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经济 

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有利条件探析 

口 陈剑峰 

(湖州师范学院 法商学院。浙江 湖 州 3l 30001 

乡村旅游是指以多村空间环境为恢托．以当村独特的生产形 

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稚乡村文化等为对 

象，利 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台产品，集观光、游煎、娱乐、休 

稠、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是基于为城市居民提供 

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健身、娱乐和购物聍一种新型的旅游经营 

括动，适应城市居爰回归自然、享受优美舒适的自糍环境、休闲的 

需要。因此，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是乡村旅赫发展的重要前提，城 

市化进程越快，乡对旅游旅游窖碌市场就越大．城市化、工业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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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 近看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 

的迅猛发展，自20世纪 B0仨代起逐渐兴起的乡村旅游呈现出了 

勃勃生机的发展．它以参与形式肟多样惶、参与主体的广堙性、旅 

游效益的缘合性，以及能促进城乡文化交流和绕筹城乡发展，受 

到普遍欢迎。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城市经济高度发达，区域旅游交 

通网络健全，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发展有较好的运行基 

础，在政府的强力推进和引导下，通过黄金周、双体目等的休假制 

度牵引和区域内合作的深化，形成了发展多衬旅游的系统优势 

( 市化、城市经；齐高度发达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城市发展 

最为突出的地位，是城市化高度发展、城市高密地区。以上海市为 

中心的大者B市经济圈，包括上海市 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 

卅 扬州、镇江，南通，泰州 (即 苏南”地区)，浙江省的杭州 宁 

披、锎州、嘉 、绍兴、舟山 (即浙东北地区)，共计 16个城市 高 

度发达的城市经济集聚了大量人口=长三角地区区域面积仅约 

10万平方公里，但总人口达到7571万人左右．以分别占全国的 

1％面积，达到占全国6％的人口=除众多大城市外．长三角地区 

还汇集了大量县缎市、中心县城和广大城镇 长三角地区不仅城 

市化高度发达，星城市经济高宦发达。墓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 

数据显示，2005年长三角地 

势，各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均超万元。l6城市署民可支配收入平均 

达到15255元，比主年增长 13，3％，平均消费支出为10815元， 

增长 12 7％ 

2005年，长三角 16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0815元，比 

上年增长12 7％。16城市由，除镇江、南通、扬州、泰州4市外．其 

余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超过万元 

随着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也发 

生明显变化，服务性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逐年上升 资料表明， 

2005年长三角 l6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牲消费支出达 2977 

元，比上每增长 16．5氍，增幅高于同期实物性消费支出4．1个百 

分点，在家庭消费性支出申所占比重达 27．2％．比上年提高0．8 

个吾分点 由此可见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 这为乡村旅游发 

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即：客源广、可支付能力强、区位优势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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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健全。目前，长三角地区16城市间有高 

速公路贯通，高速公路里程占全国 30％，城际间高速公路实现了 

联网。上海至南京沿沪宁高速 3．5小时可以到达，上海至杭州走 

沪杭高速 2小时可到达，宁杭高速使南京至杭外l的时间缩短为 

3小时。地市与县城、主要中心城镇间有高等级公路贯通。地级以 

上城市、县级城市及各主要城镇间均有快客相通。交通事业的发 

展，还辐射到广大中小城镇和乡村。在长三角地区，业已基本实 

现了村村通公路，户户通村路，乡村大巴穿梭其间。如浙江省 “十 

五”期末，全省乡村康庄工程总里程已达 43000公里，全省等级 

公路通村率、路面硬化率分别达到 83％和76％，仅 2005年新 

建、改建通乡、通村公路达 18465公里。农村交通的革命性的变 

化，它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交通面貌，促进了农村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提高。从区域内部旅游交通格局看，长三角地区除传统 

的河流网络外，业已形成了由铁路、航空、高速公路、高等级公 

路、乡村等级公路构建的畅通全境、的发达的旅游交通网络，从 

而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交通条件，解决了乡村旅 

游发展可进人性的关键问题。 

③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大体分为乡村自然旅 

游资源和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两类。乡村自然旅游资源指山石景、 

水景、天象景和生物景观等自然景象和事物。乡村人文旅游资源 

是指能够吸引人们前往的古今中外人类活动的文明成就和民族 

风貌，主要指历史遗迹、古今建筑、社会风情和乡村风光等。长三 

角地区广大乡村自然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众多森林公园、河流水 

库、自然保护区等。作为经济发达沿海开放地区，长三角地区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高科技农业、园区农业等了高效农 

