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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阳朔县是中国旅游名县，辖 区范围内旅游资源极其丰 富，品住也高，世界级旅游精品——桂林漓 

江山水的精华河段就在境 内，发展旅游 20多年来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如 阳朔再不立足于 自身丰富的旅 

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增添旅游产品，那旅 游业将不可能有更大发展．本文从 当前旅游业发展趋势和阳朔拥有的 

资源优 势与客源市场条件分析 ，提 出发展 乡村旅 游应该是阳朔今后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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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朔是我国旅游名县，在桂林这颗灿烂的 “国际 

旅游明珠 ”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发展旅游 2O多 

年来 ，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如果阳朔再不立足 

于进一步开发 自身丰富的旅游资源 ，增 添旅游产品， 

仅靠一条漓江和县城附近的大榕树、月亮 山等一二处 

观光景点 ，其旅游业将不可能有更大发展，特别是“漓 

江之旅 ”在市、县两级经营管理体制 尚未进一步理顺 

的情况下 ，情况更是如此。出路何在?从当今旅游业发 

展趋势和阳朔拥有的资源优势及客源市场条件分析， 

发展乡村旅游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一

、 乡村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 

新趋向 

什么是乡村旅游?目前为其定义的说法不下十几 

种。笔者认为 ，乡村旅游 主要是 指以乡村社 区为旅游 

场所 ，以乡村独特 的生产形势、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 

为对象和 以农户为旅游者提供食宿服务 的一种旅游 

类型 ，这是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三者合为一 

体进行开发的一种旅游类型，它 以乡村地域上一切可 

吸引旅游者的旅游资源为凭借，通过开发乡村生产文 

化 (农耕文化为主)、乡村民俗文化、乡村村落和民居 

文化、乡村饮食文化、乡村人文古迹和乡村田园风光 

等旅游产品，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学习考 

察、购物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旅游活动． 

乡村以其清新古朴 的田园风光和浓郁 的乡土文 

化气息而受到城镇人 口的青睐 ，于是悄然兴起 ，这在 

国外早 已盛行 ，1998年我国国家旅游局把该年旅游活 

动主题定为 “华夏城乡游 ，从而掀起 了我国乡村旅游 

的高潮，从此乡村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成为一种 

新的趋向。应该指 出，乡村旅游的兴起是有着多方面 

原因 的。 

首先，中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开发乡村旅 

游；其次，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也亟需乡村旅游的介入； 

第三，城市和城市居民也要求发展乡村旅游 ；第四，国 

内广大职工需要乡村旅游 ；第五，国际游客也向往乡 

村旅游。 

在此，必须指 出，大力发展 国际入境旅游是我国 

发展旅游业的第一位方针，然而长期来我们在贯彻这 
一 方针的过程中，偏重于开发著名的风景区，建设旅 

游城市，比较忽视发展乡村旅游 ，甚至有一种观点认 

为，乡村旅游只是面对国内客源市场的，这是极大的 

误解。实际上，一些城市旅游和旅游城市 ，其主体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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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往往是城市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对西方发达 国家 

