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辽 宁 省 社 会 主 义 学 院 学 报 
，0URNAL OF LIA0NING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总第2l期 

乡村旅游特征及发展对策探讨 

史宝华 

(渤海大学 辽宁 锦州 1 21003) 

摘 要 ： 乡村旅游具有模式 多样化的特征 。突出田园特 色，保持 乡土原味 ，是发展 乡村旅游的基本要 义。 乡村旅游具有以城 

市居 民为主 的客源特 点，注重游 客的参 与性 、体验性 休 闲性是 发展 乡村旅游的重点。 乡村旅游具有邻城傍景 等景 区分布特 

点 ，发展 乡村旅 游要 与其他景 区建设、小城镇建设、 农村扶贫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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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风光和活动为吸弓I物、以城市居 为 

目标市场 、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lul归自然等为目的的一种旅 

游方式。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其住旅游业中的产业关联 

带动、吸纳当地就业和促进改革开放 、脱贫致富等 多方面，都 

能够发挥独特而 著的作用，是推动广大农 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近些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发展迅速，尤其是各大中城市近郊的 

乡村旅游增长速度很怏 ，乡村旅游的发展已终凸 出自己独特的 

内涵。分析乡村旅游的特征，探讨 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对于促 

进 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 乡村旅游及其特点 

乡村旅游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依托景1)(开展，以家 

庭接待为主，融入了一 乡情活动的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住发展 

过程中，表现出形式多样的特点。突出田同特色．保持乡土原味， 

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要义。 

以绿色景观和田同风光为主题的观光型乡村旅游．在很大程 

度上迎合了现代旅游最流行的“十态旅游’’．以农庄或农场旅游为 

丰．包括 “住农家屋 、吃农家饭、千农家活 、享农家乐”的休闲 

农庄 、观光果同、观光采摘同、茶同、休闲渔场、农业教育同 、农 

业科普示范同等。这类体现休闲、娱乐和增长见识为主题的乡村 

旅游．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城市人的目光，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 

当前．以 俗文化 、 族文化及乡土文化为主题的地域风情 

乡村旅游正在必起。我国许多地1)(的 族村寨少数 族风情具有 

原始、古朴 、神秘的特色，不少地 的少数 族还处于自给 自足 

的自然经济状态，保留着 r百 沿袭下来的 风习俗．这些 族 

村寨保留下来的 族的服饰 、饮食 、居住 、婚礼、丧葬 、礼仪等 

风俗，以及建筑风格等都别具一格．以及以备节、端午 、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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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问传统节庆活动为内容的乡俗节庆旅游等等对城卫人都极具 

吸引力。 

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经营者往往容易从自身的角度去理解 

城市游客的需求。农村人向往城市十活，经营者往往把城市化作 

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目标，结果欠去了独居魅力的地方特色和自身 

特色。而城市人恰恰希望能够享受到原汁原味的农村本色 活， 

这与经营者的理解刚好错位，既劳神费力，又削弱了景1)(的特色 

和吸引力。 

冈此．对 乡村旅游的开发．要注意保持乡土本色，突出田同 

特色，避免城市化倾向。乡村旅游的投资商在开发中要注意对原 

汁原味的乡村本色进行保护。冈而对 乡村旅游开发要加强科学引 

导和专业指 导．强化经营的特色和差异性，突出农村天然 、纯朴． 

绿色 、清新的环境氛同，强调天然、闲情和野趣，努力展示乡村 

旅游的魅力。冈此．乡村旅游的开发必须依赖于1)(域 自然景观和 

农业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 

“越是自然的 ‘越是人类的，越是 族的 ‘越是世界的”．这 

一 指导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思想原则住发展乡村旅游中．应当得到 

最充分的体现。我国的乡村旅游不能只停留住观赏的层面，必须 

走与十态旅游 、文化旅游卡H结合的道路 ，营造良好的十态环境 ． 

挖掘 族文化中丰富的营养． ‘能持久而必旺地发展。 

二、乡村旅游的重点 

乡村旅游具有以城市居 为主的客源特点 ，注重游客的参与 

性 、体验性 、休闲性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点。乡村旅游的客源目 

标市场是城市居 。当人们住纷繁嘈杂的城市卫 活久了，会很 

想到乡间去走一走．呼吸一下那卫的新鲜窄气，体会一下 “返璞 

归真，lul归自然”的感受。城卫人来到乡村．小住几H．可以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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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松地观赏乡村的lII水野景．享受大 自然的宁静，拉近人与自然的 

离，悠闲地品味湖光III色．感受从树DI‘上滴落的宁静，静观自 

然景物的无穷变化带给他们的轻松和乐趣。 

游客可通过直接品尝农产品f蔬菜瓜果 、畜禽蛋奶 、水产品等) 

