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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的回顾，从乡村旅游地规划开发角度，对中外乡村旅游地开发的发展 

历程、动力机制、旅游产品形式、经营管理方式进行系统对比分析，并针对中国乡村旅游地开发面临的问题，提 

出相应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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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种具有能够被感知浪漫朴素情感的商品．随着旅游活动的深 

入，大规模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兴起，以满足现代社会对精神世界的另一种追求．“乡村旅游”已成为世界 

范围内最“热”的旅游活动之一[ ～ ． 

1 相关概念 

1．1 乡村旅游 指旅游者在乡村地区所从事的所有旅游活动，以实现对乡村自然、人文的感知 1体验， 

从而达到精神的升华．其本质体现为“乡村性”l4]，集中表现为3个层面：(1)乡村自然生态景观，以乡村 

聚落环境为依托，明显区别于城市景观；(2)乡村产业，包括乡村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商业等以及通过 

乡村产业体现乡村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等；(3)乡村文化，包括显性和隐性文化，通过乡村居民、生活传 

统、风俗节庆、民间传说、乡土建筑、历史文化等展现出来． 

1．2 乡村旅游地 是指以乡村自然生态景观、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为载体的旅游目的地．依据核心资 

源、依托主体、时代背景和发展程度可划分为4种类型：古村落、民族乡村社区、现代农业新村和农业观 

光园(表 1)． 

表1 乡村旅游地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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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外乡村旅游地开发研究比较分析 

2．1 发展阶段比较 

2．1．1 国外乡村旅游地开发阶段 

(1)萌芽阶段(19世纪工业时期)：主要是乡村外迁居民的“探乡旅游”，旅游者多来自中产阶级和上 

层社会，以乡村观光为主 5． 

(2)全面发展阶段(20世纪 30年代 一80年代初)：西欧北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乡村旅游相继开 

发[6,7]，主要旅游活动为历史遗迹参观、钓鱼、散步、乡间白驾、郊游、摄影、观光、乡间农作方式、乡村景 

观参观与体验等． 

(3)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主要以乡村度假和个性化旅游为主，包括一些极限运 

动(滑雪、雪地汽车、登山、滑翔、风帆、野外生存等)，是一种高层次旅游需求，乡村旅游者追求的是精神 

上而非物质上的享受，脱离了乡村观光的初始动机，同时伴随着旅游花费的增长． 

简言之，国外的乡村旅游经历了以上3个发展阶段之后，已经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界限，成立了乡村旅游发 

展委员会及多种乡村旅游组织，其旅游产品也脱离了传统的乡村观光，乡村度假和个性化旅游成为主要的高 

层次的旅游需求．旅游发展目标也从最初在乡村地区旅 

游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图1)． 

2．1．2 国内乡村旅游地开发阶段 

(1)萌芽阶段(20世纪 80年代初中期)：主要集 

中于具有特殊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的乡村地区(如 

安徽皖南地区的西递、宏村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地 

区)．此时，乡村旅游开发多处于无意识状态． 

然为基础度假旅游活动 

传统度假施游活动 

低缴· —————————————————————————— 高级 

(在 乡村地区旅游 ) (乡村旅游 ) 

图 1 国外乡村旅游地开发进程 

(2)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农庄旅游”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兴起，主要表现为城里人到 

农村参观、美食的“农家乐型”．90年代后，随着乡村地区观光农业园大规模建立，逐步形成市民农园、教 

育农园、休闲农场、休闲牧场、农村留学、名宿农庄、森林旅游、高科技农艺园、多功能花园、乡村工业园、 

水乡旅游、田园主题公园、乡村生态旅游区等多形式的乡村旅游，表现为城里人到各类农业观光园采摘 

水果、钓鱼、种菜、野餐、学习园艺等活动的“农业娱乐型”．此阶段发展特征表现为以开发观光农业为主 

满足大众休闲旅游，并向“乡村度假型”发展． 

2．2 动力机制比较 

2．2．1 国外乡村旅游地开发的驱动力 

(1)经济发展．作为乡村经济基础的农业、林业、牧业等收益下滑，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 