的旅游者来说 ，司空见惯，并不新奇．外国人来中国旅 

游所向往的是中国独特的锦绣山河和传统文化，从这 

个角度来说，城市的旅游魅力就远不如一些文化古都 

和乡村社会．这一点在桂林旅游业发展历程 中有不少 

事实可以说明：其一 ，凡到桂林旅游的外国人，如停 留 

时间稍长，不少人愿意到阳朔食宿 ，而不住市 内；其 

二，在 阳朔停 留的外 国人中，流传着一本他们 中的有 

心人编印的“自助旅游手册”，这是专门指导西方人在 

阳朔进行乡村旅游用的 ，据说这本小手册一、二年还 

修订一次 ；其三 ，外国人在阳朔进行乡村旅游，有的已 

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感情 ，他们每年都要来阳朔小住一 

段时间．一位德国游客还资助阳朔中学的一位外语教 

师，在当地农村一处 山水秀丽的地方 ，改造一间农舍， 

兴办了一家乡村农家旅社 ；其四，阳朔县城有一条古 

老的“西街 ”，长期来一直是外 国游客集 中休闲、购物 

的场所，特别是每到晚上，在简朴 的四方桌前和灰暗 

的烛光灯下，坐满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每人一杯 

咖啡 ，或一碟炒 面，他们可以闲聊到深夜。日子 长了， 

年复一年地来来往往，有的和当地居 民建立 了深厚的 

感情，于是 出现了当地姑娘下嫁出国和洋姑娘留下来 

与当地小伙子结婚 的现象 ，这种乡村情结被称为 。西 

街现象 ，这条古老的街道被叫做 。洋人街”，并为此还 

拍摄了一部感人的电视剧。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国际游 

客也向往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是一种新趋势。 

二、阳朔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 

阳朔是桂林大旅游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本身 

是个农业县 ，除著名的漓江外，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据我们初步考察发现 ，县 内乡村旅游遍 布于 “一 

环 、二带、五景区 之中． 
一

环 ：即沿桂林——雁 山—— 阳朔公路 (西线) 

和桂林——草坪——兴坪——阳朔公路 (东线)所构 

成的环形乡村风景带． 

二带 ：即漓江风景带和遇龙河风景带。 

五景区 ：即县城景 区，大榕树月亮山景区，兴坪 

景区，福利景区和葡萄景区。 

以上 。一环、二带 、五景区”所包含的景点近 250 

个，在这些旅游资源单体中，有大量的乡村 田园景观、 

乡村村落景观 、乡村古建筑景观 、乡村农耕文化景观 

和乡村民俗文化景观等 ，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自然的 田园风光是 乡村景观 中最重要的构成部 

