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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思考 

邱海蓉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旅游系，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近年来 ．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并成为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实践。但是，其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一 

些 矛 盾 和 问 题 。 本 文 分 析 了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现 状 及 存 在 问 题 ． 并 就 现 存 问 题 提 出 了 几 点 发 展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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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随着我国经济}L会的全而发展和人们精神 

文化需求的日趋增长，以 “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正在悄然兴起并迅猛发展。何谓乡村旅游，目前尚无统一定义。 

专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乡村游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为载体，以满足城市居民回归大 

自然、享受田园风光的愿望为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本文所指乡村旅游包括古村落游、古镇游、【 族村察游和大巾城市周边 

的度假村、山庄、“农家乐”等郊区游。 

l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 

从世界范围看，乡村旅游兴起于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等工业化国家，最开始产生的有组织的旅游就是组织城市居民乘 

火车到乡村观光、娱乐、休闲。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主体产品是吸引附近的大中城市居民前往短期度假、休闲；吸引远程 

游客的主要是体现民族民俗和历史文化的参观考察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安研究员将我国的乡村旅游目的的形式概括为 

五种模式：一是大城市近郊的农家乐；二是高科技农业观光园；三是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 

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目的地；四是古村落的开发；五是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JI,H~园和云南的元阳梯田等。 

随着工农业旅游的深入推进，2004年全国评定出首批 306个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其中农业旅游示范点203个。乡村旅游 

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实践。例如：贵州上个世纪 80年代初开展乡¨旅游以来，如今在全省农 

村已有 130多个民族村寨开展了村寨游，到 2003年底，全省已有 53．21万人通过发展旅游摆脱_r 。山东枣庄峰城的王府 

山村，利用民居开展民俗旅游，年创产值 359万元，2000年该村人均收入已达到 3600元。 

2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存问题 

乡村旅游的发展虽然已取得了一 成绩，但从总体上说还是才刚刚起步，还 在希许多⋯m、矛盾和0U题。 

(1)经营柠的经营质撤与游客需求之问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的乡村旅游目前尚处于闩发增长j9J，人多足以农村家庭为 位 

的个体经营，其经营者多为农民，受经营者本身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影响，乡村旅游的经营质 不 ，存在多利t问题。首先 

卫生状况不尽女̈人意。由f 分农民经营者生活习惯和卫生意识等方面的原因，JJIl上农户设施设衙f『(J简陋，使乡村旅游整 

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例；H1：涮南省对 “农家乐”旅游的调查发现，一些农家旅馆厨房设施简单，Ĵ本消毒卅施缺乏，排污 

水通道不畅，生活，lJ水随意排放，从业人员没有必要的健康保证。而湖北武汉也曾有报道 一家人』 “农家乐”必来后发生食 

物巾毒。其次是服务水 、农家特色等经营软环境没有得到重视。有些经营者目光短浅，外底意 较浓，采购质劣价低的商 

|1I欺骗顾客，愿意在主体建筑上花钱而不愿在治理美化环境、提高质量J儿王务上下功夫。同IJ寸，经什柠特色意识不足，没有刻 

意保持、发展ITI园风味，造成 些地方乡村旅游总体竞争优势的消退。最后是价格缺乏监懵。 经营卉小农思想严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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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局和长远观念，对外来游客漫天要价，拉客宰客现象时有发生。 

(2)政府对乡村旅游缺乏整体规划与管理。由于乡村旅游具有分散性、松散性等特点，各级各部门多是一种事后管理， 

事前较难控制，造成乡村旅游在整体规划布局上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各自为阵、单兵独战，团结协作的意识不强，乱建设、 

乱开发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同时，政府对乡村旅游的管理还存在着一些漏洞。由于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很少进行必要的培训， 

环保意识普遍不高。一些从业者进行不良经营，乱排乱放，滥砍滥伐，甚至为了迎合游客消费需求，乱捕滥杀国家保护野生 

动物，致使乡村旅游资源整体上遭到破坏。 

(3)对乡村旅游主动积极的宣传、促销不够。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对旅游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旅游者无 

法事先看到旅游产品本身，经营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有关旅游产品信息的传递和沟通活动。然而，f1前对乡村旅游的宣传促 

销意识大多经营者还处在原始、被动的水平上，宣传促销投入少，专业水准差。一般依赖朋友关系、“回头客”或口碑传播， 

至多也不过采用一下发传单或宣传册，宣传品品利t单调、数量少，且缺乏针对性，风景多、人情少，际态多，动态少。这远 

远不能适应旅游市场 日趋激烈的竞争。 

(4)乡村旅游对民俗文化的挖掘及其本身知识性、参与性十分欠缺。目前的乡村旅游产品多停留在提供住宿和餐饮的 

低层次上，很少注重提升其本身的知识文化内涵及参与性。随着游客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教育的普及，很多旅游者会把 

