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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西的乡村旅游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规律和季节变化特点，主要有高科技农业观光型、古村落开发型和观 

光农业型。目前的乡村旅游主要有四种开发与管理模式，分别为政府、企业与村民联合开发与管理；村民 自行开发与管理； 

政府与村民联合开发与管理；企业开发与管理。乡村旅游首先在 乡村基础设施较好的地方发展起来；反过来，乡村旅游的 

发展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公路和 乡村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乡村旅游的发展柘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从总量上 

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村容村貌的改善，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民的贫富差距。文章认为，今后广西的乡村旅游应加 

强对 乡土性、乡村文化的开发利用，新农村建设应较好地体现 当地民居风格和乡土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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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乡村旅游 

l9世纪，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社会化的旅游 

业开始萌芽。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经济进入发展高 

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收入增加，工作 

时间由每周 72小时减少到不足 40小时，加上有了 

铁路、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旅游逐渐成为工业国 

家大众比较普遍的生活方式。 

旅游的本质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快感为 目 

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正如《马尼拉世界旅游 

宣言》(1980)所言：“旅游是人们的一种积极休息， 

能够强烈而深刻地表达人的本性。” 

现代意义的旅游的根本基础在于经济的发展， 

经济基础的变化促发大众的需求发生质变。国家 

内贸局副局长丁俊发说 (2000年)：“从国外情况 

看，人均年收入 500至 800美元，是旅游消费的急 

剧扩张期。目前我国人均年收入已达到 500美元 

左右，有的城市已超过 1000美元，这为外出旅游奠 

定了经济基础。” 

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仅带给人们财富，同 

时相伴的是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工作方式。现 

代社会越来越像个设计精密的巨型流水线，人身在 

其中，不由自主，而旅游则将人从有序的人际规则 

中解放出来，投放到无序的人际之中，暂时成为马 

克思所谓“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 

从旅游发展阶段看 ，目前中国人的旅游逐渐从 

“观光游览”阶段向“休闲度假”阶段发展，其旅游目 

的地从名胜古迹 、名山大川转向城市周边风景好、 

客流量少的乡村地带，在一些大城市周围逐渐形成 

了“环城市度假带”。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尚不统一，笔者认 

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环境、乡村文化和特色农业 

生产活动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辐射范围 

往往不大，以本地城市居民为主。与城市嘈杂、拥 

挤和空气污染相反，那些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乡 

村，其良好的环境逐渐成为一种资源，吸引城市居 

民回归乡村；具有特色的乡村建筑、饮食、风俗习惯 

等文化现象，更强化了乡村的旅游资源优势，使得 

乡村旅游的内涵更加丰富；特色的农业生产活动， 

为旅游者提供了亲近自然、体验农业生产、享受劳 

动成果并获得农业生产知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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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乡村旅游实证研究 

2004年，广西有广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阳 

朔世外桃源、柳州农工商农业观光旅游区、百色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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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茶场 4个景点成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5 

年，八桂田园、桂林恭城红岩村、百色田阳布洛陀芒 

果风情园、柳州三江丹洲村、柳州融安大洲村、玉林 

北流罗政村、钦州灵山大芦村继而成为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目前，广西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儿 

家，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 20余家。 

近年来，笔者先后到桂林市、柳州市、钦州市、 

南宁市、百色市、玉林市等地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以及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 

究，通过实地踏勘、与村民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 

调查了解了乡村旅游在广西的发展。 

1．区位条件 

根据对全区49个主要乡村旅游景点的分析， 

所有 49个乡村旅游景点与所属县市距离均在50km 

以内，88％的景点与区域中心城市(如南宁、柳州等) 

的距离在 150km以内，其中200～250km的占2％． 

150～200krn的占8％，100～150kin的占29％，50～ 

lOOkm的占22％，50km以内的占37％，详见图 l。 

图 l 乡村旅游点与17"域中心城市距离分析图 

省道、国道往往从景区的外围经过，见图2。 证，而从自驾车角度看
，2～3小时则是可以接受的 

由此可见，区位与交通条件是影响广西乡村旅 休闲之旅。故乡村旅游点一般相对辐射影响半径 

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临近大城市意味着客源的保 较小
，客源以本地人为主。 

图 2 乡村旅游点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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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地理与人文特征 

