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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 

摘 要：我国乡村旅游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在迅速发展的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文章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现状进行分 

析．进而提出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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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广阔，自然景观差异很大。农业资源丰富，乡村民风民俗 

丰富多彩，有着发展乡村旅蝣的优越条件。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论 

是对旅游业奉身，还足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帮助解决“三农”问题，都具 

有极大的价值。同时，我国的乡村旅游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也正在从 

旅游巾场的边缘走向国内旅游市场这个大舞台的中心。有专家预见， 

乡村旅游必将成为我 旅游业的 ·个新的增长点和亮点。本文拟对我 

国乡村旅游的开发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 
一

、 乡村旅游的产生及其开发意义 

1．乡村旅游的起源。乡村旅游最早始于 1855年的法国，·位名叫 

I坟贝尔的法国参议员带领一群贵族来到巴黎外郊农村度假 ，学习和参 

与农村劳作，并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 期的乡村旅游具有比较明屁 

的贵族化特点，普及性不强。20世纪 6o年代，西班牙开始发展现代意 

义上的乡村旅游。随后．乡村旅游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农村地区迅速发 

展，并在 2O世纪 8()年代后，已具有相当规模 ，并且已走上了规范化发展 

轨道 

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萌芽 ，。20世纪 5O年代，晰我国现代乡村 

旅游则始于2O世纪 80年代的富裕农村．并直到 l998年国家旅游局推 

m的“98华夏城乡游”(旨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旅游得到了大 

规模的发展，并出现了多种开发形式的乡村旅游，如森林公同、度假区 

(利)、野营地 ．观光购物农同、休闲农场、农业公园、教育农园、农村留 

学、民俗文化村 、乡村俱乐部等。乡村旅游的发展除国家政策的扶持 

外，也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如城市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问 

的增多，以及城巾居民普遍具有的回归自然的身心需要等．都促使了我 

同乡村旅游的形成与发嶷。 

2 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1)促进农卡lf经济的发腱。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民利H{本地种 

植、养殖的农产品满足旅游的吃、游、购、娱乐等各种需要．新鲥蔬菜 、土 

特产、水果、水产等农产品直接叫向消费者，不再经过众多的流通环 ， 

加快 _广1苛品流通的速度，增加农民的收入，加速了农民致富的步伐。 

(2)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在农村，农民耕种的季节十牛强 主要 

集中存“春耕”和“烈抢”两个旺乖，而平时闲暇时问较多，但是，农民处 

理闲暇时 较简单，甚至有 ·部分地区少数农民是H{“打麻将”，买“地 

下六台髟”等赌博活动来消磨时光。而丌展乡村旅游需要有诸如导游、 

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外，还需要有宾馆、旅社 、饮食服务、商场、旅游变 

通 文化设施等与之配套，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使农民在闲暇时段 再无所事事，逐渐从一些不良习俗中解脱出 

来。再有，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城乡科技、文化交流，促使农民自觉学习 

文化知识，而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农民对自身环境的卫生 与美化的意识 

也可逐渐地培养起来。 

f3)开拓新的旅游空间和领域。我国许多旅游城市已出现“人满为 

患”的局面，Jr,9；、西安、杭州、苏州等旅游热点情况更为突出，苏州旅游 

高峰时，每口游客已逾25万多人次， 些名园如拙政园、留园、西园等游 

人摩扃接踵．身置 间优如进人拥挤的商场；而 乡村地域广大，景点分 

布不拥挤。旅游活动空 大，如能巧妙利用当地独特的旅游环境，开发 

乡村旅游资源。势必能吸引城 『 游客，减缓旅游热点城市的人u压 力。 

l盘Jj浙江富阳的“农家乐”、新安江的“渔家乐”等休闲旅游项目，就富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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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吸引力，起到了很好的疏散游客的作用。 

