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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 new travel style that sprang up in our country in the last 10 years． It is an eCO- 

tourism activity．which takes the tourism resource of taral areas as the attraction．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 

rant component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an 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is century， and also it is a 

strong impetus in promoting the rur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 ce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nomy．First- 

ly，it Can cre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increase the income of peasants．Secondly，it Can give strong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related industry and improve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Thirdly，it Can 

promote farmers’awareness of market economy an d renew their conception，thus benef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Finally，it is beneficial to protect traditional rural landscape，rural culture and rural ecologi- 

cal environment，and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e elemen- 

tary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its economy．Firstly，better geo- 

graphical position such as the perimeter of cities or scenic areas， an d a lot of markets shares are necessary． 

Secondly，the special tourism resource and better ecological environm ent must be attractive to tourists．Final- 

ly，governmental support an d farmers／participation are also required． 

The mut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 d economy has its strong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tial value．It helps to solve the three problems in agriculture that some regions in Our country face， 

an d also to achie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mut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economy，six pattems are put forward．At last，with respect to the types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the rural tourism is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Th ey are rural nature lan dscape tourism， 

the agriculture tourism， fo culture tourism， coun try settlement an d building tourism． And on the basis of 

these four types of rural tourism，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rural tourism；rural economy；development pattem 

提 要：乡村旅游是新世纪我国农村发展和旅游产 

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本文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意 

义和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在 

此基础上，作者提 出了促进两者互动持续发展的模式， 

并提出不 同类型的 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及 其与农村经 

济互动持续发展相应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 ：乡村旅游 ；农村经济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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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众多的国外学 

者对乡村旅游与乡村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 

研究㈣，我国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乡村旅 

游的概念、乡村旅游的需求、地方乡村旅游的开发等方面， 

而对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模式研 

究较少。为了保持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作者 

对两者互动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模式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 

了研究。 

1乡村旅游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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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明等：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探析 

1．1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旅游业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需要宾馆、旅 

行社、交通、邮政、电力、购物等配套设施为其服务，这些 

设施都将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来支撑运作，这就为农村地区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民不但从旅游就业中直接获得收 

入，同时通过观光农业的旅游开发，为旅游者提供观赏、品 

尝、购买、娱乐、疗养、度假等系列服务，提高了农业的比 

较效益，增加了一般农产品不能实现的观赏、娱乐价值，可 

获得高额经营收入。 

1．2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改善农村产业结构 

长期以来因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我国农村资源粗放利 

用，生态破坏严重，第二、第三产业落后，新兴产业缺乏。 

因此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旅游 

业是一个需要许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才能发展的产业，反过 

来它又可促进和带动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因此发展乡村 

旅游无疑会带动农村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文化娱乐 

业、旅馆业以及旅游商品、纪念品加工业的发展，形成 ‘一_ 

业带百业，一业举而百业兴”的联动效应，推动农村第二第 

三产业的发展。 

1-3促进当地居民市场意识增强和观念的更新，有利于农村 

经济的发展 

广大旅游者的到来，带来了发达地区的商品流、人流、 

信息流、资金流，城镇居民把现代化城市的政治、经济、文 

化、意识等信息辐射到农村，促进了当地居民的意识观念、 

生活习俗的改变和演绎。现代市场经济意识、文明开始占据 

了人们的头脑，并激发了人们求富、求新、求文明等新的追 

求。 

1．4有利于加强传统乡村景观、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不仅直接提供经济手段使保护措施得以实施， 

同时通过其自身的活动促进、刺激了传统乡村景观、文化和 

环境保护柳。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和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 

人们就会认识到传统乡村景观、文化与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 

也是一种生产力，从而就会主动地保护传统乡村景观、文化 

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加强环境建设。 

2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2．1区位优势和客源优势 

乡村旅游开发一般应选择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名胜区的周 

边地带。城市近郊由于交通便利，客源稳定，区位优势明显， 

因而适宜发展乡村旅游；而在风景名胜区的周边地带，由于 

有风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有风景区大量的客源为基 

础，因而也便于发展乡村旅游。一些既无区位优势又无客源 

基础的地方，若盲目地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则很难受到预期 

的效果。 

2．2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 

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清洁、优美的空间环境是乡村旅游发 

展的基础。因为乡村旅游产品需求的形成必须基于两点．一 

是城市居民对乡村独特景观的渴望，二是乡村地域良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二者缺一不可。乡村旅游开发首要的条件是具 