分 ，是 乡村旅游景区建设的基础．在阳朔兴坪漓江沿 

岸和遇龙河、田家河、金宝河沿岸可以找到大规模或 

连片的农 田带、蔬菜及果园区和一定面积的天然或人 

工水 面等． 

乡村村落是乡村社会 的中心 ，它既是人们居住、 

休息和开展社区活动的场所 ，也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 

的基地．阳朔的村落为集聚型，呈园状、带状或环状， 

其形态、公布、特点及建筑布局构成了村落景观的丰 

富内涵，特别是有些古建筑 尚保存完好的村落，如白 

沙旧县村，其建筑风格具有整体性、独特性及传统性 

等特色，它反映了村民们一定时期中在居住方式上的 

追求 。 

乡村建筑包括乡村 民居、乡村宗祠、乡村古桥与 

亭阁等多种建筑形式；不同地域的乡村建筑代表一个 

地方的特色，风格异，给游人以不同的感受．如兴坪渔 

村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的乡村民居就很有 

特色，而且至今仍保存完好；特别是遇龙河一带 ，那里 

有建于宋代的仙桂桥，有建于明代的遇龙桥，还有年 

代尚不可考的富里桥．所有这些古桥，造型典雅，各具 

特色 ，它们与附近的归义古城遗址、旧县村古建筑群 

和古人类文化遗址构成了阳朔历史文化长廊。 

我 国农村生产源远流长 ，乡村劳作形式各类繁 

多 ，农耕文化从刀耕火种 ，水车灌溉，渔鹰捕鱼 ，茶山 

采 茶 ，森 林 找 药 ，果 园尝 鲜 ，到 现 代 化 高 科 技 

农、林、牧、渔业，这些充满了浓郁乡土气息的景观，在 

阳朔田家河 、矮山、五里店、兴坪渔村、白沙古板金桔 

园、桃源村桃花林 ，葡萄杨梅岭石头城山寨及大源林 

场，都可以见到，它们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农耕文化，这 

对城市居民及外国游客都极具吸引力． 

乡村民俗反映出特定地域乡村居民的生活习惯 、 

风土人情 ，是乡村民俗 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如阳朔 

各乡镇的。社 日 ，壮族。歌圩”，瑶族。盘王节 ，还有农 

村的春游踏青、龙舟竞赛及舞龙舞狮 ，以及福利古镇 

的民间纸扇工艺品制作，无不因其浓郁的乡土特色而 

深得国内外游客青睐。 

四、阳朔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广阔的 
市场空间 

我国发展乡村旅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其具有 

邻近城市，回归 自然，交通便捷，费用较低等特点，很 

快成为城镇居 民周末和节假 日休闲度假的好场所，也 

是国际游客追求 新奇的好去处 ，据从 1994年开始的 

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几年来城镇居民一 日游 

和 2～3日游的 比例呈逐年上升态势 ，目前我国城镇 

居民利用周末和节假 日短期出游已超过 55％，他们 出 

游的主要 目的是到周边 的景区和乡村观光休闲，这种 

休闲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存在显著区别 ，它是周而复 

始的，而其他旅游大多是一次性，其客源市场的长期 

稳定性是其他旅游无法 比拟的．阳朔是桂林邻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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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 ，桂林市人 口约 500万人 ，其中市区人 口也超过 

60万人 ，每年到桂林旅游的游客达 1oo0万人次，由此 

必将为阳朔的乡村旅游提供 源源不断的客源． 

阳朔发展乡村旅游，从 国内客源市场来说 ，可以 

有以下几个细分市场 ：(1)周末工薪阶层乡村旅游市 

场 ；(2)离退休职工乡村旅游市场 ；(3)城市学生乡村 

旅游市场 ；(4)回城知青乡村旅游市场．以上几个细分 

市场 ，在阳朔发展乡村旅游过程 中，开始应该是以桂 

林市区为主，逐步 扩展到市属各县城镇，搞得有特色 

还可能扩展到柳州、梧州、玉林等地区市县，分别做好 

上述四个细分市场的工作 ，市场前景肯定看好．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外国游客的乡村旅游市 

场问题．如前所述，大众旅游发展到今天 ，人们的旅游 

兴趣正在分化 ，这是旅游走向成熟的标志．发达国家 

的旅游者对传统 的那种 。三S”旅游以及城市观光的兴 

趣，开始被变更为差异化的旅游需求所代替．因此，面 

对来 自旅游城市 的外国游客所 向往 的乡村旅游的开 

发 ，是改变现代城市旅游文化单一、浅薄 ，增强城市综 

合吸引力，丰富旅游者 的旅游经历，提高旅游创汇能 

力 的重 要 举 措 ．现 在每 年到 阳朔 旅 游 的游 客 约 

150～200万人次，其 中外国游客约占四分之一，他们 

绝大部分是乘船游漓江 ，抵达 阳朔上岸，在游览的几 

个景点作短暂停留后乘车返回桂林住宿．国内游客很 

少在阳朔住宿，在 阳朔住宿的主要是外 国人．吸引这 

些外国游客在 阳朔 留宿的原因主要 阳朔乡村风光和 

生态环境 ，还有反映 当地古老历史 文化的古迹 、古建 

筑物和古老的民风习俗 ，正是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差 

异性，强烈吸引着他们 ，并由此形成了外国游客在阳 

朔独特的旅游方式，他们 中不少人不受时间、地点、导 

游、住宿等方面的制约，只靠一张地图、一本 自助导游 

手册、一辆 自行车 ，就一人独行或几人结伴同游县内 

各处，．在乡村小道旁，在农户家里，在稻田边，到处都 

有他留下 的足迹 ，晚上回到县城 ，在大街小巷都可见 

到他们悠闲 自得 的身影．当地 巴克兰外 国语 学校 ，举 

办传统的中国书法、字画、武术、烹饪等修学项 目，也 

引起了众多外国游客的极大兴趣，不少人也参加了这 

种短期的修学．国外旅游者在阳朔的这种旅游活动和 

方式 ，形成了阳朔旅游的一大特色 ，也正是 这一特色 

向人们有力地揭示 了外 国游客的乡村旅游市场前途 

无量 ，大有可为． 

五、对阳朔开发乡村旅游的几点建 
议 

(一)消除几个认识上的误区，准确把握乡村旅游 

的含义 

乡村旅游 的含义 已如上述 ，准确把握这个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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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发乡村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必须消除认识 

