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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述发展乡村旅游业的综合价值及其条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实际，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战略创新的方向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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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 

TONG Yu—quan 

(Economics& Management College，Dalian Maritime Univ．，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This text has analyzed scientifically the direction and way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ba— 

sis of elaborating the synthesizing value and its conditions．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s of rural tourism．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we must understand newly the status and meaning of 

rural tourism dew．q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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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指导新世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理论，是包括旅游业在 

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改革开放以来， 

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我国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 

在拉动内需、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和调整 

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独到的作用。然而必须看 

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的乡村旅游业的 

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 

问题。2l世纪前 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有利时期。据世界旅游组 

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旅游 

目的地国和第四：赶客源输出国。国家有关部门规 

划了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美好蓝图：到2020年， 

中国将接待入境旅游者 2．1亿人次，实现旅游外 

汇收入580亿美元；旅游业总收入将达到2．5万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8％～ 

11％。⋯到目前，几乎所有的省级行政区和多数市 

(县)都将旅游业列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居民 

的旅游消费热情在不断攀升，新一轮的乡村旅游 

开发和生态旅游热潮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因此， 

认真思考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制定科学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战略和策 

略，更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

、科学认识发展乡村旅游业的 

综合价值及其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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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中国的乡村旅游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规模 

和增长速度让人们刮目相看。由于乡村旅游的综 

合性和关联性，使其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 

设以及环境保护等方 面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影响。 

在经济效益方面。乡村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农村经 

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成为促进城乡经济一 

体化的重要因素，是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发 

展农村特色经济的重要选择。更是我国老少边穷 

等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近些年来， 

中国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通过发展旅游实现人民脱 

贫致富和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典型，如革命 

老区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贫困山区张家界、黄 

山、长白山。少数民族地区九寨沟、西双版纳、丽 

江、延吉和西北的很多地区。领袖故里韶山、广安 

等。据测算，中国在过去的 25年中，通过发展旅 

游直接受益的贫困人口有 6 000～8 000万。占全 

部贫困人口的 1／4～1／3。_2 在社会文化方面。旅游 

业涉及一个包含众多环节的产业链条，是第三产 

业链中最具活力的产业，开拓了巨大就业空间。 

统计表明。仅就 2002年我国旅游行业直接从业 

1 685万多人171中，就有来 自1 055万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乡村旅游业作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的社会活动。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生活质 

量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对我国城市 

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乡村旅游的社会需要将 

日益凸显。在环境效益方面，实践证明乡村旅游 

业是一门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行业，资源和环 

境代价相对较小，是有效解决农村“脱贫”与“保 

景”矛盾的现实选择；乡村旅游业促进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提高了社会公众保护资源、环境的意 

识。丰富了知识，引发了全社会对发展方式，特别 

是对广大农村发展的关注。还必须指出，乡村旅 

游业是我国广大农村对外开放的窗口，通过人流、 

物流、知识流，冲击和改变了局部农村地区和人群 

的陈规陋习，使他们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转 

变了观念，促进了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的革命性转变。 

同时 ，也正是 因为发展乡村旅游业有着上述 

综合性的产业效益，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的重 

要作用。使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乡村旅游业在本 

地区的发展。各地乡村的旅游投入迅猛增加，同 

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强化乡村旅游业发展的 

经济功能而忽略其社会文化价值；重视规模发展 

和数量化增长指标，重复建设严重。行业效益不 

高，资源与环境代价巨大烦 彻以旅游消费者为本 

的发展原则，旅游东道社区和广大农民的利益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旅游对“三农”的忽视，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成分，也 

有属于发展战略失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新世纪旅游业发展的 

指导思想，必须通过领会其精神实质来认真纠正 

业已存在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使乡村旅游业真正 

走入健康的轨道。 

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按照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充分认识旅游业发展的局限性，坚持实 

事求是原则，才能达到发展旅游业的目的。首先， 

要充分认识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不要片面强化旅游的作用或意义，而忽视其依 

托性和发展前提。经济社会有着 自身的发展规 

律，旅游业的健康运行需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基 

础作保障，离开了这个前提追求所谓的跨越式发 

展或超前发展最终都会导致失败。乡村旅游开发 

中普遍存在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管理混 

乱和很难看到效益的旅游“政绩工程”、“形象工 

程”都是最好的印证。其次，旅游也是一门有着文 

化和环境敏感性的行业，不适宜的旅游业必将导 

致乡村优秀的文化传统丧失，资源环境退化，从而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国资源相对不足，人口 

