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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乡村旅游研究：对比、反思与展望 

何景明 

早在 19世纪 ，乡村旅 游因现代 人逃避工业城市 

污 染 和快节 奏 生 活方式 而在 西 方发 达 国家 发展 起 

来 。随着 20世纪 50年代以后旅 游业的迅速扩展 ，乡 

村旅 游更是蓬 勃发展 ，其引起 了学者们 的极大兴趣 ， 

取得 了许 多有价值 的研究 成果 。 

我 国现代 乡村旅 游 的发 展较 晚 ，始 于 20世 纪 

80年代后期 。乡村旅游不仅 为城市居 民提供 了新 的 

休 闲产品 ，而且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增加农 

民收人 、充分利用农村剩余 劳动 力资源、维护农村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 。近年来 ，随 

着乡村旅游 的蓬勃发展 ，与之相关 的研究也逐渐受 

到学者们的重视 ，笔者 曾经分别对 国外和 国内的乡 

村旅游研究成果做过综合述评 ，深感其存在着一些 

明显的差异和差距 。在此基础之上 ，本文拟从 国内 

外 乡村旅 游研究现状的横 向比较 出发 ，对我 国乡村 

旅 游研究 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反思 ，以期能清楚地把 

握现状 ，为今后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提供借鉴之处。 
一

、 国 内外 乡村旅游研究的对 比 

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时 间不长 ，与 国外乡村旅 

游研究 现状 相 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差距 。主要 

表 现在 ： 

1．研 究 内容 的差异 。由于我 国是 个发 展 中 国 

家 ，而乡村旅游的发展又 只是处 于初始 阶段 ，乡村 

旅游 的经 济收益及其影响成为研究界最感兴趣的焦 

点 。因此 ，跟经济利益直接相关 的乡村旅游开发成 

为研究热点 之一 。在 已检索到 的近 100篇文献 中，涉 

及 乡村旅游开发 的 占近 40篇 ，而在乡村旅游的开发 

研究 中又尤其偏重旅 游开发意义 、发展条件和发展 

模式 。另外 ，还有 涉及 乡村旅游 的概念阐释、乡村 

旅 游规 划与设 计 、乡村旅游存在 问题 和发展 策略、国 

外 和 台湾 乡村旅游 发展 的经 验借 鉴等 方面 的研 究 。 

国外 由于乡村旅 游起步较早 ，发展相对成熟 ，研究 

的问题 更宽 ，侧 重点也不同 。除重视 乡村旅 游的开 

发研究外 ，发达国家还偏重于乡村旅游与乡村可持 

续发展 的相互关 系研究 、乡村旅 游发展 的动力 机制 

研究 、社 区居 民对发展旅 游的态度研究 、乡村旅 游 

发展 的管理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 中的女性 问题研究 

等 。 

2．研 究层 次的差距 。由于我 国乡村旅游 的研 究 

起步不久 ，加上乡村旅 游的统计 资料很少 ，也很 不 

规范 ，致使大多数研究难 以深人 。例如 ，尽管 国内 

在对乡村旅游的设计 、开发模式 和区际影响等 方面 

都有所涉及 ，但大多停 留在定性 分析上 ，定量研究 

不够 ；针对全 国、各省 区宏 观范围的描述和 分析 多 ， 

深人细致的案例研究少 。就 国内乡村旅 游的研究热 

点—— 乡村旅游的开发来看 ，大多文献停 留在对 开 

发地旅游条件的宏观评价 、开发意义 、开发设 想 、思 

考等方面 ，具体的案例研究数量不 够 。即使在有 限 

的案例研究 中，由于缺乏深人细致 的调 查研究 ，加 

之统计资料的不足和研究 方法 的欠 缺 ，致 使大多数 

研究 成果的深度不够 ，甚至可信度都成 问题 。 

3．研 究方法的差异 。国外对 乡村旅 游的研究主 

要是运用社会学 、统计学 、经济学 、心理学 、行 为 

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方法 ，以访谈 法 、问卷 调查法 、数 

理统计法 、层次分析法 、图表法和 比较法 等为主 。国 

内对乡村旅 游的研究与地理学和历史学 的结合 比较 

紧密 ，而同经 济学 、社会 学 、心理学 、行 为学等相 

邻学科 的结合研究 较少 ，研究方法 比较单 一 ，多为 

定性研究 成果 。只有极少数学者进行 了较 为深人细 

致 的案例研究 ，并取得 了一定 的定量研究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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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 究理念 的差异 。由于 国内外处于不 同的经 

济发展 阶段 ，各 自的兴奋 点颇不相 同，在研究理念 

上也有 较大差异 。从 国内外 乡村旅游研究 内容的不 

同侧 重点可 以看 出 ，国内偏 重于 “物 ”的研究 ，国 

外更 偏重于 “人 ”的研究 ；国内更关 注乡村旅 游开 

发 带 来 的经济 利 益 以及对 当地 经 济发 展 的影 响研 

究 ，国外 关注旅游对整个社 区社会 经济 和环境的影 

响 ，重视乡村旅游 与社 区社会 、经济 、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关 系研究 ，重 视乡村旅 游发展中女性 问 

