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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以全新的经济形式介入农村传统生产活动，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显著影响，表现为促 

进农村产业非农化、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等。乡村旅游成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动力 

来源之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团结乡的实例做m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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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 自然环境和乡村社区文 

化为对象的旅游活动形式，其产生、发展与现代化 

过程紧密相关 ，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更 

加速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于 19世纪中期 

在欧美各国普遍出现，二战后乡村旅游开始在发展 

中国家兴起。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只有短短十 

余年，但目前已具有较大规模。乡村旅游以全新的 

经济形式和文化互动模式介入农村传统生产经营活 

动，必然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这种影响的重要领域就是农村产业结构。发展 

乡村旅游，将极大地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 

化，这是解决当前 “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

、 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 

在现实条件下，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必须看其 

是否能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合理利用 

当地资源，是否能发挥地区优势和特色以及是否能 

产生最大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乡村旅游的发展较 

好地符合了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方向和要求。 

(一)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有效利用农村各类资源 

农村拥有丰富的自然、社会、文化资源，乡村 

旅游发展可以使农村在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利用之 

外的 “闲置”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使原来不是资 

源的要素变成了资源，使已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发挥 

作用，提高利用率。传统生产方式下利用效率低的 

资源，现在为旅游业使用，比较生产效率明显提 

高。乡村各类自然环境、文化景观以及在工农业利 

用基础上形成的土地利用景观和工农业生产景观， 

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也为人们的多方面需求的满 

足和多种方式的利用提供了可能。生产行为发生了 

变化，生产结构也随之变化。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的行为也会发生相应减少。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农村 

各类资源得以合理化利用。 

乡村旅游发展对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山区 

农村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西部地区乡村地域范 

围广，资源类型多样，总量巨大，除少数较发达地 

区外，绝大多数农村产业没能充分合理利用本地区 

资源，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尚不配套。工农牧业开 

发粗放，生产率极低，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严重， 

资源丰富与绝对贫困并存。实践已经表明，在各种 

资源利用方式中，旅游开发的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 

是各产业中最高的。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特色明 

显，发展乡村旅游有突出的优势。乡村旅游可以使 

西部地区各类资源得到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有利 

于实现西部地区的最佳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真正实 

现大开发基础上的 “大发展”。 

(二)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发挥地区优势和特色 

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要能够发挥各地的优势和 

特色，在市场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 

进而形成运行良好的地域经济系统。产业结构的形 

成是因地制宜的结果，各地农村在自然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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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劳动力状况、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是显著 

的，根据发展条件形成的农村产业结构也各不相 

同。乡村景观是乡村独有的，资源也是不可替代 

的．这是乡村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同样的乡村地 

域景观和资源在不同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自然特点 

和文化传统，各区域有相对的优势和特色，这是乡 

村旅游发展的客观基础。中国的东、中、西三大地 

带就有各自的农村优势和特色。沿海地区自然条件 

优越，交通、信息方便，经济实力强，人 口集中， 

农村产业结构已由原来的单一型农业向多部门、多 

层次的综合经营型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非农产业 

为主体的农村产业结构。乡村旅游的特色在于产业 

化经营基地和丰富的人造景观。中部地区耕地面积 

大，人口多，气候适中，适合各种种养业的发展， 

是粮棉油主产区。各种专业化产区是乡村旅游的优 

势和特色。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具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劳动力资源，特色资源突出，乡村自然、人文 

及民族风俗具有优势。由于制约因素较多，该类地 

区农村工业发展困难。加之市场成熟度低，在竞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换一种思维考虑发展问题，该 

类地区的乡村旅游是潜力较大的产业和最能发挥地 

区农村优势和特色的产业。 

(三)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使农村经济较好地适 

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适应市场需要的，因为任何 

产业的发展都要受到消费需求的制约。乡村旅游本 

身是市场需求发展到一定层次的产物，是在基本满 

足了吃穿用等基本需求以后出现的较高层次的消费 

方式，是适应市场、需求推动的产物。在不同地 

区，面对不同的市场对象 、规模和消费水平，乡村 

旅游的形式和内容也会不一样。沿海地区和西部地 

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差别就比较大。前者可能以人 

造的景观为主，后者原生态的自然、民俗风情就更突 

出。这是坚持特色的结果，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实现农村资源与市场的直 

接对接，强化了区域市场结构，使农村资源优势变 

为市场优势，产品直接进入市场，提高了农村居民 

进入市场的能力，获得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 

二、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和优化的主要表现 

(一)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 

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是指农业产值在农村经济 

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而非农产业产值不断上升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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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的出现归结于农村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和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利益差异。从比 