环境压力大，社会变革中传统文化显得非常脆弱， 

同时还面对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发展，人民的 

生活还不够富裕。乡村旅游是以传统朴实的民情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优势的旅游形式 。以促进经 

济增长、拉动内需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化大众旅游 

还不符合中国国情。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 

快速进入乡村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传承珍 

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探 

索“双赢”的结果，发展“适度乡村旅游”才是必然 

选择。再次，我国地域广大，各地情况非常复杂， 

仅就各省份的人均GDP水平来看，其最大的差距 

可达到 10倍。各地乡村旅游的市场发育程度不 

同，旅游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与接待条件各异。农 

村文化、环境等状况对旅游的容量要求也存在很 

大差距，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因地制宜，切忌 
“

一 刀切”。总之，发展乡村旅游的首要 目的是促 

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 

生活质量，这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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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要求，也是广大农村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乡村旅游业发展战略创新的 

方向与途径 

1．完善科学的乡村旅游业评估体系 

在我国，旅游业是近 20多年来快速发展起来 

的综合性行业，它既是一门经济性产业，同时又具 

有十分鲜明的社会文化性质。改革开放以来，受 

发展经济、拉动需求和增加创汇等经济目的影响， 

衡量行业发展状况的标准往往以经济指标为主， 

特别是重视旅游业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指标的 

评价。在各级旅游统计中，入境旅游人次、旅游创 

汇、国内旅游者人次、旅游收入及其增长率等成为 

统领全行业的指挥棒。从全国到地方都围绕上述 

目标，作规划、定计划，指导、监督和评价行业的发 

展，有的甚至置资源与环境的容量于不顾，置旅游 

地百姓的切身利益或长远利益于不顾，大搞“形象 

工程”、“政绩工程”，急功近利、欺上瞒下，使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针对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实际，笔者认为评价旅游工作的好坏 

的标准有三条：一看是否符合当地农村百姓的根 

本利益，在促进当地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上 

的作用；二看是否符合旅游消费者的根本利益，旅 

游开发工作能否全面满足旅游者需要，旅游者的 

满意度如何；三看是否有利于乡村的文化进步和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如 

何。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所谓的旅游增长，农业 

旅游项目搞得再大，民俗节庆活动弄得再火，哪怕 

是游客来的再多，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的钱袋装得 

再鼓，也不是真工E意义的发展。 

2．重视特色乡镇、村建设，突出解决旅游区 

“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的转变，突出解决“三农”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必 

然要求。旅游业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上的战略重 

点在解决旅游区的“三农”问题，解决旅游区“三 

农”问题的关键是搞好特色乡镇、村的建设。发展 

农村旅游，开发农业旅游产品，其最重要的目的是 

让广大农民参与旅游，通过参与旅游使他们得到 

实惠，实现真正意义的全面发展。让农民参与旅 

游不仅是把农民看作是旅游市场的弱势群体，给 

予他们更多的外出旅游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他 

们参与到旅游行业中来，并从中收益。 

开发“三农”旅游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 

程，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特别是景区资源与环境 

的保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问题的焦点。 

农村旅游特色乡镇、村与乡村旅游业之间存在十 

分密切的互动关系。农村特色乡镇既是景区的出 

入口和游客集散地，是游客的主要食宿、购物、商 

务活动、信息交流和文化体育活动的重要基地，又 

是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农村特色旅游， 

可以有效地推动景区城镇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 

促进景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 

的发展，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减少景区资 

源环境压力。因此，景区城镇和景区旅游业之间 

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无论对于景区城镇还是对于 

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意 

义。 武夷山景区通过三次大的整治，将景区内的 

居民逐步迁往隔江对岸的旅游镇，旅游镇的风貌 

建设和建筑的单体设计与武夷山的风貌相匹配， 

既有利于武夷山景区的保护和提高景区环境质 

量，同时又让景区农民积极参与旅游服务与管理， 

带动了村镇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九寨 

沟采取了“保护性开发、规范性建设和人性化管 

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安排了 600多名居民从事 

保护、环卫和经营服务工作，实现了居民由农牧型 

向旅游环保经营服务型角色转换，妥善地处理了 

“保景”与“富民”的关系。实践证明：景区与当地 

的乡镇、村本来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它们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优秀的特色旅游乡镇、 