上的几 个误 区． 

(1)不能把乡村旅游等 同于农业观光，只把它作 

为一种专项旅游产品来开发．乡村旅游是利用乡村旅 

游资源开发旅游项 目的一种旅游形式，农业旅游资源 

只是乡村旅游的一个部分，因此 ，在开发 乡村旅游时， 

只注重对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 ，大建 。观光农业园区” 

是不够的、片面的。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众多，既有普遍 

意义上的观光型、度假型旅游产品，也有能满足旅游 

者特殊需要的如修学、购物等专项 旅游产品，它应该 

被看作是与城市旅游形式相对存在的独立形态的旅 

游形式．当然 ，主要发展方向还是走生态农业旅游之 

路 。 

(2)不能把乡村旅游仅仅看作是以地域划线的概 

念。乡村旅游无疑是相对于城市旅游而言的，但两者 

决非仅仅是旅游地域方面的不同．因为严格意义上的 

乡村旅游不包括散布在农地域 的名山大川和驰名 的 

人文古迹等旅游 活动 ，而位于城市地域的 (近郊、远 

郊)观光型农、牧、渔业，则属于乡村旅游范畴，有时甚 

至是主体． 

(3)不能把乡村旅游文化狭义地理解成由农业文 

化和 民俗文化结合而成 ，因而在开发中只注重这类文 

化的结合．在乡村中，除了农业文化外，还有工业、商 

业和各种手工艺行业 ，农业文化 自然应该为乡村旅游 

所利用，其他各行各业的文化也 同样可以为乡村旅游 

所利用． 

(4)不能把乡村旅游只看作是国内城市人 口休闲 

度假的需要，从而在开发上只注意满足国内客源市场 

的需求．如上所述，桂林发展旅游业中的 。阳朔现象 

已充分说明，国际游客对乡村旅游也很感兴趣，阳朔 

发展乡村旅游应该大做国际文章． 

(-- )了解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产 品供需特征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产品供应特征 ，一是以经济发 

达的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区位模式．这是因为经济发达 

的大 中城市居 民的收人水平、闲暇时间及休闲意识决 

定了他们是主体消费群．二是在产 品资源组合配置上 

主要存在两种形式 ：一种是以纯粹 的农业景观为对象 

的旅游开发，这类旅游区对农业的规模、发展水平(科 

技含量)和景观品质等有较高要求 ，另一种是农业景 

观和其他旅游景点组成的互补型的旅游开发．这类旅 

游区可 以借助已有的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和客源流开 

发乡村旅游项 目，由于它对农业基础条件和农业发展 

规模和水平的要求低于前一种方式 ，因此它是 目前乡 

村旅游开发的主要形式．三是 目前乡村旅游产品的类 

型还 比较单一 ，一般 以观 赏型项 目居多，这是 由于农 

业景观的季节性特征以及我 国广大地 区现有农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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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科技水平和资金投入等因素所致． 