旅游与历史、民俗、宗教、文学、艺术等结合起来，这就对乡村旅游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同时，现代旅游者更强调把旅 

游作为一利t体验或一-~FIll经历，很多人进行乡村旅游就是为了过一回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家生活，因此，乡村旅 

游的参与性也显得尤为重要。 

3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对乡村旅游的支持指导作用。各级政府要组织、调动各方面的要素和积极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 

创新和方式、手段创新，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首先，政府要主动做好服务，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对乡村旅游的服务意识表现为 
一

方面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做好各项服务，另一方面帮助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协凋解决各方面问题，主动与相关鄙门做好协调配 

合工作，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旅游更快发展。 

其次，政府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使乡村旅游更加规范有序地发展。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划尤其应注重 “科学”二字， 

要按照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充分考虑乡村旅游总体发展情况、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等各方因素，使规 

划既切合实际，又有较强可操作性。 

最后，政府要加强监督管理，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质量和水平。管理出形象，管理出效益。针对乡村旅游目前普遍存在 

的问题，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重点进行卫生管理、安全经营管理、价格管理，保证乡村旅游的优质服务。另外， 

政府的管理还应该包括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旅游知识、服务规范、本地民俗文化及环保jq1识的培训。通过培训，可以增强 

乡村旅游整体素质，提高乡村旅游文化品位和服务档次。 

(2)乡村旅游应该以农民为经营主体，突出 “农”家特色。乡村旅游的快速兴起，在于其原汁原味的农家特色吸引了 

旅游者返璞归真的追求。然而很多经营农户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乡村旅游的 “农”家特色正在消退。例如，有些地方 

通过乡村旅游富裕起来以后将乡村小道改为水泥路面；将菜园田垅改为停车场；把花木庭院改为卡拉OK厅；将传统老屋改 

为水泥砖瓦房。 实，这样最终会使乡村旅游走向终结。b-：i~，干1I关部门应该引导、培训从业人员，他他们树立市场意 ， 

转变观念，研究特色、挖掘特色、突出特色，真正显现农村天然、朴实、绿色、清新的环境氛 I， iJ41~趣、闲趣、野趣， 

增加乡村旅游的吸引魅力。此外，还可以开展一些参与性项日l女【1种兀1、野营、垂钓、饲养等活动，他游客真正仆验fH园乐趣。 

(3)注重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发掘及保护。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观，文化可以提高乡村旅 

游的品位和丰富性。同时，乡村旅游也可以成为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因为要使民族文化得以 护_不II传承，必须在利用 

和发展中寻找'Ai路，通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唤醒本民族自觉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意以。 要科学合理地发展乡 

村旅游，对当地民众进行正确、充分地引导和规范，完全可以实现在发展和利厂H巾保护民族文化。 

然 ，在众多旅游资源中，人文资源的开发是比较困难的，它小象山水景观资源，只 有必 的， 础设施和接待条fl：就 

-U以对 ， 。人文资源的开发需要进行提炼、．概括和浓缩。 此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发拥{ 注意。第一，要有高起点的 

发展战略，先设计I、策划，然后开发。要不落俗套，不盲目模仿，也不能乱挖乱建，岍蛇添足，防I ·哄而上，档次不高。 

第二， 突出文化资源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要有独特性，这足增姒乡村旅游竞争力的亟要方面。第二 ，要善于营造民族文化 

的氛田。乡村旅游文化对游客最柯吸引价值的方面在于当地百姓日常生产、生活、节庆、风俗等在乡千J旅游L}‘I的表现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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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建筑，除民居外还包括厕所、垃圾桶等细节都不能现代化、洋化，必须保持民族地方特色。还有从业者的服饰，都应该 

与当地乡村旅游特定的文化氛围相一致。 

(4)加强宣传促销力度，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乡村旅游要顺利实现产品从生产和生产者到}ilj费和消费者的运动，产品 

信息的沟通非常重要，所谓 “干得好还要他人知晓”，所以要通过广告宣传，使消费者了解并购买乡村旅游产品。日前，乡 

村旅游发展迅猛，争夺客源的竞争空前激烈，不能仅靠经营农户去发传单名片或通过口碑宣传，要以政府为指导、各方参与， 

包括旅游部门自身， 新闻宣传、文化娱乐、教育科研、外交外事等部门，都应突出宣传当地乡村旅游。同时，经营者本身也 

要转变认识、提高专业水准，学习运用先进的促销策略，利用报刊、电台、影视、广告、博览会、交易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广 

泛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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