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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模式及实践经验 

杜 娟 

摘 要：对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总结，并结合成功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与对比，阐述了乡村旅游发展对 

于反贫困的意义，以期能够对我国未来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思考及发展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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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现代旅游文化中的一项新事物 ，但我国的乡村旅 

游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却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步阶段。因 

此，文中试图对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模式进行总结，并结合 

成功案例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与对比，探寻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 

发展方向。 

1 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客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要与区域内其他旅游资源和旅游景点的开发结合 

起来，借助已有旅游景点的吸引力，争取客源，以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 

乡村旅游开发一般应选择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名胜区的周边 

地带。当然，在旅游资源独特的老、少 、边、穷地区也有很大的开 

发潜力。城市近郊具有交通便利、客源稳定、地理区位明显等优 

势；而在风景名胜区的周边地带，也具有旅游资源及客源优势； 

老、少 、边、穷地区由于接受现代文明辐射较少，乡村自然环境保 

留原真性明显 ，因而具有稀缺性资源优势。 

1．1 利用大都市客源优势发展 乡村旅游 

这类乡村旅游主要满足现代都市人 日益渴望摆脱快节奏 、繁 

杂、喧嚣污染严重等都市环境的需求，基本定位是向都市居民提 

供休闲游憩的“后花园”，借助于与现代化城市截然迥异的田园、 

村落等乡村景观，以采摘、捕钓、品尝、观光等活动吸引都市居民 

前来度假、休息，给市民提供短期休憩度假的旅游产品。 

青岛每年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周边农村地区依托这一客源市 

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平度大泽山葡萄与北宅樱桃节是其中成 

功的案例，为本村居民带来良好的收益。由此可见，乡村旅游项 

目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较好地利用了旅游 目的地——青岛这一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1．2 利用风景区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在景区周边乡村旅游是依托我国一些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发 

展起来的一种附属产品，是游客在对自然风景观光之余，对周围 

村庄乡村景观的一种派生欣赏。通过农 民自主开发一些参与性 

强、民俗风味浓郁、农业特色鲜明的旅游项目，可以缓解假日旅游 

高峰时风景区及旅游城市的压力，同时提高游客的游览质量。 

黄山风景区是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其附近乡村旅游景 

点最初为了满足部分旅游者游览黄山后仍意犹未尽的需求，逐渐 

发展起来。由此可见，借助方便的交通条件和临近黄山风景区的 

区位优势，以黄山风景区的客源为主要客源，是这些乡村旅游点 

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 

1．3 利用旅游资源独特的地区发展乡村旅游 

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贫困地区，现代化工业文明尚未辐射至 

此 ，往往有十分原始而优美的乡村 自然环境，这对热爱大自然、崇 

尚返璞归真的城市游客具有莫大的诱惑力。当地政府可配合国 

家“扶贫攻坚”战略，引导和扶持农民发展旅游业，变被动脱贫为 

主动致富。 

贵州省平坝县天龙镇天龙屯堡村寨运用“公司 十农户”的方 

式开展乡村旅游，2002年初启动，仅一年时间，人均收人就提高了 

50％。据不完全统计 ，到 2003年，贵州省农村已有 50万人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而脱贫致富。由此可见，乡村旅游是带动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 

2 社区全面参与乡村旅游的发展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强调社区和居民的全方位参与，作为 

主体进人规划、开发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执行体系中。社区参与乡 

村旅游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构建社区内各参与主体双赢或多赢的 
一 体化利益格局。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方式有 ：直接从 

事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的生产，直接参与乡村旅游服务，经营乡 

村旅游中介机构，以及参与旅游管理等。 

在云南碧塔海，由于“西线”旅游的开发采取社区居民参与开 

发的形式，产生了良好的社区效益。1995年红坡村朗茸社藏民年 

收人达到 3 000元／户～4 000元／户，远高于其他社区的收人 ，至 

1998年，收人上升到7 000元／户～8 000元／户，并保持了社区收 

益的持续增长。 

3 乡村旅游发展要与小城镇建设高度结合 

乡村旅游开发必然涉及到农村人口的迁移，结合村民就近安 

置的心理需求，村民大多选择落户小城镇。因此，乡村旅游开发 

要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的建设要按旅游城镇的风貌进行 

统一规划控制，使小城镇本身就成为旅游目的地。同时，延伸旅 

游产业链，依托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旅游商业，如农副产品的加 

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等。 

湖南长沙县黄兴镇，具有众多“农家乐”旅游村，其村民已完 

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全职旅游服务人员，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 

