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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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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吉林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各地的农业资源差异、交通状况、原有基础设 

施服务条件等状况，提出了吉林乡村旅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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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厌倦喧嚣都市环境和人造景观的城市居民，为满足精神与心理上 

的需求以及对多元化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利用周末和假期走进乡村 ，体验农村生产的劳作之苦和收获 

的喜悦己成为时尚．吉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资源丰富，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对其农村资源合理 

利用，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 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意义 

1．1 乡村旅游的内涵 

乡村旅游兴起于西方 20世纪 60年代 ，名称有多种，如“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农村旅游”等． 

但无论何种称谓，都具有休闲、观光、度假、购物等功能．与其它旅游相比，乡村旅游特点可概述如下： 

(1)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区为旅游活动场所，以独特生产形态、生活风情、田园风光和自然山水为吸引 

物；(2)乡村旅游为源于城市的游客提供回归 自然的空间；(3)乡村旅游倡导乡土文化和农村环境的保 

护．可见，乡村旅游是围绕农村各种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农业资源而展开的一种生态旅游活动． 

广义上的乡村旅游区包括嵌于城市地带的农家乐园、散布于城乡结合地带的风景园区和广布于 

乡村的特色风景区；狭义上的乡村旅游主要是指城乡结合部的风景园区和远郊乡村的特色风景区． 

1．2 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意义 

乡村旅游具有开发广、地域特色明显 、类型多样、自然趣味浓、投资少、见效快、参与性强 、重游率 

高，消费低等特点．从经济角度看，对农村经济发展极为有利：(1)使农村融进了农村文化和农事文化 

景观 ，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农村经济走进更广阔领域；(2)突破了以“纯农”为主的传统生产 

经营模式，借助农、游结合求得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大量旅游产品开发，形成种植一加工一销售一条龙 

生产体系，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培置新的增长点；(3)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4)带动乡 

村城镇化，以城市和乡镇为依托，有效促使城乡经济走廊形成，为农村发展提供了生产要素的流入渠 

道 ；同时，因城乡联系加强，为城市地域扩散提供条件；(5)促使农业生态观念的形成． 

2 吉林省乡村旅游资源地域组合特点及主要乡村旅游类型 

2．1 乡村旅游资源地域组合特点 

(1)东部地区：山高水长，气候湿润，林产丰富，民俗淳朴．吉林省东部多山，气候湿润，自然环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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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如伊通火山地貌，长白瀑布，温带垂直景观带等，这里也是动、植物资源宝库，有许多药用资源，如 

园参、梅花鹿、貂等；肥沃平展的谷地，孕育着古老 灿烂朝的朝鲜族文化，使东部乡村特色独具一格． 

(2)中部地区：地形波状起伏，水热适中，种植环境优越，关东韵味独特．中部由台地、平原和丘陵 

组成，气候多属温带半湿润气候，有世界著名的玉米带、大豆带．农业文化历史悠久，交通方便，经济 

水平高，城市化显著．丘陵地区较湿润，夏季风景秀丽，冬季又成为全国各地游客冰雪旅游乐园．“净 

月潭冰雪世界”、吉林雾凇等，增添吉林大地奔放气息．热情豪客的满族同胞和勇敢淳朴的汉族居民 

和睦相处，塑造韵味独特的关东文化． 

(3)西部地区：草原宽阔，水草肥美，乡情浓郁．西部属欧亚大草原的最东端．草原天高地阔，水草 

肥美，大小不等的湖泊集聚了多种南来避暑的候鸟．受半湿润气候的影响成为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 

冬捕活动和冰雪风光显出特有的草原文明． 

2．2 乡村旅游的主要类型 

根据乡村景观地域组合特征，吉林省乡村旅游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自然风景游．以一定特色 

天然景观、自然和人工水面为主要旅游对象，结合小规模农田和几种经济果林与蔬菜园区等农业资源 

而开展多种内容的旅游项目．如长白山旅游 ，游客饱览林海和垂直景观，观赏美人松和大小天地，品 

尝新鲜草莓、葡萄，收获鲜菇，了解东北特产，体验朝鲜族生活风情．(2)田园风光游．以乡村田园景观、 

农耕文化、民俗风情为主要对象，与一定面积的天然或人工风景组合．集田园风光与高科技农艺于一 

体，引入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各种作物，游客参观作物生长，了解现代化农业和绿色食品的生产、 

