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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是现代旅游文化中的一项新事物。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已具有相"-3的规模，并且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 

道。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列举 实例，旨在通过中外发展原因、形式、特点等对比分析 ，探寻我 

国乡村旅游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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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与特征 

“乡村旅游”亦称“农业旅游”。它是以独特的乡村文化 

景观、幽美的农业生态环境、参与性强的农事生产活动、传统 

的民族习俗等为旅游资源，以都市居民为主要的目标市场， 

融观赏、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以满足旅游者 

回归自然，娱乐求知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 

乡村旅游因其不可抗拒的独特魅力，早在19世纪30年 

代就为欧洲一些旅游开发者所重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由最初的萌芽阶段，到观光、操作和租赁阶段，活动内容和形 

式日趋完善，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点： 

1．乡村旅游的内容具有广博性：各具特色的乡村自然风 

光，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风情，充满情趣的乡土文化艺术，风 

格迥异的乡村民居建筑，富有特色的乡村传统劳作，形态各 

异的农用器具，乡土气息浓郁的农事节气活动，生活感强烈 

的农产品现场加工、制作工艺等等，都是乡村旅游可以挖掘 

利用的、内容丰富的资源。 

2．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是城市居民。从旅游发展的一 

般规律来看，旅游总是先由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兴起。生活 

在工业社会中的城市人，局促在都市狭小的空间，对自然的 

需求更为强烈。因此，乡村旅游对非乡村人El，特别是对高 

度商业化的大都市的居民来说，能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3．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参与性：乡村旅游是现代旅游业 

向传统农业延伸的一种新型尝试，它将旅游项目由陈列式上 

升到参与式，并使旅游者在热汗淋漓的农耕农忙中体会到劳 

动所带来的全新生活体验。他们既能观赏到优美的田园风 

光，又能满足参与的欲望，最后还能购得自己劳动的成果，很 

好地融观光、操作、购物于一体。 

4．乡村旅游的形式具有地域差异性：不同的地域有不同 

的自然条件、农事习俗和传统。另外，每一种农、林、牧、副、 

渔产品的生产也具有很明显的地域性和特色。 

5．乡村旅游的活动具有季节性：农业生产是在人们定向 

干预和调节下的生物再生产过程，生产的各个阶段深受水、 

土、光、热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从 

而导致农业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 

6．发展乡村旅游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发展乡村旅 

游可以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略加整修、管理，就可以较好地 

满足旅游者的需求；而且经济收益也较其他旅游形式多一个 

收入层次，即有来自农业本身的收入。 

二、国外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一)主要形式： 

1．休闲观光式：当人们在纷繁嘈杂的城市里生活久了， 

就想到乡间去走一走，呼吸一下那里的新鲜空气，体会一下 

“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对于占韩国人El 87％的城市 

人来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愿意到农村休闲的人越来越 

多。聪明的韩国农民于是发明了一种致富新办法——开办 

“观光农园”。它一般是几户农民联合搞的一种比较简朴的、 

集食宿、劳动和文体于一体的休闲设施。城里人来到这里， 

小住几日。在这里，城市人既可轻轻松松地观赏乡村的山水 

野景，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也可参加农民的一些生产活动，如 

收获瓜果和蔬菜等，从中体会劳动和收获的喜悦；此外还可 

以学习农家制作面包、奶酪、果酱、葡萄酒的手艺。通过感受 

农家的生活，使自己的身心得到休息和调整。 

韩国农民开办“观光农园”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韩国农林部门在资金和政策上积极扶持农民发展这种观光 

事业的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法规。对于违反规定的农 

园，会限令其立即整顿或停业。由于管理比较得当，“观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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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发展势头良好，形式也愈来愈趋于多样化。 