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必须是独特的、神奇 

的，对城市居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如乡村自然风光旅游资 

源、观光农业、农事旅游资源、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乡 

村聚落、建筑旅游资源等。 

2-3政府扶持和农民参与 

Sharpley等在研究乡村旅游时强调，由于乡村旅游对恢 

复农村经济作用显著，政府制定长期的财政投入和技术支持 

政策不仅必要，而且对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I~,-71。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乡村旅游决策规划、资金投 

入、技术等方面应给予扶持。在欧洲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著 

名战略就是社区参与发展战略嘲。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 

与经营能使农民从旅游业中直接获利，有利于乡村景观、文 

化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 

发展的目标。 

3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模式 

3．1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 

‘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是一种在政府规划指导下， 

采取各种措施，对乡村旅游开发给予积极引导和支持，有意 

识地发展乡村旅游，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图 1)。 

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尤其是在农村经济发展落 

后地区开发乡村旅游的初始阶段其驱动功效十分突出。实践 

证明：一些地区如安徽、云南等省实施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 

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I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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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流程图 

Fig．1 Govemment-orientedpromotion Pattern 

(1)决策规划。这是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运行时必须 

首先要做到的。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因地制宜，因此，政府应 

聘请旅游专家进行实地调查论证，做好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 

(2)资金扶持。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制约 

因素是缺乏旅游发展资金。国外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表明： 

政府的资金扶持是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证Is]。因此，政府要在财政补贴，建设资金、银行贷款、税收权 

限等方面给予优惠。同时要制定一些吸引旅游开发资金的特 

殊政策，广聚社会闲散资金，倡导乡村旅游开发筹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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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训。人才匮乏，管理和服务水平低下，丰富 

的游资源不能被有效的推向市场，已经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 

限制因素。因此，当地政府一方面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使本地人才脱颖而出，并精选有较高文化的年轻干部进旅游 

领导班子。另一方面可选派各方面素质较好的人员去旅游大 

专院校培训，参与酒店的实习与管理，同时可请旅游管理部 

门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来本地进行讲座、培训。 

(4)全程引导。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教育落后、信息不 

灵，商品经济意识淡薄。政府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积极灌 

输新的观念 ，使群众更新观念。其次是引导群众，采取启 

发、开导、典型带动等方式，引导群众利用现有条件开展旅 

游经营，兴办家庭旅馆，参与加工出售当地土特产品。 

3．2以乡村旅游业为龙头的旅一农一工一贸联动发展模式 

发展乡村旅游的乡村应发挥旅游的乘数效应和拉动功 

能，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和生态保护 

协调进行，建立旅一农一工一贸联动发展模式。如发展乡村 

旅游的过程中，围绕乡村旅游这个龙头开展各项经济建设： 

一 是发展第三产业，解决旅游者的 ‘食、住、行、游、购、 

娱 六大问题，兴建旅游设施、商业设施、文化娱乐设施。 

二是发展第一产业，兴建农副产品基地、农业观光基地，带 

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三是发展第二产业，开发各种旅游食 

品、饮料、纪念品等，对当地土特产进行深加工、精加工， 

力求上规模，上档次。四是发挥旅游的牵线搭桥作用，让旅 

游市场带动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促进资金、 

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加速本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此模式 

