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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发 展乡村旅游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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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近年来 ．乡村旅游以其特有的风格与魅力吸引了大批城市游客，成为旅游业中新的亮点，乡村旅游开发 

也继农业产业化之后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如今，福州的乡村旅游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在迅速发展的 

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 。本文从乡村旅游 的概念人手 ，在分析福州发展 乡村旅 游的有 利条件 、现 状及存在 的 

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福州乡村旅游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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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乡村旅游是旅游者以乡村空间环境为活动场 

所 ，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为对象 ，满 

足旅游者休闲、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目的的一 

种旅游方式。乡村旅游依托城市，面向市民，具有参 

与性强，关联度大的鲜明特色，以其清新古朴的田 

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气息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 

乡村旅游最早始于 1855年 的法国 ，2O世纪 6O 

年代，西班牙开始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随 

后，乡村旅游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迅速发 

展 ，并在 2O世纪 8O年代后具有相当规模 ，走上了 

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萌芽于 2O世纪 5O 

年代．而我国现代乡村旅游则始于20世纪 80年代 

的富裕农村．并直到 1998年国家旅游局推出的“98 

华夏城乡游”，才使乡村旅游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是在市场需求的促动下，在农业发展 

急需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 

应运而生 的[21。 

二、福州发展乡村旅游的有利条件 

1．资源丰富 

(11自然资源丰富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属暖湿的亚热 

带季风气候，依 山傍海，气候宜人，环境优越，资源 

丰富。除平潭岛的海岛风光外，晋安区的北峰、永泰 

县的青云山、闽侯县的旗山及福清的石竹山等地也 

以其碧绿的山色吸引旅游者纷至沓来。优越的乡村 

田园风光 和和 自然条件是福州开发 乡村旅游 的前 

提。 

f21文化底蕴丰厚 

福州是一个具有 2200多年文化底蕴深厚的历 

史名城，人文景观丰富。福清的石竹山，其宗教韵味 

誉满东南亚；长乐的郑和史迹 ，令海内外人士引颈； 

闽侯是宋代名臣李纲的故乡．如今处处可见李纲史 

迹；闽清山区的古民居宏琳厝，以其人文兴盛、二百 

年长久不衰的历史而享誉八闽大地。还有昙石山文 

化、船政文化、三坊七巷文化、寿山石文化、温泉文 

化、侨乡文化和畲族文化等，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 

上体现了福州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悠久历史和文 

化特色。是福州乡村旅游高品味的关键。 

2．交通便 利 

福州拥有便利的交通。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 

辟 3O多条国内外航线，福州的外福铁路及其福马 

支线，使其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物质集散地， 

加上已开工建设的福厦铁路、温福铁路、向莆铁路 

等三条快速铁路，让福州作为枢纽城市的地位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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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福州的公路以沈海高速公路福州段、国道 104 

线 、3l6线 、324线及省道 210线 、202线 、203线、305 

线为主干，县道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为人们进行乡 

村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 

3．客 源 充足 

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在环境状况 日 

趋恶化和人与人的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久居都 

市的人们普遍产生了到自然中去，放松精神，恢复身 

心的需求。从福州市人 口分布看，所辖五区六县二 

市 ，全市人口609．39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214．19万 

人 ，占全市人 口的35．15％，从城镇居民人均可自由 

支配收入看。2004年福州城镇居民人均可自由支配 

收入达 l 1436．34元人民币[3】。较强的经济基础和庞 

大的都市人群，使福州乡村旅游具有广阔的客源市 

场 。 

4．政策优势 

乡村旅游的开发主要 是在现有的 田园风光 、民 

俗文化、人文建筑等资源基础上加以修饰、提升而 

成，启动资金少、开发成本低、见效快，成为地区改变 

经济状况的又一个快捷渠道．国家提倡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发展 以农兴旅 、以旅助农的战略[41。 

国家旅游局把 2o06年的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 

乡村旅游年”．福建省旅游局也确定福建省的旅游主 

题是“海峡西岸乡村游”，并提出“海峡西岸新农村、 

休闲新体验”的口号，鼓励各地联合营销，打造品牌， 

并引导旅游集团、重点景区、旅行社、旅游车队参与 

乡村旅游的经营发展，壮大乡村旅游规模。同时，随 

着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的制 

定，这些都为加快福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 

三、福州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福州拥有丰富的乡 

村旅游资源(表 1)。福州周边的许多乡村，依山依 

水，保存着古朴的小桥流水人家景致，旅游者趋之若 

鹜。乡村旅游在为游客提供一种全新的旅游产品的 

同时，增加了乡村的经济收入，提高当地生活水平， 

扩大乡村居民的就业途径，对乡村经济的发展起到 

一 定的稳定作用，并促进乡村经济由单一农业经济 

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今 ，福州的乡村旅游 已经 

逐渐热起来 。 

表 1 福州主要乡村旅游点一览 

市、区、县 乡村旅游点 乡村旅游项目 功能定位 

长乐市 下沙度假村、南阳山 品渔家海鲜、登山、采摘水果 美食享乐、强体保健 

福清市 石竹山风景区、天生林艺园、目屿岛 农家乐活动、登山、游船 休闲度假、强体保健 

北峰生态旅游度假区、芹石村北斗洋生态旅游区、 农家乐活动
、
滑草、漂流攀岩、野营、野外探险 休闲度假、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科学 晋安区 

汶洋村森林生态旅游区 考察 
马尾区 亭江镇闽安古村旅游 农家乐活动 

农业观光、农事体验 
闽候县 休闲度假、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科学 旗山国家森林公园、三叠井国家森林公园、兔耳山 农家乐活动、登山、游船 

