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经济 

我 国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研 究  

口 王卫文 

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田园风光、森林景观、农林生产经营活 

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风俗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 

去观赏、品尝、习作、休闲、体验、健身、科考、绘画、摄影、购物、度 

假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具有开发范围广、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地域特色明显、原始野趣浓、易开发、投资少、见效快、 

参与性强、重游率高、消费较低等特点。乡村旅游的开展，一方面 

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度假、回归大自然的需求，另一方 

面也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农民收入，所以引起旅 

游及相关部门的重视。近些年来发展迅速，成为当前国内外旅游 

中的热门项目和主要潮流之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素以农业发达著称于世。农业门类繁 

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均特别显著。具有发展农业旅游得天独 

厚的条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但由于认识观 

念及资金等方面的原因，这一极具开发潜力的领域还发展较慢。 

国内只有准北平原的 “绿洲仙境”小张庄、江苏江阴华西村、深圳 

“绿色庄园”、广东东莞等地试办了 “农业旅游”，并取得了较大成 

功，值得各地借鉴。国家旅游局将 1998年定为 “华夏城乡游”， 

1999年为“生态环境旅游年”，这其中就包含了乡村旅游，旨在推 

动我国乡村旅游的大发展。我们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和保护乡 

村生态环境，大力开发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发 

展。 

一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形式 

我国乡村旅游根据其资源特点及所开展的旅游活动的内容 

可分为如下一些模式： 

1．森林公园。对于那些区位条件好，地形多变，山峦起伏，溪 

流交错，森林茂密，景色秀丽，环境优良，气候舒适，面积较大的森 

林地段可开发为森林公园。使之成为人们回归自然、休闲、度假、 

野营、避暑、科考和进行森林浴的理想场所。 

2．度假区(村)。是指在自然风景优美、气候舒适宜人、生态 

环境优良的景观地带建成的、以满足旅游者度假、休闲为主要目 

的场所。 

3．野营地。野营是一种户外游憩活动，是暂时性离开都市或 

人口密集的地方，利用帐篷、高架帐篷床、睡袋、汽车旅馆、小木屋 

等在郊外过夜、享受大自然的野趣及生态环境提供的保健功能、 

欣赏优美的自然风光并参与其它休闲娱乐活动的一种旅游活动 

项目。森林野营地要求离城市30—160kin左右，交通比较方便， 

但必须离开公路干线，具有良好的森林环境，气候好，空气洁净， 

环境比较幽静，有水源，避风，面积较森林公园小，但应大于4公 

顷。在靠近水源的地方选择地势较平坦或有一些小起伏的地方建 

设野营地。也有人将野营地建在农荒地、草原、甚至沙漠边缘。 

4．观光购物农园。开放成熟的果园、菜园、花圃、茶园等，让 

游客入内采果、拔菜、赏花、采茶，享受田园乐趣。此乃国外农业旅 

游最普遍的一种形式。 

5．租赁农园。是指农民将土地出租给市民种植粮食、花草、 

瓜、果、蔬菜等的园地。其主要目的是让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 

享受耕作乐趣，以休闲体验为主，而不是以生产经营为目标。多数 

租用者只能利用节假日到农园作业，平时则由农地提供者代管。 

租赁农园所生产的农产品一般只供租赁者自己享用或分赠亲朋 

好友。 

6．休闲农场。是一种供游客观光、度假、游憩、娱乐、采果、农 

作、垂钓、烧烤、食宿、体验农民生活、了解乡土风情的综合性农业 

区。近年来，台湾的许多会议都移到休闲农场举行。 

7．农业公园。按照公园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思想，将农田区 

划为服务区、景观区、农业生产区、农产品消费区、旅游休闲娱乐 

区等部分，形成一个公园式的农业庄园。 

8．教育农因。这是将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农 

业生产经营形式。农园中栽植的作物、饲养的动物、配备的农具设 

备及所采用的生产工艺和耕作技术等都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教 

育农园可设置简单的农业“博物馆”，陈列反映当地种养殖业生产 

历史与现状的农畜产品或其图片、农具、介绍农业生产工艺技术 

的资料等，并可在农园内建立演示区，再现农业生产历史。这样可 

以增加游客对当地农业生产历史的了解，激发他们爱农、兴农、投 

身于我国农业建设的热情。较具代表性的教育农园有法国的教育 

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及我国台湾省的自然生态教室等。 

9．农村留学。是指城镇居民将子女送到农村就读小学和中 

学，或在假期把孩子送到农村亲属家去寄宿，并参与农场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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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活动等，此即所谓的“农村留学” 这主要是为了培养青少 

年坚韧、朴实、健康、正直的人格? 

