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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系统阐述乡村旅游的概念体系、乡村旅游的本质和需
求层次、乡村旅游的构建方向等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回顾了乡村
旅游发展的历史沿革，深入分析了乡村旅游的资源与环境的特
点、类型、保护问题，总结和评价了典型农村社区的旅游经营和
管理模式，提出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理念，归纳了乡村旅游规划的
原则、基本方法以及具体的规划开发战略和步骤，探讨了乡村旅
游产品的特征、类型、形象定位、产品设计开发策略和开发模式
以及市场营销方式，并进一步研究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
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乡村旅游与新农
村建设的关系，以及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模式，且在论
述过程中分析了诸多典型案例。

本书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做到了理论上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实践上深入浅出，具有较高的指导和参考价值。本
书不仅可供广大旅游从业人员和高校师生阅读参考，以了解乡村
旅游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发展态势趋向; 而且也适用于从事乡村旅
游管理、乡村旅游规划和设计的领导、工作人员阅读使用，为其
旅游开发及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前 言

前 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安逸， “梅子金黄杏子
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烂漫优雅，“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
苔草映身”的稚拙纯朴，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的和谐欢畅……一首首田园诗营造着华夏人世世代代的精神家
园; 乡村———闪耀着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光彩，充满着华夏绚
丽的历史气息，那片生养万物的土地，那种原始的生态和久远的
习俗，那份云淡风清的闲适与悠然，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魂牵梦萦
的思念。闲来寻几树渊明桃花，兴起听数声稼轩鸣蛙，它是我们
心中永远的“世外桃源”和对生命本真的意想……这是人类心灵
的一种乡土情结，文化人的一种田园情结，也正是乡村旅游最根
本的需求动机。近些年来，借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我国的乡村
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了。

尽管 18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乡村旅游，
在随之跟进工业革命潮流的其他欧美国家也产生了最初的乡村旅
游，但乡村旅游大规模的开展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乡村
旅游因为适应了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故而迅速在
各国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
相当的规模，并且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我国乡村旅游是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促
动下，在农业发展急需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
况下应运而生的。乡村旅游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村劳
动力剩余状况、维护农村经济持续发展、重塑乡村社会形象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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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其发展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乡
村旅游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使其规
范发展，从一开始就能走上健康、高效的道路，将直接影响着我
国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在乡村旅游开发的初级阶
段，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但我们的目标必须明确，乡村旅游的开
发不仅是发展乡村经济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手段; 乡村
旅游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更重要的是构建人们精
神理想的家园; 目前我们可能是经济、文化并重，但不久的将
来，我们的乡村旅游开发应该成为一种没有经济负担的创造性活
动，我们的乡村将成为我们精神自由的家园。

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理论体系的基础，
也困扰着乡村旅游政策的制定。本书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
础上，从乡村旅游需求、乡村旅游供给、乡村旅游的层次、乡村
旅游的开发和消费导向等方面做了系统论述，认为乡村旅游担负
着构筑人类不单是旅游而且是生存理想的重任，提出乡村旅游的
三级概念———乡村大旅游。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发展乡村旅
游的特殊基础和环境，指出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发展政
策和管理经验时需要慎重考虑其在我国的适应性。在发展乡村旅
游的终极目的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是一致
的。我们发展乡村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休闲
和愉悦的空间，是公益性的，是一种回归的理念。在城市全面反
哺农村的基础上，开拓农村丰富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创建
农村生态家园，是实现乡村旅游终极目的的回归，是解决 “三
农”问题，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构筑人类共同理想的根本途径。

本书借鉴旅游人类学、现代游憩学、区域平衡发展理论、增
长极理论等中外较为前沿的相关理论，根据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
的特点，在分析诸多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和评价了典型农村
社区的旅游经营和管理模式，提出了乡村旅游规划的人本理念;
针对乡村旅游产品人本理念缺失等问题，提出高层次的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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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应十分关注旅游者乡村旅游的心理诉求，深入挖掘旅游
者传统的心理积淀和乡村性的审美意蕴，实现传统文化意境和意
象的重建，满足乡村旅游者的文化向往和现代诉求。同时，乡村
旅游资源是不可再生性旅游资源，为了保证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性方向及产品的质量，笔者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发
必须以资源为导向，开发资源导向性产品并引导旅游者的消费导
向，也就是反过来又引导人们的乡村旅游消费需求。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及速度增长着，
同时，环境也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人类在追求发展的过程
中，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去换取经济的增长。这种竭泽而渔的发
展模式不断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各种资源的枯竭，日益严
重地威胁着人类及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存，制约人类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于是，人们开始用理性的思维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
效应的关系，旅游不再是以前人们眼中纯粹的“绿色产业”、“无
污染产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可持续
旅游发展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理性的社会伦理观念，而
且应当能“导致以一种方式管理”，即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一种方
法论; 同时，“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应当简单地解释为 “旅游业
的持续发展”，其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其着重点
应在“旅游环境”的持续发展———旅游业之为一种经济性手段终
将随着社会的极大发展而消亡，而旅游活动及其所要求的旅游环
境在将来的人类生活中则永远不可或缺，并且人类对其质量要求
将逐步提高。旅游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从旅
游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角度出发，以技术革新为手段，以自然和社
会伦理观念为理念来规范旅游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从而达到对人
类生活和旅游环境及文化传统的保护，实现旅游的空间和代际公
平目的的旅游发展理论。

