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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 ：缓解西部“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杨 朝 继 李 辉 

(西北 民族 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经济，增加 

收入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全面建设小康枉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尤其是 以西部农村为t。乡村旅游 

作为一种新型旅游项 目，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各种相关资源-b,~-游活动的有机结合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 

个途径 。本文在分析 乡村旅游特点及西部发展 乡村旅游优势的基础上 ，探讨 乡村旅游与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关系。 

关键词：乡村旅游；西部地区；“三农” 

我国近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六成以上，“三农”问题 

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200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广大西部农村要实现“全面小康”，就 

必须结合西部实际独辟蹊径。本文提出的发展乡村旅游，或 

许能成为解决西部“三农”问题的一种新思路。 

一

、乡村旅游及其特点 

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中叶，近30年在世界范围蓬勃兴 

起，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但已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和 

极大兴趣。关于乡村旅游，究其本质有三点：一是区别于城市 

的乡村性特征被商品化和整体营销；二是旅游活动内容及景 

观从广义上强调自然和人文的“天人并蓄”；三是乡村旅游虽 

是以大农业为依托而萌发出的一种旅游项目，但它在主导资 

源、主题、资金技术的依赖及主导者等方面与普通农业观光、 

现代农业观光有差异。其特点是： 

1．旅游客源市场明确。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规模不 

断扩大，各种“城市病”相伴而生，从而导致以教育水平较高、 

经济条件较好、以追求精神享受为主要 目标的城市人群，向 

往乡村清新古朴的田园风光和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返朴归 

真。因此，从旅游项目和活动类型看，来自城市的旅游者愿到 

农村观光、度假和体验生活。同时，从地理区位上看。目前客 

源市场的乡村旅游者主要为城郊型旅游者和景郊型旅游者， 

但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批向往连接城市与景区之间乡村 

的乡村旅游者正在出现，并且队伍 日益壮大。 

2．旅游者注重参与。乡村旅游不仅是观光旅游，它还包 

括在乡村进行的运动休闲旅游、保健旅游、科学旅游、传统文 

化旅游及民族文化旅游等专项旅游和复合型旅游。在各种类 

型的旅游活动中，游客可通过直接品尝瓜果、蛋奶等农产品 

或直接参与种麦子、插稻子等农业生产以及养猪、养鸭，挤奶 

等农民家务，在体验民风民俗的基础上获得心理愉悦，满足 

猎奇心、丰富个性 增进与农民的友情、促进沟通和学习知 

识 。 

3．旅游产品开发注重乡村性．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 

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从旅游客体看，乡村旅游发生在乡村， 

以乡村的各种相关资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以乡村为旅游目 

的地，以乡村风光、乡村文化和乡村活动等为重要内容，突出 

乡村意象；从旅游主题看，乡村旅游者到乡村旅游是对大自 

然的追求，是对融入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存的人文环境和人类 

追求，特别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 

4．低成本、低风险且高效益。乡村旅游将传统农业与现 

代旅游业有机结合，可获得多重效益。由于乡村旅游是建立 

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经营规模小、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上的旅游类型，是在原有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基础 

上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因此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不需把注意 

力放在旅游景观吸引力的开发上，只需提供并保持一种传统 

的、完全的乡村性，故开发难度小、成本低、投入少、产出多、 

建设周期短、设施服务面宽、风险小、投资回报率高，估算的 

投入产出比为1：10。 

二、西部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 

在一个逐渐走向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里，以生 

态热、休闲热、绿色热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已成为人们的渴求。 

并将日益升温。西部，特别是西部农村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 

1．观念转变，政策扶持，条件改善。改革开放20多年来， 

西部人欣然接受了旅游致富的思路，与发展旅游业相关的基 

础设施大为改善。一方面，西部各省区均把旅游业作为支柱 

产业来培育，并把旅游业的发展植根于民众之中，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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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旅游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以作为旅游业赖以成长和发展前提的交通为例，近年来，国 

家在加快西部地区国道主干道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实施西部 

大通道工程，将重点规划建设8条公路大通道；“十五”期间， 

规划西部铁路基建投资1000亿元左右，到2005年末西部铁路 

预计将达1．8万公里，特别是青藏铁路的贯通，将使西部乡村 

旅游特别是青藏高原的乡村旅游如虎添翼 ；一批改建、扩建 

和新建的机场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一部分已投入使用。 

2．庞大的国内旅游需求市场。从客源市场看，由于受距 

离、交通、信息以及知名度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主要以国内 

旅游需求为主，而国内市场随着旅游需求主客观因素的改善 

而 日益壮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500~800美元 

时，是国内旅游急剧扩展的时候，目前我国人均GNI按汇率 

折算已进入这一特殊区间；自1995年1O月起实行5天工作制， 

1999年1O月起又实施春节、五 ·一、十 ·一等3个长假期，我 

国城市居民已拥有可 自由支配的110多天法定假日；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旅游已被大众所接 