题研 究 ，重视 当地居 民对发展旅游态度 的研究 ，强 

调当地人应参与旅游管理 ，分享权利和旅游带来的 

利益 ，即提倡公平 、公正和 可持续发展 的 “新旅游 

观 ”，重视研究在发展 的同时如何保护 当地 独特 的文 

化传 统和 自然环境 ，认为这 是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 问题 。深 入研究 西方发达 国家 的研究理念 ，对 

我 国乡村旅 游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应该会有所启迪 。 

二 、国 内乡村旅游研 究中存在 的问题 

我 国乡村旅游研究发展很快 ，但我 国乡村旅游 

研究时间不长，从总体上看 ，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 

有待 深入 。如果我们把前面提 到的一些对 比情况作 
一 个 简单 的归纳和提炼 ，就可 以看到 ，我们 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以下 几个方 面 ： 

1．缺 乏科 学、系统 的理论研 究。从 已有的研究 

成果看 ，极少研究 者对 乡村旅游进行持续 的追踪研 

究，因此 ，从总体上看 ，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出现 

权威 的、系统的理论成果 。 

2．研 究方法比较 单一 。多为定性研究 ，定量研 

究 很少 ；跨 学科的研究很少 ，在 乡村旅游研究 中 ，与 

地理学和历史 学的结合 比较紧密 ，而同经济学特别 

是微观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 、行 为学等相 邻学 

科 的结合研究较少 ，从 而在客观上降低 了研究 成果 

解决实际 问题 的能力以及研 究成果 的社会 影响力 。 

3．对案例研 究的重视 不够。在 核心期刊发 表的 

乡村旅游文献 中，案例研究 数量很少 ，而在一般刊 

物上 发表的案例研究 ，又往往质量欠佳 。量大 而质 

高的案例研究 的缺乏 ，说 明了对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 

存在问题等基本事实了解不足或不够深入，结果导 

致一般的理论抽象和较大区域范围的研究归纳成为 

无 源之水 、无本之木 。因此 ，不少所谓宏 观的 “思 

考”、“设想 ”、“策略” 因为缺乏事实根据而成 了凭 

空悬猜 ，直 接影响研究结论 的可信度和科学性 。 

4．对国际研 究成果的借鉴不够 。不少研究者对 

国际乡村旅游研 究 已有的成果不甚 了解 ，理论研究 

上存在着闭门造车现象。例如，对国际通行的乡村 

旅游 的一些研 究术语 、研究 内容 、研究方法和研究 

理念等不 了解或知之甚少 ，在文献上出现相互转录 

某些不 准确甚至错误 的提 法 。 

三 、我 国乡村旅游 研究展望 

于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条件 、模式 、规划和策略 

等热点问题 外 ，近年来 已出现关 于古村 落旅 游的客 

源市场和行为模式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 

系统分 析、农业旅 游开发对乡村发展 的影响研究 等 

等。这些研究虽然 刚刚开始 ，数量不多 ，但大大 拓 

展了乡村旅 游的研究领 域 。可 以预见 ，随着研究 的 

发展 和深入 ，对乡村旅游 的理论研究将会不 断加强 ， 

研究领域还将不 断扩展 。 

2．研 究方法将不 断发展 和创 新。近一两 年来 ， 

我 国乡村旅游在研究方法 上也开始 尝试融入社会学 

和行为学等其他学科方法 ，虽然 还很 不成 熟 ，但说 

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正处于发展中。将其他学科 

的方法引入 乡村旅游 的研究 中，进行跨学科 的研究 ， 

并使研究走 向定量化 ，是今后 乡村 旅游研究的一大 

趋势 。 、 

3．典型案例 的研 究将逐 渐受到 重视 。目前 ，部 

分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已不局 限宏 观区域 的一般讨 

论 ，特别是近两年来 ，对 案例的研究有加强 的趋势 ， 

这说 明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化 。具 体而深 

入的典型案例的研究 ，应该成为 乡村旅 游研究 的基 

本 出发点 。 

4．对 国外 乡村旅 游研 究成 果 的吸收 和 消化 将 

得到加强 。无论 在乡村旅游的实践上 ，还是 乡村旅 

游的理论研究上，发达国家都走在我们前面。尽管 

我 国与发 达 国家 乡村旅 游 的实 践 活动 有 很 大 的差 

异 ，但加强对 国外 乡村旅游研究 成果 的吸收和 消化 ， 

无疑将 有助于提高我 国乡村旅游 的研究水平 。 
一 个 学科领域 的发展 ，总会 是一个 渐进 的过程 。 

随着乡村旅 游实践 活动的蓬勃展开 ，其理论研究 也 

必将得 到深 化 ，而我们也期 望这种对 国内外 乡村旅 

游研究 的对 比、归纳和评述 ，能为我 国乡村旅 游理 

论和实践 的进步有 所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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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旅 游的理论研 究将会不断加 强 。除 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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