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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近年来，逐步兴起的乡村旅游对于完成这一任务有着特殊 

的意义。拳文由乡村旅游的概念和特点入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旅游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 中的有效性，最后指出 

了实际操作当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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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造 

就了我国目前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现在的中国，有很多城 

市，特别是大城市，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一部分城市居民也 

相当富裕了；但是，我国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还相 

当落后。无论是在交通、邮电通讯．医疗卫生等硬件方面， 

还是在科技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等软件方 

面，都与城市相差甚远，要落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事实 

上，当前的 “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瓶颈，也严重 强碍了党 

的十六大提出的 “全面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 

新的历史时期下，自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都跟 “三农”问题有关。围绕着如何解决 “三农” 

问题 ，特别是对于农村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充分说明了党中 

央、国务院对 “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农民脱贫致富和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善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项 目，是农业生产、农 

民生活和农村各种相关资源与旅游活动的有机结合 它的出 

现，为我国广大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

、 乡村旅游的概念及其特点 

1．乡村旅游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乡村旅游 

概念的界定和认识说法不一，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部分学 

者将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混为一谈，如 Gibber和Tung就曾 

给乡}-f旅游定义为：农户为旅游者提供住宿等条件，使其在 

农场、牧场等典型的乡村环境中从事各种体闲活动。事实 

上， 业旅游只是乡村旅游的一种特例。乡村旅游的概念檑 

对要广泛得多，不仅仅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旅游，它还包括在 

乡村进行的其他各种形式的旅游。认i_只到这～ 之后．善羞 

们对于乡村旅游的定义也开始变得模糊化、笼统化：所谓乡 

村旅游就是发生在乡村和自然环境中的旅游活动的总和；发 

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就叫做乡村旅游。何景明和李立华综述 

了各种观点后指出：乡村旅游的概念应该包含两 方面：一 

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二者缺 
一 不可。因此，笔者认为：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问环境为 

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 

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 

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和购物 

为一体的一一种旅游形式。这一定义相对比较全面 可以指导 

乡村旅游的开发实践。 

2．乡村旅游的特点。一是乡村性。尽管困内外学术界对 

于乡村旅游的界定仍然不清楚 ．但是在乡村旅游的 “乡村 

性”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H{】乡村旅游活动∞开展是在 

乡村地区进行的。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是其主 

要吸引物。“乡村性” (Rurality)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 

心和独特卖点。二是 与}生。乡柑旅 游的参 与形式多样 主 

要包括两个夫的方面。一方面，农民参与撤游开发，可以获 

得可观的经济 、社会韧环境效益 ，有利于乡村 自身的发展 ： 

另⋯方面游客 “吃农家饭 。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参与农 

村各种民俗文化活动，有助f放松心情，获得既新奇又刺激 

的旅游体验。三是生态性。乡卡．j优越的生态环境： 仅是发展 

乡村旅游趵基础和前提 同时电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与发展 

的根夺。然而，这种生态系统相当脆弱，⋯旦通受破坏则难 

以恢复。瞬此．要体理乡村旅游的生态性，开发时就必须遵 

循生苍学的规律 把保护乡村生态环境放在酋位，始终坚持 

保护性的开发原则 ，四 文化性 }lj旅游所涉及的文化是 

以农事文化为 睦 、存在着明显地域差异、带宵f 实乡± 

气息的村野欠 t：疋 蝣之 所(f：j造∞物质mf富和精神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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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总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济、科学、民俗、文学等 

文化内涵。乡村旅游文化特性包含着深厚淳朴的传统文化和 

宁静自然的田园生态文化。五是经济性。乡村旅游是旅游业 

和农业两种产业交叉形成的，除了具有旅游产业一般意义上 

的经济功能外，还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特性。通 

过发展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比单纯的农业生产要高得 

多。此外，乡村旅游还具有地域性、综合性以及对大中型消 

费城市的依赖性等特点。 

二、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有效途径 

1．理论分析：两者存在契合点。 “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总体目标。相对于传统的旅游形式而言，乡村旅游以其 

独特的开发经营模式、突出的产业功能优势，与新农村目标 

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契合点。 

(1)发展乡村旅游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 

经营，利于 “生产发展”。目前，我国的农业仍然是以种植 

业为主的农业，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第三产业比例太小， 

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够带动农村道路的 

建设、运输业的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餐饮业 

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为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 

会，从而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乡村旅游在交通基 

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为农产品的运输提供了方便，可提高农 

业具有可观赏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便必然增大，优化了农 

业结构。同时，观光农业鸸发展也能引起区域农业产品的特 

色化，有利于形成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和销售系列 

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2)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吸纳农民就业，帮助农民增收， 

实现 。生活宽裕”。世界旅游组织的测算结果表明：旅游业 

每直接增加 1个就业机会，就能为社会带来5个就业机会。 

乡村旅游不仅具有传统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带动作用大等 

特点，而且对于安置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就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因为，乡村旅游产品的乡土性不仅体现在乡土 

