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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其独特的田园风光、建筑风格、生产形态、生活形式、民俗风情、乡 

村文化等为对象，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开发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健身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 

新型的旅游形式。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佛山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和优势，解剖佛山乡村旅游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佛山市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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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其独特的田园风光、建筑风格、生产形态、生活形式、民俗 

风情、乡村文化等为对象，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开发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健身和购 

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继而成为一种具有乡村特色的RBD(Recreationa1 Business District)L1]。也 

有研究者认为广义上的乡村旅游是利用农业景观和自然生态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休闲、品尝、 

体验、购物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开发旅游产品，以 

农业的自然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作为丰富旅游休闲的重要内容，并为游客提供特色服 

务的旅游业的统称[2]。它具有乡土性、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高效益性、低风险性以及满足游客回归自 

然的需求性等特点。 

乡村旅游最早起源于意大利、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3]，20世纪 90年代，才开始 

在中国迅猛发展起来。9O年代后期，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个乡村旅游主题景区——霭雯教育农庄建成并 

顺利投入运营后，佛山市的乡村旅游也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乡村旅游品牌和产品。然而，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想借此对佛山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探讨，让佛山的乡村旅游得 

到更好的发展 。 

1 佛山乡村旅游的条件与优势 

1．1 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 

佛山是一个有着近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历史底蕴深厚，经济发达，同时，大自然孕育了郊区 

的秀山丽水，为佛山造就了丰富的、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旅游资源。主要包括： 

以农庄旅游和田园风光为主题的城郊农家乐。主要有休闲农庄、观光果园、花园、桑基鱼塘、农业教 

育园等。如顺德长鹿农庄、均安生态乐园、高明万宝山庄、花卉乐园、霭雯教育农庄、盈香生态园、对川茶 

景园、荷馥农业生态园、鸿基农场、杨梅私家果园、潜龙谷山庄等。这类旅游产品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知 

名度，受到人们的青睐。 

以高科技农业观光为主题的农业旅游。主要是各种赋予了旅游功能的高科技农业生产、交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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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顺德花卉世界、锦华生态农业园、新世纪农业园、三水荷花世界、侨鑫生态乐园等。其主要特点是高科 

技加农业再加观光。 

以传统水乡为主的历史文化名村和特色民居观光。如顺德均安冰玉堂、逢简水乡，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三水大旗头古村和顺德碧江村等。 

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徒步、漂流为主的乡村观光、探险游。如南海九江鹭鸟天堂、风景如画的茶山西 

岸旅游区，佛山第一峰皂幕山，惊险刺激的三水九道谷漂流等。 

以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为主题的农业新村。如富裕安康、和谐文明、生态优美，被誉为“广 

东省和谐农村的一个样板”的南庄镇罗南村等。 

以乡土节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节庆、民俗活动游。佛山有许多地方特色浓郁而独特的乡 

土节日和文化活动，如生菜会、花灯会、舞龙舞狮、赛龙舟、武术文化、粤剧、唱龙舟、十番锣鼓等，具有较 

高的旅游吸引力和开发利用价值。 

以各类乡土美食、地方特产为主的旅游商品。如炸牛奶、双皮奶、鱼皮角、南乳花生、西樵大饼、佛手 

瓜、九江煎堆、河鲜和田基美食、鱼生和狗仔鸭等土特产。 

1．2 旅游产业发展成绩显著 

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2005年，佛山接待中外游客 2 000万人次，接待 

过夜游客 565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103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旅游收入 3．15亿美元，旅游业总收 

入占当年全市GDP的5 左右。2004年佛山旅游总收入在全国主要旅游城市中排第22位；旅游外汇收 

入在全国主要旅游城市中排第 18位；接待境外旅游者人次数在全国主要旅游城市中排第 11位，已成为 

名符其实的全国旅游大市。这些成绩表明佛山旅游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层次，为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 

打开奠定了基础。 

1．3 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 

佛山全力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产业强市、现代化大城市，并全面落实农村工作“五十条”，进一步推动 

农村“三化”建设，着力推进有佛山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村镇建设进程，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和提升提供了 

契机；佛山十大基础工程建设，将进一步改善旅游接待条件，提高接待能力，为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提供更 