较利益差异看，乡村旅游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其 

需求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扩大。乡村旅游的发展首先 

是使本身的产值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上升，其 

次通过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扩大非农产业领 

域，形成非农产业群，进一步使农业的份额下降。 

(二)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动是农村产业之间在经济发 

展中产生的相对收入差距和市场对不同产业产品需 

求特点决定的：一是农业生产的特点限制了农业就 

业容量的扩大。有限的耕地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是一 

定的，而且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量土地 

所能吸收的劳动力还会不断减少。二是城市居民对 

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的扩大决定了乡村旅游发展对 

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三是由于乡村旅游能取得较高 

的附加价值，人们自然总是向高收入产业移动。 

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劳动力转移，主要走兼业到 

主要从事旅游业的道路。这是因为：第一，农村市 

场经济不发达，每户农民都有一块赖于生存的土 

地，从事旅游业时，一般不会完全放弃土地，这是 

农民为从事非农产业的一个风险保障。第二，由于 

没有经验，农民开始从事旅游业时，并不马上放弃 

土地，而是先以农为主兼营旅游业，然后再向以旅 

游业为主的形式逐步转移。第 ，农业经济基础不 

同，不发达地区的农业积累资金有限，农民只能把 

资金投放到投资少、周转快 、效益好的旅游业中 

去，带动劳动力向旅游业转移。⋯ 他 

(三)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产业结构是否优化 ，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 

看通过结构调整，农民收入是否增加，这也是结构 

调整的根本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农民增收的一个 

重要途径。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地区得 

到的国内旅游收入份额为 21．5％，农民从国内旅 

游收入中的获益程度为 11．6％⋯ 。显然，发展 

乡村旅游，将直接提高农村地区以及农民的实际收 

入。乡村生态旅游引发农村产业结构变动，进而增 

加农民收入的效应是明显的。 

三、昆明市西山区团结乡：乡村旅游促进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个案 

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与进一步完善乡 

村旅游，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经验，我 

们从昆明市团结乡83个自然村中遴选出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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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白、庙村、新邑、大河、小村 、乐居，作为典型 

示范点进行研究。在 2004--2005年两年的研究过 

程中，为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施成效分析的真实 

性，我们进行了持续的调查研究。调查方法主要有 

问卷调查、座谈调查 、实地观察 、实地采样分析和 

对二手资料分析。 

(一)基本乡情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团结乡是乡村旅游发展较 

早、规模较大的地区之一。该乡位于昆明市西郊， 

乡政府所在地距昆明市区 17公里。这里居住着彝、 

白、苗、汉等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 

的71．2％。境内山高箐深，森林茂密，立体气候 

明显，矿产和生物资源极其丰富，人文景观众多． 

民族风情浓郁，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农业 

乡。全乡总面积 254．8平方公 里，平均海拔 2100 

米，共辖 10个村民委员会 、63个村民小组、83个 

自然村，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2002年 2月 2 

日，“浑团”二级旅游公路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 

了通往昆明市中心区的交通条件。 

(二)乡村旅游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截至2003年，团结乡开展农家乐的农户有 195 

户，床位2523个。累计接待游客211．51万人次，营 

业收人达4249．10万元，完成税收600余万元。其中． 

2003年全 年接待游 客 49．84万人 次，营业 收人 

1683．57万元，完成税收470．05万元。除农家乐外， 

团结乡还开发了棋盘山森林公园、龙潭豹子箐生态旅 

游区、大兴桂皇阁森林旅游区、龙潭小村 “欢喜滑草 

场”、大河万亩果园等乡村旅游地。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首先使团结乡农业种植结 

构相应有了较大幅度调整。为了更好地发展 “农 

家乐”，从 1990年起，团结乡开始发展规范化果 

园，大面积种植优质苹果、梨等。目前，全乡果园 

面积已达 13000多亩。现全乡水果生产年产量达 

2400多吨，年产值达 1000多万元。发展观光农 

业、精品农业，种植无公害蔬菜 3241亩，油葵 

800亩，野生蔬菜 300亩，藕 100亩，并建成绿色 

经济示范园。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又 

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其次，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与旅游业相关的 

行业也得到了发展。没有开展 “农家乐”接待服 

务的农户，有的从事水果蔬菜种植、家禽家畜水产 

养殖、腌腊制品制作；有的从事根雕、盆景竹编、 

刺绣等民族工艺旅游商品；有的购置中巴车、微型 

车运送游客等。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一个相对 

完善的产业链，促进了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 

再次，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团结乡近年来通过旅游业发展解决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 2183人，其中，农家乐从业人员 

240人，景区景点从业人员 228人。带动其他行业 

解决剩余劳动力 1715人，其 中，加工业 280人， 

种养殖业 1255人，客运业 180人。旅游业的直接 

从业人员与间接从业人员的比率为 1：3．66。 

最后，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团结乡农民收入增长 

明显。从开始发展 “农家乐”以来，农民的经济 

收人有了普遍提高。2003年，团结乡 “农家乐” 