建筑的外观上，更体现在乡村文化的厚重，民风民俗的淳朴 

上面。农民参与乡村开发并不需要过高的文化修养，也许适 

度落后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令人费解的土著语言、别开生面 

的民俗文化活动等正是现代城市居民所孜孜追求的。因此， 

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不要求很高的文化素质，懂一些基本的 

礼仪、礼节，稍加培训与学习，即可上岗；与进城务工相 

比，他们能够获得比在城市中压力更小、收入更高，从某种 

程度上讲，更受尊重的服务性工作，他们将会更乐于回归农 

村从事乡村旅游相关工作，这也相应减轻了城市的社会负 

担。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自然就宽裕了。 

(3)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使农村开放，提高农民素厦． 

达到 “乡风文明”。中国农村与城市相比，不仅存在一个经 

济相对落后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村人I：I素质偏低，这严重 

制约和滞后了经济的发展。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城市信 

息、技术、资金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 

念的改变。他们开始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在 

当地政府的带领下，一方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产业化 

规模：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产业链条的延伸，寻求新的经济增 

长点。同时他们的市场观念也初步建立起来，逐渐摒弃了过 

去头脑中长期形成的 “以农为本，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观 

念，不断参与市场竞争，在从事经营的过程中锻炼了才干． 

提高了自身素质。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补习文化，甚至也学 

起了英语和电脑，开始走出山村，走向世界。 

(4)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美化村 

容村貌，实现 “村容整洁”。由于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 

式，使得农民的环境卫生意识较差，生活质量较低。通过乡 

村旅游项目的开展，使农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得到了加强，生 

活质量大大提高。“拆院并院”的乡村建设模式下，农民从 

原来的村落当中搬迁出来，住进集中式的新农居，一改以往 

农村 “脏、乱、差”的局面，树立起前所未有的 “整治” 

形象。同时，随着旅游的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 

设施状况也会相应地得到改善。村村通公路 ，广J户通 “五 

通”，处处有凉亭，还有大量的表演广场、停车场、文化娱 

乐场所、商业中心以及学院、福利院等公用设施 ，城乡居民 

之间的生活差距正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进程 

也相应加快。而且 ，大小不一、风格各异的绿化草坪和风景 

林带点缀乡间小道，与美妙的田园风光、古朴的村落景观和 

谐共融，相得益彰，大大美化了乡村的村容村貌。可以说， 

自从有了乡村旅游，农村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 

(5)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带动农民社区的发展，推进农 

村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实现 “管理民主”。乡村旅游的进 

一 步发展，必然带动农民社区的发展。社区群众：拿：面而有效 

的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不仅参与旅游决策和规划．还参与 

旅游经济活动、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会文化维护等多 

个方面。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对外举 

行谈判，对内进行管理。在解决居民利益分戍、 区建设、 

教育培训、投融资等一系列问题上 ，居民委员会充分发扬民 

主协商制度，引入先进的社区管理模式，捉 地推进了农村 

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正是社会主 新农村所要求 

的 “管理民主”在农村基层工作中的集中 映。 

2、实证分析：以成都三圣乡的发展为例。 

(1)开发的背景。索育 “花乡”之称的三圣乡．位于成 

都市东南，距市区仅6 里，总人口l8_347人，其中农业人口 

比例高达93．4％．为 16962人 耕地面积只有 12676亩，人 

多地少．人均耕地0．7亩，耕地极其珍贵。如果按传统方式 

发展农业，三圣的耕地并不具备洗势．而按照转型思路让农 

民出让 t地．也不具备条件。因这里受到 “城市通风口”特 

定区位的限制，是不可征用的非建设用地，无论是工业。还 

是房地产等非农项 目．在这里选择的机会难度较大。如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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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决定了三圣乡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另辟蹊径。 