或直接参与农业 产与乍活实践}壬动(耕地 播种 、采摘 、垂钓 、 

烧烤等)，从中体验农 的牛产劳动和乡村的 风 俗．并获得相 

关的农业乍产知识和乐趣。通过感受农家的乍活，从中体会劳动和 

收获的喜悦，使自己的身心得到休息和调整。 

乡村旅游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行为，客源主体是受教育水平 

较高．经济条件也很好的人群。参加乡村旅游的国内游客，绝大多 

数是为了调剂家庭的假 日 活。故普遍为近地旅游，山游的时间也 

都比较短．一般是一至两天。他们选择乡村度假，不是为了收费低 

廉。而是在寻找曾经欠落了的净化窄问和尚存的淳厚的传统文化氛 

隔。他们参与农业劳动追求的是精神享受而不是物质享受。 

三、乡村旅游的分布特点 

乡村旅游具有邻城傍景等景l，(分布特点 ，发展乡村旅游要与 

其他景I)(建设 、小城镇建设 、农村扶贫相结合。乡村旅游具有依 

附住著名风景 的边缘 域 ，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与 

老少边贫地Ⅸ相伴随的特征，即具有非独立性特征。不能把乡村 

旅游理解为是一种纯粹的农业资源开发，而应与 域内其它经济 

开发结合起来。 

乡村旅游具有依附在著名风景1)(的边缘1)(域的明 特征。我 

国著名的风景名胜Ⅸ大多处于乡村的包同之中．也是我国乡村旅 

游业开展最早的地IX。最1)(周隔的农 住 助景 ⋯林保护、涌 

入景1)(经商、供给旅游消费物质 、建立廉价的接待设施等过程中． 

培养了浓郁的旅游意识和绛商意识，逐渐独立发展起乡村旅游业。 

乡村旅游开发要与其它旅游开发卡H结合。乡村旅游具有对毗 

邻著名风景Ix=的依附性，冈此，要与 域内其它旅游资源和旅游 

景点的开发结合起来，借助已有旅游景点吸引客源，以形成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 

乡村旅游开发要与旅游保护和打造牛态个性相结合．走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在 乡村旅游开发中要注意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蒯，防止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坚持 “保护第 

一

， 开发第二”的原则．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乡村旅游具有在老少边贫地1)(开发的特征。我国的乡村旅游 

比发达国家开展得晚，但是．我国旅游扶贫政策的提出却早于发达 

同家对农村旅游业资助的政策。冈此，在我同特殊的旅游扶贫政 

策的指导下．我国住发展旅游业的目的中，以旅游业带动国家和 

地Ⅸ 济的振必是第一位的。 

老少边贫地I)(多为⋯I又．缺少发展第一 ．二产业常规 济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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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又不具备交通【)(位的优势．多是工业文明尚未辐射到或感 

受极微弱的地1)(。如云南的芦沽湖地I×=．广两桂林的阳朔渔村、龙 

胜各族自治县的平安村 ．井冈I JI的拿III盆地地 等。这 地lx=保留 

着近乎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淳厚、完美的 

族习俗。原始的自然 态与人文 态景观 、原始的乡情 俗．构成 

一 个个特色浓郁．带有极强的文化与 态色彩的乡村旅游地。 

乡村旅游开发要与对老少边贫地 的扶贫致富相结合。开发 

乡村旅游可增加旅游就业机会，住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压力．提高农 的经商意识 ．增加I农 的经济收入。 

乡村旅游具有在城市边缘地Ⅸ发展的特征。目前．城市旅游 

资源的开发已近极至．各旅游 “热点”的发展几近饱和．过载的 

旅游流加重了景 负担。冈此 ．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向外分流，减 

轻景lx=压力。过热的城内景lx=要向外 “散热”．发展城市边缘地 

的乡村旅游，这是分散城市旅游热点的最佳策略。 

在大都市发达的工业文明辐射下，郊lx=已进入现代农业文明阶 

段。现代农村聚落最观 、科技农业最观、融入现代美观念的各种 

观光农同，以及美化了的自然环境构成大都市郊lx=的农业观光特 

色。具有可依托的旅游消费城市仍然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1)(位优势表现为直接面对就近大城市居 的周末度假、 俗佳 

节庆典活动等需求稳定而庞大的客源市场 。嗣绕开展乡村旅游活 

动的旅游Ix=，至少要把一个大中城市作为其一级客源市场，在lx= 

位上要求交通方便，与市lx=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连接 ，设置 

乡村旅游专线，有公共交通工具为市 出行提供便利。 

目前我国发达地lx=的大中城市近郊多有这种新型旅游I父。例 

如，大连两郊度假村 、大连凌水农场 、冰峪沟度假村等。乡村容 

大，承受力强。可以疏解旅游热点城市的游客压力。乡村旅游能 

充分满足都市游客走进自然 、求新求异的旅游需求，缓解都市 

压力。随着乡村旅游进一步开发．将会更新人们的旅游观念，为 

旅游业的发展开拓新领域为开展 态旅游创造新的前景。 

冈此．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乡村旅游的开发要与 

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要将 乡村旅游的 

开发纳入到各级旅游总体开发规划之中。小城镇的建设要按照旅 

游城镇的风貌进行规划 ，使小城镇本身产牛对游客的吸引。也可 

以依托小城镇发展 乡镇企业 、旅游商业 ．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 

游纪念品的牛产等．实现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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