二、多村旅游开发分析 

1．乡村旅游开发现状 乡村旅游作为旅游 

业的一个新领域最示出“生命”初始的无限生 

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兴起诱因的不同， 

各地乡村旅游内容各有侧重 目前．我国乡村 

旅游主要分郁在以下三种类型地区：一是景区 

边缘地区I__． 足老少边穷地区；三是都市郊区。 

由于客源-订场与供给市场的双向需求。无论哪 

种区位类型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帚象。 

随着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逐渐呈现m规模化和产品的多样化 。并 

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一是以绿色景观和田园风光为主题 

的观光型乡村旅游，如新桓吐鲁番的瓜果之乡．华北平原的棉乡等；二 

是以农庄或农场旅游为主。包括休闲农庄、观光果园。、茶园、花园、休闲 

渔场、农业教育园、农业科普示范园等；体现休闲、娱乐和增长见识为主 

题的乡村旅游，如上海浦东的孙桥、北京的韩村河、江苏的张家巷、广东 

的东莞等；j是以乡村民俗、乡村民族JxL情以及传统文化为主．体现民 

俗文化、民族文化及乡土文化丰题的乡村旅游，如贵阳市的镇山村、江 

苏昆山市的周庄 、江西乐，立县的流坑村、皖南黑多县的西递村等；四是 

以康体疗养和健身娱乐为t题的康乐型乡村旅游。由此可以看 出我国 

的乡村旅游正向以观光、考察、学习、参 康体、度假、娱乐等为 一{辛=的 

综合型方向发展。 

2．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主要问题。(1)本土文化遭到破坏． 日前乡 

村现状是丁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特色并列，现代设施 传统风物杂陈，杂 

而不纯，难以营造农耕文明氛围。比如，菜些“山庄”修建高楼、饭店，豪 

华程度直追都市，发动机轰鸣、摩托车奔驰；许多山里民居和具有传统 

历史价值的民居的地板上贴 卜r瓷砖 ，来迎合城里rf『民的口味，失去了 

乡村旅游应有的乡村性和地方性。耐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民俗文化，在 

外来强势丈化的影响 ．慢慢地设外来文化所同化或者成了舞台上的 

民俗秀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原始性和乡村性。如今天的游客进入网川平 

武县白码乡已很难体验到自马文化中典型的火塘文化．夜里的篝火晚 

会 拉OK伴奏下的歌舞许多来13山外，而最能体现自己传统文化的 

宗教仪式或跳曹盖也凶村民们信仰的失-落而难以继续。(2)盲目开发， 

重复建设。乡村旅游的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村民的积极参 

与，叮是由于资金缺乏，没有对旅游资源进行论证、规划和策划就匆 

上 ，开发巾只重视规模，不辨质情，粗制滥造，许多乡村旅游开发存住 

较大的盲目性，只考虑当前，不顾长远。有的乡村旅游开发本身就是一 

种破坏，旅游产品数量多，但品种少，多数的旅游企业从事相同的产品。 

各旅游企业为了自身的利茄，往往竞相系价，恶性竞争，由此扰乩了市 

场秩序，破坏了生态环境。(3)观念落后，服务水、F低 乡村居民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 r散漫、自由、 受约束的 惯 ， 旅游接待服务 

的要求存布较大的反差。同时，农民从 自我管理的农业生产转向服务 

接待T作，侄心删和行动上难以平衡心忐，旅游服务意识较弱。另⋯方 

面，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而一些固有的饮食 卫牛习惯难以 

改变也影响服务水乎 (4)缺乏商品意识，产品单 一。目的国内外发展 

旅游业，其莆大意 义已远远超过 r旅游本身，而是“旅游搭台、经贸 

戏”。而我国人多数乡村旅游景点都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尤其对本地特 

色的产品开发不够，乡村旅游大多以々项旅游产品出现，如观光果园、 

观光荣同、休闲渔场等， j景区和自然资源结合程度不够，旅游从业人 

璇中农利‘人员偏少，收益 }体小以农民为主．对旅游项日的开发， 从 

本地农村资源优势和风土人情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采取“拿来： 义”． 

牛搬硬套，缺乏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 

三、多村旅游的开发思路 

1．结合生态旅游．走持续发展之路。生态旅游是 ·种将生态学贯 

穿 丁=悔个旅游系统并将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目标是实现 

旅游发展中生态 、经济 社会i 面技益的统 ·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它反映了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回归自然 、自我参与的旅游活动，渴望与人 

