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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使得乡村旅游蓬勃发展，那么乡村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经营成了乡 

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对乡村旅游内涵的认识，提出了开发 乡村旅游商品的意义，再通过对我国乡村旅 

游商品开发现 状以及 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 ，并总结 国内外 乡村旅 游商品 开发模 式 ，和经验 的借鉴 ，提 出 了开发 乡村 

旅游商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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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环境的影响 

乡村旅游是指利用农村的农业资源和人文资源，以整个 

农村景观、农事活动和农业生态系统 ，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品 

尝、习作、体验、健身、科学考察、环保教育、度假、购物的一种 

新型的旅游开发类型。 

2006年，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 ，确 

定了“新农村 、新旅游 、新风 尚、新体验”的宣传主题 ，并把 

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由此，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对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农民就业增收发挥了积极作 

用。这其中乡村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经营，无疑是乡村旅 

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能丰富乡村旅游的内容，使 

许多农副产品彰显了其产品的多功能性 ，进而提高了乡村旅 

游的附加值，并且可以提升整个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 

二、乡村旅游商品概念与分类 

(一)乡村旅游商品概念 

现在对于乡村旅游商品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确定含义．本 

文认为：乡村旅游商品是指伴随乡村旅游而产生的、供消费者 

购买的、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商品。 

(--)乡村旅游商品分类 

1．周拥平提出，乡村旅游商品分为两个层次：反映传统 

文化的初级旅游商品和体现整体现代化水平高级旅游商品。 

2．魏小安提出，乡村旅游商品分为四个层次 ：旅游工艺 

品和旅游纪念品；日用消费品；小额贸易；旅游装备工业 

这种分法对传统分法的两大突破：一是旅游商品的购买 

主体既可以是旅游者，也可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旅游企业：二 

是旅游商品既可以满足购买者 自身的某种需求．也可使其从 

中获取利润。 

3、总结以上分类。可分为物化商品与非物化商品两类．本 

文着重指物化商品；其中物化商品包括特色农产品、民间工艺 

品、农村生产生活用品及文体表演用品、道具、服饰等。 

三、开发乡村旅游商品的意义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合理转 

化，即实现由一产向三产的转移、进而实现乡村农业与旅游业 

的一体化发展；乡村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与经营，扩大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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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就业机会，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提高了农副产品的附加 

值；乡村旅游商品的开发 ，复苏了一大批流传于乡村、濒临灭 

绝的民间工艺、手艺、绝活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传承和 

宏扬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乡村旅游商品能激发游客的消费， 

而作为“吃、住 、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一体的旅游业，“购”占 

很大的一部分，能够提高当地旅游收人，促使旅游业的发展。 

四、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现状 

(一)绝大多数乡村旅游商品没有品牌；多数乡村旅游商 

品特色不够突出 

多数乡村旅游商品的加工与生产者缺乏品牌意识，不注 

重品牌建设、不重视对已有品牌的宣传与保护。民间工艺品和 

农村生产生活用品类商品，特色突出；而农产品类乡村旅游商 

品，其特色对多数区来讲雷同较多。 

(--)乡村旅游商品的销售发展趋势良好，增速快，而且销 

售覆盖全国并出口到国外 

在各类乡村旅游商品的销售规模及其发展趋势方面．以 

特色农产品类为规模最大，并占有绝大部分的乡村旅游商品 

销售市场，销售规模排在第二位的为民间工艺品类，发展迅 

猛、趋势良好 ；农村生产生活用品类在乡村旅游商品的销售中 

所占比重较少。在民间工艺品中，比如木雕、织锦销售覆盖全 

国，并 出口到 国外 。 

(三)生产与销售的季节性较强；多数商品的生产规模较 

小．以松散的农户生产加工为主 

民间工艺品和农村生产生活用品类商品，其生产与销售 

基本不存在季节性问题；而农产品类乡村旅游商品则受各 自 

不同商 品的成熟期等方面的影响 ，季节性较强 。在农 村生产生 

活用品的生产中，主要是企业化生产加工，比如成都郫县的郫 

县豆瓣酱。而民间工艺品和农产品类商品以松散的农户生产 

加工为主。 

(四)销售方式多样化；少数乡村旅游商品有广告宣传 ，多 

数商品包装欠佳 

在农村生产生活用品的销售中，基本都有店铺销售．形成 

以批发、零售兼备，自销为主，并都有网络销售，而民间工艺品 

和农产品类商品，少数商品有店铺销售 ，批发、零售兼备．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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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商品的团体采购，既有 自销，也有代销，少数商品有网络 