程。同时，有不少社区已向城镇化方向发展，成为长沙地区实现 

城乡一体化的示范点。 

4 乡村旅游发展与反贫困 

旅游扶贫是非常成功有效的开发式扶贫，1)通过发展旅游脱 

贫的人口，返贫率极低，且能较快走上致富道路；2)旅游扶贫具有 

良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乡村旅游最主要的特色 

是简约质朴的生产、生活环境 ，能满足现代游客返璞归真的心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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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联勤优势 深化房地产社会化保障改革 

包 文 梅全亭 王 旭 

摘 要：针对济南战区进行的大联勤改革试点，正确处理大联勤与社会化保障的关系，探讨了大联勤体制下深化房地产 

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思路，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以确保军队房地产社会保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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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7月在济南战区进行的大联勤改革试点，是军委、总 

部从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对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加速军队后勤建设转型，研究探索三军后勤一体化保障之路，具 

有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后勤保障社会化的推行和实施，则是军 

队后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军队质量 

建设走出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现代化建设之路的必要举措。军 

队房地产管理实行社会化保障是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重 

要内容，是房地产管理实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根本要求，也是 

提高营房住用水平和保障效益的必要途径。因此，在大联勤改革 

的形势下，应该搞好大联勤与社会化保障接轨，正确处理二者的 

关系，充分发挥“联勤”优势，积极探索实施军队房地产社会化保 

障改革新方法，确保军队房地产社会化保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 大联勤体制下房地产社会化保障改革的新机遇 

大联勤体制改革为推动房地产社会化保障改革创造了有利 

条件，为房地产社会化保障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 

1)后勤机关实行三军合编，有利于加强房地产保障社会化改 

革的统一领导。大联勤体制改革，明确了战区内三军部队的联勤 

机关，规定了军兵种干部的编配比例。而房地产保障社会化改 

革，跨越军队和地方两大领域，政策性强，实施比较复杂。 

2)保障实体实行统管共用，有利于社会化保障的资源整合， 

形成规模优势，统一组织，集中招标，优选物业公司，得到优质廉 

价的服务。实行大联勤体制改革，将军兵种的相关保障实体，全 

部划归联勤系统统管共用，有利于统一规划房地产保障建设，合理 

配置资源，收缩保障摊子，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房地产社会化保 

障在战区范围内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有 

利于提高社会经济主体参与军队社会化保障的积极性，实现双赢。 

3)保障力量实行统配共用，有利于营房保障力量的统一调配 

和集中使用。保障力量的使用，是目前制约营房社会化保障改革 

的一个瓶颈问题。现有的保障队伍数量较多，但力量分散，且质 

量不高。实行大联勤改革后，可以通过内部改制，择优选用，把相 

邻营区的保障力量专业抽组，统一分配任务。把有限的保障力量 

联合起来，发挥人力资源的整体效益，为推动军队房地产社会化 

保障改革打下基础。 

2 大联勤体制下深化房地产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思路 

1)军民兼容、平战结合。后勤保障社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军队后勤建设与改革发展的产物，是解决新时期国防建设中军 

求。开发乡村旅游既可增加当地农民就业机会，也可适当解决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压力。 

贵州省平坝县天龙镇自开发乡村旅游以来，农民收入大幅度 

提高，平均每年的增长幅度在50％以上，仅 2002年一年，农户家 

庭经营收入就达1 180万元。乡村旅游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老 

人、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了旅游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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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nlod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rural tourism 

DU Juan 

Abstract：Theoretical mod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rural tourism are summarized、Combined with successful experience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made、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tourism for anti—poverty is elaborated in order to i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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