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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乡村旅游地的分类模式及发展趋势 

卢云亭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最近乡村旅游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在理论 

界 出现 了一系列研 究乡村旅 游的论 文；旅 游实践界 

出台了不少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及产品的规划方案和 

广告型介绍材料。我国在乡村旅游方面能形成这种 

快速发展的火热局面，其原因主要是与国家的提倡、 

旅行社的推广、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 以及各开发 

商的积极响应分不开的。刘德谦教授 2006年 1月 

20日在《中国旅游报》发表的《乡村旅游、农业旅游 

与民俗旅游》一文中对乡村旅游概念及分类作了精 

辟的论述，其中许多观点笔者都非常赞成，特别是从 

游客需求方面，将乡村旅游分成传统乡村旅游和现代 

乡村旅游两大部分。本文拟从其划分的传统与现代 

两大类乡村旅游作进一步细分和发展趋势的探讨。 

一

、传统乡村旅游 

以其体现出的特点作依据，可细分为以下8类： 

1．乡村民俗型。指以乡村民俗风情为载体，所 

开展的旅游活动，其内容包括地方特有的风俗和风 

物。乡村民俗又分岁时、节 日、婚姻、生育、寿诞、民 

间医药、丧葬、交际、礼仪、服饰 、饮食、居住、器用 、交 

通、生产、职业、民间工艺、宗教、社会、娱乐、信仰、祭 

祀、巫 卜、禁忌等近20类。拥有这些民俗资源的乡 

村，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民俗旅游。 

2．乡村传统农业类。乡村旅游的限定范围主 

要是在农村，因此这种旅游与农业生产、农业发展过 

程等密不可分。但农业类旅游有传统与现代农业两 

大类，故作为传统乡村旅游模式之一，其类型则特指 

日 

旧式的农业生产观光活动，如旧式的农业生产过程、 

农耕文化、农民劳动生活场景等。 

3．古村古镇类。这一类指以古村落、古建筑、 

古民居、古乡村环境氛围为观赏、观光、观看、观览、 

观展、观研载体的旅游活动。 

4．乡村风水或风土类。旧时许多乡村是以特 

有的地理环境和风水结构发展起来的，有的是依据 

风水理论经过精心设计选址和建设的，有的是依据 

真山真水环境 自发形成的，如利用不同的地形、水道 

形成多种排水、给水、避寒、避风、采光、交通等合理 

的村落空间布局形式。这对发展乡村环境旅游、科 

学旅游、体验旅游、文化考察和研究活动均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5．乡村土特产类。品尝、购买乡村土特产是城 

市或外地游客进入乡村旅游的重要目的之一。土特 

产包括乡村生产、生活用品、乡村风味食品、乡村手 

工艺品、乡村名特产等。这些物品大多都有广泛的 

销售市场和固有的品牌形象，历史形成时间长，产品 

有较固定 的风格和工艺水准，因此其信誉度、特色 

度、知名度比较大，旅游者对土特产品的认知是发展 

这类乡村旅游的重要驱动力。 

6．乡村休闲娱乐类。从需求供给角度，大多离 

城市较近的乡村为城市居民在假 日或闲暇时间提供 

了优良的休闲、度假、娱乐等场所设施，如农家乐、渔 

家乐、牧家乐、家庭旅馆、乡村旅店等。 

7．乡村名胜类。指依托本村或与之相邻的历 

史文化或山水名胜资源开发的乡村旅游模式。这类 

旅游的特点是“借景”，即借老祖宗和大 自然给后代 

留下的古迹和名胜，其功能主要是观光，通过其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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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景观来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北京的门头沟潭柘寺 

村、怀柔慕田峪村、房山周口店村等就是借助附近的 

名胜古迹和 自然风光发展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 

8．乡村红色旅游类。此类指拥有红色旅游资 

源，并利用此优势发展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进行爱国 

主义传统教育的乡村旅游活动。这类旅游是我国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已有大量乡村旅游 

