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分，大小正好吃饱，而且手也好 

拿，不就能卖个好价钱了吗?看 

样子标准化问题已经提到了曹开 

庆的议事 日程上来 了。 

市场波动给曹开庆 

带来的担忧 

农产品生产受气候影响大， 

直接影响着种植者与经营者的效 

益，这是曹开庆所担心的。但与其 

他盼望着风调雨顺，还不如说他 

盼望着市场少些波动。2006年他 

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西安芹 

菜烂在田间，他亲眼目睹当地的 

冬瓜暴晒地头无人问津。今天自 

己种植了70亩的菜花及马上准备 

育苗的红薯苗，心中无不担心。一 

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已经投 

资了 7万元，实在承受不起市场波 

动的打击。这7万元，有他向朋友、 

亲戚借的。一个再好的思路也抵 

御不了市场疲软呀。中国有多少 

农 民在搞种植 ，又有谁能把握气 

候与市场呢。特别是市场，不定因 

素太多了。他希望着有关部门，能 

为农民的辛苦经营系上安全带， 

装上保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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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发展 的 

基 本概 况 

旅游业是世界上年轻的，也 

是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5 0 

年前，全世界年国际旅游者的总 

人数不足2500万，而到现在这个 

数字已经将近7亿。1 992年，世 

界旅游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就表 

明，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 

产业。 

世界旅游组织对乡村旅游的 

定义是 “旅游者在乡村 (通常是偏 

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 

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 

动。该村庄也可以作为旅游者探 

索附近地区的基地 。” 我个人认 

为，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地域及 

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 

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 

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 

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可分为传 

统乡村旅游和现代乡村旅游。 

旅游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 

发展最快 ，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 日趋重 

要。乡村旅游虽然是旅游市场的 

新生事物，一经出现，就因其定位 

的准确而呈现出勃勃生机。 

二
、 乡村旅游发展 的 

成长模 式 

在我国，当代乡村旅游的成 

长，大体上可划分为四种模式 

(一)客源地依托模式 (或者称毗邻 

客源模式)： 借助于紧邻城市的 

区位优势开发的城市居民旅游 

(严格地说来，实际是对乡村差异 

性的资源和对城市市场的相邻关 

系的双依托)。其资源优势主要是 

自然环境，其产品要素是兼有观 

光的休闲，以 “农家乐”、“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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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里人家”等产品为代表。 

(二)目的地依托模式 (或者 

称毗邻资源模式) 借助于与该乡 

村自己的或者相邻的原有名胜地 

的引力优势所开发的多样客源的 

城乡居民旅游 (严格地说来，或者 

是 “搭便车”形成的差异性产品组 

合，实际上也是双依托)。其资源 

优势是自然环境兼原有名胜，其 

产品要素是兼有休闲的观光。北 

京郊区的一些 “民俗村”，实际上 

就是这种模式的。这里，又有两种 

情况：①依托特色村寨或民居群 

落；②依托著名自然景观或历史 

文化景观。 

(三)非典型模式 虽然地理 

位置在乡村，但是产品组合中却 

混合着许多不属于乡村，或者与 

乡村关系并不明显的产品组成 

(其中最突出的，是设在乡村的都 

市娱乐型的度假村)。其资源优势 

是在自然环境中的现代创新，其 

产品要素主要是休闲。早年最具 

代表意义的位于珠海的白藤湖农 

民度假村，实际上就是这类模式 

的，即使从它现在仍然使用的促 

销13号 “住水边、玩水面、吃海 

鲜”，也不难看出这一点。 

(四)复合模式 即上面多种 

模式的不同比例的混合组成。在 

我国乡村旅游的各种模式中，目 

前发展最为普遍的、发展最快的 
一 种模式，便是上面所列的客源 

地依托模式。其产品构成比较简 

单，但是却比较适应当前市场的 

需要 (因为面向的多是就近城市 

市场 ，所 以摆脱了远距离的竞 

争)。 

三、发展 乡村旅游的 

重要 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 

历史任务。发展乡村旅游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工作之一。 

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 ，农民 

劳动生活场景为主要吸引物的乡 

村旅游，具有很强的产业渗透性 

和互动性。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有 

利于将农村的一产，二产资源转 

化为新的旅游资源，优化农村产 

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的良性发 

展；有利于实现富余劳动力就地 

转移，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加快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有利于扩 

