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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叙述乡村旅游定义的基础上， 
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 
关系进行了研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乡村旅 

游发展的要求，而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又具有促进作用，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 

作用的互动关系。为了保持乡村旅游与农业经 
济的良性关系的协调发展，本文提出了促进二 

者良性互动的建议。 

一

、乡村旅游概述 

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 
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 

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 
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 
娱乐、休闲、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 

式。参照国外标准，观光农业或农业旅游实际也 
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分支财 。与传统的观光旅游 

产品相比，乡村旅游市场具有如下特点：以城市 
客源市场为主；旅游行为的经常性、重复性；旅 

游者主要的目的不在于 “好看”，而在于 “好玩、 
自然、放松”；出游方式以家庭、朋友式聚会等散 

客旅游为主。 
乡村旅游起源于 19世纪中叶，近 3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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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l 

世纪，随着我国国内旅游业持续升温和城市居 
民回归自然欲望的增强，作为一种新型旅游形 
式的乡村旅游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乡村旅 

游已成为我国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乡 
村旅游在创造旅游经济本身的新增长点的同 

时，在解决农村农民增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三农问题上也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发展乡村旅游既是我国旅游业 

的需要，也是引导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 
题的需要。因此，乡村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发展乡村旅游开始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重视。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我国要努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村非农 
产业，多渠道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乡村旅 

游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 

用，一方面乡村旅游可以带动一、二、三产业的 
共同发展，改变目前农村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农 
民增收缓慢的状况 ；另一方面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供乡村旅游产品 
要素等。因此，在有发展条件的地区开发乡村旅 

游，将创出一条农村发展的新路子，成为解决三 
农问题的一个辅助性方案。 

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 
l、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乡村旅游提供良好 

的生态环境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尤 
其是乡村旅游，其发展的背景是人们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的心理需要，因此乡村地区山清水秀 

的自然风貌、清新的空气、新鲜无污染的绿色饮 

食等成为乡村旅游吸引系统中的重要因素。然 
而，目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仍然以第一产业为 

主，第三产业比例太小，农村经济效益低下。为 
了提高农产品产量，一方面不断开荒，一些不宜 

或根本不能围垦的土地被盲目垦殖于农业生 
产，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酿成了一系列严重的 
生态问题，诸如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 

化、湖群消失等；另一方面，大量使用农药化肥， 
给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从外部注入了许多不利因 
素，造成土壤和水质污染，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 

的持续发展。8O年代异军突起的我国乡镇企业， 
虽然对启动农村工业化进程、提高农村经济实 

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 
乡镇企业的粗放型、散布型发展所导致的环境 
问题对农业构成了很大威胁。乡村旅游通过农 

业和旅游业的相互渗透，打破一、二、三产业的 
界限，提高土地利用率，形成新的特色产业。它 

不仅能带动绿色食品、特色农产品的生产，而且 
能拉动农村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建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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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相应产业的发展，减少对土地的压力，还农 

村土地的绿化、美化和净化环境的功能，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的质量，形成 “人 一地 一人”和谐共 

存的农村生态系统。如浙江临安白沙村森林覆 
盖率达96％，林木资源丰富。过去农民以砍木 

材、烧木炭、卖柴禾为生，到 1987年农民年人均 

收入也只有814元，由于过量采伐，大批天然林 
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洪涝灾害频繁发生。到 
了80年代后期，白沙村一方面实行封山育林； 
另一方面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笋 

竹、山核桃等生态经济林，以及优质茶园、高山 
蔬菜等绿色食品。在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同 

时，生态环境也大为改观，走出”山越来越秃、人 
越来越穷”的怪圈。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官员考察白沙村时，对这里优美的生态环境赞 
叹不已，提出开发生态旅游的崭新理念。现在白 

沙村已有65％的劳动力从事生态旅游业，年人 
均旅游收入达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项目也名 

声大噪。 
2、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乡村旅游提供多 

样化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 
乡村旅游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等要 

素，在乡村旅游中“吃”和“购”的过程都离不开 

农产品的消费，住、行、游、娱等要素也离不开相 
关的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农村传统的以种植业 

为主的产业结构中，是无法满足这些旅游需求 
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将打破传统的单一生产 

结构格局，使农村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变 
为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农业内部结构由 
以种植业为主转变为种植业与畜牧业、林业、渔 

业共同发展；种植业结构由以粮食作物为主转 
变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饲料作物、蔬菜瓜果 

全面发展。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类型，满足 
游客食、住、行、游、购、娱的全面需求。 

3、合理的产业结构能为旅游者提供特色化 
的旅游产品 

农业是一个受人类调控的半 自然半人工生 

态系统，农业生产受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影响大， 
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性要求农业生产不能千篇 
一 律、一个模式。因此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布局 
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地方优势条 

件，发展适合地方特色的产业。产业结构的多样 
性形成乡村文化景观内涵的丰富性和乡村旅游 
资源的独特性 ，如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 

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 
种植、栽培到养殖、狩猎及渔业、副业；从农业观 

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到农村考察、学习、务 
农到娱乐、疗养、度假；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 

化高效农业等等，为乡村旅游特色化旅游产品 
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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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 
促进作用 

1、乡村旅游发展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 
了资金支持 

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以一定的资 
金和资本作为物质基础，但是长期落后的农村 

经济使广大农村地区农业资本积累少，缺少产 
业结构调整资金。而且，由于农业和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需要时间长 (如由粮食生产向林果业生 
产的调整，就需要 5—10年的时间)，如果没有 
足够的资金和资本做基础，不仅新项 目的上马 