好的硬件设施；交通条件的改善，“二纵两横两环”的高速公路系统和市内快速干道网络的建设以及未 

来广佛地铁的建成，将使佛山到广州车程时间大大缩短，市域各地到广州均在 1．5小时车程范围以内， 

距港澳深珠等珠三角主要客源地均在 2小时以内，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旅游景区点的开拓和共享珠三角 

近域城市客源市场。 

1．4 乡村旅游客源前景广阔 

当前我国总体已经进入一个小康时期，正在向现代化迈进，旅游需求从单一的观光型转为休闲度假 

型，假期越来越长，带薪休假、奖励旅游逐步落实，假日经济正提升发展为休闲产业[4]。特别是近年来，市 

民厌烦了城市单调喧闹的生活，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回归自然的乡村旅游浪潮，加上乡村旅游具有车程 

短，交通便利，费用较低，旅游时间可自行安排等特点，已成为城镇居民周末和节假日休闲度假的首选项 

目[5]。乡村旅游的客源目标市场主要是市民，珠江三角洲及毗邻的港澳游客。这类群体居住地位于经济 

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群腹地，经济收入可观。有资料表明，香港、澳门早已步人世界发达地区行列，包括我 

市在内的珠三角地区中有 6个城市的人均 GDP超过 30 000元，是拥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群，是以城市 

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佛山乡村旅游巨大的潜在客源。 

1．5 旅游开发经验的积累 

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企业为主体发展模式。市、区两级旅游部门对发展乡村旅 

游非常重视，将发展乡村旅游列入市、区两级旅游“十一五”规划，积极开展了各种调研工作，协助旅游企 

业组织多条乡村旅游线路，并大力开展旅游促销活动。由于看好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民营资本 

和外资企业纷纷参与我市乡村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并形成了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的管理体制、 

灵活的经营机制和较强的市场竞争意识的文化氛围。 

构建了较完善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佛山市已基本形成了以大城市近郊的“农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7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5卷 

乐”、高科技农业观光园、乡村风景和古村落观光以及乡村民俗风情体验为主，交通、娱乐、住宿、购物设 

施配套较为完善的乡村旅游产品，全市已开发乡村旅游景区景点 20多个，另外还有大量以经营农家菜 

和乡土食品为主的餐厅、农庄，成为我市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精品和品牌旅游产品。如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农业旅游示范点的陈村花卉世界、 

霭雯教育农庄、侨鑫生态乐园、于近期通过全国4A级景区评定并正式挂牌的三水荷花世界、大型主题 

农庄顺德长鹿农庄等。这些景区经营规模、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在全国同类型旅游企业都处于领先地 

位。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提升了佛山旅游吸引力，增加了旅游收入。 

特别是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环境，促进了佛山新农村建设。 

2 佛山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1)规划未跟上，景区开发经营水平不高。缺乏规划和整合，景区点之间经营项目雷同，互补性、共生 

性差。部分景区投资规模小，设施简陋落后，继续投入资金匮乏。一些潜力巨大的旅游景区如顺德逢简 

水乡、高明皂幕山等尚未进行大规模开发。个别风光优美，乡村旅游开发潜力巨大的地方，出现了占地面 

积巨大的厂房，破坏了旅游景观。产品系列化、深度化不够，文化内涵不丰富。 

(2)扶持力度不够，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乡村旅游的开发指导不足，缺乏有效的扶持政策 

措施。部分乡村旅游景区位于相对偏僻落后的地方，城市规划建设还未延伸，导致景区交通不够畅顺，没 

有公交车和旅游专线车直达，路标路牌指示不清等，直接影响了乡村旅游接待能力和接待水准的提高。 

(3)土地资源成为发展瓶颈。大部分乡村旅游景区的土地都是租用的农业用地，承包期限有限，影响 

了景区的长远规划、投入和深度开发。 

(4)从业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不高。管理队伍和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管理不规范，标准不统一， 

人员流动性大，稳定性差，企业对人员的保障措施难以完善，缺乏凝聚力。部分景区旅游服务质量、环境 

卫生和安全保障工作不尽人意。 

(5)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不够。还未形成一套完整地、可读性强的佛山乡村旅游指南、导游词。景区点 