是乡村寻求自我发展的需要_4 J． 

(2)政府推动．政府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计划中制定了种种的有力政策以保证其实施，并加大对乡村 

旅游开发的资金投入_8 J． 

(3)修养生息与平衡地区年龄结构．年轻人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大量外迁，大批离退休人员选 

择乡村地区安享晚年，加剧乡村地区老龄化l9j，乡村旅游开发通过创造舒适环境与大量就业机会，既满 

足老年人修养生息需求，又吸引大批年轻居民留守，改善当地人口年龄结构． 

(4)旅游需求多样化．旅游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旅游供给与需求之间不断变化的矛盾，旅 

游业寻求进一步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 

(5)环境保护．乡村地区特有的垄断性资源面临环境保护的压力，而乡村旅游规划开发从某种程度 

上促进当地环境的保护与利用[10,11](图2)． 

2．2．2 国内乡村旅游地开发的驱动力 

(1)国外借鉴【 J． 

(2)政府推动，实现旅游扶贫． 

(3)市场驱动．①向往田园风光，寻求一种回归自然的享受；②暂时远离喧嚣的生活环境，并通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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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种农事活动获得身心的放松和娱乐；③扩大知识视野和陶冶情操；④怀旧情结，由于历史原因，“知 

青情结”、“‘右派 隋结”、“抗战情结”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E1 ． 

(4)资源驱动．局限于开发资金和营销水平方面的限 

制，城市中远郊或交通沿线一些地区优美的乡村风光建设 
一 些等客上门型的度假休闲山庄，或通过开展“农家乐”旅 

游，为城市旅游者提供一些较为初级的旅游接待与服务． 

(5)利益驱动．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由于对乡村旅游 

的前景比较看好，选择将其作为投资渠道之一，进行乡村旅 

游开发建设活动(图3)． 

2．3 旅游产品开发形式比较 

2．3．1 国外旅游产品主要开发形式 国外乡村旅游产品开 

发比较完善，产品形式多样，形成了大批乡村旅游者，在其旅游 

的过程中追求的不再是物质上的享受和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 
一 种精神上的满足，体验的是休闲时代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 

因此旅游产品的主要形式是乡村博物馆、乡村度假和乡村休闲 

及在其下形成的一系列乡村旅游产品子集．如休闲农场、乡村 

俱乐部、农村留学、民俗文化村、租赁农园、乡村野营地、森林公 

园、教育农园、农庄旅游、度假区、乡村城堡旅游、乡村散步垂 

钓、乡村怀旧旅游等等． 

2．3．2 国内旅游产品主要开发形式 

(1)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古乡村聚落旅游．如皖南宏村 

古村落、四川刘氏庄园、扬州古镇等形式的乡村旅游． 

图2 国外乡村旅游地开发的驱动力模型 

图3 国内乡村旅游地发展的驱动力模型 

(2)以现代农业观光为主题的观光农业园的建设．如广东番禺“绿野乡风”农业大观园、广新农业生 

态园等． 

(3)都市郊区和风景名胜区周边开发的以品尝、参与型为主题的“农家乐”形式．如四川成都郊区和 

湖北随州城郊的“农家乐”旅游活动． 

2．4 经营管理方式比较 

2．4．1 国外主要经营管理方式 

(1)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如芬兰成立的乡村政策发展委员会、美国所有州联邦机构共同签署的《乡 

