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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朔乡村旅游规模化开发探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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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在我国发展前景广阔。文章从乡村旅游和规模化开发定义的界定入手，指出了目前乡村旅游发 

展模式的缺陷，运用SWOT分析法对阳朔乡村旅游开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合实地调研的结果，阐述了对乡村旅 

游进行规模化开发的重要意义。并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的试点工作、行业管理、规划工作、生态环境保护、 

品牌培育、市场营销、资本运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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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国家旅游局将旅游活动的主题定为“华夏城乡 

游”以来，全国兴起了乡村旅游热，这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乡村旅游是指以远离都市的乡野地 

区为目的地，以乡村特有韵 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以城镇 

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通过满足旅游者休闲、求知和回归自然 
等需求而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种旅游方式⋯。它主要 

包括农业旅游、民俗旅游、森林旅游、牧场旅游、渔村旅游和水 

乡旅游等，是我国旅游业发展中较为独特的专项旅游产品，能 

够突出中国旅游特色，适合于都市各职业层、年龄层和各种兴 

趣的旅游爱好者，通常所说的民居旅游也可以看作它的一种 

类型。它既能满足旅游者精神方面的需求，又能给人提供物 

质方面的享受。目前，国内许多地区都开展了乡村旅游，但大 

多是个体或家庭经营，由于经营规模狭小和经营方式落后，已 

严重阻碍了这一新兴旅游方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接待地基 

础设施差、可进入性程度低、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经济效益 

低及市场应变能力差等缺点。开发乡村旅游较早的桂林市阳 

朔县在发展过程中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实行规模化开发，即政府根据各地的特点对经营区域进 

行统一规划、制定行业服务和卫生标准、组织促销活动，经营 

方式则在政府主导下，由农户联合入股，将原来各自分散掌握 

的资源合并集中管理，组建公司，并允许其他企业控股或参 

股，符合条件的农民则转化为企业的员工，按劳取酬，按股分 

红 

1 阳朔乡村旅游开发的现状 

阳朔县发展乡村旅游始于 1990年代初，最早是高田乡的 
一 些村民给外国游客担任导游时，请外国游客到家里吃饭、住 

宿，当地优美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给游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然后通过外国游客的口头宣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1998年 

克林顿总统访问兴坪渔村，为阳朔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由于阳朔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又是漓江黄金旅 

①广西科技攻关项目(桂科攻0133009—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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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线的必经之处，具有地缘优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乡村旅 

游已由最初的高田乡辐射到了周边的兴坪、白沙和福利等乡 

镇；开发的旅游项目也由最早的“田园风光旅游”发展到现在 

的“民居旅游”、“民俗旅游”和“采摘旅游”等多个项目；接待的 

游客数量逐年增加，尤其国内市场增长较快。开展乡村旅游 

为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 

于当地缺乏长远的规划、行业管理工作滞后以及乡村旅游本 

身的局限，阳朔乡村旅游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果不采取有力措 

施，将会阻碍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2 阳朔乡村旅游 SWOT分析 

2．1 优势(strengths J 

2．1．1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由于阳朔乡村旅游开发较早，接 

待的游客多，现在高田、兴坪、白沙和福利等乡镇的乡村旅游 

已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2．1．2 发展乡村旅游具有资源优势。阳朔素有“桂林山水甲 

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的美誉。该县高田、白沙、福利和兴坪 

等乡镇分布着月亮山、遇龙河、金宝河、渔村等独具特色的旅 

游景点。在这些地区，旅游者可以欣赏到秀丽的山水田园风 

光，在当地生活富有诗情画意，这对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外国游 

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2．1．3 具有客源优势。由于阳朔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是游览 

漓江的必经之地，2001年共接待中外游客 240万人次，2002 

年达到了281万人次，且呈增长趋势。 

2．1．4 当地居民素质较高。多年的旅游接待与开放效应提高了 

本地居民的素质，许多居民已经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接待经验， 

还有一些居民因经常向外国游客出售商品，已经具备较高的外语 

口语水平，接待外国旅游者时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 

2．2 劣势(weaknesses J 

2．2．1 从政府的公共管理上来看，当地政府战略性和系统 

性的决策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还未认识到规模化开发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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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2．2．2 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行业管理滞后，发展比较混乱，恶 

性竞争现象严重，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不利于规模化经营。 

2．2．3 乡村旅游发展的时间虽长，但对市场的反映不灵敏， 

后续开发能力不强，富有吸引力的产品不多。 

2．2．4 村旅游经营以家庭为主，经营比较分散，基础设施较 

差。由于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未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2．3 机会(opportunities) 