景区、昙石山文化遗址 农家乐活动、漂流滑翔、泡温泉 
永泰县 考察 青云山

、赤壁景区、天门山景区、方广岩景区、大樟 赏畲族风情表演
、品畲族风味小吃、海上摩托艇、 休闲度假

、强体保健、农事体验 罗源县 溪休闲度假区 

钓鱼 畲乡风情旅游区
、
罗源湾旅游区 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美食享乐 闽清县 

大明谷温泉、黄褚林温泉、古民居宏琳厝 泡温泉、农家乐活动 休闲度假
、强体保健、科学考察 

平潭县 品渔家海鲜
、采摘水果 美食享乐、农业观光、农事体验 东美渔村旅游区、山利村农业生态园 

连江县 贵安温泉生态旅游区 泡温泉
、农家乐活动 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强体保健 

四、福州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福州乡村旅游现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大程度 

上以“农家乐”旅游为主，乡村旅游存在很多问题，主 

要表现为： 

1．缺乏规划，缺乏管理 

福州的乡村旅游点在开发中普遍缺少规划，更 

无精心策划的产品，大都是农户或投资商想怎么建 

就怎么建，有些项目做得粗糙，在为游客提供的服务 

项 目上也缺少规范。在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城镇化 

和过度商业化倾向，乡村旅游主题不鲜明。此外，乡 

村旅游经营者的素质一般不高，管理不够规范。 

2．投资少、规模小，基础设施不完善 

福州的乡村旅游点普遍存在投资少、规模小，地 

区分布较分散等问题，且大多数景点都分布在偏僻 

的乡村，如闽侯的旗山、十八重溪，晋安区北峰的日 

溪皇帝洞、寿山乡，永泰的青云山等。此外，部分乡村 

旅游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乡村旅游点水、电、通 

信设施不配套，卫生条件和城市相比相差甚远，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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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 

3．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福州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中存在较大盲 目 

性，乡村原有的清新、自然的空气品质随着乡村旅游 

的发展日益下降。表现在：经营者环境意识淡薄，生 

活污水、垃圾等废弃物缺乏合理的处理，造成环境污 

染；资源保护意识弱，目光短浅，只注意眼前和局部 

利益．没有真正把旅游资源的保护当成旅游发展的 

生命线等。 

4．旅游活动单一．重复建设严重 

注意乡村旅游农耕文化的灌注，提高乡村旅游 

产品的文化品位 。是我国乡村旅游顺利发展的主要 

问题[51。福州 目前乡村旅游的项 目比较单一，集中在 

吃农家饭、采摘、钓鱼等常规活动，缺乏特色，忽视了 

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造成游 

客的体验类型单一。景区景点也存在重复建设的问 

题 ，如晋安区的北峰附近就有寿山溪、桃源溪、林阳 

溪等三处漂流点，这些同质化产品的出现，必将导致 

了竞争的恶性化趋势。 

5．宣传促销力度不够 

乡村旅游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在宣传策略上， 

还缺乏重点突出、灵活多样、覆盖面广、辐射度大、持 

续时间长的促销方式，在宣传手段上，也没能充分发 

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作用。 

游客只对一些较成熟的乡村旅游点如 ：晋安区的北 

峰生态旅游度假区、永泰的青云山、赤壁景区、闽侯 

县的兔耳山景区、旗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有所了解．对 

其它乡村旅游点的情况则知之甚少。 

五、福州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 

1．制定科学规划 ，加强科学管理 

制定科学的规划发展乡村旅游是一项重要的基 

础性工作和战略性工作。当前，福州的乡村旅游发 

展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要从系统全局和整体出发， 

着眼于乡村旅游景点的综合整体优化 ，正确处理乡 

村旅游系统的复杂结构，以确保福州乡村旅游的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 

2．加强 乡村旅游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加大资金投入 ，重点加强道路、通讯、水电等基 

础设施改建的力度。在食宿设施建设上，要注意旅 

游环境和接待设施的卫生标准。乡村旅游经营者在 

食宿设施建设上要重视厨房、餐具、卧室、浴室、厕 

所、水池及公共娱乐场所的卫生标准，并定期进行杀 

菌消毒处理。 

3．保护原有 良好 的生态环境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还应特别强调乡村和资 

源的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的自然性，人文景观的质朴 

与原始性，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特质 ，一旦消失，乡 

村旅游也就没有吸引力。因此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 

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充分挖掘区域具有吸 

引力的乡村自然景观、深厚的民俗文化的同时，要考 

虑到旅游地的环境承载力，防止破坏性的开发，以确 

保乡村旅游景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提高服务水平．开发特 色活动 

要提高乡村旅游经营者的服务水平，完善综合 

服务设施．以适应现代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在对现有 

的乡村旅游资源的赋存情况、文化内涵以及开发条 

件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乡 

村旅游项目．以来满足游客的体验经历以及他们的 

个性化旅游需要。 

5．做好 宣传促销工作 ．不断提 高知名度 

旅游宣传促销是实现旅游产品综合效益的重要 

手段。由于福州乡村旅游起步时间不长，知名度还不 

高，宣传活动也多为自发和分散的行为，这就要求各 

级旅游管理部门要下大力气，按照“新农村、新旅游、 

新体验、新风尚”的要求 ，抓好乡村旅游的宣传促销 

工作，充分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和现代 

信息技术，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 

占有率，努力创造发展乡村旅游的和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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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 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urism，the status quo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Fuzhou， 

and puts forward$om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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