推介各自为政，未有建立横向和纵向的网络体系，与当地或周边城市的旅行社联系不密切，没有形成整 

体营销，未能充分展示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3 佛山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对策 

乡村旅游在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需求，创造旅游经济新增长点，推进有佛山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村镇 

建设方面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市乡村旅游，笔者提出了如下建议。 

3．1 开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原则 

发展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相一致的原则[6]。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将其 

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目标是实现旅游发展中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效益的统一和综合效益 

的最大化。它反映了人们追求一种回归自然，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验“天人合一”的高雅享受的愿 

望 ]。乡村旅游是在渴望“返璞归真”的需求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它强调的是乡土味、自然味和原始味， 

其实质就是生态旅游。因此应把乡村旅游当作一种生态旅游来开发和发展，把握生态旅游的实质和内 

涵，将乡村旅游发展与“绿色佛山”、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相结合，真正体现乡村旅游“回归 

自然、返璞归真”的特点。 

突出乡村特色、挖掘乡村文化内涵的原则。乡村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最大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它的乡 

土性，因而必须突出乡村特色，把握住乡土味，不能搞模仿、复制和凭空捏造，否则便失去原汁原味而违 

背了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同时，佛山乡村文化丰富多彩，不能只作表面文章，要深入挖掘其内涵，使乡 

村旅游产品既有特色又有丰富内涵，因而具有较强吸引力。 

抢救、保护与适度开发的原则。乡村许多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由于开发不适而遭到破坏，一些优秀 

的历史文化传统也逐渐被遗弃。因此在进行旅游开发时，一方面要抢救濒临灭绝的历史文化传统，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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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锣鼓、龙舟说唱，以及保护易受到破坏的旅游资源，如各种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重点保护文物 

等；另一方面，应合理评价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承载力，确定其开发范围、规 

模、形式等，以做到适度开发，不造成对资源、环境和文化的破坏。如对九江鹭鸟天堂景区的开发，就一定 

要慎重对待，科学开发。 

发展乡村旅游与民俗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原则。佛山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特别是岭南水乡乡村民俗文 

化深厚、典型，因此佛山乡村旅游应充分利用此优势，充分结合岭南水乡民俗文化旅游共同开发，使二者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佛山旅游业的发展。 

3．2 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的政策措施 

充分认识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佛山发展乡村旅游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乡村旅游作为一 

种新型旅游产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能够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能推动佛山 

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乡村旅游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对相关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有较大的促 

进作用，发展乡村旅游能进一步促进我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减少对土地的压力。第 

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 

就地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还能迅速带动乡村旅游景区点周边的居 

民脱贫致富，为社会繁荣和稳定多作贡献。第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弘扬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和优良传 

统的同时，有利于改变农村旧有的生活习性，美化人们的语言、心灵，更新人们的观念，推动地方政府和 

村民更加注重绿化、美化和净化环境，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质量，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口素质 

的提高。 、 

加强对乡村旅游科学合理的统筹规划。一是要制定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目标和规划布局，重点在 

区。通过统筹规划，打破区域、条块、部门分割，发挥整体优势。根据调研和考察，可在顺德东海发展协调 

区(逢简水乡)、高明皂幕山、三水迳口经济开发区等创建以“农家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游示范点，以点 

带面，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要围绕城市居民需求，避免商业化、城市化倾向，在示范区内重点推出：(1) 

食宿农家型。主要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体现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纯朴的民俗风情为主。(2)垂钓、烧烤 

