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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乡村旅游及其特点 

近 30年乡村旅游在世界范围 

蓬勃兴起。我国的乡村旅游虽然起 

步较晚 ，但 乡村独特 的魅力早 已引 

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和极大兴趣 。乡 

村旅游的特点有三： 

1．旅游客源市场明确。随着城 

镇化的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以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 

好、向往乡村清新古朴的田园风光 

和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的城市人 

群在不断增多。从地理区位上看 ，目 

前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者主要为城 

郊型旅游者和景郊型旅游者 ；但随 

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批依托连接 

城市或景区之间的便利交通到中心 

区位旅游 的乡村旅游者正在出现 ， 

并且队伍 日益壮大。 

2．旅游者注重参与。乡村旅游 

不仅是观光旅游，它还包括在乡村 

进行的运动休闲旅游、保健旅游、 

科学旅游 、传统文化旅游及民族文 

化旅游等专项旅游和复合型旅游 。 

在各种类型的旅游活动中，游客可 

通过直接品尝瓜果、蛋奶等农产品 

或直接参与种麦子、插稻子等农业 

生产以及养猪、养鸭、挤奶等农民 

家务，在体验民风民俗的基础上获 

得心理愉悦 、满足猎奇心 、丰富个 

性、增进与农民的友情、促进沟通 

和学习知识。 

村 旅游是建立在 乡村世界 的特殊 

面貌 、经营规模小 、空间开 阔和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的旅游类型。乡 

村性 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 的核心 

和独特卖点。因此在追求经济效益 

时不需把 注意力放在旅游景观吸 

引力的开发上 ，只需提供并保持一 

种传统 的 、完全 的乡村性 ，故开发 

难度小 ，成本低，投入少、产出多、 

建设周期短、设施服务面宽 、风险 

小 、投资回报率高，估算的投入产 

出比为：1：10。 

二、西部发展 乡村旅 

游 的优 势 

1．观念转变，政策扶持 ，条件改 

善。由于观念的改变，西部绝大多 

数 省区把旅游业作 为支柱产业来 

培育，并把旅游的发展植根于民众 

之中，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参 

与。同时旅游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近年来 ，国家在加快西部地区国道 

主干道建设 的基础上 ，重点实施 了 

西部开发大通道工程．，规划西部铁 

路基建投 资将 达 1000亿元左右 。 

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即将贯通 ，更是 

西部乡村旅游特别是青藏高原的 

乡村旅游如虎添翼。一批改建、扩 

建和新建的机场正在紧锣密鼓的 

进行 ，一部分 已投入使用。 

3．低成本 、低风险、收效快。乡 高。 

2．西部 自然景观丰富且品位 

西部 l2省 区市占据 了第一级 

— — — 皿 一  

阶梯的全部和第二级阶梯的绝大 

部分 ，地质条件的复杂多样形成了 

富积的“基础资本”：山脉纵横 、山 

川秀丽 、森林草原 、物产丰富 、河流 

众多 、戈壁沙漠 、自然风光旖旎且 

品位高。有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 

列入的世界 自然遗产项 目3个 ，联 

合国《生物圈保护网》项目6个，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44个和国家旅 

游度假区 2个。此外，还有许多省 、 

地和县级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和森林公园等。 

3．西部人文景观多样且有不可 

替代性。西部地区历史悠久 ，文化 

璀璨 ，古文化遗存积淀丰厚 ，孕育 

出了绚丽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仅 

列入联合 国《世界遗产名 录》的世 

界文化遗产项 目就有 8个和 国家 

历史名城 34个。在西部除拥有儒 、 

道、佛和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 

外许多民族还有自己的原始崇拜 

和宗教信仰，形成了长期和谐共生 

的多样宗教文化和多样社会文化。 

4．西部民族风情浓郁且绚丽多 

姿。民族风情是最能满足旅游者寻 

求差异 、开阔眼界 、扩大知识面 、满 

足猎奇心理并从 中获得悦美 的享 

受的旅游资源。西部有 5个民族 自 

治区，27个 自治州 ，少数民族人 口 

占2／3，除汉族外，55个少数民族中 

有 49个分布于西部 ，民族风情浓 

郁 。由此 ，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了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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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多彩的民族田园景观、民族聚落 