村旅游发展计划宣言》等． 

(2)有活力的乡村旅游组织．成员包括乡村社区、个体住宿提供者、旅游经营企业、旅游机构等，在开 

发的过程中十分强调乡村参与，如斯洛伐克的乡村旅游组织[151． 

(3)针对乡村的地区性或全国性乡村旅游信息中心[16]． 

(4)现有和潜在旅游供给商的企业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对乡村旅游者的管理． 

(5)乡村文化与自然景观保护式开发_1 ．对乡村文化、风俗、工艺活力等的恢复，以及对乡村环境景 

观的美学改造l18j，乡村旅游带缓冲区的绿化建设等[19]． 

2．4．2 国内主要经营管理方式 国内乡村旅游目前的经营模式与其所开发的旅游方式密切相关．“农 

家乐”类型主要以个体的、家庭式的、分散的经营管理为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与产业联合不够．以历史 

文化为主题的古乡村聚落旅游和以现代农业观光为主题的观光农业园的经营管理方式与传统旅游景区 

的经营管理相似．总体上我国乡村旅游经营开发存在弱、小、散、差、乱的局面[∞](表2)． 

3 我国乡村旅游地开发面临问题 

3．1 规划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开发理念存在误区 

3．1．1 理论研究落后于现实发展 (1)研究内容上，乡村旅游、旅游者、旅游地概念体系缺乏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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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者行为动机与市场细分研究缺乏详实调 ，乡村旅游地居民态度缺乏相应实证研究，政策分析 

亟待法制化研究．(2)研究领域上，有广度没深度．规划研究成果 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缺乏实际 

操作性．相关政策管理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制化约束手段，乡村旅游开发过程出现大量耕地占用、景观破 

坏现象 ． 

3．1．2 开发理念普遍存在认识误区 (1)认为乡村旅游是在乡村地区的旅游，简单等同于观光农业和 

其他农业观光形式．(2)乡村文化理解多局限在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缺少传统乡村地区的商业文化、人 

文风情以及工、I 义化的研究探时．(3)乡村旅游开发视角 够开阔，简单看成是单个地区的发展，未能打 

破行政界限和地域界限，走 体发展的道路．(4)开展乡村旅游，忽视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乡村旅游发 

展模式机械化． 

表2 中外乡村旅游地开发研究比较 

3．2 产品开发单一，经营管理混乱 

3．2．1 产品形式单一化，乡村旅游以观光为主 绝大部分乡村地区以农田为主，景观层次单一，乡村旅 

游者与乡村旅游地之问缺乏必要的景观缓冲 ，乡村意象卒见觉破坏明显．大部分乡村旅游停留在简单的 

农业观光这一乡村旅游初级形式上，产品趋于雷同，乡村文化挖掘不深，乡村教育、休闲、度假等功能没 

有很好实现，极大降低了乡村体验．在很多乡村地I ，城镇化发展迅猛，乡村习俗、风情等地域文化受到 

极大冲击，传统节日、民族风情、手』=艺术等“乡村性”逐渐开始丧失，导致乡村地域旅游吸引力锐减． 

3．2．2 社区参与不足，经营管理不善 首先，乡村旅游市场信息 对称．乡村旅游地丌发过程中缺乏埘 

乡村旅游市场的数量和价值的基础资料库的统计与调查，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评估预测与卡日应科学的 

rc『场营销战略．其次，乡村社区管理不受再视．再7欠，乡村旅游发展战略并不能够使所有乡村地区受益． 

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当地的自然或文化吸引物为依托，造成乡村文化商品味 卜足，自然 

景观遭受较大破坏．最后，旅游供给商的经营理念雷同、棒体接待水平低、旅游规划不合理、信息提供不 

畅，以及旅游企业、政府、个体经营者及当地措民之问难以肜成有效的合作协调组织，限制了乡村旅游的 

发展． 

4 我国乡村旅游地发展对策 

4．1 政府主导，加强调控，社区参与，多方联合 发达闭家小仪提供优惠政策引导与支持乡村旅游地丌 

发，而且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多方金融筹措，极大地促进T乡村地区的旅游、【 发展l ’]．在乡村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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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国家和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调控作用明显，政府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应起到主导作用， 

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足够的金融、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撑． 