业 、设施农业、外向型农业迅速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特色化发 

展、规模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从而为高科技 、生态 、观光、采 

摘等农村、农业旅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持。长三角地区 

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文化积淀深厚，古 

镇、古村、古桥等古代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故事传说、特色手工 

艺、民间传统及民间生活习俗和传统等非物质文化散布广大农 

村，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此外，长三角地区 

农村经济发展迅速 ，尤其是近年来积极开展农村小康示范村建 

设和当前蓬勃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使农村综合面貌得到了有效 

提升，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旅游意象和吸引子。 

④乡村旅游运行基础较好。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有着良好 

的发展基础。以浙江省为例，据浙江省农办 2005年 11月初对所 

属34个相关县最新调查统计表明，浙江省已有各种类型的农家 

乐经营户 1500余户，投资总额达 1．4亿元。此外还有各类休闲 

观光农渔业园区近400个，投资规模 24．45亿元。浙江省农家乐 

乡村休闲旅游业从业人员达 13070人，共接待游客 1385万人 

次，营业总额达7．34亿元。此外，一批类似富阳龙门古镇等农业 

旅游示范点的兴起，已初步形成了浙江乡村游的拳头产品如宁 

波滕头村、洞头东岙村、海盐南北湖等一大批旅游乡镇和旅游 

村，发展迅猛。上海市的乡村旅游也已初具规模。据不完全统计， 

2005年上海郊区共接待游客超过 1000万人次。其中30多个有 
一 定规模、对外开放的乡村旅游景区(点)，如崇明前卫村、东平 

国家森林公园、浦东孙桥现代农业园区等，去年共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直接收入4．5亿元，带动就业近万人。上海还计划在 

沿杭州图库湾北岸、嘉定 ～青浦 一松江、崇明生态岛及近郊四大 

区域里，依托环境、资源、交通等基础条件，到2008年建成一批 

现代乡村旅游集聚地，其中3～4个将成为长三角知名的乡村旅 

游集聚地，市郊形成2万张床位的住宿能力，基本构成上海都市 

型乡村旅游骨干框架。近年来，江苏省以乡村生活、乡村民俗和 

田园风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乡村旅游市场正逐渐从 

单一的“农家乐”，向以观光、参与 、康体、休闲、度假、娱乐等为一 

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目前全省已有各种农业旅游点400个左 

右，其中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就高达 43家。这一良好发展基础 

和态势，为下阶段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扎实基础。 

⑤政府强力引导、推进。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政府引导和 

政策支持至关重要。政府引导、强力推进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发展乡村旅游进行资金支持、人员培训 

和出台政策措施，推进乡村旅游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如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方面，浙江省先后颁布了<漂流旅游标准与服务 

规范》、《旅游商品购物点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绿色饭店标 

准》、《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 (试行)》和 乡村旅游点 

等级划分与评定》等标准，是目前国内颁布旅游业地方标准最多 

的省份，其中《绿色饭店标准》已经得到国家旅游局的认可并在 

全国推广，全省已评出 140家绿色饭店。<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 

点检查标准 (试行)》推行后，全省已有 13家农业企业成为全国 

工农业旅游示范点。为加快标准的落实，2005年，浙江省旅标委 

先后在萧山传化、金华义乌、奉化滕头村分别举办了工农业旅游 

示范点标准、旅游商品购物点标准、乡村旅游标准等3期培训 

班，全省共有280余人参加了培训。在政府推进下，以“政府宏观 

指导、中介市场运作、企业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的旅游标准化 

建设运行机制得到初步确立。乡村旅游起步相对较晚的上海市， 

着眼乡村旅游集聚发展需要，今年上半年，市旅游委、市农委制 

订的《上海市乡村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06年 一2008年)》， 

计戈0培-i,Jll 1万名乡村旅游人才，着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此外， 

长三角各城市政府也结合自身实际，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强力推 

进乡村旅游发展。如杭州市以“十大旅游休闲基地”和白鹤村列 

入杭州 “十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契机，按照业绩点和示范点的 

要求，搞好 10大乡村旅游点的布局和建设规划，制定管理标准， 

规范经营行为，提高运营水平，促进乡村旅游的有序、健康发 

展。 

⑥区域旅游合作不断深化。长江三角洲的旅游发展在国内 

旅游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沪、浙、苏三地人口约占全国 

10％，GDP总量约 占全国总量的20％，三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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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在全国名列前茅，区域内形成了年出游人数超过2亿 