景观 、民族建筑景观 、民族农耕文 

化和民俗文化景观等。 

三 、西部“三农”问题 

与发展 西部 乡村旅游 

西部的“三农 ”问题 有其特殊 

性 ，主要是： 

1．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 

劳动力转移不仅对农户收入增长 

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有助于提高 

家庭 中其他 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和综合素质。有关资料表明，本地 

务农 、本地非农 、外 出就业对家庭 

收入 的边 际 贡献 分 别 为5．O8％ 、 

19．1％和55．1l％。我国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一是通过乡镇企业的 

就地转移 ；二是通过进入城市的异 

地转移 。但西部地 区，一方面 由于 

人口对土地资源的持久压力、现代 

化建设 占用大量耕地 、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等因素加大了西部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另一方面西 

部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后继乏力。同时 ，由于劳动力市场 

的制度性分割、城乡隔离的户籍制 

度屏障、教育等人力资本以及其它 

人为因素，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 

转移渠道不畅。这也必然导致在全 

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背景下， 

西部近年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2．西部农业结构单一，产业结 

构升级滞后。到 目前为止在广大西 

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薄弱、人力 

资源贫乏和自然环境恶劣等原因， 

其产业结构调整明显滞后，大量劳 

动力主要集中在效益低 、风险大的 

农业。因此，使农民与传统农业形 

成一种恶性循环的依附关系：一是 

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成为西 

部农民主要的劳作对象 ，而单一的 

农业结构为农民只能提供有 限的 

且较为单一的收入。二是由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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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单一性的收入，使西部农民观 