(2)“三圣乡”模式。在优势与劣势的权衡比较之后， 

三圣乡首先选择了以放大花卉产业优势为突破口，开发乡村 

旅游，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型模式。即就地变 “城市通风 

口”为 “三圣花乡”、“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 

园”、“荷塘月色”五朵金花，由此构成大型观光休闲农业景 

点；就地一改原先破旧的农居为富有浓郁川西坝子民居特色 

的 “花乡民居”，就地将农村变为城市，农民转化为城市居 

民；就地将单一种植经营农业的农民变为了经营花卉、旅 

游、房地产出租、项目投资的商人。这一创新模式真正发挥 

了乡村旅游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纽带作用，把农业资源、 

区位优势变成了产品优势，把产品优势变成了项目优势，把 

项目优势变成了文化优势，把文化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最 

终形成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产业链。 

(3)开发效果。2002年，三圣乡人均收入仅 3000元 ， 

交通不便，全部是泥土路，没有自来水，没有光纤电视。自 

2003年以举办四川省首届花博会为契机，在政府主导下，三 

圣乡首先开始在红砂村推行该模式起，短短两年时间，红砂 

村、幸福村的人均收入就已经分别达到了6080元、5120元； 

幸福村加余户从事餐饮经营的农户日常经营总收入逾4万 

元，周末经营收入可达 28万余元。农民的收入从原来单一 

的种植收入转变为由土地房产租金、农业种植经营利润、人 

股股息、打工薪水共同构成的多元收人体系。同时，通过与 

城市居民的交往，农民的文明程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 

且，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三圣乡的环境也得到明显 

的改善。如2004年下半年，政府通过投入 1000万元而吸引 

社会资金3000多万元的方式，打造 “幸福梅林”，改善了幸 

福村村民居住环境，完成了515户川西民居改造，引入了城 

市基础设施和先进排污处理技术。在幸福村500多户农房统 

一 改装为川西民居风格项目上，政府以11 平方米的标准 

进行补贴，全村仅改装农房的投入就达到600万元；政府负 

责将水泥路铺到每家每户的f-1口，改造电网，将农户家里的 

厕所改成水冲式园内公共环境交由专门的保洁工人清理。政 

府将区内30亩堰塘扩建为120亩的 “微水治早”工程，构 

成园内一处亮丽的景观。在幸福村北侧的成龙路，全部按照 

城市道路标准设计，水、电、气、通讯、排污系统配套设施 

一 应俱全。农民不离村，就地享受现代城市文明。 

三、以乡村旅游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亟需 

注意的几个问题 

1．乡村旅游开发必须重视规划。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 

发展刚刚起步，多数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带有很大的盲目 

性，缺乏开发前期的总体规划。由于资金的缺乏和政绩的需 

要，政府往往在没有任何规划与策划论证的前提下，就开始 

进行项目开发，从而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特别值得指出 

的是，目前部分政府官员和经营业主对乡村旅游的内涵、本 

质归属还不十分清楚，将乡村旅游简单等同于普遍的 “农家 

乐”形式， 以为在农村建几栋房子，配几桌麻将，就是发展 

乡村旅游了。这样一来，不仅造成了旅游产品的雷同化、单 

一 化，而且对于乡村环境的保护和文化的恢复也极为不利， 

甚至出现了一开发就造成破坏的现象。受旅游业长期以来形 

成的投资观念的影响，在乡村旅游开发的投资方向上，依然 

存在着重设施建设轻环境营造的现象，不惜血本要修建现代 

化饭店和人造景观 (点)，同时在管理体系上也还存在着科 

学化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目前所开展的乡村旅游并未涉及到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保持乡村聚 

落，保护生态环境；如何设置更切合农村实际的旅游项目来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如何有 

效地协调旅游开发和农村土地整合，实现失地农民就业和社 

会保障等。这些问题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解决 

的办法只有通过系统科学的规划才能保证乡村旅游良性发 

展。 

2．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必须得到完善。首先，我国农村土 

地制度存在不合理因素。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城市国有土地 

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协议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但农村土地 

除农用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外，对建设用地的流转，在法律 

上一直存在种种限制。按现行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 

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目前农民拥 

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既缺乏明确的租赁权、抵押权，也还 

没有建立承包经营权变动登记制度，其市场交易的灵活性、 

安全性均没有保障，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力。如此一来，农民 

无法依靠手中的土地来筹集到资金，进行自主经营，只能依 

靠政府招商引资，这在一定 约了乡t 旅游的发展。 

其次，土地流转市场经营也有待规范。我国现行的土地流转 

制度一方面强化国家低标准征地的权利，另一方面国有土地 

完全无偿划拨变为部分有偿转让。国家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 

从农民集体手中征集过来，再以远远高出征地费用的价格， 

公开拍卖出去。这无疑将政府置于市场的主体地位，既不利 

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同时， 

无偿划拨的公益性用地没有进入市场，其低廉的建设成本， 

实际上是从支付给农民的低廉征地补偿费中产生的，成本压 

力转由农民承担，这是显失公平的，也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当然，这些制度方面的问题可能一时之间还难以得到彻 

底的解决，但是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地位值得思考。 

3．农民利益必须得到保障。以农民利益为本，不仅是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出 

发点和归宿点。实际当中，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旅游开发，由 

于政府缺乏经营的权利，势必存在着一个招商的问题，政府 

为了政绩的原因往往更容易同开发商形成利益同盟，农民处 

于弱势地位。而且，近年来不断有调查数据显示，农民从旅 

游发展中获利呈下降趋势。一些外来老板投资经营的乡村旅 

游企业，连服务人员都是从老家带来的，当地农民除了可以 

从租地中获得一点收入外，几乎没有真正参与到旅游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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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以重视，乡村旅游地区必然成为 “飞地”，不能带 

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农户的利益，提高社区参与旅 

游的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带动 

作用，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结语 

发展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条非常有效的 

途径，其最大优势就是旅游发展切合农村实际，在获取经济 

效益的同时既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提高了农民的文明 

程度，真正实现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开发 

经验的不足，相关制度的欠完善，具体开发过程中必然会面 

临一系列的问题。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才 

能保证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方向，真正体现它的 

“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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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 

CHEN Shun—-ming 

(Institute ofTourism， huan ，Chengdu 610065) 

[Abstract]The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 is a historic task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he 5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In recent years
， the rising rural tourism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regarding completing this task．Starting with the concept an 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validi~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Finally，it points out 8ome problems worth being noticed in the reality
．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rural~urism；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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