娱乐型。利用丰富的山、塘、水库及江河资源。主要以钓虾、钓鱼和烧烤为主，充分体验赏水景、食水鲜、 

自娱自乐的山水情趣。(3)参与农活型。以犁田、耙地、插秧、收割、牧牛、牧羊为主。让城里人和学生小 

孩在这里体验劳动生活，领略“农家乐趣”。(4)水果观光采摘型。各种果园通过开放式经营的方式，吸引 

游客到园内观光、采摘果实，充分享受水果的甜美等。二是要采取特色开发差异化战略，在传统乡村旅游 

项目中增加如下内容：(1)寻幽探险和健身项目。乡村旅游也具有参与、竞争、时尚、现代、个别的和快节 

奏的需求特征。应适当增加拓展训练、定向越野、生存游戏、漂流、冲浪、空中滑翔、帆伞运动、喷汽船等冒 

险旅游和体育旅游等青少年感兴趣的旅游项目。(2)各项专题旅游活动。如开发假日农业生产基地，推 

出“城市上班族，假日做农夫”，“市民小菜(果)园”等专题旅游，以景点周边的农田做假 日农业生产基地， 

租给市民，平常代为管理，假期供他们耕种，体验生活等。(3)开发怀旧市场，推出“旅游上山下乡”、“银 

发族绿的邀请”、“做农家饭”、“教你编织和使用农具”等专题旅游，提供游客参与和体验农业生产和农 

村生活的机会，延长其停留时间。三是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深层次、多方位地将我市数千年的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开发设计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加强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扶持与规范。一是要改造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旅游交通体系，适当增设直 

达景区的公交线路或旅游专线，改造景区外围公路、配备路灯、交通指示牌，尤其要针对自驾游多的特 

点，配套好停车场地，修建旅游公厕、美化绿化亮化村容村貌。结合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推广垃圾无害化 

处理技术，建设游客服务咨询中心、乡村旅游商品销售点、急救中心。二是要认真落实《佛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各区应出台更为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推动旅游业发展。要明确发展乡村旅 

游是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措施，执行有关涉农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和各种民间资金投入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和经营领域，支持有实力的民营旅游企业通过联合兼并、品牌输出、股份制改造等方 

式做大做强，向市场化、规模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同时积极采取措施缓解这些企业在用地方面的压力， 

适当延长租用土地时间。三是要规范管理，在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景区建设、管理模式和服务质量上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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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国内先进水平接轨。强化行业自律，支持互荐客源，避免恶性价格竞争。四是要对乡村旅游接待服务 

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并定期检查。鼓励和引导旅游景区点与学校合作、与星级饭店合 

作等加强管理人才培养和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培训。五是要加大乡村旅游旅游景区点公共安全以及卫生 

环保问题监管力度。工商、公安、卫生、旅游、质监、环保等部门联合进行专项整治，对危及产业安全的诸 

如传染性疾病如口蹄疫、SARS、禽流感等，要做到重点监控与管理。 

注重当地社区参与，形成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发展机制。在开发乡村旅游景区点过程中，要努力协 

调好与当地居民关系，注意社区的参与，积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包括在开发规划时尊重当地人的意见； 

经营管理时注意协调好投资开发者、经营管理者和当地居民的利益分配，在人事安排、土地利用等方面 

保障当地居民利益；正确处理游客与当地居民关系，有效地控制游客量和防止游客的示范效应，减少负 

面的社会效应。 

创新销售方式，形成整体营销。一是要收集整理编制可读性强、趣味浓的佛山乡村旅游指南、导游 

词，创新宣传推介形式，并加强区域联合，优势互补，统一策划包装精品旅游线路，进行联合促销。二是要 

创新常规促销。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宣传阵地，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活动；策划安排具有乡土特色的 

固定节庆活动，提高知名度；利用展览会、推介会、科普培训、农博会等活动大力宣传佛山乡村旅游。三是 

要建立横向纵向营销网络，与市内外旅行社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吸引更多客源，努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建立顾客档案，实行淡季降价方针并对重游访客给予优惠等。四是要加大乡村旅游产品网上营销力度， 

加强资料收集，在佛山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中设立乡村旅游网页，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乡村旅游景区、点 

建立自己的网站，展示和宣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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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rural tourism of Foshan 

RU Bai—le ，CAI Zhen—yan 

(1．Foshan Tourist Bureau，Foshan 528000，China；2．Foshan Carrina Hotel，Foshan 528000，China) 

Abstract：Rural tour is a new form of travelling depending on rural scenery，and uniquely takes rural 

scenery，building style，productive form，country life，customs，rural culture as its objects，which is 

scientificly designed and goes together with travelling，recreation，holiday—taking，body—building and 

shopping．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tatus and advantage of Foshan’S rural tourism ，explores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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