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特色是乡村旅游示范 

． 的共同之处。 

从自然地理角度看 ，大多以“山”、“水”、或者 

“山+水”为依托。如柳州三江丹洲村、柳州融安大 

洲村、灵川大圩毛洲岛、江洲岛、鲤鱼岛等就地处四 

面环水的江心洲，兴安溶江乡里乐休闲山庄地处古 

运河畔；以梨花取胜的灌阳县大仁村米竹山村则地 

处丘陵；而恭城莲花镇红岩 自然村、柳州农工商农 

业观光旅游区、钦州灵山大芦村则是有山有水或依 

山傍水，如红岩村的平江河是村中景观的核心，建 

有瑶族风雨桥、水车、农具展览室等，统一设计的农 

家别墅均沿河而建。 

从人文特征角度看，具有较强的生态保护意识 

是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共同之处，如北流市罗政村基 

本上家家户户建有沼气池，灵川大圩鲤鱼岛建有生 

态旱厕，灌阳县米竹山在梨园中挂诱虫灯杀虫，并 

将杀死的虫子就地掩埋做肥料等。根据其不同的人 

文特征，广西的乡村旅游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1)高科技农业观光型：如广西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八桂田园。 

(2)古村落开发型：如柳州三江丹洲村、钦州灵 

山大芦村、玉林北流罗政村等，其中三江丹洲村古 

代是怀远县县郡，始建于明朝，有“丹洲书院”、“闽 

粤会馆”等古迹，钦州灵山大芦村劳氏古宅群为明 

清所建，古宅中更有三百多副明、清时期创作，世代 

承传、沿用至今的楹联。 

(3)观光农业型：如灌阳县大仁村米竹山村的 

梨花节，柳州农工商农业观光旅游区的桃花节，桂 

林恭城红岩村的月柿节，柳州三江丹洲村的柚子 

节，以及灵川大圩鲤鱼岛的草莓采摘等。 

3．开发与管理模式 

目前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模式主要有下 

列几种： · 

(1)政府、企业与村民联合开发与管理。以龙 

脊梯田的开发为例，龙脊景区由龙胜旅游总公司、 

龙胜各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和村民进行联合开发。 

根据龙脊景区经营权转让合同的规定，投资公司在 

景区内不设服务点，不从事旅馆、餐饮业，景区内的 

经营由村民负责，公司获得景区内的门票收入，每 

年给村里 lO万～l5万元的梯田耕种维护费⋯。 

从目前的经营状况看，这种开发与管理模式的 

弊端在于：其一，旅游公司和村民在以相互独立的 

方式管理与经营同一个旅游景区，在许多问题上存 

在相互推诿的现象，不利于景区的保护与发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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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民自行负责景区内的经营，自发性开设家庭 