点正在全力开发这类旅游产品，并形成乡村旅游的 
一 大热点。 

二、现代乡村旅游 

以其提供的旅游景观和产品内容，可细分为以 

下 6类： 

1．现代新农村类。我国各省区都有一批社会 

主义新农村，它们以“新”为特点，在住宅、街巷、道路 

和生态环境、产业设施、服务设施以及各种配套设施 

方面，都发生了全新的改变，成为乡村城市化、城乡一 

体化的典范。如北京的韩村河、江苏江阴的华西村 

等。 

2．乡村农业高新科技类。指与传统农业相对 

应的在高新技术驱动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型乡村 

旅游。这类旅游的特点是在产业上的高度科技化， 

一 是农业生产过程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二是组织 

结构实现了工厂化管理，三是产品形成全新的独特 

性和市场卖点。游人进入这些农业高新技术旅游 

地，既可观赏其全新的高技术生产过程、面貌和景 

观，又可购买品尝其高新农业产品。还可与现代农 

业工人接触，了解和体验他们 的生活方式。如新加 

坡建立的 1O个农业科技公园。 

3．乡村生态环境类。指运用现代环境技术，改 

善乡村生态环境，使之成为全国和省区旅游生态村。 

这类乡村主要以生态农业为特点，采用循环经济和 

节约型农业经济为理念，对农村使用的燃料和动力 

进行更新，如建立沼气发电、日光能发电等节能、清 

洁设施，以“生态村”这一形象和旅游品牌，吸弓I那些 

对农村环境特别关注的旅游者和生态农业旅游者。 

4．乡村园林旅游类。我国有一些乡村，运用园 

林技术，把 自身改建为环境优美的园林新村，并利用 

乡村园林化这一品牌，招徕旅游者前来观光。如广 

东湛江市徐闻县包宅村。 

5．乡村康体疗养类。这类旅游主要迎合人们 

的养生需要，重点加强产品的医疗保健功能，开发诸 

如体验按摩、理疗等与健康相关的乡村旅游项目。 

6．乡村 自我发展类。 自我发展是现代社会出 

现的市场新需求，在乡村旅游中，为满足这种心态愿 

望，可专门设计一些为游客提供某种轻松舒适的环 

境，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主探索学习知识， 

熟悉新技能的乡村旅游活动。如 日本乡村观鸟旅 

游、美国的农牧场旅游等。 

三、乡村旅游发展趋势 

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很猛，数量和类型都在逐渐 

增多，是21世纪旅游发展的一大时尚。但乡村旅游 

在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产品和项 目的 

雷同化，吸弓l物的单调化，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社区 

管理的复杂化等。为了使乡村旅游保持健康、持续 

的发展，各地都在寻求新的思路和理念，开发出具有 

独特性、多元性、精品性的乡村旅游产品。笔者认为 

今后乡村旅游将会出现5大发展趋势： 

1．突出重点、亮点和示范点。乡村旅游在同一 

个地区不能一哄而上，以数量增长代替质量增长。 

这样会导致乡村旅游迅速泛化，产品同质化。当前 

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发展规划，筛选出本区、本省的重 

点、亮点和示范点。 

2．发展个性化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之所 

。 以会向个性化方向发展，主要原因是市场选择和需 

求在趋向个性化。到乡村旅游的人，大部分是以家 

庭、情侣或 自驾车为出游方式，他们要求看到的乡村 

旅游点应有个性和独特性。几年前去过的“农家 

乐”、“渔家乐”、“牧家乐”，在几年以后如果还是依然 

故我，旅游者就不会再选择它，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市 

场的变化，策划出自己的特色项目，使景观、产品、接 

待、管理都实现个性目标。 

3．与实现“三农”目标相结合，是今后乡村旅游 

发展的基本方向。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推动 

社会小康目标，发展乡村旅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国许多地区都在强化乡村旅游的这种功能。如成 

都市近期重点打造乡村旅游“五朵金花”：幸福梅林、 

花香农居、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通过发展 

观梅、观花、观菊，发展菜园、荷池等手段，吸引城市居 

民前往观光、休闲、娱乐，使“五朵金花”成为该地区乡 

村旅游的重要示范点。农民通过租金、薪金、股金、保 

障金四重收入，获得较大的利益。 

4．乡村旅游开发要注重保持 乡村 自然和人文 

环境的原真性。乡村原生自然和人文环境是发展乡 

村旅游的个性特征，是城市居民前往游览的追寻目 

标。特别是作为乡村原真性的景物、景观，更不能改 

变其原真形貌。但保持原真性，绝不是在保护乡村 

环境的落后面。 

5．乡村旅游要注重产品的多样性和组织形式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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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化。在一个地区，必须有多样化的乡村旅游 

类型，如成都市的“五朵金花”就是以梅花、花卉、菊 

花、荷花、菜园为主题发展的不同乡村旅游品牌，每 

个品牌又有一系列的观光、参与性产品。游人对乡 

村旅游品牌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验的差异 

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乡村旅游目的地就越要尽快改 

变产品雷同、内容泛化的局面，创新产品的特色，使 

游客增加更多的选择，包括交通出行的自主化，旅行 

事务的自主化，订房、订票、订餐的自主化，游览乡村 

景物的自主化等。 

(作者为该校教授，中国旅游地学与地质公 园研究会副 

会长；收稿日期：2006—03—09)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模式 

王云才 

(同济大 学建筑城 市规 划学院景观 学 系，上海 

200092) 