2．3．1 政府极力为发展乡村旅游创造条件，可进入性得到进 
一 步改善。例如，2001年遇龙河申请到了国债资金 1，100万 

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2．3．2 近年来，我国城市居民对参加远离城市、回归自然的 

乡村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2．3．3 到桂林旅游的海外旅游者人数(图2)逐年增加(2001 

年因受9．11事件影响略有下降)，国外市场前景广阔。 

998 I9鹎年 2O。0年 2001 2002 

图1 1998--2002年桂林海外旅游者接待人数 
Fig．1 The number of overseas tourists of Guilin in 1998—2002 

资料来源：桂林市旅游局。 

2．3．4 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桂林一柳州一南宁一北海的高 

速公路已全线贯通；北往湖南的高速公路也即将修成；桂林一 

阳朔一贺州一梧州高速公路已全面动工，将大大缩短阳朔至 

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的行车时间。广西及周边省份城 

市居民对假日游憩消费的需求影响及近距离出行规律的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将促使阳朔乡村旅游的规模化发展。 

2．4 威胁(threats) 

2．4．1 相对于周边灵川、兴安、恭城等地，阳朔乡村旅游开发 

的时间较早，价格也较高，若不在管理和营销方面调整策略， 

长此以往必将影响阳朔的客源市场，阳朔所占的市场份额有 

可能下降。 

2．4．2 阳朔的乡村旅游以优良的旅游资源为依托，一些地方 

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生态环境遭到了人为破坏，如不引 

起重视将丧失其资源优势。 

2．4．3 由于一般乡村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较短，如不及时开发出 

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不久以后阳朔现有产品将被迫退出市场。 

3 阳朔乡村旅游规模化开发的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我国旅游收入已达 4，588亿 

元，正在兴起的假 日经济高潮中，旅游经济就占假 日经济的 

60％以上。而旅游经济最具群众基础、最有潜力的则是乡村 

旅游经济的发展。如果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将传统 

的农业、渔业、畜牧业等发展成为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教 

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区，则可形成多元化、多功能和多层次的 

规模经营格局，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同步增长。 

3．1 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旅游产品的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在观光型旅游产品仍占主要优势的同时，游客对休闲 

性、参与性强的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旅游新产品 

不断涌现，市场竞争也异常激烈。阳朔的旅游产品一直以观 

光型为主，且大多属于游览漓江的附属产品。随着西部大开 

发，各省区大力扶持旅游业的发展，周边省市诞生了一批竞争 

力极强的旅游品牌，对阳朔的旅游市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阳朔必须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开发丰富多彩的旅游新产品以 

满足不同游客兴趣的需要，而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则 

顺应了市场需求。 

3．2 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 

2001年阳朔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240万人次，同比增长 

22．4％；全年实现旅游收入 2．14亿元，同比增长 15．4％；全 

年完成财政收入 7，599万元_2 J。2002年，接待中外游客共 

281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2．41亿元，完成财政收入 8，448万 

元，比上年增长 l1．17％，其 中旅游业对财政 的贡献率达 

30％_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旅游资源和旅游目的地形象都 

属于公共产品，且都是由政府提供。如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 

化开发，则政府应该对经营者征税，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 

入，另一方面使政府有资金增加促销活动，实现良性循环，提 

高旅游经济效益。 

3．3 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镇化发展 

开展乡村旅游给农村带来了很大变化，最具体的表现就 

是农民收入持续保持增长(图 2)。 

为了解阳朔本地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我们选取李运 

招等家庭为样本，对高田乡沥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l5户家 

庭进行了抽样调查(表 1)。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高 

田乡沥村旅游从业人员占全村人口的比例约60．9％，2002年 

人均旅游收入约4，694元，而成本却不到收入的 1／5，仅旅游 

收入一项便远远超过了全县人均可支配收入，且从事旅游经 

营越早的家庭旅游收入越高，在阳朔发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 

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繁荣农村经 

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如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外来游 

客数量将逐年增多，而开展乡村旅游的乡村离县城都有一定 

的距离，要满足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农村的卫生条件 

和生活环境必将有所改善，必须在一些接待集中的地方建设 

车站、旅馆、酒楼、商场和娱乐场所等基础设施。伴随着乡村 

旅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在城乡之间的汇融，起到加速农村市场的发育和拓展的作 

用，从而促进乡村城镇化|5 J。 

表 1 高田乡沥村乡村旅游经营户抽样调查统计表 
Tab．1 The spot check statistics table of 

the tourism managers in Li village
— —  

3．4 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所选择的一条 

环境代价较小的方式，也是西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一条现 

实道路 6l。按照原来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开发模式，经营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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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认识到破坏旅游资源的代价，缺乏保护意识。尤其是有些 