2．参与务农式：这是一种参与各种农业劳动的度假方 

式，称为“务农旅游”。各国对此的处理方式不同。在美国西 

部专门用于旅游的牧场上，旅游者放牧可以拿到牛仔通常的 

工资，以资助自己的旅游费用。其他国家多是无报酬的劳 

动。 

日本的务农旅游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每年都要举办两 

次，即以春天的插秧和秋天的收割为中心。组织旅游者到农 

村去与农民一起劳动，体验农民生活。 

旅游者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和当地农民一同下田劳 

动，或挥镰割稻，或挖掘红薯，或采收蔬菜等等，常常要披星 

戴月而归，很是辛苦。如果是选择沿海地区的旅游者，就可 

以感受亲自参加捕鱼以及海带的采集、加工等劳动。与一般 

的务农旅游略有不同，这种旅游不受季节限制。岩手具的一 

个渔村有50多家渔户常年都能接待游客。日本水果之乡青 

森县的川世牧场有一所国际青少年旅游组织的招待所，到那 

里的旅游者在指导人员的带领下，或去草场放牧，或去奶棚 

挤奶，还可去果园采摘水果。 

在这种旅游活动中，旅游者能够回归自然，学到许多新 

知识，结交新朋友，暂时离开都市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使 

自己的身心得到休息和调整。 

3．新趋势：有两个东欧国家的乡村旅游很有特色。在波 

兰，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紧密结合。他们在开展的活动内容 

上与其他国家一样，然而参与接待的农户是生态农业专业 

户，一切活动均在特定的生态农业旅游区内进行。 

匈牙利是将乡村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一个典范， 

人类在数万年的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旅游能促进 

各种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游人在领略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 

的同时，感受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欣赏充满情趣的文化艺 

术，在乡村野店，山歌牧笛，乡间野味中体会几千年历史淀积 

下来的传统民族文化。 

这样高质量的旅游开发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极大，使 

客流方向、流量自90年代初开始，由西欧向东欧转移。波兰 

和匈牙利的乡村旅游模式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预示着乡 

村旅游发展的方向。乡村旅游必须走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 

相结合的道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挖掘民族文化中丰富 

的宝藏，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t 

(二)共性特征 

1．国外乡村旅游已属于稳定性很强的重要旅游方式之 
。 — —

0 

2．其最稳定的客源市场主体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 

件也很好的中产阶级。 

3．乡村旅游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行为，游客不能再忍 

受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距离，悠闲地品位湖光山 

色，感受从树叶上滴落的宁静，静观自然景物的无穷变化，是 

他们最大的乐趣。他们选择乡村旅游，不是贪图收费低廉 

(费用可能比其他旅游更高)，而是在寻找早已失落的心灵净 

土和悠久的民族文化氛围，他们参加农业劳动，追求的不是 

物质享受，而是精神享受。 

三、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一)起因：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差别巨大，很多生产力 

相对落后的地区虽然经济欠发达，却有着优美怡人的自然风 

光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在这样的地区要提高广大群众 

的生活水平，发展乡村旅游业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路子。 

国务院9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规划建设一批旅游扶贫试验区， 

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经济优势，为当地群众的脱贫致 

富发挥作用。将农村对脱贫致富、建设美好家园的渴望与城 

市居民中萌发的回归自然，找寻自我的新型休闲需求及生态 

价值观联系起来，建立一种促进心灵沟通和返璞归真切身体 

验的新型旅游关系。 

(二)主要分布地区： 

1．景区边缘地区：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都处于乡村的 

包围中，多是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最早的地区。这里的经济 

较发达，交通便利，加上农民的经商意识较强，故吸引了大量 

游客。 

2．老少边贫地区：老少边贫地区的乡村旅游业是继景区 

周边地区之后，在国家旅游扶贫政策的指导下陆续发展起来 

的。这些地方多是山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为不便。正 

因如此，保持了近乎原始的优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 

化、淳朴的民风民俗，对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的旅游者有着 

强烈的吸引力，构成了一个个独具特色、自然与人文并蓄的 

乡村旅游胜地。2000年8月在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 

国家旅游局设立了第一个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区——六盘 

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一年之后，已为当地群众脱贫解困发挥 

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都市郊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一些乡村小镇得到 

