴桥镇政府占20％， 

钓源村委会占25％。据初步统计，目前每天的游客 

数约为100人，周末和黄金周的游客相对多一些，基 

本上都是团体游客，散客很少。门票从 2003年5月 

1日开始收取，当时的门票价格定为 10元／人。从 

2004年9月起，门票提高到30元／人。 

旅游开发带来了许多令村民不满的问题。 

首先，由于市计委股份最大，旅游公司董事长由 

计委指派，其财务制度不透明，资金的使用村民根本 

无法过问。村委会书记虽然是庄山村的，也是旅游 

公司董事。但是村民认为其不是由大家推选出来的， 

并没有真正代表大家的利益。2004年，旅游公司以 

各项收支相抵为由，没有分配给村民任何利润。对 

此，村民颇有不满，认为这种解释缺乏事实依据。 

其次，旅游公厕修建在离村中心池塘不远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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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排泄物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入塘中，导致塘 

水污秽不堪，村民日常洗涤非常不便。而在村民找 

旅游公司寻求解决时，旅游公司有关人员却推脱敷 

衍，致使该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引起村民极度不 

满。 

再次，庄山村民认为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庄山 

村，其他四个自然村没有作多少贡献，如果与之平均 

分配旅游公司的利润有失公允。 

最后，旅游公司修建离村约 l公里的水库时淹 

没了80多亩良田，其中有一部分是邻村土地，当时 

庄山村为了旅游能顺利开展，自愿将本村其他地方 

的田等量划给邻村进行补偿。但之后旅游公司对这 

80多亩土地没有作任何补偿，而根据其他地方的经 

验，征用土地进行旅游开发都应依据土地价格予以 

适当补偿，如三清山管委会2004年征用西坑村水田 

时补偿金额达到 10080元／亩，这也引起了村民们的 

不满。 

钓源村的旅游开发尚处于初步阶段，导致上述 

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体制不顺、透明度不高，缺 

乏一种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钓源村的旅游要 

实现大发展就应既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如水上娱乐 

项目和野外烧烤项目等，又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热 

情，协调好与村民的关系。 

三、影响乡村旅游经济作用发挥的因素 

乡村旅游经济的作用并不是均衡发挥的，有些 

地方乡村旅游发展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效益，而有 

些地方则未必如此。即使是同一个旅游目的地，受 

旅游的经济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研究乡村旅游经 

济效用究竟如何发挥对于指导乡村经济合理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乡村旅游 

经济作用的发挥与以下因素相关： 

首先，与乡村旅游的经济辐射半径有关，经济辐 

射能力一般与地理位置的远近负相关，即距离越大， 

经济影响力越小。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通常规律。 

以三清山附近的东坳村和稍远的西坑村为例。 

三清山地处江西玉山县和德兴市交界处，由上饶市 

直属的三清山管委会管理。三清山管委会下辖三清 

乡和三清林场，三清乡位于北山，以前由于交通不 

便，极少有游客由此上下山，2o05年4月刚刚修通玉 

山到婺源的水泥公路及环山公路，旅游开发尚处于 

起步阶段。而三清林场地处南山，是目前从玉山上 

三清山的主要通道。这里旅游开发较早，旅游对当 

地经济影响较大。西坑村委会是三清乡管辖的四个 

村委会中人口较多的一个，是通往北山入 口的必经 

之地，距离南山入口约 l5公里。东坳村是三清林场 

下属的四个村委会之一，该村紧靠南山公路，距离三 

清山门票站 2公里，离缆车起点站4公里。下表比 

较了三清山的旅游开发对两个村经济的不同影响： 

＼＼ 庄 ＼

＼  西坑村 东坳村 
指标 ＼  
户数与人口 210户，798人 169户，675人 

面积 水田360亩．山地 75亩 水田 270亩．山地 1700亩 

人均收入 18o0元 21o0元(官方数字，估计实际收入要更高) 

抬滑杆的 15人 ，搬运工 2O人，跑运输的小 抬滑杆的 4O多人，搬运工 3人，运输货车十多辆，环卫员 20 

四轮5辆，栽客面的2辆。全村以农业和 人(由管委会聘请，500元／月，并有奖金，年收入约7500元)， 
从事旅游业情况 林业收入为主，旅游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导游6人，在山上开宾馆、餐馆的5人，山下路边宾馆还有 3 

例不足 1O％。 家。其中山上一家女神宾馆有2O多个床位。全村每年可以 

从旅游业中得到约 8O万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60％以上。 

外出打工人数 100多人 1O多人 

(1)20亩黄金茶基地一个，第 4年种植，年 

产量约200斤。茶叶全部卖给管委会。目 

前村里已经开始着手 自主包装销售。(2) 村办企业 无 

招待所一个，位于乡政府所在的金沙自然 

村。有十几个床位，一般每个床位每天 1c 

元 ．客人稀少。 

2005年初管委会准备在 西坑建银 湖度假 共征用土地 43亩，1991年修 公路 时补偿款为 60O0元／亩， 

土地征用 村，征用土地280亩。水田补偿款 10080元 2003年修环山公路时水田补偿款为2400元肩 、旱地补偿款 

倌 ，旱地补偿款 8600元／亩。 为1000元／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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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村的各项基本指标的比较很好地证明了“距 

离越大，经济影响力越小”这一点。 

其次，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能力有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可以通过集体或个人自主投资 

或股份合作，一方面减少旅游经济的漏损，另一方面 

实现开发者和当地居民的更大有效的沟通，减少经 

济发展成本。相反，经济落后的地方由于娱乐业、交 

通业、旅游商贸业等对外依赖过大，往往造成严重的 

旅游收入漏损。由于旅游的主要收入为外来投资者 

所取，当地为了增加旅游收入，只能想方设法吸引更 

多的旅游者前来，而不去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结果往 

往导致游客人数超过当地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 

限，给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 

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西海岸以外 1000公 

里处_3J3，跨越厄瓜多尔，群岛由120个岛屿组成，这 

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生态旅游 目的地。 

1997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旅游收入几乎占到了岛上 

居民收入的80％。厄瓜多尔是南美的经济欠发达国 

家，旅游投资很多都由外国公司介入，结果主要由外 

国公司经营的游船业赚取了当地旅游业的主要利 

润，但给当地经济带来的乘数效应却很低。而且生 

态旅游从业人员要求有较高的职业水平，厄瓜多尔 

很难有这种人才，结果只能靠外国员工来满足这方 

面的人力需求，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旅游经济的 

漏损。 

但是，总的来说，乡村旅游的开发是利大于弊。 

乡村旅游的开发应统筹规划，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同时还应处理好政府利益和居民利益之间的关系， 

避免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同 

时也要按照乡村旅游经济效应发挥的规律逐步推 

进，争取利益最大化，使乡村旅游开发真正成为发展 

经济、扶助贫困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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