销售 。 

在农村生 产生活用 品的销售 中，只有 20％左右 的企业 进 

行广告宣传 ：基本无包装，而在民问工艺品和农产品类商品， 

少数商品有广告宣传．基本都有相应的包装。 

五、开发 乡村旅游商品面临的 问题 

特色是旅游商品的生命 ，同样也是乡村旅游商品的生命。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商品的开发力度还不够 ．高层次、高科技 

的农产品较少，开发和销售大多没有形成体系。 

(一)绝大多数农民对开发乡村旅游商品认识不到位 

在绝大多数农民的意识中，主动开发乡村旅游商品，或将 

现有的旅游商品做大做强的观念还是很薄弱。旅游商品的研 

发前景还未被大多数农民所认识，这是制约农户发展乡村旅 

游商品生产的本质因素。 

(二)开发启动资金短缺、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一 些农民有深入开发乡村旅游商品的设想 ，然而缺乏启 

动资金．这是制约农户发展乡村旅游商品生产的关键因素。政 

府对乡村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引导和扶持力度不 

够。不能为农户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也是乡村旅游商品发展 

缓慢的又一原因 

(三)缺乏科学开发与管理；缺乏行业管理，缺乏知识产权 

的法律保护：乡村旅游商品规划缺失导致缺少地方特色 

乡村旅游商品开发缺乏统筹规划和宏观指导。这直接影 

响到乡村旅游商品市场发展的后劲。当前情况是，旅游纪念品 

开发仍处于小作坊式的自然发展状态。 

缺乏行业管理，商品质量参差不齐，价格无序；从业人员 

的基本素质偏低，一些乡村旅游商品的生产经营者“跟风”、模 

仿、抄袭现象严重；使得一些富有特色的、原创的乡村旅游商 

品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还有大多数城市或地 

方都未制订过有关乡村旅游商品的总体规划 ，再加上地区问 

的交流不足，导致许多乡村旅游商品开发的“各自为政”，重复开 

发，雷同现象严重，而不具特色，致使其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四)品种少，乡村旅游商品包装差，档次不高难以满足游 

客需求，缺少旅游商品销售场所 

现在我国大多数乡村旅游商品都有包装，但因为资金、生 

产规模、生产力水平等各方面的制约，使其包装差，档次不高， 

甚至规模小 ，经验少 ，商品工艺水平低，商品种类少，甚至缺乏 

“旅游”属性不能激发游客消费。不论在城里，还是在乡村，均 

缺少相对集中的乡村旅游商品的专卖市场，农 民或企业生产 

的乡村旅游产品不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向外来游客展示。 

六、开发 乡村旅游商品的对策—— 总结国内外 乡村旅 游 

商品开发模式 。以及经验借鉴 

(一)保护“原汁原味”与新内涵、新商品的“双管齐下” 

纯正朴实的乡土风情、独特的民间艺术，是乡村旅游商品 

的生命，是乡村旅游商品生存 、发展的根本。这就要求它的制 

作工艺、风格要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并对其传统工艺进行 

保护，给予政策的扶持，鼓励“新生命”的加入，将正宗的手艺 

传承下去 ．且政府应给予适当的扶持。往往一件“原汁原味”的 

乡村旅游商品会唤起长辈对 自己童年的回忆；引发青少年去 

了解乡村—— 一个市民比较陌生的环境及其风土人情的兴 

趣。这也是它作为商品吸引游客驻足、购买的因素之一。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开发新商品， 