迅速发展，既吸收了现代都市文明，电灯电话应有尽有，吃住 

玩生活方便，又保留了乡村小镇的特色和迷人的田园风光， 

加上离城市不远，交通便利，能够满足都市人回归自然的休 

闲度假需求。 

(三)发展特点： 

1．参加乡村旅游的国内游客，绝大多数是为调剂都市生 

活而出游。故多为近地旅游，以城市近郊区为活动范围。出 

游的时间也较短，多为一至三天。能承受的价格多为人均50 

— 100元／天，主要是冲着价廉物美而来。 

(下转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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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累积表决制是以股东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为前提的。 

我国股份公司股权过分集中，国家股和法人股在总股本中占 

绝对多数，中小股东与大股东持股相差悬殊，即使拥有累积 

表决权，有时仍无法将自己的意愿通过股东会决议表现出 

来。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有两种做法：一是将大股东所持 

股份依照一定比例加以折算，如意大利《商法典》规定，“股东 

所持股份在100股以内，每5股享有1票表决权；超过100股 

时，每20股享有1票表决权”。二是直接取消大股东超过法 

定限额的股份的表决权，如韩国《商法》第409条第1款，“持 

有表决权股份之外的超过发行股份总数3％之股份的股东， 

就其超过的股份在监事选任中不能行使表决权”。 

在监事免职机制上，法律应明确监事免职条件，包括任 

期届满、自行辞职以及《公司法》第57、58条(关于监事消极 

资格的规定)所列情形，并规定监事连任不得超过3次。具 

体操作可参照监事任命程序。同时，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 

度，赋予股东向法院申请判决解任监事的权力。也就是说， 

若监事存在违反法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而股东会未将 

其免职，拥有一定比例股权的股东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 

院作出解除该监事职务的判决。 

2．明确监事职权行使方式与途径 

为了改变监事会“议而不决”、效能低下的状况，法律应 

当对监事会议方式和表决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从程序上保障 

监事权力的实现。具体可作如下设计：第一，结合《公司法》 

关于“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的要求，规定两次监事会 

之间的间隔不得超过半年。第二，监事会通过决议方式作决 

定。会议必须有过半数的监事会成员参加，决议的形成必须 

由全体监事会成员过半数通过，但允许缺席的监事通过出具 

书面意见的方式参与表决。 

此外，对于监事能否单独行使监察权，各国立法例不尽 

相同：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应当通过决议集体作出 

决定；日本和台湾地区法律则允许监察人单独行使监察权。 

监事单独行使职权，有利于避免部分监事和董事相互勾结而 

阻碍监督权的行使，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也有利于避免监事 

之间相互推诿，强化对董事的监督。但此时监督权行使效果 

直接取决于监事个人素质的高低，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也可 

能产生监督权重复行使、不同监事见解各异、令经营者无所 

适从的窘境。因而笔者主张采用“一般情况下集体议事规则 

与特殊情况下的监事个人代表制相结合”的方式，即一般情 

况下由监事会集体行使监督权，但监事发现公司职员有严重 

违法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时，为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可不 

必征求其他监事的意见单独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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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客对乡村旅游的各种活动项目有所侧重。游客参 

加频率和重游率最高的项目是：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 

家活，享农家乐”为内容的民俗旅游，如“当一天农民”、“插队落 

户”等旅游项目；以收获各种农产品为主要内容的采摘旅游，如 

“自摘果园”、“五月采茶游”等，以春节、端午等民间传统的节庆 

活动为内容的乡俗节庆旅游，如万盛苗族的“踩山会”。 

3．在实际的活动开展中效果并不理想。民俗旅游基本 

上就提供家庭接待服务，乡情民俗的意味并不浓。这些农家 

旅社都分布在景区周围，为周末来郊外游玩的市民提供食宿 

服务，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内容开展得不多，甚至没有。 

采摘旅游是目前这三种活动中参加人数最多，参加者的年龄、 

性别、职业等的构成面最广的。这是参与性很强的一项活动。游 

客不仅可以体验收获果实的感觉，一般还享有自己收获的果实。 

因此，有相当数量的游客在采摘中，对果实的数量和质量的重视程 

度远远超过参与收获过程的心理感受。 

4．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也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地 

区缺乏对乡村旅游的总体规划，政策尚未配套。在开发经营 

中缺少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和保护的意 

识，甚至出现边开发边破坏的现象。缺乏商品意识，尤其是 

对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开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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