旅馆与餐饮业，致使景区内的管理比较混乱，且贫 

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并进而出现一些社会问题，比 

如拉客与抢客问题。 

(2)村民自行开发与管理。大部分刚起步、规 

模较小的乡村旅游景区，其管理与经营都是由村委 

会或村里成立的旅游协会负责的，组织者或管理者 

收取门票，而村民提供家庭旅馆和餐饮并从中获 

益。村集体从乡村旅游中获取的收益部分分配给 

村民，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灵川县大圩镇 

鲤鱼岛、灌阳县的米珠山等。 

从管理的角度分析，村民自主管理，有利于将 

乡村旅游与景区建设结合起来，并根据村民参与旅 

游区面积的大小分享旅游的收入。但这种模式的 

弊端在于：村民缺乏旅游管理与经营的专业知识和 

市场运作经验，乡村旅游的规模、档次和综合效益 

受到一定的限制。 

(3)政府与村民联合开发与管理。恭城县的乡 

村旅游开发可谓是政府与村 民联合开发的典型。 

县政府出面组织桃花节、月柿节，并收取门票，同时 

支付各种活动的费用，农民负责提供家庭旅馆和餐 

饮 ，并从事可作为旅游资源的农作物的生产。 

从目前的运作状况看 ，政府从宏观层面上的定 

位、宣传与引导，营造了良好的乡村旅游氛围，致使 

恭城县的乡村旅游从起步就进入规模发展的良性 

轨道，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05年红 

岩村接待游客 80万人次，农户人均增收 2000元左 

右，一些家庭更是收入突破了 lO万元。 

(4)企业开发与管理。兴安县榕江镇乡里乐休 

闲山庄是企业开发与管理的典型，企业通过租赁农 

民的土地从事乡村旅游的开发，企业统一开发旅 

馆、餐饮和土地的耕种，提供土地的农民可作为企 

业的工人，继续从事土地的耕种，并获得工资收入。 

4．乡村旅游与社会经济发展 

(1)乡村旅游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基础 

设施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交通条 

件。乡村旅游首先在乡村基础设施较好的地方发 

展起来；反过来 ，乡村旅游的发展又促进了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公路和乡村环境卫生设施的建 

设。以灵川县大圩镇鲤鱼岛为例 ，生态卫生旱厕的 

改建改善了岛上的卫生条件，推动了鲤鱼岛乡村旅 

游的发展，村里又利用乡村旅游的收入改建了村里 

的道路，更增加了鲤鱼岛的吸引力。与融安县城一 

水之隔的大洲岛，向来是传统的农村和县城的菜篮 

子。近几年来，县政府投资建设了环岛游览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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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观光专用通道，改建了厕所，大洲岛的乡村基 

础设施发生了较大的改观，促进了大洲岛乡村旅游 

的发展。2004年，大洲岛景区接待游客 7．3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117．8万元。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大部分乡村旅游点的接 

待能力不高，能提供住宿的农家往往只有几户到十 

几户，床位几十个，有些乡村旅游点根本没有住宿 

条件，大部分乡村旅游者只能选择朝至晚归。这其 

中也有一些接待能力较好的乡村旅游点，如恭城县 

红岩村可提供 400多个住宿床位，除接待一般的旅 

游者之外，还可以承办小型会议，提升了乡村旅游 

的规模和收入。 

(2)乡村旅游与乡村经济发展。在许多国家，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一种阻止农业衰退和增加农村 

收入的有效手段_2 J。乡村旅游的发展拓宽了农民 

增收渠道，从总量上增加了农民收入。恭城县红岩 

村依靠乡村旅游的发展，平均每户每年可增加收入 

2000元左右；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村一农户，2005 

年 5月开办家庭旅馆和餐饮业，初步估计一年中食 

宿收入 1万元左右，占其家庭总收入的40％左右。 

从目前的经营状况看，农民的旅游收入主要来 

自三个方面：一是门票收入和村集体旅游收入的再 

分配；二是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的出售；三是家庭 

旅馆和餐饮业的收入。在这三个方面中，家庭旅馆 

和餐饮业的收入占旅游收入的绝大部分。能开办 

家庭旅馆和餐饮业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这在 
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村民的贫富差距。 

三、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相关问题思辨 

1．对广西乡村旅游发展规律的一些认识 

广西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规律。 

目前开发的乡村旅游点主要分布在桂林、南宁、柳 

州等大中城市附近，在“2006中国乡村游”的推动 

下，乡村旅游逐渐向广西各地扩散。 

乡村旅游具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性。目前的乡 

村旅游主要依托于特色的农业生产活动、农作物的 

开花期和收获期对游客最具有吸引力。广西各地 

充分利用这些时段造势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节 ，如 

恭城的桃花节、月柿节，灌阳的梨花会，横县的茉莉 

花节，灵山的荔枝节，田阳的芒果节等。 

乡村旅游以“农家乐”为主要模式。“农家乐” 