受 。 

3．西部自然景观丰富且品位高。良好的自然资源有利于 

构筑旅游业发展的空间平台。西部l2省区市占据了第一级阶 

梯的全部和第二级阶梯的绝大部分 ，地质条件复杂多样，形 

成了富积的“基础资本”；山脉纵横、山川秀丽、森林草原、物 

产丰富、河流众多、戈壁沙漠、自然风光旖旎且品位高。有联 

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列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3个，联合国 

《生物圈保护网》项目6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44个和国家 

旅游度假区2个。此外，还有许多省、地和县级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等。 

4．西部人文景观多样且有不可替代性。良好的人文资 

源，将直接提高旅游业的竞争力。民族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璀 

璨，古文化遗存积淀丰厚 ，这些孕育了绚丽多彩的人文旅游 

资源仅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项 目就 

有8个、国家历史名城34个。在西部拥有儒、道、释与外来的伊 

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及各民族自己的原始崇拜，还有与宗 

教信仰长期和谐共生的多样的宗教文化。此外，由于西部各 

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进而形成现存为数不多的多样社会文化。 

5、西部民族风情浓郁且绚丽多姿。民族风情是最能满足 

旅游者寻求差异、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满足猎奇心理并从 

中获得悦美享受的旅游资源。西部有5个民族自治区，27个自 

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2／3，55个少数民族中有49个分布于西 

部，民族风情浓郁。由此，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 

族田园景观、民族聚落景观、民族建筑景观、民族农耕文化和 

民俗文化景观等。 

三、发展西部乡村旅游是解决西部“三农”问题 

的重要途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 

问题。通过对乡村旅游自身特点及西部发展乡村旅游优势的 

分析，不难看出，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克服西部农村建设“全面 

小康”的限制因素，并产生藕合效应，从而实现资源优势向经 

济优势的转化，为解决西部“三农”问题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1．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 

化”，使农村劳动力这一“蓄水池”自动出清，农民受益。我国 

正处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的阶段，这将使资本和技术替 

代劳动的趋势加速，农民的非农化面临新的困难。发展乡村 

旅游，可就地扩大农业人口就业容量，解决非农化难题。这是 

因为，旅游业属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服务性产业，就业 

比为1：5；其次，旅游业就业门槛低，旅游业的人力资源结构 

总体上向初级技能劳动者倾斜；再次，劳动就业培训成本较 

低 ，据测算，旅游业安排就业的平均成本要比其他经济部门 

低36．3 。因此，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剩余劳动力“内部消 

化”和非农转移。不仅实现了“蓄水池”的自动出清，而且本着 

一 切为“农”的理念，可以大作“农”和 “土”的文章，增加农民 

收入。 

2．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拉长农产品增值链，改善西部传 

统农业结构。随着恩格尔系数和食品的收入价格弹性系数的 

下降，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粮食和其他农产 

品的需求由过去追求数量上的满足转为质量上的提升，这一 

客观事实强化了西部农业生产的需求约束，发展乡村旅游有 

助于将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延伸，化解这一问题．一方面， 

旅游者对以食、宿、行、游、购、娱等直接相关的六大要素为核 

心的农产品和服务产生需求，农民通过对这些农产品和劳务 

的提供而直接受益；另一方面，开展乡村旅游的农民和农村 

把传统的耕地、除草、收割庄稼等农业生产活动转变为劳务 

和旅游产品，传统的喝茶、喝酒、唱歌跳舞已转变为具有民俗 

民风的文化旅游产品，传统的初级农产品转变为具有特色的 

土特产或旅游商品。通过农业和旅游业的有机结合，扩大农 

业生产的经营范围，拉长农产品增值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 

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新型产业。 

3．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西部农村推进“全面小康”社会 

的建设。广大西部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多，人均耕地面积或牧 

场减少，另一方面在小规模经营和务农比较利益下降的情况 

下，农民缺乏增加农业投资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很难建立有 

效的农业积累机制。无论在经济较发达的成都平原、关中平 

原、河西走廊等经济区域，还是在经济落后的黄土高原、云贵 

高原、青藏高原等经济区域，传统农业改造缓慢，农业集约 

化、产业化水平低，生产规模小，致使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匈牙利和波兰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相对 

发达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表明，乡村旅游能够在短 

期内有效克服和缓解农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这一症结。一是 

乡村旅游以传统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风景、物产及乡村生 

活为旅游吸引物，不过多依赖资本，较少使用专门接待服务 

设施，提供的旅游产品是传统、原生的乡村生活和环境，土地 

利用方式以农业、林业和自然占地为主，可在短期内有效缓 

解农村资金供给不足；二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市场的 

导向下，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实现以游 

促贸、以游结友、以游招商和就地创汇；三是随着乡村旅游环 

境的改善和优化，将有效促进城乡旅游一体化，使之成为资 

源、环境和市场共享，优势互补，良性循环。可见，发展乡村旅 

游，使西部农业由“散而弱”向“大而强”转变，并在此过程中， 

使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永久性转移，使城乡二元结构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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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一元结构转化，加速西部地区的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从 