念更保守，风险最小替代了产出最 

大而成为他们的经营 目标。这种产 

业结构畸形的发展不仅不利于农 

业 自然的发展 ，也不利于工业和服 

务业等其它行业的发展。 

3．西部农村的非农化与城镇化 

水平低且质量差。研究表明，每 1％ 

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 

GDP增加O．50-0．85％；每1％的农村 

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 

费额提高O．19％～O．34％。世界城市 

化平均水平为47％，在一些发达国 

家已达~tJ75％以上 。我国东南沿海 

城市化水平达N5o％，而在广大西 

部地区城镇化存在诸多问题：一是 

西部城镇化水平低，2002年东部、中 

部 、西部城镇化率分 别为46．1％、 

32．9％、28．72％。许多居住在镇上的 

居民其基本生活条件和面临的问题 

在很多方面更接近农村地区；二是 

城镇体系不合理，西部城镇体系现 

状是除了大多数省会是特大城市 

外 ，大中城市严重不足，小城镇发育 

十分缓慢 ，规模参差不齐且分布不 

均，远没有像“长三角”、“珠三角”那 

样形成体系；三是城镇化质量低，城 

市基础设施 、交通和能源状况等落 

后，缺乏总体规划，土地利用率低。 

通过对乡村旅游 自身特点及 

西部发展乡村旅游优势的分析 ，不 

难看出，发展乡村旅游对西部许多 

地区而言 ，可加快农村经济结构 ， 

从而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 

化 ，为解决西部“三农”问题开辟一 

条新的途径 ： 

1．发展 乡村旅游有助于实现农 

业剩余 劳动力的“内部消化”。我国 

正处在 “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的 

阶段，这将使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 

的趋势加速 ，农民的非农化面临新 

的困难 。发展 乡村旅游 ，可就地扩 

大农业人 口就业容量 ，解决非农化 

难题 。这是因为 ，旅游业属于劳动 

密集型为主导的服务性 产业 ，就业 

比为1：5；其次 ，旅游业就业门槛 

低，旅游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总体上 

向初级技能劳动者倾斜 ；再次，劳 

动就业培训成本较低，据测算旅游 

业 安排 就业的平均成本要 比其 他 

经济部门低36-3％。因此 ，发展乡村 

旅游不仅有利于剩余劳动力“内部 

消化”和非农转移 ，而且本着一切 

为“农”的理念 ，大作“农”和“土”的 

文章，增加农民收入。 

2．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拉长农 

产品增值链，改善西部传统农业结 

构。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将现代旅 

游业向传统农业延伸，化解这一问 

题 ：一方 面 ，旅游 者对食 、宿 、行 、 

游、购、娱等直接相关的六大要素 

为核心的农产品和服务产生需求 ， 

农 民通过农产 品和劳务的提供直 

接受益 ；另一方面 ，开展 乡村旅游 

的农民和农村把传统的耕地 、除 

草、收割庄稼等农业生产活动转变 

为劳务和旅游产品，传统的喝茶、 

喝酒 、唱歌跳舞已转变为具有民俗 

民风的文化旅游产品 ，传统 的初级 

农产 品转变为具有特色的土特产 

或旅游商品。通过农业和旅游业的 

有机结合，扩大农业生产的经营范 

围 ，拉长农产 品增值链 ，调 整和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 

值 ，形成新型产业。 

3．发展 乡村旅游有助于西部农 

村推进“全面小康”社会 的建设。广 

大西部 ，一方面随着人 口增多 ，人 

均耕地面积或牧场减少 ，另一方 

面在小规模经 营和务农 比较利益 

下降的情况下 ，农民缺乏增加农 

业投资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很难 

建立有效 的农业 积累机制 。无论 

在经济较发达的成都平原、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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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河西走廊等经济区域 ，还 

是在经济落后的黄土高原 、云贵高 

原、青藏高原等经济区域 ，传统农 

业改造缓慢 ，农业集约化 、产业化 

水平低 ，生产规模小 ，致使农业生 

产成本居高不下。在匈牙利 和波兰 

等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北京 、上海 、 

广州等相对 发达地 区发展 乡村旅 

游的成功经验表明，乡村旅游在短 

期内有效克服和缓解农村资金供 

给严重不足这一症结 。一是乡村旅 

游以传统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风 

景 、物产及乡村生 活为旅游 吸引 

物，不过多依赖资本，较少使用专 

门接待服务设施 ，提供的旅游产品 

是传统、原生的乡村生活和环境， 

土地利用方式 以农业 、林业 和 自然 

占地为主 ，在短期内有效缓解农村 

资金供给不足；二是随着乡村旅游 

的发展 ，在市场 的导 向下 ，带来 大 

量的人流 、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 ， 

实现以游促贸 、以游结友 、以游招 

商和就地创汇 ；三是随着乡村旅游 

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将有效促进城 

乡旅游一体化，使之成为资源、环 

境和市场共享，优势互补 ，良性循 

环。可见，发展乡村旅游，使西部农 

业由“散而弱”向“大而强”转变 ，并 

在此过程中，使农民向城镇持续、 

稳定 、永久性转移，使城乡二元结 

构向城乡一元结构转化 ，加速西部 

地 区 的非 农化 和城镇 化进 程 ，从 

而，从根本上解决西部 “三农 ”问 

题，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四、开发 西部 乡村旅 

游 的 思路 

西部乡村旅游的开发应在突出 

“乡村性”的基础上 ，结合乡村旅游 

的特点 、西部的优势及“三农”问题 

等因素综合考虑，强调西部乡村旅 

游产品、商品和劳务开发的主体多 

元化、突出乡村意象和构筑旅游大 

品牌，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三大效益： 

1．以市场为导向，科学规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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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开发。乡村旅游景区规划要具有 