顾名思义就是久居城市的居民到农村农家大院休 

闲娱乐。“农家乐”是广西乡村旅游最广泛的模式。 

比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都坪村坳背屯农家乐、 

金车村农家乐，柳江沿岸休闲农家乐，阳朔县高田 

历村农家乐，贺州市昭平县大壮村生态茶园农家 

乐，百色凌云茶场农家乐等。 

乡村旅游首先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发展起 

来，一些乡村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距离县城 

或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也不远，但交通的不发达限 

制了旅游市场的开发。 

2．对广西乡村旅游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乡村旅游的优势在于， 

使游客以较低的价格领略田园风光、享受清新的空 

气、体验乡土气息和传统文化、品尝传统风味、购买 

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 

赖于对优势的认识、挖掘与弘扬。 

(1)乡村旅游中的乡土性。乡土性是乡村旅游 

的特色，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刘聪 

等_3 J从乡村旅游吸引城市游客的核心元素的角度 

出发，将乡村旅游的特点概括为 “三乡二土”(“三 

乡”：乡野环境，乡风俗，乡村生活；“二土”：乡土特 

色，本土资源)。 

根据笔者的野外调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缺 

乏对乡村旅游优势的认识，盲目地将乡村城市化， 

背离了乡土性的根基。新村建设如同城市中的高 

档别墅小区，文化广场完全水泥化、村内的绿化照 

搬城市的绿化模式等。 

(2)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乡村文化资源的挖 

掘与开发将从整体上提升乡村旅游的品味与吸引 

力。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 

本性上是乡村文化类型，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情 

结，而这种“乡土情结”正是中国乡村旅游市场得以 

发展的根本原因【 。被都市文化包裹的、生活在 

钢筋水泥、喧嚣与污染之中的都市人，渴望放松、恬 

静的乡村生活节奏和乡村文化的洗礼。 

广西是少数民族居住区，乡村文化资源十分丰 

富。但从目前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看，乡村文化资 

源的开发明显滞后。大部分乡村旅游只是停留在 

赏花、摘果、吃农家饭的层面。造成文化资源开发 

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有两点是 

最重要的：一是旅游开发与经营者对本地文化资源 

不甚了解；二是旅游地居民对当地传统文化的自 

尊 、自爱和自豪感不足，尤其在面对都市文化的强 

烈冲击的时候。 

(3)乡村旅游与村庄建设。长期以来村庄建设 

缺乏规划指导，大部分村庄公共设施不足，尤其是 

排水、绿化和环境卫生等服务性设施。改革开放以 

来，“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是大部分村庄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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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是大部分村庄的村 

庄形象。近年来，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一些地方 

进行了村庄改造，并出现了弃旧村建新村的趋势， 

在旧村附近建造“别墅式”整齐划一的新村。 

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村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村庄建设应较好地体现当地民居风格和乡土文化 

气息，村庄内的绿化应尽可能利用本地植物，并注 

重物种的多样性。村庄建设应尽量避免弃旧建新 

的模式。 

从乡村旅游者的角度出发，乡村旅游者大都来 

自都市，对环境卫生标准有较高的要求，这就要求 

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注意旅游环境特别是接待设施 

的卫生标准。 

四、结 语 

根据加拿大地理学家 Butler旅游 目的地生命 

周期理论，广西的乡村旅游还处于探索和参与阶 

段。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待于政府、专家学 

者、旅游开发经营者和乡村旅游者的共同努力。有 

关部门应加大对乡村旅游开发经营者的指导与培 

训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 

理；旅游开发经营者应加强对乡村旅游资源的深层 

次挖掘和市场调查 ，开发与市场相适应的旅游项 目 

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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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7页)经济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才 

能比较深入地说明妇女发展问题的因果关系，才能 

解决阻碍实现男女平等进程中的有关矛盾和难题。 

(四)加强社会性别意识培训。通过培训提高 

项目实施人员的社会性别敏感，让项 目实施人员学 

会如何给妇女赋权，引导参与者积极思考而非被动 

接受，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发展，体现 

社会性别所倡导的平等精神。对项 目实施者而言， 

需要了解和掌握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概念和知识，把 

握其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从整体的角度把社区妇女 

关注的问题融入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确保妇女参与 

项目规划的全过程。 

在扶贫工作中，任何一种模式或工具都不会是 

完美无缺的，扶贫项 目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 的模 

式。我们一直都在探索怎样才能在扶贫工作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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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地实现参与、实现我们所倡导的平等精神，实现 

给妇女赋权。让妇女在参与的过程中真正地得到 

发展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但如何能结合中国的历 

史文化背景更好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扶贫开 

发项目中，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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