地区开展“古镇旅游”，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如果进行 

规模化开发，首先政府会进行规划，加强监管；其次，经营企业 

如果对资源进行破坏，将会为此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 

如果阳朔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可以提高当地的旅游 

资源保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实现经 

济效 与社会效襦的统一．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匮 
图2 200(0 2002年阳朔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图[ 一4] 

Fig．2 Theincomeincreasingtrend chart of 

the Yangshuo peasantry in 2000。‘2002 

4 阳朔乡村旅游规模化开发的具体对策 

4．1 做好规模化开发试点工作 

乡村旅游规模化开发 目前在国内还没有推行，仅仅停留 

在理论研究阶段，而且每个地区的条件都不相同，没有经验可 

循。为了降低风险，政府应该掌握全县乡村旅游的发展状况， 

制定相应方案，选取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产品进行规模化开 

发试点。政府可以按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组织愿意 

入股的村民采用实物或现金两种方式入股，成立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乡村旅游。公司成立后必须明确政府、企业与股东之 

间的责、权、利，必须抛弃农村旧有习俗，聘请专职的管理人 

员，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治理结构，真正按照企业模式进行 

经营管理，争取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要摸 

索出一种合理的分配方式，使当地社会、股东和员工都得到满 

意的回报。 

4．2 成立相关部门。加强行业管理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阳朔在乡村旅游的行业管理方面相 

对于它的发展速度一直是滞后的。为促进乡村旅游规模化开 

发，政府可以从旅游、农业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专门机构负责 

乡村旅游，加强行业管理，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政 

策，制定各项管理规定、行业服务和卫生标准，保证服务质量。 

4．3 以核心一边缘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做好规划工作 

阳朔的山水田园风光是开展乡村旅游的基础，所以对乡 

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还需进一步做好规划工作。Lundgren 

(1973)、Hills and Lundgren(1977)和 Britton(1980)建立了关 

于核心一边缘理论的模型(core—periphery mode1)，他们强调 

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 7j。根据这一理论，桂林市的 

“三山两洞一江”是核心旅游资源，而阳朔的“山水田园风光” 

则相对属于边缘旅游资源，阳朔的旅游资源对桂林存在依赖 

性，而且市场、管理、人才、资金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对桂林的依 

赖。所以，阳朔在对乡村旅游区域进行规划时，必须紧紧依靠 

桂林这个核心，突出核心一边缘模型中的优势互补，而不要形 

成相互竞争，构建一个合理的旅游资源区域体系。 

4．4 制定策略，鼓励经营企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随着阳朔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容 

忽视。我们可以用博弈论的知识来讨论政府与积极参加生态 

环境保护的经营企业、消极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的经营企业之 

间的关系，并提出具体对策。现提出以下假设：①乡村旅游经 

营企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最大化自己的偏好；②博弈的双方 

是政府和乡村旅游经营企业，政府的纯战略是鼓励或不鼓励， 

经营企业的纯战略是积极参与或消极对待；③乡村旅游经营 

企业采取假设②中两种行动后获相同的营业收入 I(图3)。 

旅游仓业 

积极参与 消极对待 

政府 鼓 -- +—— 等  
图3 对应不同纯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表 

F ．3 The payment matrix table corresponcUng with 

different pure assembled stratagement 

注：其中S：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后政府给经营企业的补贴；，：经 

营企业的营业收入；C，：经营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支付的成 

本；C2：经营企业消极对待生态环境保护所需支付的成本；P：政府 

补贴的概率。 

那么，乡村旅游经营企业选择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 

期望收益： 

Eo=P(S+J—C1)+(1一P)(J—C1)=PS+J—Cl 

乡村旅游经营企业选择消极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的期望收 

益 ： 

Ee=P(J一 )+(1一P)(J—C2)：J一 

所以，要鼓励乡村旅游经营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保 

护，必须使 E】> ，即 Ps> ci—c2，否则，他们可能会消 

极对待。 

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对策： 

图4 2002年各类型入境过夜旅游者 
停留时间超过 8天以上所占的比例／o／0[’】 

Fig．4 The proportionment of stay 

overtourists over 8 nights in 2002 

图5 开展资本运营模型 
Fig．5 Themodel of capitalmanagement 

4．4．1 提高补贴概率，当政府给予经营企业的补贴概率 P 

> (C 一C2)／S时，乡村旅游经营企业就会积极参与生态环 

境的保护。 

4．4．2 如固定概率 P，则政府必须提高补贴的额度，使得 S 

>(C 一C，)／P，乡村旅游经营企业才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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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 