来满足游客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乡村旅游商品亦如此。“原汁 

原味”是乡村旅游商品同一般商品的竞争优势，但如果一成不 

变，人们会逐渐降低对它的购买欲望 ，需求量将 日趋萎缩．最 

终不得不退出市场。所以，面对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原汁原 

味”是第一代乡村旅游商品的卖点，那么“融入新内涵、推出新 

商品”，则是第二代乡村旅游商品开发的重点。 

(二)乡村旅游商品的特色问题：个性化、差异化开发 

个性差异是任何一个商品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具体 

到乡村旅游商品，首先要具备旅游商品的“三性”和“三风”．同 

时要着重突出“乡村”这个主题，挖掘各地乡村特色，展示在所 

有旅游商品中，乡村旅游商品的独特魅力、价值，从而打造出 

自己的品牌 。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 ，同为乡村旅游商品，各地问也要 

突出差异。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现有资源，进行各地乡村 

旅游商品的定位，不可盲目模仿它地的乡村旅游商品特色、经 

营模式。 

(--)乡村旅游商品的参与体验性开发 

1．参与乡村旅游商品的生产、制作过程 

首先让游客现场参观制作过程，充分调动游客的好奇心 ． 

使其对乡村旅游商品产生兴趣。然后，为游客提供“实践”机 

会 ，亲自参与制作，用亲身经历诠释自己理解的乡村旅游。另 

外，为了吸引回头客、提高复游率 ，我们还可以在参与过程中 

设立奖励制度，主要是给予名誉上的奖励。 

这样既挖掘了人们的创造灵感，使其最大限度的投入到 

参与过程中，又能让人们在轻松中体验到自己的创作意义．满 

足人们 的心理需求 。 

2．创办网上论坛、广 开言路 

设立官方论坛网站，在论坛上介绍每个乡村的风土人情、 

民俗、现有资源、工艺等，配备专业的网络管理人员负责维护、 

搜集、整理回帖，重点搜集对现有乡村旅游商品的意见、建议、 

乡村旅游商品开发设计方案、对乡村旅游商品感兴趣、有意洽 

谈合作意向的投资商等等。这样既可以集思广益。有助于准确 

把握人们的需求，完善、创新乡村旅游商品的开发，还可能争 

取到投资。同时，为具有双重身份的人(既是游客，又是商人) 

在消费的同时，找到赚钱的商机 ，这将推动乡村旅游商品的良 

性发展 。 

(四)加强乡村旅游商品知识性 

1．消费者的求知欲 

旅游商品是经济与文化的载体 ，而文化是旅游商品的灵 

魂。消费者希望对 自己买下的乡村旅游商品有更多地了解。这 

样可以在每件商品的包装里附上一份关于上述内容的介绍 

(以中、英文结合的形式)，增加乡村旅游商品的文化底蕴，提 

升商品的档次，从而获得更可观的收益。同时，对于比较贵重 

的乡村旅游商品，还要附上质量认证书。一方面是为让消费者 

放心购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以劣质品欺骗消 

费者 ，扰乱乡村旅游商品的市场秩序。 

2．开发、经营乡村旅游商品需要知识 

(下转第 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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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 、财产等传统道德的藩篱，把人本身的价值作为择偶的根 

本标准。她对公爵的求婚无动于衷，却倾心于代替公爵的“男 

仆”，她义无返顾地摔出自己的肖像，大胆主动地向维奥拉求 

婚。她的言行中无处不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最富有个 

性的要算是《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她是维护女性尊严，坚 

持个人独立，要求两性平等的典范。她认为“人们的丈夫气概， 

早已消磨在打恭作揖里 ，他们的豪侠精神，早已丧失在逢迎 

阿谀里了；他们已经变得只剩下一条善于拍马吹牛的舌头；谁 

会造最大的谣言，而且拿谣言来赌咒，谁就是英雄好汉”(四幕 

一 场)。她甚至想到过以终身不嫁来向夫权挑战：“一个女人要 

把她的终身托给一块道旁的泥土，还要在他面前低头岂不倒 

霉!” 