村建设，有效地保护了珍贵的旅游资源与环境，提 

高了旅游景区的整体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农村落 

后面貌，真正富了一方百姓。 

3．拓宽思路，强化乡村旅游业独特的社会文 

化职 能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长期将旅游业定性为经 

济性产业，在资源开发、行业管理及效益评估等领 

域存在着经济职能、经济指标和经济效益居统治 

地位的现象。旅游行业是一门综合性的特殊行 

业，在确定行业性质、行业发展职能时都必须针对 

我国的实际，特别是针对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 

足、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实际。统筹经 

济和社会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其实质 

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 

全体人民的福利。旅游行业作为关乎社会、文化、 

宗教、民族、资源、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特殊部门，不 

仅要看到它在创汇、增加国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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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济领域的重要价值，更应看到其独特的社会 

文化职能，特别是在解决就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国民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旅游业总体上看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行 

业 ，能很好地适应我国农村富余人1：3多、就业压力 

大、乡村城市化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旅游行业的就业成本低(仅相当于第二产业就业 

成本的 1／5)，就业岗位多，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包 

容性强，就业乘数高，能带来可观的相关就业机 

会。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旅游行业的特点，就 

业优先应该成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原则，必 

须得到有关政府和部门的真正重视。乡村旅游是 

旅游业中的特殊行业，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教育 

职能，通过开发乡村旅游可以有效地开展爱国爱 

乡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科学普及教育、环境教育、 

劳动教育等，特别是针对城镇广大青少年、学生更 

具有实际意义。“乡村教育旅游”是一项宏伟的系 

统工程，政府、行业、社团、家庭乃至全社会都应给 

予高度重视，精心策划、打造精品，真正把“乡村教 

育旅游”这一健康的旅游形式做大做好。 

4．“以人为本”首先要以农村百姓的需要为本 

在旅游界长期奉行市场导向即旅游消费者导 

向的思想，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以旅游消费者为 

本 ，贯彻“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坚持游客为导向发展旅游的原则无可厚非， 

但片面追求顾客导向而忽视地方百姓的利益则是 

错误的。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我国的旅游开发 

实践中，不顾当地农村实际需要，甚至损害农民利 

益的“旅游工程”不断上马。有的项目以“评优”甚 

至“审遗”等为借口，大拆大建，追求轰动效应。有 

些旅游项 目经营后严重干扰农村居民的正常生 

活，社会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在旅游开发中人工 

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十分严重，急功近利、竭 

泽而渔行为普遍，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遇到了空 

前的挑战。一些农村旅游景区商业气息极浓，几 

乎就是城里人吃喝玩乐的游乐场。什么广大农村 

的长远利益，什么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什么资 

源环境的有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统统都被抛在 

脑后。 

发展旅游业是要依赖旅游市场的增长，没有 

游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发 

展旅游的目的不是促进游客增长，真正的目的是 

通过发展旅游事业带来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福利的增加。乡村 

旅游的发展要以旅游者为本，更要以农村百姓的 

实际需要为本。特别是那些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更要把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为首位的要求或 

原则。这些旅游资源的主要作用是体现在它的社 

会价值和环境价值上，体现在它所拥有的潜在的 

利用价值上，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科研、教育、 

环保、旅游休闲等精神文化等体验性活动。它们 

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留给我们和后来人 

的宝贵遗产，是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文 

化交流的场所，而不是经济开发区，更不是地方政 

府的摇钱树。还应指出的是，那些有着国家级甚 

至世界级旅游资源的地方往往是最需要生活改善 

的贫穷落后乡村，发展经济与民族文化、资源环境 

的保护常常处在艰难的矛盾 中。国家统计局 

2004年的数据显示，经济实力居全国前 5位的广 

东、江苏等 地，他们 的 国民生产 总值 占全 国 

39．O5％，财政收入总和占全国37．65％，但其自然 

保护区面积仅占全国 2．12％；而西藏、新疆、青 

海、内蒙古、四川等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的五省。 

其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74．55％，国民生产总 

值仅 占全 国 7．36％，财政 收入 总和仅 占全国 

4．42％。̈ 这些数据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对 

这些地区的资源和环境保护国家必须首先给予最 

大的投入，政府才是最大的责任方，单靠市场化机 

制来运作，其结果只能是动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u,-J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发展后劲的永久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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