人次的客源市场。“长三角”是旅游区域合作的先行者，伴随着长 

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苏浙沪三地的旅游交流不断向深 

层次发展。2000年首次沪苏浙经济一体化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在 

杭州召开，确定五方面合作内容，其中旅游是一个重要方面。为 

加快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2003年，杭外f携手长 

三角其它 14个旅游城市及黄山市，在杭州举办了 “长三角旅游 

城市 15+1高峰论坛”，16城市的旅游部门负责人围绕“长三角” 

旅游经济圈的构建、一体化合作等专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共同发 

表《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并组建了“长三角旅游城市 

合作组织”，目前已经有 24个成员，进入良性轨道，“无障碍旅 

游”观念已深入人心。三地旅游部门达成共识，以江苏的历史文 

化、浙江的秀山丽水和上海的都市风情为资源优势，共同构建 

“长三角”旅游经济圈。在政府的推进引导下，长三角地区旅游由 

单向流动逐渐向双向交流发展，呈现出互为客源地、互为目的地 

的良好发展态势，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机制保障，确保了乡村旅 

游的客源市场。借助于发达的内部旅游交通基础，长三角地区的 

乡村旅游突破了空间制约，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⑦自驾车旅游不断发展。长三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最 

为发达和生活观念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现有私家车 200多万 

辆，且每月以 1万辆的速度递增。随着汽车拥有量的大幅增长， 

依托发达的旅游交通网络，驾车到 1小时以内的地方晚餐，3小 

时以内的地方度周末，已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和中青年知识分子 

的生活习惯和新宠。目前 ，长三角及周边地区汽车俱乐部将近 

1000家，上规模及经常组织自驾游的俱乐部有500多家。由于自 

驾游者和一般旅游者相比 ，具有更需安全保证 、行动自由、游览 

景点不过分拥挤等特性。为此，长三角地区各汽车俱乐部积极开 

展了救援、导游、团购等合作。2005年浙江30多家汽车俱乐部与 

江苏、安徽的十多家汽车俱乐部成立了长三角自驾车旅游合作 

体，达成了救援、团购等方面的合作协议与宣言。同时，旅行社组 

织的自驾车团队旅游和散客租车旅游将更加频繁。乡村旅游是 

自驾车旅游的主选，自驾车旅游在长三角地区广大农村的全覆 

盖，将极大地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⑧黄金周、双休日等的休假制度保障。乡村旅游发展，城市 

居民拥有必要的休假时间是前提。1999年我国实施长假制度，俗 

称“黄金周”制度。“黄金周”制度的推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旅游 

业的繁荣和旅游经济的发展。“黄金周”旅游中，中长距离旅游是 

其中主要取向。进入21世纪后，短距离的都市郊游和乡村旅游 

逐渐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但制度安排决定了其不可能取代中 

长距离旅游在“黄金周”旅游中的地位。相比之下，自1995年起 

实行的“双休日制度”，单位时间较短，但单位量大，构成城市居 

民闲暇的主要时间，在促进乡村旅游方面有着独特优势。长期以 

来，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人们出游理念的制约，双休日周末 

旅游经济的潜力得不到有效开发。进入 21世纪后，长三角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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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区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理念随之发生 

深刻变化。旅游不再成为一种奢侈和生活追求，已成为城市居民 

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双休 日制度”与城市居民现代生活理念 

的结合，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城市居民对农村自然环境、村凤 

村貌向往 ，使乡村旅游成为双休日旅游的有效载体和主角。随着 

双休 日旅游作为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市场发展主体的地位日趋 

突出，政府和学术界也开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由浙江省旅游 

局、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共同主办，安吉县 

政府承办的 “2006长三角双休日旅游经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是双休日旅游经济发展的思想盛会，政府和学术界形成了共识， 

必将极大地促进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使 “双休 日” 

促进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制度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和放 

大。 

长三角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有着较为明显的系统优势。近年 

来，长三角地区农村经济长足发展，农村居住环境、农村公益设 

施、农村文化建设等显著进步，农民精神面貌、文明素质大大提 

高，也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006年，国家旅 

游局为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旅游成为中国旅游新的 

亮点，确立了“2006中国乡村游”全国旅游宣传主题，提出“新农 

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的宣传口号，它将为长三角地区乡 

村旅游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要紧抓当前有利形势，充分利用自身 

发展乡村旅游的系统优势，加强资源整合，深化区域合作，锐意 

创新，使乡村旅游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口 

注：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0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立项 

课题编号：N05L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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