l0．民俗文化村。农村某些地方具有特定的民俗风情、文学 

艺术、园林建筑、文物古迹，如衣着、饮食、节庆、礼 、婚恋、丧葬、 

喜好、禁忌、歌舞、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工艺、寺嗜、教堂、陵募、 

园林等，这些部是重要的旅游资原，对城镇居民有蕾强烈的吸引 

力。可在民俗文化旅游资原丰富的地方建设民俗文化村，举行多 

种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以招徕游客观光、度假和休闲一 

11．乡村俱乐部：如在原来知青集中的乡村建立 “知青俱乐 

部”，开展“知青回‘家’游”；利用水库、湖泊、鱼塘、 可段建立“垂钓 

俱乐部”；选择适直的地方建设“乡村高尔夫球俱乐部”或“乡村高 

尔夫球练习场俱乐部”等形式多样的乡村俱乐部： 

二、开发乡村旅游应注意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1．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过去认为旅游只是“山山“、“水水” 

和古迹名胜的“专利”，乡村有啥风景、有啥 “看头”?因而对开发、 

发展乡村旅游特别是农业旅游不屑一顾，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老 

是在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及其衍生出来的人工微缩景观上做文 

章，或重复建设，或修修补补，不求开辟新天地：旅游开发者的 

维深受“观光旅游”的束缚，缺乏开拓思想和创新意识：因此，有关 

部门应转变观念，统一认识，树立新的旅游资源观，将我国旅游开 

发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发展乡村旅游上来 

2．投资主体多元化：乡村旅游的开发相对于大型旅游复假 

区的开发建设而言，其所需资金要少得多，但乡村旅游资源的开 

发范围广泛，总体上来说，也需要不少资金。对于那些资源条件 

好、级别高的重点项目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型作用，由国家牵头， 

联合一些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强的企业或私人人股，走 份制或 

股分合作制的道路；大力提倡和鼓励外资、国有企业、私有经济单 

独或合作开发，也鼓励农民个人或联合开发。总之，要多渠道、多 

层次、多种形式筹集资金，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走“滚动 

发展”的路子。 

3．合理规划，科学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对旅游地的 

区位条件、资源特色、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及客原市场等进行认真 

和详实的调查与评价，并以区域旅游经济开发及系统生态学理论 

为指导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开发。决不能不顾客观实际和旅游市 

场规律，盲目上，拖着上，各自为阵，重复建设。各地应在国家旅游 

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做好详细规划和开发工作。旅游主管 

部门应对各地乡村旅游的开发工作提供指导并实施监督．确保旅 

游开发合理有序地进行。 

4．以市场为导向，开发特色产品：乡村旅游的开发也应遵循 

市场规律，根据旅游市场需求情况，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同 

时，要注意旅游产品的特色性，以增强其吸引力，特色是旅游产品 

生命力的所在。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应加强休闲娱乐、民俗风情及 

“绿色产品”等特色产品的开发。 

5．加强环境保护和教育，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 

地在规划设计时必项进行环境影响评价(EIA)和环境审计(EA)， 

确定合理环境承载力和游客容量，预删旅游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和 

所承担的风险，确定 “生态经济适合度”，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 

的环保措施 ?可选择一批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旅游地实施 

ISO9000和ISO14000认证，使之与国际市场接轨，创建国际知名 

的乡村旅游胜地：对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实施“分级”评定，以之 

确定其是否具备开发经营的能力和权利。设立“公众教育馆”，对 

旅游者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培养其生态学人格。要大力提倡 

和开展生态旅游，园内交通建议均采用马车或人力车，改烧煤烧 

材为烧沼气、烧电，尽量使用当地生产的绿色产品，环卫工作应有 

专人管理和清扫，生活垃圾实行分箱收集并统一处理。对破坏环 

境的游客应给予一定处罚，如让其清扫垃圾 、干一些农活或处以 

罚款=同时在部分乡村旅游地建立“生态定位站”，对旅游活动对 

乡村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进行定位监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 

我国乡村旅游业及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6，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国家旅游局针对当前国内外旅游者 

“回归自然”的热潮，推出了“98华夏城乡游”和“99生态环境游”， 

我们应抓住这一美好的历史机遇，大力宣传和推销乡村旅游产 

品，同时还应建立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组织、城市饭店、度假区之 

间的联系，加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与联合促销，重视乡村 

旅游信息网络的建设，力争使我国旅游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7．加强卫生和安全工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城 

乡居民在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及卫生习惯上还存在一些差异，在 

乡村的一些地方，基础卫生条件还较落后，因此应加强卫生工 

作 对旅游地和接待食宿的农户家的厨房、餐具、卧室、浴室、厕 

昕、用水及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杀菌消毒处理。乡村是社会治安力 

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有些犯罪分子利用乡村人口密度／J、、农户稀 

散、部分游客分散住宿的特点伺机作案，抢窃谋害游客，因此应加 

强乡村旅游地的治安工作。 

8．加强法治建设和管理。为了实现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应 

韦 定有关法令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乡村旅游的发展 

步人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可成立乡村旅游协会，制定有关章 

程，对乡村旅游话动进行指导和监督。市民与农户之间租赁土地 

时，必须订立详细的合同并得到认真履行，避免发生纠纷。 

9．做好领导、组织和协调工作。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城乡 

居民在交往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 “摩擦”或误解，各地旅游部 

门、乡村旅游协会及乡政府、村民委员会应加强对当地旅游业的 

领导、组织和协调工作，以增加城乡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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