较为集中的龙潭办事处农民人均纯收人达4488元， 

比全区平均水平高313元。“农家乐”旅游经营户 

人均纯收人达 6010元，比 1999年提高 8．2％，是 

全区农民人均纯收人的 1．44 倍。 

(三)团结乡示范村村民收入情况比较分析 

团结乡的3个示范研究村——乐居、大河、小 

村，2004年与 2003年相比，人均总收入增幅在 

46％—6O％左右。虽人均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均有不 

同程度下降，但人均家庭经济收入均有不同幅度的 

上升。其中，乐居净增长 1 19％；大河 95％；小河 

66％。在家庭经济收入中，旅游收入和非农业收入 

增长幅度大；在非农业收入中，运输收入的比重明 

显降低，呈现运输、商业、其他收入比较均匀的多 

元化结构 (见表 1、表 2、表 3)。其主要原因是： 

由于龙潭地区石英砂的储量逐渐减少，开采成本越 

来越高。石英砂的开采和销售量减少，从而导致乡 

村难以主要依靠石英砂的开采和销售来提高人均集 

体经济收入，同时也就限制了以石英砂运输为主要 

经营项目的个体运输经营的发展。鉴于此，龙潭地 

区政府加大了进一步壮大旅游支柱产业的力度，当 

地有条件的居民也加强了对旅游投入和经营。 

表 1 示范研究村 2003年与 2004年人均收入对比表 

人均总收入 (元／人) 人均集体经济收入 (元／人) 人均家庭经济收入 (元／人) 村 名 

2003正 2004正 增长 (元) 增长 (％) 2003正 2004生 增长 (元) 增长 (％) 2003正 2004正 增长 (元) 增长 (％) 

乐 居 3Ooo 4380 l380 46％ l500 l100 —400 —27％ l500 3280 l780 l19％ 

大 河 3Ooo 48l0 l8l0 60％ l200 l300 l00 8％ l800 35l0 l7l0 95％ 

小 村 3Ooo 4620 l620 54％ 900 l130 230 26％ 2l00 3490 l39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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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示范研究村 2003年与2004年家庭收入构成对比表 

农业收入 (元／人) 非农业收入 (元／人) 旅游收入 (元／人) 村 名 

2003正 2004正 增长 (元) 增长 (％) 2003正 2004正 增长 (元) 增长 (％) 2003正 2004正 增长 (元) 增长 (％) 

乐 居 5oo 36o 一140 —28％ 7oo l9oo l2oo l71％ 3oo lO2O 72O 240％ 

大 河 80H0 4lO 一390 —49％ 50H0 2O00 l50H0 3O0％ 50H0 l10H0 6oo l2O％ 

小 村 6oo 46o —l40 —23％ l30H0 2070 770 59％ 20H0 96o 76o 380％ 

表3 2003 2004年示范研究村村民人均 

农业与非农业收入结构表 

农业收入构成 (％) 非农业收入构成 (％) 

村 名 粮食 经济 蔬菜 水果 家养 商业 
作物 作物 作物 干果 畜禽 其他 建筑 运输 其他 经营 

2003 正  

乐 居 35 3 25 7 25 5 O 70 20 lO 

大 河 30 2 30 lO 20 8 O 70 25 5 

小 村 50 lO lO lO lO lO O 50 30 20 
2004 正  

乐 居 l5 30 8 l3 l1 23 O 27 28 45 

大 河 l7 3l l3 l7 l3 9 lO 28 33 29 

d'45村 l9 29 l6 l5 l4 7 O 30 25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2004年示范村农村家庭 

经济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旅游收人和其他非农收 

入的增长，而非农收人的增长中不少是因为旅游的 

发展而带动增长的。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在增加农村 

农民收入中的作用以及在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中的地位都是十分突出的。 

(四)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通过调查，课题组发现在团结乡乡村旅游的发 

展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第一，产品形式比较单一。在2003年已经发展起 

来的 “农家乐”接待农户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更多地扮 

演着 “农家饭店”的角色，且已有的活动项目相互雷 

同、重复性大，对 “农家乐趣”的表现力度有限。第 

二，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卫生条件不尽如意。存在乱 

倒乱扔生活垃圾、就地排放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简陋。 

以及 “墙内鸟语花香、墙外白色污染”等问题，在开 

展农业生态旅游的乡村中依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第 

三，缺乏统一管理，旅游经营不够规范。除龙潭村委 

会、大兴村委会对 “农家乐”旅游开发建设进行协调 

管理外，其他办事处对 “农家乐”的发展与管理尚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接待农户的不规范行为缺乏有力 

的规整措施。第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薄弱， 

部分自然村目前还处于不通公路 、不通电的状况。第 

五，旅游购物品开发薄弱，游客消费弹性较小。旅游 

购物品结构不够合理，主要集中于弹性较小、附加值 

较低的食品等商品上。第六，面临昆明市其他区、县 

同类旅游产品的竞争威胁，市场开拓难度加大。团结 

乡 “农家乐”初见成效，引发了其他地区的纷纷效 

仿，类似的 “农家乐”产品大量涌现，团结乡主要客 

源市场一 昆明市场存在被分割的危机。第七，建设 

资金短缺。团结乡属于民族山乡，经济、社会和文化 

相对落后，要出新产品，要上新项 目，必须筹集大量 

资金，远远超过了乡级财政的支付能力，而从其它渠 

道获得这些资金还尚需时13。 

如何解决好上述问题，将是团结乡今后进一步开 

发乡村旅游的方向和重点。只有解决好以上问题，团 

结乡的乡村旅游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和使乡村旅游上 

新台阶，也才能进一步凸现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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