根本上解决西部“三农”问题，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四、开发西部乡村旅游的思路 

西部乡村旅游的开发应在突出“乡村性”的基础上，结合 

乡村旅游的特点、西部的优势及“三农”问题等因素综合考 

虑，强调西部乡村旅游产品、商品和劳务开发的主体多元化， 

突出乡村意象和构筑旅游大品牌，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三大效 

益 。 

I．以市场为导向，科学规划、多元开发。乡村旅游景区规 

划要具有宏观和微观思考，即宏观上以大农业资源为依托 ， 

以区域内现有乡村自然文化景观为基础，建立综合性乡村旅 

游业，维护和美化农业性乡村自然景观风貌；微观上要因地 

制宜，选择合适项目，增强农民的广泛参与。因此。政府特别 

是中央政府(广大西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要继续加大对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如解决“交通”瓶颈，增强通达性。由 

于乡村旅游的接待主体是以村组为单位的集体或以一家一 

户为单位的农户，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中，政府、集体 

(企业)和农户应三位一体，以旅游市场为导向，以大农业和 

旅游业为依托，沟通农业、农民和农村与旅游市场的有机联 

系，多元开发，共同将乡村旅游这快蛋糕做“大”、做“强”。 

2．突出形式多样的乡村意象，赋予旅游六大要素新意。 

乡村意象是乡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中所 

形成的“共同心理图象”，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开展乡村旅游 

的一项无形资源和动力，主要表现为乡村环境意象和乡村景 

观意象。乡村意象要求乡村旅游产品、商品和劳务应挖掘乡 

村文化内涵，通过一种整体氛围营造体现特有的乡村意象。 

而这种整体氛围的营造，一是必须打破传统的旅游六要素的 

要求，赋予旅游六大要素以新意：(1)吃，由传统旅游的宾馆 

化、固定程式化、高档化转向家常化、消遣化和土特化；(2) 

住，由“星级”宾馆向清洁、卫生、舒适、功能齐全的“无星级” 

农舍转化；(3)行，一要快捷 ，二要修筑与周围景观相协调的 

道路，三要因地制宜的选择区内道路运载工具，畜力、人力、 

自然力齐上，突出地方特色；(4)娱，利用民俗文化等资源，开 

展健康活泼、适于游客参与的自娱 自乐项目设施 ；(5)购，突 

出商品的观赏价值、纪念意义、发展具有当地特色或民族特 

色的旅游商品和土特产。(6)游，不断提高层次，增加活动内 

容。二是尊重游客选择和兴趣，开发游客参与、融入和可操作 

的独具乡村意象的旅游项 目。三是树立包括工业、农业、科 

技、基础设施在内的大旅游观，提供优质服务。总之，通过突 

出乡村意象这一整体氛围的构筑，使西部乡村旅游具有既休 

闲又学习、既放松又充电的功能。 

3．打造西部乡村旅游地品牌，实施大品牌战略，构造旅 

游大板块。品牌具有使旅游产品突出个性、增加附加值、开拓 

市场和提高亲和力等功能，且旅游地品牌成为21世纪旅游业 

竞争的焦点。乡村旅游作为带动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产 

业，应实施大品牌战略。既充分利用城市的“扩散效应”，又充 

分发挥西部乡村本身的特点，构造游客前往某地旅游的主要 

吸引源，发展旅游地品牌。西部乡村旅游地品牌的构建途径 

除加大营销投入外，应围绕主题品牌进行资源开发整合，在 

资源开发整合过程中，加强区域板块构造。如将西部作为一 

个大板块或分为西南、西北两大板块，使乡村旅游资源和旅 

游产业在一定空间内协调发展，烘托出旅游地品牌．再如，西 

北5省虽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相对落后的一面，但同时都 

拥有西部大开发国家经济政策向西部倾斜、退耕还林还草等 

共性 ，以及由于地缘关系和共同文化历史导致的资源类似 

性，所有这些，为构建西北旅游板块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乡村旅游地品牌下开发系列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等，以乡 

村旅游地品牌为主导和核心，兼顾其他相关系列品牌的开发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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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Entirely construct the well-off society is a m agnificent target that the party’s sixteenth session of pie- 

nary conference put forward． To overally plan town and country’s developm ent in econom y and society． build m od- 

ern agriculture， develop economy， raise income， are great duty to fully construct well-off society． Its focal poits and 

difficult points are within the villages， especially in the west coastal countrysides． As a kind of new type touristic 

item s， rural tour is organic com bin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peasants live， countryside’s various resources and 

touring activities，and also is a way of resolving the issues about villages，agriculture and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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