宏观和微观思考 ，即宏观上以大农 

业资源为依托，以区域内现有乡村 

自然文化景观为基础，建立综合性 

乡村旅游业 ，维护和美化农业性乡 

村 自然景观风貌 ；微观上要因地制 

宜，选择合适项 目，增强农民的广 

泛参 与。因此 ，政 府特别是中央政 

府应继续 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 的 

投 资力度 ，如解决“交通”瓶颈 、增 

强通达性。由于乡村旅游的接待主 

体是以村组为单位的集体或以一 

家一户为单位的农户 ，因此在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中，政府、集体(企业) 

和农户三位一体，以旅游市场为导 

向，以大农业和旅游业为依托，沟 

通农业 、农民和农村与旅游市场的 

有机联 系 ，多元开发 ，共 同将 乡村 

旅游这快蛋糕做“大”、做“强”。 

2．突出形式多样的乡村意象， 

赋 予旅 游六大要 素新意。乡村意象 

是乡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 

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 

图象”，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开展乡 

村旅游 的一项无形资源和动力 ，主 

要表现为乡村环境意象和乡村景 

观意象。乡村意象要求乡村旅游产 

品、商品和劳务应挖掘乡村文化内 

涵 ，通过一种整体氛围营造体现特 

有的乡村意象。而这种整体氛围的 

营造，一是必须赋予乡村旅游六大 

新要素 ：吃 ，由传统旅游的宾馆化 、 

固定程式化、高档化转向家常化、 

消遣化和土特化 ；住 ，由“星级”宾 

馆向清洁、卫生 、舒适 、功能齐全的 

“无星级”农舍转化 ；行 ，一要快捷 ， 

二要修筑与周 围景观相协调 的道 

路 ，三要因地制宜的选择区内道路 

运载工具 ，畜力 、人力、自然力齐 

上 ，突出地方特色 ；娱 ，利用 民俗文 

化等资源，开展健康活泼 、适于游 

客参与的自娱自乐项目设施；购， 

突出商品的观赏价值、纪念意义、 

发展具有 当地特色或 民族特色 的 

旅游商品和土特产。游，不断提高 

层次，增加活动内容。二是尊重游 

客选择和兴趣，开发游客参与、融 

人和可操作的独具乡村意象的旅 

游项目。三是树立包括工业、农业、 

科技 、基础设施在 内的大旅游观 ， 

提供优质服务。 

3．打造西部 乡村旅游地品牌， 

实施 大品牌战略 ，构造旅 游大板 

块 。品牌具 有使旅游产 品突出个 

性、增加附加值 、开拓市场和高亲 

和力等功能 ，且旅游地品牌成为21 

世纪旅游业竞争的焦点 。乡村旅游 

作为带动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龙 

头产业 ，应实施 大品牌战略 。既充 

分利用城市 的“扩散效应”，又充分 

发挥西部乡村本身的特点 ，构造游 

客前往某地旅游的主要吸引源 ，发 

展旅游地品牌。西部乡村旅游地 品 

牌的构建途径除加大营销投入外， 

围绕主题品牌进行资源开发整合， 

在资源开发整合过程中，加强区域 

板块构造。如将西部作为一个大板 

块或分为西南、西北两大板块，使 

乡村 旅游资源 和旅游产业在一定 

空间内协调发展 ，烘托 出旅游地 品 

牌。再如，西北5省虽在不同程度上 

都存在着相对落后的一面，但同时 

都拥有西部大开发国家经济政策 

向西部倾斜 、退耕还林还草等共 

性 ，以及 由于地缘关系和共同文化 

历史导致 的资源类似性 ，所有这 

些 ，为构建西北旅游板块提供 了 

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乡村旅游地 

品牌下开发 系列产品品牌和企业 

品牌等 ，实现 乡村旅游地品牌为 

主导和核心 ，兼顾其他相关系列品 

牌的开发与发展。 

(作者单位 ：西北民族 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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