三、对友情的忠诚 

如果说爱情要去追求和获取，那么友情则需要奉献与施 

与。莎士比亚四大喜剧中的女主角不仅对爱情忠贞，而且对友 

谊忠诚。 

鲍西亚热情慷慨，仗义疏财。当她得知丈夫的朋友安东尼 

奥由于向犹太人夏洛克借债 3000元，延约误期，面临对方割 

肉之险的时候，她当机立断，催促丈夫带上大于欠款二十倍的 

资金赶往威尼斯。“万万不能因为巴萨尼奥的过失，害这样一 

位好朋友损伤一根毛发。先和我到教堂里去结为夫妇，然后你 

就到威尼斯去看你的朋友；鲍西娅决不让你抱着一颗不安宁 

的良心睡在她的身旁。你可以带偿还这笔小小借款的二十倍 

那么多的钱去；债务清了以后，就带你的忠心的朋友到这儿 

来。”(三幕二场)那是鲍西亚的新婚之夜，她却让自己的丈夫 

去救朋友。“我的侍女尼莉莎陪着我在家里，仍旧像未嫁的时 

候一样 ，守候着你们的归来。”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胸怀啊!为 

防不测 ，她又亲自出马 ，女扮男装成为法学博士赶赴威尼斯 ， 

在法庭上与夏洛克斗智斗勇，终于使安东尼奥化险为夷。贝特 

丽丝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堂妹西罗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时候 ． 

其丈夫克劳迪奥受蒙骗污蔑西罗“放荡不贞”．使西罗蒙受不 

白之冤，昏倒过去。贝特丽丝坚信堂妹的贞洁，当即严辞怒斥 

克劳迪奥这是“诬蔑，信口诽谤，破坏她的名声”。她怒火中烧， 

“上帝啊，但愿我是个男人!我要去市场上吃下他的心。”(四幕 

一 场) 

作为人文主义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对于女性地位的思考 

与肯定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他笔下的女 

主角形象非常漂亮，而且具有超常的才能和高尚的品质．把女 

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唤起，真实地再现在我们面前．体现了社会 

的进步与文明，表达了人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实现人文主 

义目的的美好梦想。他肯定女性的智慧，讴歌女性的美德 ．赞 

美女性不畏强暴勇于追求的气概。他为重新认知女性．改变女 

性的生存空间，贡献了他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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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品，注册商标是非常有必要的。凡正规渠道出售的、具 

有一定规模和品牌效应的乡村旅游商品，都要贴上统一的注 

册商标、防伪标识，以保护其知识产权。 

作为商品，定价也是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科学合理的定 

价，是商品能够在保证利润的同时，长期发展的要素之一，要 

从成本导向、需求导向、竞争导向等因素中权衡利弊．并结合 

具体的实际情况定价。 

(五)打造乡村旅游商品品牌意识 

民间卧虎藏龙 ．其间不乏民间绝活的传人，但传统的民间 

手艺正濒临失传的威胁。主要是这些在没有开发成商品时，人 

们对其缺乏了解，认知度、认可度都低，导致价格低，甚至无人 

问津。因此，收人少，迫使很多艺人将手艺扔下转行，导致最后 

失传。 

这就要求必须打造乡村旅游商品自己的品牌。品牌代表 

着卖方对买方一种对于质量、服务、诚信、文化等方面的承诺。 

乡村旅游商品要想做出品牌，要成立专门组织，融入现代化的 

管理理念，连锁的经营模式，并加以现代的宣传方式，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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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商品的网站、举办大型宣传活动等的营销策略。具体 

包括：注册商标、制定防伪标识；商品包装 ：不同类别的乡村旅 

游商品应有不同的包装 ．其中包括包装的图案、形状、材料、文 

字说明商品性能的信息等。而且，包装要与商品风格相统一． 

如价值、质地等。无论是包装材料的选择，还是包装的艺术设 

计，都要体现出商品的特色、价值与品味；售后服务；多种渠道 

营销 ：包括加工现场 、乡村旅游商品专营店(包括免税店)、展 

销会、网上购物，挖掘、借助或创办节庆等大型活动，扩大宣传 

与影响力 ．使活动与乡村旅游商品相互借势，从而彰显品牌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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