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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边缘区发展乡村旅游的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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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007) 

摘要 ：随着经济 的发展 ，城 市居 民工作压 力的增大、经济收入 的提 高、可支配的休 闲时间的增 多，形成 强烈 的旅 游动机 。 

大城 市边缘 区成为城市居民节假 日首选旅游 目的地。本文对 大城 市边缘 区发展 乡村旅 游进 行 SWOT分析 ，浅析其 发 

展的优势、劣 势、机遇和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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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城市居民出游能力 

的提高 ，旅游者 的消费 已经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 ，旅 

游地则出现了热点不热、冷点不冷的发展态势，其中 

一 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边缘效应”下的城市边缘旅游 

迅速开展起来 ]。从 目前 国内旅游 和假 日旅游消费 

的行为特征来看 ，以城市郊区和周边地区为 目的地的 

短程旅游仍然是大多数家庭 的首选[2]。我 国乡村旅 

游地在大、中城市周围的分布总体上呈距离衰减趋势 

(除了在开始的 30km 内)，即与城市的距 离越远 ，乡 

村旅游地分布越少，84％的旅游地集中在距其一级客 

源地城市中心 100km以内的地区，其中最密集地带 

出现在距城市 20km左右的地区_3]。 

2 城市边缘区和乡村旅游 

国外对城市边缘 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 

纪 30年代。1936年 ，德国地理学家哈帕特 ·路易斯 

从城市形态学的角度研究了柏林的城市地域结构，并 

首次提出城市边缘 区这一概念，指出这一地带与城市 

建成区有许多显著差异 ，其空间结构、住宅类型、服务 

设施等具有独特性。首次对城市边缘 区下定义 的是 

韦文 ，他认为城市边缘 区是“明显 的工业用地和农业 

用地的转变地带” ]。较为权威的定义是 R·J·普 

里澳(Pryor)于 1968年所描述的“城乡间土地利 用、 

社会和人口统计等具有明显差异特征而位于连片的 

建成区和城市郊区，并且几乎完全没有非农业占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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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的土地利用转变 

地 区”_5J。 

我国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80年代 

末 ，于 90年代中期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主要标志为 

1995年顾朝林编著的《中国大都市边缘区研究》。他 

把城市边缘区定义为：从理论上讲，其内边界应以城 

市建成区基本行政单位——街道为界，外边界以城市 

物质要素 (如工业 、居住 、交通、绿地等)扩散 范围为 

限 ，城乡互相包含、互有飞地和犬牙交错的地域 ]。 

乡村旅游在国外特别是欧洲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了，各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我国乡 

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晚 ，现在还处于初级 阶段 ，国内学 

者也就其进行了一些研究。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 

济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0ECD)将 乡 村 旅 游 (Rural 

tourism)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并进一步 

认为“乡村性 (Rurality)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 的核心 

和独特卖点”因而 ，认为乡村旅游应该是发生 于乡村 

地区，建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 ，经营规模小 ，空间 

开阔和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之上的旅游类型[7]。 

国内学者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 

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 目标市场，以乡村独特 

的生产形态 ，生活风景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 

旅游类型，以期达到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 

然的需求 目的 J。 

3 城市边缘区发展乡村旅游的 SWoT 

分 析 

3．1 优势(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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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优势。城市边缘区相对于城市具有优美 

的自然风光、恬静的田园环境 、清新的空气 、舒适 的生 

活节奏。 

自然风光优势 ：大部分城市边缘区具有优美的 自 

然风光、敞开的绿色空间、当地有名的山水寺庙；拥有 

各级森林公园、自然风景区，生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 

良好 。并且旅游发展历史较长，旅游接待设施齐全 ， 

已经成为成熟的旅游产品。 

科技农业优势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 的“菜篮 子”、 

花卉供应集中地、副食品供应地。靠近城市，农业已 

经由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型、产业型生产 

方式，科技含量高、生产规模大，产品“异”、“奇”，生产 

过程新颖。 

田园风光优势：城市边缘区是农村形态向城市形 

态的转变区域，农业生产所占比重较高，相对于城市 

还保留着较为完整和传统的田园生活生产方式。使 

城市居民能够体验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 山”的悠闲、轻松、自在的田园生活，放松身心；还可 