建立社区集体共识，成立乡村旅游委员会，借鉴国外政策经验，制定乡村旅游相关法规条例，规范乡 

村旅游规划程序．为乡村旅游地的歼发提供相关营销推广服务，为其招商提供相应优惠政策，协助乡村 

社区对从事旅游、 的管理人员和导游进行多层次的培tIIN务等[22]． 

4．2 区别主次，梯级开发，适度规模 根据资源禀赋的级别、市场开拓的日J‘能件和财力支撑的町行性， 

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乡村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各项旅游要素的配锭，实行点一轴一网的窄问模式，分阶段 

梯级开发，以实现乡村地区的产、I 结构与率间结构整体优化 J． 

与此同时，抢救、保护与适度开发乡村旅游产品，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大规模丌发并小能形成规模 

效应，带来巨大经济效益，)I：f1反规模开发会导致乡村景观的大规模 冁而降低乡村旅游赖以q|存的“乡 

村性”．当前大规模的乡村旅游开发 经造成许多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破坏，一 优秀历史文化传统逐 

渐遗弃，特别足许多少数民族乡村在旅游开发I{l受到各种影响而 现逐渐“汉化、西化、城市化”．因此在 

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时，一方面抢救濒临火绝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保护易受到破坏的旅游资源；另一方 

面，合理评价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承载力，确定其丌发范围、规模、形式、容黾等， 

做到适度开发，不造成对资源、环境和文化的破坏． 

4．3 借鉴国外。找准市场，升级产品。加强环保 

4．3．1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注重同地区或不同地区的不同乡村旅游地之问的旅游企、I 和旅游经营者 

之问的合作，彼此形成非政府化的乡村旅游统一协训合作组织，制定组织内的乡忖旅游线路、长期发展 

战略和合作行动计划等，共同荷销推， 乡村旅游产晶． 

4．3．2 加强对产品一市场的有效评估，制定不同的营销战略 同的乡村地区其依托的条件不I4必然 

导致其开发的力‘向、模式、 对的细分lH场也将有口月显的差别，若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 卜生存，应在准确 

的市场凋查基刚上针对不 的H标市场采取小问的营销策略，开发不同的旅游产晶，提供 f州的旅游活 

动和旅游体验，加强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乡村旅游者的精神需求． 

4．3．3 加强高级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 乡村度假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高级形式和必然趋势，朝着这 

个方向进彳亍规划没计， 以避免前期旅游发展造成的建设性浪费．而乡村博物馆能够陈列各类代表此地 

历史变迁的“活化 ”，以及代表 问时代、符地 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民情，可供专家、学者及旅 

游者歼腱有关历史、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建筑学以及 艺美l术等方 的研究与学 ，从而不仅使乡村 

地区许多传统文化项日得以维护和继承，而且还使一批失传的手 1 艺生产得到发掘和维护． 

4．3．4 融合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实现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相结合， 实际的乡 

村旅游规划If-注罩：保持乡村的自然性，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加强对乡村意象的营造，对乡村文化内 

涵的深层次挖掘，关注旅游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的问题，达Y-lx,t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普通居民以及乡村 

旅游者的环境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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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n rural tourism palac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 — the problems and its~otm~rmeasure of rural tourism palaces development in China 

LIU Cheng—liang ，LV Jun2 

(1．School ofBusiness，Hubei University，Wuhan，430062，China； 

2．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Rum1 tourism is one of the fashionable actives and has been focused on in the whole world currently．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rze the difference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By 

looking back the rural tourism research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the relational conception of rural tourism is 

put forward at first，in order to avoid the confusion among the rural tourism research of China．Then the development 

phases， motivation mechanism，product forms，management pattern of rural tourism palaces development are 

compare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To compare with foreign countries，rural tourism research is not 

enough in China．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es，this article has found the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palaces in China；at last、we put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patterns as the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rural tourism palaces； comparative an alysis；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blems；development 

counterm 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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