主要适用于农村经济基础好，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的农村地 

区。 

3．3农旅结合模式 

第一，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旅游业，亦农亦 

旅。目前方式很多，如在旅游季节从事抬轿、划船、骑马、 

表演等旅游服务项目，搞土特产品和旅游纪念品加工销售， 

以及开展庭院休闲、餐饮、民俗表演、田园观光和劳动等为 

内容的 ‘l农家乐 。第二，农业和旅游业的相结合。从经济 

学的角度讲，理想化的乡村旅游业是旅游业与农业的一种结 

合，是第三产业在不影响第一产业的基础上的一种附加，是 

农业向多样化经营转化的最佳形式㈣。如现代农业科技园、 

观光农业、有机茶生产基地等既是农业生产基地，又是乡村 

旅游观光基地 在农村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尤其要 

提高农旅结合程度。 

3．4以股份合作制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模式 

股份合作制的基本含义是 ‘-一种兼有资本合股和劳动联 

合的经营的组织形式”， “是在所有制性质既定的前提下， 

对属于不同所有者的各种生产要素加以组合和经营的形式” 

Ⅱ 利益分配结构是否合理是决定公众参与乡村旅游经营和 

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利益分配是保 

证股份合作制经营企业长远发展、股东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实现的重要机制。乡村旅游股份合作制经营的税后收益分配 

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公积金，在一般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这部分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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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积累是利益分配的结 

果，企业积累合理、发展快，利润率上升，合作者就可从中 

多收益。因此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旅游资源和农村生态 

环境的保护，及相应的旅游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增强乡村旅 

游的服务功能。 

(2)公益金，主要用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公益事业。如 

用于对当地居民进行环境教育，乡村旅游经营技能如导游培 

训、旅行社经营和乡村旅馆管理 ，以及维持公众参与机制的 

运行等。 

(3)股金分红，支付股东的股利。即按国家、集体和个 

人的持股 比例进行股利分配 ，分配的办法应体现 ‘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多投入多得”的原则。 

这样，国家、集体和个人可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按照自己 

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调动社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达到保护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的目的，实现乡村旅游与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厦门岛东海岸区黄厝村在旅游开发中对 

旅游股份合作制做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㈣。 

3．5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 

企业和农户是乡村旅游开发的经营主体，公司要善于处 

理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坚持企业为龙头，以农户和服务为基 

础，以利益合理分配为纽带，不断创新和完善 “公司 +农 

户”的经营模式，逐步建立利益分享机制，风险补偿机制， 

政策扶持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乡村旅游开发经营联合体和经济共同体。 

3．6资源环境 (RE)一社区参与 (s)一经济发展 (E)一管 

理监控 (M)持续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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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资源环境 一社区参与 一经济发展 一管理监控持续调控 

模式 (根据参考文献【l3】修改 ) 

Fig．1 Resource Env~onment—community Partic~ ion—economic 

Development—management M onitor 

资源环境一社区参与一经济发展一管理监控持续调控模 

式 (图2)的基本内涵具体表述为：以保护农村资源与生态 

环境为中心，以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由社区共同参与乡村 

旅游的开发与建设，以达到提高当地人口素质，改善农民生活 

质量，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为目标。在管理体系的监控、协调下， 

实现旅游经济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 

4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其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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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明等：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探析 

表 l 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策分析 

Tab．1 The Analysis of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Different Rural Tourism 

的主要对策 

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资源，它的发展模式及其与农村经 

济互动持续发展的对策也不完全相同，作者从旅游资源角 

度，把乡村旅游分为乡村自然风光旅游、观光农业、农事旅 

游、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乡村聚落、建筑旅游四类，在此基 

础上并提出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及其与农村经济 

互动持续发展相应的主要对策 (表 1 o 

5结语 

以上从战略的角度对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 

模式与对策进行了探索。在乡村旅游发展初始阶段，尤其是 

在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将占主导地 

位，当乡村旅游发展到较成熟的阶段应实施公司 +农户的经 

营模式、旅一农一工一贸联动发展模式拉动农村经济的发 

展，农旅结合模式、以股份合作制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模式、 

资源环境一社区参与一经济发展一管理监控持续调控模式的 

指导思想应贯穿于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而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业发展很不平 

衡，不可能用几个模式就概括出所有方面。这里所提出的发 

展模式与对策，只是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所提出的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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