我 国 乡 村旅 游 产 品需 求 特 征 主 要 有 如 下 几 

点 ：(1)观赏田园风光体验乡村野趣这些城市人选择 

乡村旅游的基本要求，已无法满足游客对更高层次具 

有文化 品位的活动的需求。现在从许多游客 出行 的意 

向显示，他们还想更多地体会一下 乡村历史文化、农 

业发展状况和农 民生活的底细，于是 当一天农夫 已成 

为游客乡村旅游追求的 目的，因此，以乡村 自然风光 

为基础，以乡土文化为核心 ，已成为乡村旅游未来发 

展 的趋势．(2)乡村环境等外在因素影响着游客对乡 

村旅游产品的需求选择．这是因为乡村旅游产 品的休 

闲性特征，决定 了游客出游过程 中并不注重旅游景点 

的等级 、规模和知名度，而 比较注重旅游配套设施的 

完善程度、服务水平及乡村环境等外在因素．(3)目前 

我国三 类旅行社组团的重点 以组织本地区居民到外 

省市或外地区进行中、长途旅游为主，很少经营近郊 

乡村旅游市场，这导致居民出游主要采取 自我服务的 

组织方 式 ，以单位 、家庭和亲朋 好友为 主要团体形 

式．(4)消费水平低。这是因为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产 品 

仍以初级水平 的观光为主，娱乐、购物等其他开支较 

少，导致整体消费水平低。 

(三 )明确开发方向、类型和模式 

1．阳朔乡村旅游发展的方 向是走生态农业旅游 

之路 

大家知道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目标是朝着生态农 

业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阳朔 

乡村旅游 自然也必须走生态农业旅游的道路，不过这 

个农业是包括农 、林、牧、渔在内的大农业．从 目前看， 

乡村旅游在现阶段还停 留在观光旅游阶段，只有充分 

利用好 阳朔的农、林、牧、渔等农业资源优势，营造好 

阳朔的乡村生态环境，和不断挖掘阳朔农村民俗文化 

的丰富营养 ，才能构建起真正 的休闲型的旅游精品， 

从而才能周而复始地重复 的而不是一 次性的吸引国 

内外游客． 

2．旅游开发类型应该是以农业景观和旅游景点 

组成的互补型 

如前所述 ，乡村旅游开发主要有两种基本类 型： 
一 种是以纯粹 的农业景观为对象的旅游开发，另一种 

是以农业景观和旅游景点组 合而成 的互补型的旅游 

开发，阳朔在。一环、二带、五景区 中的乡村景点 比比 

皆是，这是 阳朔的资源优势，因此，阳朔乡村旅游开发 

类 型应选择农业景观和旅游景点结合组成互补型的 

开发类 型． 

3．阳朔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可以采取多样化 的， 

如 

(1)以绿色景观和田园风光为主题的观光型乡村 

旅游 ；(2)以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民俗文化 

型乡村旅游 ；(3)以拓宽视野和增长知识为主题的教 

育型乡村旅游 ；(4)以观花摘果和 品尝美食 为主题的 

参与型乡村旅游 ；(5)以健身疗养为主题的康乐型乡 

村旅游 ；(6)以学习考察中国书法、武术 、针灸为主题 

的修学型乡村旅游 ；等等． 

(四)搞好规划设计 ，确定前期重点开发项 目 

阳朔乡村丰富的特色旅游 资源以不 同的方式组 

合，便构成了不同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景区， 

它是激发国内外游客产生旅游动机的最初原因，这就 

为乡村旅游开发指明了方 向一一突出乡村特色，挖掘 

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体现 乡村特有的意境．因 

此，乡村旅游景区的开发规划设计十分重要 ，它是解 

决下述问题的最先要做 的基础工作． 

根据阳朔旅游资源分布、类型与特点，我们认为 

以下几处可以作为阳朔乡村旅游前期开发项 目： 

1．城关西街休闲、修学旅游 

2．兴坪渔村生态农业旅游 

3．白沙旧县村乡村农事旅游 

4．羊角山乡村民俗旅游 

5．矮山乡村 田园风光旅游 

6．大源林场森林生态健身旅游 

7．葡萄杨梅岭石头城乡村山寨、农耕文化旅游 

8．福利古镇乡村手工艺品制作旅游 

9．白沙古板金桔园观花摘果旅游 

以上乡村旅游前期开发项 目，开发前先要完成两 

个层次的规划设计工作 ： 

在宏观层次上，以大农业资源为依托，以区域内 

现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基础，完善小交通 ，改善乡 

村生态环境，加强乡村精神文化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洁 

卫生，建立综合性的乡村旅游小区。 

在微观层次上，在适合 的地点 、具体设计适应不 

同游客需要的观赏性高、参与性强的旅游项 目；在有 

条件的农家，支持鼓励发展一些能接待中外游客的农 

村家庭旅社，建设这些农家旅社重在搞好村庄的精神 

文明建设和家庭 的安全整洁卫生，不必添置娱乐设 

施，一定要使它成为游客在 乡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住 

处．在这里值得一提 的是 ，乡村旅游的住处，是当地人 

长期生活的场所，具有古朴而浓郁的当地习俗和民俗 

文化，切不可在规划时搞人造 。商业街 加以替代 ，只 

有这样，具有 当地特色的乡村旅游才能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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