以把农业生产成果带回家 ，真正体验品尝 自己的丰收 

果实。 

民俗文化优势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 

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乡土环境 中孕育 、滋长的 ，因 

此现代人习惯把传统赋予农耕文化 ，流传到现代就成 

为了民俗。表现在 ：饮食 、服饰 、住宅等物质民俗上 ； 

婚丧、节庆 、礼仪、娱乐竞技等制度 民俗上 ；道德观、伦 

理观、宗教信仰 、语言 习惯、民间文学等精神 民俗上 。 

这些 民俗文化在乡村保留得较完整 ，通常在城市边缘 

区建立民俗文化村，向游客展示优秀的传统文化。 

2)区位优势 。依据吴必虎等学者对 中国乡村旅 

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 ，乡村旅游地主要分布在距主城 

市 100 l(rn的范围 内，其 中最密集带 出现在距城市 20 

l(rn处。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形态向农 村形态 的过渡地 

区，与城市建成区毗邻 ，距城市的距离较短 ，恰好处于 

密集范围之内。 

交通区位优势：城市边缘区紧邻城市建成区，受 

城市辐射强 ，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完善 ，从城市 中心 

往城市边缘区的公交线路大量开通。仅以福州市为 

例 ，在城市边缘 区就有 福马路 、南二环路 、在建三 环 

路 、京福高速公路 ，有九十多条从市 中心开往城市边 

缘区公交线路 。缩短了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区的时间， 

降低了人流、物流的通行成本，提高了城市边缘区的 

可达性 。 

市场区位优势 ：都市居民在承受城市紧张生活压 

力 ，需要能够释放 压力 、回归 自然 、轻松 呼吸的地方 。 

乡村旅游是 以都市居 民为 目标市场，旅游项 目一般都 

是轻松参与和观光型、旅游时间可随意调节、游玩方 

式可以 自行决定 ，免除 了长线旅游 、随团旅游 的劳 累 

和紧张，确实达到娱乐休闲的功效。 

经济区位优势：大城市是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 

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居民具有较好的经济支配能 

力，拥有现代的消费心理，已经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向满足心理需求转变 。 

3．2 劣势(Weaknesses) 

1)旅游产品开发深度不够 。目前 ，乡村旅游开发 

项 目类型少 、产品单一 ，大多数为观光游览型 ，游客参 

与度低。如现在旅游项 目主要为观光农业型 ，打的都 

是赏花、摘果牌 ，很少参与到真正的农业耕种劳动 中 

来；其他项 目如度假住宿、民俗体验的开发较少，甚至 

没有 ，游客的逗留时间短、回头客少、旅游消费低 。 

2)旅游产业关联性不强 。旅游业涉及面广 ，关联 

性强 ，从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六 

要素来看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 目前只有在 “吃”方 

面可以基本满足游客的需求 ，可以为游客提供具有农 

家特色的土家菜，保 留饮食 的传统气息，但还是存在 

着卫生条件差、服务人员素质低、低水平经营管理等 

缺陷。 由于城 市边 缘 区距 离 中心城 市 太 近 “住”、 

“行”、“游”、“购”、“娱”这几个方面都可以在城市得到 

满足 ，导致这些方面没有得到发 展，难以形成完整的 

旅游产品整体推 出，对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力度不足， 

社会贡献率偏低 。 

3)旅游产 品特色不突出。乡村旅游是一个遍在 

性旅游资源 ，产品特色不易体现 ，造成 目前城市边缘 

区乡村旅游产品趋 同，经营分散没能形成特色规模品 

牌。从而旅游市场分散、效益不高、旅游资源浪费。 

3．3 机遇(Opportunities) 

1)产业结构调整机遇。乡村旅游因在农业和旅 

游业中的特殊功能而受到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城市边 

缘 区处于农业向其他产业转变最为激烈的地区，为城 

市边缘 区优化产业结构 、安置失地农 民就业带来新的 

契机 。 

2)社会环境机遇。随着城市越加紧张 、狭窄的社 

会生活空间，居 民收入 的持续增长 ，城市居民越来越 

青睐轻松的乡村旅游，并且 2006年国家旅游局确定 

全国旅游宣传 主题 为“2006中国乡村游”，为乡村旅 

游带来了新的机遇。 

3)“假日经济”机遇。“假 日经济”给旅游业的发 

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它使旅游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休闲时代。随着国家法定假 日的调整和“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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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的即将到来，居民闲暇时间增多，人们选择旅游 

休闲作为小康生活的重要内容。 

4)城市理念机遇 。现在 的城市规划强调城市 的 

生态效益、人居环境，在城市边缘区都开辟有保护性 

的绿色隔离带，给城市居民提供休憩的绿色空间。为 

城市边缘区开展乡村旅游带来新的旅游资源 。 

3．4 挑战(Threats) 

1)旅游需求 日益差异化。经历了一轮旅游热潮 

的中国旅游者 ，在经过 了大众旅游“挤 、乱 、差”等旅游 

感受后 ，对旅游 目的地的选择 日益多元化 ，表现了旅 

游需求“日益差异化”，这要求提供的旅游产品必须多 

样化，才能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旅游需求[g]。目前城 

市边缘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较单一，面临产品开发的 

挑战。 

2)旅游内涵粗浅。城市边缘 区不是完全意义上 

的纯农村地区 ，受城市的向心影响较强 ，所保 留的传 

统农业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不纯，并且剩 

存的弱势农业文化也被强势工业文明所蚕食 ，对产品 

的深度开发和吸引力形成巨大的挑战 。 

3)城市扩张加快 。城市边缘 区是城市向外扩张 

的首选地 ，土地利用变化极为快速，今天的边缘 区可 

能就是明天的建成区。为城市边缘区发展乡村旅游 

所需用地带来巨大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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