4．4．3 如果有关部门加大对不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进 

行处罚，提高经营企业消极对待生态环境保护所需支付的成 

本，使 C2>Cl—PS，也可以促使经营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 

境的保护。 

4．5 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乡村旅游在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 

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得到了大力推广，这些国家 

和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管理水平较高。 

例如在意大利，全国20个行政大区已全部开展乡村旅游，约 

有 7，500个可供住宿的农庄，仅托斯卡那大区每年接待的国 

内外游客就在20万人次以上 8。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 

管理是关键。只有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吸收先进的管 

理方法，才能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所以阳朔必须打破传 

统习俗，转变封闭落后的观念，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 

合的方式，大力引进和培养适应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中、高 

级管理人才，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尽量激发乡村旅游的 

发展潜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游客得到更好的享受。 

4．6 培育特色品牌 

各经营企业要根据停留时间较长的入境旅游者以文体 

交流、会议和休闲度假比重较大的特点(图4)，结合游客的兴 

趣和爱好，大力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阳朔的“民居 

旅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可以在巩固这 

一 品牌的基础上，将“印象刘三姐”、“总统之旅”、攀岩与传统 

的农耕、垂钓、采摘等农业劳动结合起来进行线路和行程设 

计，开发出“文化体验+传统农作”、“体育交流+休闲度假”等 

二合一或多合一的特色旅游产品，进而将其培育成蕴涵浓厚 

地方色彩的特色品牌。 

4．7 创新营销策略 

传统旅游产品在营销方面一般以团队为主要 目标，通过 

参加旅游交易会进行宣传促销，销售渠道主要是旅行社。乡 

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在营销方面不能走原来的老路，必须 

有所创新。 

4．7．1 拓宽销售渠道。在加强与旅游批发商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的同时，可在主要目标城市设立推介处，与跨国公司在 

我国设立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大中型企业的工会组织以及人 

口密集的社区加强联系。 

4．7．2 采取多种促销方式相结合，加强宣传声势。在国内乡 

村旅游刚刚兴起，许多人对它还不了解，所以必须加大投入， 

根据团队和散客的不同特点，通过旅游交易会、互联网、电视、 

报纸、杂志等多种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4．8 开展资本运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不能仅仅局限在数量上，必须 

采用资金 +管理+市场的方式。由于阳朔的乡村旅游多是以 

山水旅游资源为依托，其中遇龙河、金宝河等旅游资源具有很 

高的开发价值，而这些资源的产权都属于国家。政府可以成 

立相应的旅游开发公司，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界定旅游资源 

的产权关系，将资源性资产划拨给公司，则公司可用资产进行 

抵押或将经营权部分转让的方式对外融资，所得资金对内可 

用于基础设施改善、开发新产品等，对外进行兼并、收购和重 

组，通过资金流带动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发展，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率，促进该地乡村旅游的发展，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图 

5)。 

5 结束语 

阳朔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各项基础设施经 

多年开发后形成较好的布局，发展乡村旅游给当地农民带来 

了实惠，给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由于管理体制、开 

发模式滞后等原因使其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笔者 

在进行实地调研后，提出通过进行规模化开发来解决这些问 

题，并针对阳朔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希望能对 

阳朔及我国其他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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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金，以维护各行业间的公平竞争。 

3．2．4 资源型城市有限资金的运用。对接续产业的扶持，要 

改变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投资上项 目的作法。充分利 

用市场运行机制，政府只起导向作用。解决资源型城市产业 

结构单一问题，国家可以在计划、财政、税务、金融等方面发挥 

政策和资金的导向作用，分别以贴息、垫息、资本金投入、无偿 

资助等方式进行扶持，但绝对不是新一轮的国有企业建设。 

有限的资金要运用于下岗工人再培训和再就业、环境治理、重 

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另外还可借鉴德国鲁尔区的改造 

经验，资助采取项目招标的办法，由地方提出申请资助的项 

目，国家和省计委会同资源型城市的市政府审批。凡得到批 

准的一般性项目，可获得占投资额约 1／3的资金。对于可促 

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和废厂房利用等项目，可得到占 

投资额约 2／3的资金让政府的资金起到再吸引资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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