我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乡村大国，乡村永远是中 

国大地上的主导景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是时代 

发展的需求，业已引起社会对乡村发展、乡村景观、 

乡村遗产、乡村旅游的广泛关注，并感悟到乡村景观 

保护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紧迫性，对落实我国新农村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比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过程和 

成就，乡村旅游在走过了贵族化阶段后成为体验乡 

村文化和乡村遗产重要的旅游方式，成为休闲、度 

假、康体、治疗等重要的旅游空间。在欧洲，乡村旅 

游曾一度成为“拯救乡村的乡村旅游”，成为乡村经 

济变革和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乡村发展注 

入的活力和推动乡村持续发展所展现出的作用不仅 

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且在今天我国乡村变革和发展 

中充分体现出来，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新模式和 

新途径，是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最完整、最典型、最 

内在的体现。我国乡村旅游 20多年的发展业 已完 

成产业的第一次积累，乡村旅游亟待解决经营理念 

低俗化、品牌定位趋同化、产品层次粗浅化、乡土文 

化城市化、管理模式混乱化和产业组织 自发化 6大 

问题，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乡村旅游产业升级和产品 

换代。 

新时期，替代传统乡村旅游产品的新形态和新 

模式主要有7个方面：(1)主题农园与农庄发展。形 

成教育农园、市民农园、租赁农园等多种形态，承载 

农旅结合的农事参与、自然教育和 DIY创意空间等 

功能。(2)传承地方性遗产之乡村主题博物馆发展 

模式。承载传统产品与传统工艺、传统生活与生产 

田 

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和文化景观重现功能。 

(3)乡村民俗体验与主题文化村落发展模式。承载 

古村落、新文化村落、新经济村落等不同阶段乡村整 

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物化与意化的统一过程的认知和 

体验功能。(4)乡村旅游基地化之乡村俱乐部。不 

仅是乡村旅游的高级会所和信息中心，而且是乡村 

旅游的中介机构；不仅 向乡村旅游者提供全方位的 

乡村旅游服务，而且提供一种乡村旅游全过程的联 

程服务，旅游者可以在不同地方不同乡村俱乐部享 

受到一体化服务，并通过订购乡村旅游线路，向自驾 

车群体旅游提供 自助式全程服务。(5)现代商务度 

假与企业庄园模式。承载企业董事会议、商务谈判、 

员工奖励度假和旅游景观房产等功能。(6)农业产 

业化与产业庄园发展。集生产、研发、销售、交流、教 

育和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农庄，比较成熟的有葡萄 

酒庄园、香料庄园、草莓庄园和西瓜庄园等，产业庄 

园既要体现产业化生产特点，又要满足服务性企业 

的需要。(7)区域景观整体与乡村意境梦幻体验。 

是区域尺度下通道式动态旅游类型。乡村景观意境 

可划分为地方文化代表型——乡村文化意境，水体 

景观主导型——水乡意境，山野乡村主导型—— 自 

然意境，林fq乡村代表型——林海意境，平原农耕代 

表型——农田耕作意境，牧区乡村代表型—— 自在 

天堂意境，民族村寨型——异域人文意境，城乡过渡 

代表型——都市乡村意境8大类型。基于追寻儿时 

的记忆、寻找传说 中的桃花源里避世文化的理想空 

间、中国诗画文化的灵魂等多种意境追寻，乡村景观 

意境的感知和体验也成为现代最为时尚和有吸引力 

的乡村旅游活动和产品形态。、 

(作者为该校副教授；收稿 日期：2006—03—15) 

国外乡村旅游管理者与经营者角色定位之启示 

刘军萍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乡村以其旖旎的田园风光、浓郁的乡土文化气 

息、新鲜的蔬菜瓜果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而受到 

都市居民的亲睐。乡村旅游以乡村性为最大的卖点 

而蓬勃发展。国外发展乡村旅游历史悠久而成熟， 

为中国开展乡村游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和经验。 

笔者就政府管理者和产业经营者在发展乡村旅 

游中的角色分配与工作定位问题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

、政府作为产业管理者。应该千些什么 

多数国家把乡村旅游作为政治任务或公益事业 

来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经济效益之上。西班牙、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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