缺乏资金保证，而且在产业结构调整期间，广大 
农村民众的经济收入来源也无法保证，这将严 

重影响农民进行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积 
极性，甚至由于缺乏足够资金，还有可能加重农 
民负担，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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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投资少，见效快 

的特点。乡村旅游发展能加速农村资金流转，在 
短期内有效缓解农村资金供给不足，为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支持。 
2、乡村旅游发展可以避免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的盲目性 

在现代社会，农业经济已不再是 自给自足 

的经济，农产品需要走向市场，才能增加农民的 
收人。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以消费者的 
需求状况及未来变化趋势为基本依据。消费者 
的消费偏好和对产品性能、质量、档次等方面的 

要求，各种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等，都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密切相关。尤其在 El前农产品总体相 
对过剩阶段，特定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极易变化， 

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不强，使农业结构调 

整伴随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乡 
村旅游可以引起物质信息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为当地农民和外界游客的交流提供平台，从而 
了解旅游者的消费偏好 消费倾向、消费心理和 

消费行为等，对消费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进 
行准确预测，把握不断变化的市场，把农业和农 
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纳入市场化轨道，避免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 
3、乡村旅游发展减少农产品销售的中间环 

节 在传统农业中，农产品要经过多个流通 

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中间每增加一个环节，商 
品价格就相应增加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 

消费者都没有得到实惠，而且由于中间环节多， 
造成商品流通慢，极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乡 
村旅游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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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以城市居民为主，他们对乡村的农副产 

品和土特产品往往情有独钟，除了在农家品尝 
新鲜的农家菜外 ，还会购买一些价格比市内便 
宜又新鲜的农副产品和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 

带回家。因此农民可以利用本地种植、养殖的农 
产品满足游客的这些需要，使新鲜蔬菜、土特 

产、水果、水产等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 ，减少 
中间流通环节，降低经营成本。这既满足了游客 

的旅游需求，又有效缓解了农产品卖难的矛盾，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发展乡村旅游能给乡 
村的农副产品带来了广阔的销路，为农副产品 

及加工工业带来了市场，为实现农业产业化提 
供了动力。 

4、乡村旅游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完善 
我国农村目前产业结构不完善，第一产业 

比重过大，第二、三产业比重小发展缓慢，影响 
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 
业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许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反过来它又可以促进和带动许多部门和行业的 
发展。为了不断满足乡村旅游者在旅行期间的 

吃、住、行、游、购、娱等要求，就必须在乡村地区 
建立设施齐全的多功能村镇，促进乡村地区尽 
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此，乡村旅 

游发展有助于将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延伸， 
打破传统种养产业的思维定势，带动乡村交通 

运输、商饮服务、文化娱乐和地方工艺品制作等 
行业的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发展的相互促 
进，由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向农业和非农业 

共同发展的结构，从而改变乡村二、三产业弱小 
的局面。 

四、实现乡村旅游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互 

动的措施 
1、乡村旅游规划与农村产业结构规划要协 

同发展 

目前，我国大多数乡村旅游项 目，都是农民 
自发、盲 目地发展起来的，许多项目由于缺乏科 

学的规划和市场调查，导致旅游项目缺乏特色， 
重复建设严重，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严重浪费和 

破坏；乡村产业则存在资源利用粗放原始，产业 
发展落后，新兴产业缺乏，生态破坏严重等问 
题。乡村旅游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都是对现代 

农村资源的整合利用，因此，乡村旅游开发与农 
业产业化发展要同步进行，加强旅游部门和农 

业部门的沟通联系，使乡村旅游规划与农业发 
展规划在发展阶段、开发模式和用地结构上相 

互协调，共同发展。乡村旅游要按照“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根据区域旅游总 

体发展情况，进行统筹安排 ，全面规划，合理开 
发，将乡村旅游规划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村镇 
建设规划相结合，与自然环境保护、再生资源永 

续利用相统一，在朝着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共同目标发展的同时，实现两者的双赢。 

2、延伸农村产业链，生产多样化、特色化的 

乡村旅游产品 

目前乡村产业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占绝对的 
优势，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较小，乡村旅游产品 

的开发也主要停留在普通观光的基本层次和满 

足物质需求的采摘旅游层面上 ，旅游产品单 
一

。 乡村旅游发展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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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乡 

村旅游产品的综合性、多元化开发。延伸农村 
产业链，重视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建立以当 

地农产品加工为龙头的企业，这既可以完善农 
村产业结构，又可以增加多样化的乡村旅游资 

源，为旅游者提供多样化的旅游商品。同时，农 
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在解决农产品销路，增加 

农民收入，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也具有重 
要意义。 

3、社区参与是乡村社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区参与是促进乡村社区全面发展，将旅 

游与“三农”高度结合，使乡村旅游业成为乡村 
重要的产业和经济内容的保证。社区参与能使 
农民成为旅游的最大受益者，并使他们意识到 
乡村旅游发展对地方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从 

而会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自觉维护乡村环境，使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走向 

良性循环。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旅游 
发展，加强对农民的旅游意识和旅游技能培训， 

激发农民办旅游的积极性和提高旅游参与能 
力，努力挖掘乡村旅游的地方特色，为他们创造 

就业机会，增加旅游收益，使广大农民真正受 
益。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方式有：直 

接从事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的生产 (如观光农 
业的生产者，地方工艺品、土特产品的加工生产 

等)，直接参与乡村旅游服务(如旅游交通、餐饮 
住宿接待服务、旅游商品销售、地方导游服务 
等)，经营乡村旅游中介机构，以及参与旅游管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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