大旅游经济覆盖面，增强城乡居 

民的感情交流和信息互动，满足 

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 

化需求；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统 

筹城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有利于整合旅游资源，增加 

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发展 

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有利抓手。 

四
、
乡村旅游发展的 

基 本途 径 

发展乡村旅游的途径很多， 

按照我的观点，主要还得从以下 

两个方面做起： 

(一)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走 

特 色化发展道路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乡村 

旅游业的发展一定要走本土资源 

加特色化道路。现阶段的乡村旅 

游市场，应该更多定位在本地本 

土。要对客源构成，客源分布，市 

场比重 ，消费潜力和成长性做出 

分析，做到心中有数。不同地区的 

游客，其消费需求有着很大的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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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游客来自何处，对于我们正确 

把握市场需求，使乡村旅游健康 

发展十分重要。以需求为前提规 

划市场，以市场为根本培育产业， 

才能准确定位本地乡村旅游的发 

展方 向。 

要认真分析本地发展乡村旅 

游的地域优，环境优和资源优势， 

因地制寅，突flj特色。从根本上 

讲，乡村方芘游是经济和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在追 

求物质享受 ，并且达到一定水平 

的基础上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从 

最初的农村人口对城市生活的渴 

望，到现在许多人希望在享受城 

市文明的同时，对 自然的回归和 

原始环境的期待，符合人的本性 

和人类的发展规律。客源地依托 

模式和目的地依托模式就是要认 

真地研究城市人口数量，结构，收 

入状况，消费水平，甚至是文化特 

点等等。追求事物的差异性，注重 

错位发展，应该是我们发展乡村 

旅游的必然选择。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妥善处 

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如分散经营 

和连线成片的关系，“大而全”的 

农村游和 “小而特”的农家乐的关 

系，市场导向和政府扶植的关系， 

简单的吃住和吸引游客参与的关 

系，大规模的设施和小型的经营 

单位的关系，乡村的 “土”和现代 

的 “洋”的关系。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扎 

实推进 乡村旅游 发展 

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把市场需求作为 

发展乡村旅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并不是说政 

府在此过程中是无数作为的。恰 

恰相反，政府可以大有作为。政府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要有统一的思 

想，明确的目标和有力的措施，将 

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导向，群 

众参与以及社会各界的扶持紧密 

Mocte r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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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正如上面所谈到的，乡 

村旅游是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的产物，既是乡村，农业和农民 

的发展需要，也是城市经济发展， 

特别是城乡发展的需要。在乡村 

旅游发展中，政府可以在制定规 

划，着力扶持，强化规范，抓好规 

范，营造环境，提供保障等方面充 

分发挥作用 。 

五、对发展 乡村旅游 

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重点分析 

(一)直接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 

乡村旅游是以 “三农”资源为 

依托，由农民参与经营和服务的 
一 种旅游形式。上世纪90年代起 

步的我国农村旅游市场，目前农 

村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3 

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亿元。 

这些通过兴办旅游而向广大农村 

地区转移的财富，是对农民增收 

和新农村建设的直接贡献。 

(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 

了新的增 长点 

发展乡村旅游，把农业生产 

过程、农村风情风貌、农民劳动生 

活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加工转化， 

形成旅游产品并推向市场，可促 

进农业结构调整，拓宽农业发展 

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本身具 

有、但以前不被重视的观光旅游、 

文化传承等功能，为农村经济的 

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在搞乡 

村旅游的地方，地照种，庄稼照 

长，粮食照收，但都产生了附加 

值 ，有力促进 了 “生产发展”。 

(三)解放 了农民群众的思想 

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了城市 

居民甚至海外旅游者。伴随着人 

流而来的，首先是财富的转移，农 

民增加了收入。搞农村旅游的乡 

村，不再是封闭的乡村。每年接待 

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次的海内外旅 

游者，既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外 

部世界新的信息和理念，有助于 

实现农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 

更新。 

(四)改善 了农村的环境 

发展乡村旅游，保护了生态 

环境、乡村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 

促进了村容村貌的改善。环境整 

洁是吸引旅游者的基本要素，文 

化则是旅游的灵魂。凡是旅游点， 

环境整洁是基本要求，有文化内 

涵则更受喜爱。 

另外，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 

农 民的就业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一个 “农家乐”再加上周边的 
一 些基础设施可以接纳数十人的 

闲散劳动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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