加工，形成新的农业生产价值观．(3)乡俗风情游．以当地的民俗风情为旅游开发主体，结合农 、牧劳 

作及一定的天然 、人工景观的游览．如草原牧区风俗游，东北地方戏、叶赫满族民俗游，以及民间工艺 

制作观赏和饮食文化体验等． 

3 吉林省乡村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乡村旅游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自然风景旅游发展快，中部地区发展快 ，乡村旅游发展存 

在突出问题． 

3．1 忽视乡村景观的内涵。乡村旅游发展方向不明 

许多乡村旅游景观缺乏丰富的文化内涵，聚落形态特色不明显，机械模仿 ，不注重与地域特色相 

协调，影响艺术性和观赏性，吸引力不足． 

3．2 区域特色不明显，存在雷同化 

旅游景观重复建设是吉林旅游发展的普遍弊病，忽视特色的设计和总体规划，建筑风格趋同，旅 

游项 目相差无几，产生竞争现象，没能充分发挥各 自的地域特色优势． 

3．3 服务水平低，旅游设施不完善 

某些偏远乡村旅游地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滞后现象：交通不便，水、电、休息场所、娱乐等设施不配 

套，服务人员缺乏专业培训，素质低，旅客很难得到应有服务，回游率低 ，致使其处于低质量 、低收入经 

营状态． 

3．4 参与性、趣味性和教育性不足 

国外许多大城市周边农村开设专门乡村旅游村，配置各种小型园艺地，接纳来自城内游客．通过 

参加一些简单的农业劳动，享受农家生活乐趣和宁静，学习农耕技术．实践证明，参与农业生产的体 

验 ，极利于现今独生子女情感教育及生存能力培养[引。吉林省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业项目应填补这 

一 内容空缺． 

4 吉林乡村旅游发展战略构想 

4．1 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旅游基地的村镇建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保障。住地设施应“外朴内华”，与乡村景色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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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风光为主的乡村，乡镇与景区保持一定的距离，或嵌或接，尤其是服务设施，不应靠景区太近。 

否则，将污染或影响观赏效果．尽量把公共设施建在容易辐射多个景区的地方． 

4．2 提高旅客参与性．突出乡村地域特色 

东部山地，应建构立体旅游模式，利用独特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打造现代与古老文明融 

合的乡土景观．要广开旅游项目，如攀岩、滑草、滑翔，启动东北三宝和野生动物园观光等旅游项目． 

中部居民收入较高，消费观念新颖，应利用这一地缘优势，因地制宜地配置旅游项目，如建立小型 

森林公园、绿色食品园、体验农业园；开发趣味性、知识性、教育性的旅游项目，做到乡村旅游知识化， 

产品功能复合化，旅游收益多元化． 

西部半农半牧地带，乡村旅游发展一定要考虑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特色，加强服务设施的建设． 

旅游地区多选植被好、交通便利、近河地方 ，突出西部粗犷魅力和牧民聚落特色，建立农牧业生态园， 

将草原珍稀野生动植物、特色果园及水产养殖与文化民俗相结合，让游客参与农牧生活、体验射骑刺 

激，领略自然生态原始文化风韵． 

4．3 重点资源开发为先导．以点带面逐步展开 

根据地域差异和市场规律 ，应以中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为先导，以白城一长春一珲春 

为横轴，以中部铁路沿线城市带为纵轴，突出地区特色，加强沿线的叶赫、净月潭、松花湖、延边、长白 

山等旅游景点的重点投资开发 ；以点带面，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开发各种特色的乡村旅游资源，优化 

旅游空间布局；积极搞活冬季旅游市场，提高旅游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并要加大中、西部大城市附近湖 

区的冬季雾凇、冰雪旅游，使吉林旅游向纵深、特色、高层次方向发展． 

4．4 坚持乡村旅游的生态发展方向 

乡村旅游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防止资源过度开发，尤其是东部山区 

和西部草场．要强化农业生态意识，建立和完善农村旅游管理相关法规、政策体系及环境补偿机制；建立一 

批乡村旅游发展示范基地，使乡村旅游发展生态化、法制化，确保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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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T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Tour of Jilin Province 

ZHANG Qing，CHEN Zhi—t 7 

(Tourist and Geographical College，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00，China) 

Abstract：The rural tour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alize industrial configuration 

adjUS；tment in the rural area in our country，promotes the multiple utiliz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and general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roblems，existing in the decelopment of rural 

tour．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difference of agricultural r~-ource，the condition of communications，the 

original faciliti~ ．service condition in different area s，po ints out the strategies 0{rur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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