白然融为 -·体．体验“天人合一’’的幽稚亨受 乡村旅游是存人们向律 

“回归自然”、渴挈“返璞归真”的需求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它强调的 

是乡-E昧 内然味和原始味，其实质就是生态旅游。因而，在乡村旅游 

发展巾．首先耍防止抓准化、商业化与城rlj化埘“乡村(F转第 l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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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8页)性”的侵蚀 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存建筑眦格改 

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 清洁、能源等方而提供支持。把以上公 

共设施设{1_成与农村的 乡村性和谐的形 ，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 、豆 

栅瓜辈下的餐厅 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其次 要防止乡土文化的 

丧失。政府机构受积极参与．对有关旅游环境意识进行有效的宣传，培 

养旅游片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充分尊重。而不萤强调 }j当 

地膳民在经济 会和文化 j：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乡村居民对所 

祉区和地方文化的自尊 、白爱和 白豪感，要让乡村居民明白农耕文化 

从社会发腱阶段来说是落后的，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方式却 

足人类lJL同向仆的，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时尚．便是返璞归真、 

亲近泥 j：。都市人之所以钟情于乡村旅游，正源于他们梦中的“奔格里 

托”不住都市．而是在乡村。蛋使乡村居民在吸收都市文化精华的同时， 

能珍视并保持其本土文化的鲜明特色。 

2．开发旅游项目 增强旅游体验性。随着游客消费心理的成熟．他 

们已不满足于急行军式的观光体验，期望近距离地、多方式地与旅游吸 

引物接触．游客投入时问和费用叁 与旅游活动是为了“换取 ·次旅游经 

历”．其根本追求是获得旅游体验。但是由于乡村旅游的开发深度不够， 

使游客的体验类型单一 而我国旅游开发跟风严重 使体验内容雷同 如 

西部一些乡村 管是否是藏区、有元藏文化．晚上都开展锅庄晚会活 

动，使游客不知身在何处，当地的地方文化没能挖掘出来．最终导致旅游 

缺乏个性 缺乏竞争力 生命蒯期短暂 

游客的终极日标足为了追求快乐的体验，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应设计 

丰富、生动的体验项目，来满足游客的体验经历以及他们的个性化旅游 

需要。挖掘出新的丰南的乡村活动。如笨猪赛跑 、野鸭放 1毛、松鼠散粜等 

动物表演，开展有特色的Ⅲ问劳作．如阳问放羊、放鸭、果园采摘、烧架做 

饭以及农家喂猪等。同时，电要设计使游客完全沉浸其中的深度体验项 

目，如让游客最大限度与当地居民接触，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存方 

式．如可推出“当 -灭农民”、“做一回渔犬”等旅游项目。 

此外，要加大传统工艺品和农产品的开发力度，为游客提供丰富的 

旅游纪念品，增加游客的消费支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还能满足游客的 

旅游体验的需求 ，延长其停留时问，增加其满意度，吸引 重游。如可歼 

展纺线 织布、制陶、酉良酒等活动． 如葡萄园 开展葡萄采摘 品尝到葡 

萄洒的制作等～系列活动。 

3．抓好培训工作，提高服务水平。要进一步规范调整提高乡村旅游 

接待的整体水平，就要提高相关人员的整体素质．强化旅辨服务意识 
一 足J】lJ强对旅游知识的培训。大多数游客都希望同从业人员进行直接 

交流，了解一些旅游方面的基本情况。对旅游知识缺乏和不足，势必影 

响游客的整体感受。增强旅游知识培训，有利于旅游从、lk人员更好地了 

解 前旅游业发展的形势和趋势，进一步抓好只常管理和积累经验。 

是强化服务规范的培训。乡村旅游以“特色”吸引人，但这种特色是建立 

在规范服务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 没有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服务，特色 

就不可能存在。目前乡村旅游在服务上还存在诸多 规范的现象，各地 

要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加强这方面的培训，以规范的服务来引导和促进 

乡村旅游的发展。三是加强对奉地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培训 要认 

真挖掘，认真总结地方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 并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在这 

方面的培训，使乡村旅游与当地民俗风情和乡上文化实现有机结合，提 

高旅游文化- 位和服务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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