在近年来有关如何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讨论中，生态旅游
这一代表人类时代潮流的旅游类型，给社会上热衷于旅游的旅游
活动者和旅游从业者带来了拯救、保护自身健康和周围环境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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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人类，特别是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从原始氏族社会
至今日，已经走过蒙昧生态和征服生态两个阶段，现在正经历着
持续发展生态时代的第三个阶段。但是生态旅游的发展实践并没
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2002 年被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为生态旅游
年，“生态游”成了旅游业最时髦的名词。2009 年中国主题旅游
年确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主题口号为 “走进绿色旅游、感
受生态文明”。这一行动既令人激动又让人担忧，生态旅游的理
念是好的，当真正实践起来又是很困难的，正像可持续旅游发展
的实施一样，需要发展资金的资助、科学技术的支撑、法律法规
建设的保障、旅游从业者和旅游者素养的提高和责任的认知等
等。乡村生态旅游对于乡村建设和旅游生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
有利于乡村原有生态的保护和进一步优化与建设，而且有利于人
类对生命生存环境的远见和人类生存意义的深刻追寻。真正高品
位的乡村旅游应是一种能够给游客提供深度文化体验的高端旅游
产品，是传统的文化内涵与村寨田园风光完美结合的产物; 同时
乡村旅游应该成为隶属于生态旅游的一种专项旅游形式，其发展
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
心的魏小安认为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对应 “三农”问题，应该
形成“三农”旅游的概念，即农业旅游、农村旅游和农民旅游。
这意味着农村居民不仅是旅游产品的供给者和生产者，而且是需
求者和消费者。笔者认为，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 “旅游脱贫”，
在文化意义上对于乡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在乡村这一地域空间，
乡民只是作为经济和物质设施方面而不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目标受
益者，这就意味着乡民在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受益权永远落后于城
镇居民，即使当乡民在处于主动优势的乡村旅游中也是如此，那
么在此探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民而言就是一种集体无
意识的歧视。一般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只是触及了农村与农业的问
题，“三农”中的 9 亿农民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是乡村旅游
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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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兼顾和强调乡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地位平等，乡民是现代
旅游生活中大众旅游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中我
们更应该重视乡民的主人翁地位，在乡村旅游中各种优惠政策应
首先向乡民倾斜，要首先满足乡民的旅游需求，让旅游成为乡民
现代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书由陶玉霞设计基本的框架结构和章节安排，并负责最后
的修改和定稿。

本书初稿撰写分工如下 ( 按章节顺序) :
陶玉霞 第一章 第七章 (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潘盛俊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五章 ( 第三节)
汤洁娟 第四章 第五章 ( 第一节、第二节)
毛道云 第六章 第七章 ( 第四节、第五节)

200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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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乡村旅游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

第一章 乡村旅游的理论基础与
研究方向

第一节 乡村旅游的概念体系构建

近几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全国已建成两万多个旅
游景区 ( 点)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3 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400
亿元人民币。三大黄金周期间，全国城市居民出游中选择乡村旅
游的约占 70%，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 6000 万人次规模的乡村旅
游市场。最近两年，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的精神和部署，更
好地发挥旅游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国家旅游局一
直把乡村旅游作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题。2006 年我国旅游宣传
主题为“2006 中国乡村游”，并且制定了 “新农村、新旅游、新
体验、新风尚”的鲜明口号，为我国乡村旅游的新发展带来了新
的契机。在 2007 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又提出了在
全国推出 100 个特色县、1000 个特色乡、10000 个特色村的百千
万工程。我国乡村旅游是在市场需求的促动下，在农业发展急需
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乡村
旅游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维护农
村经济持续发展、重塑乡村社会形象的重要途径，其发展也将越
来越受到重视。国外发达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加速，使得乡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变。尤
其是近 50 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方式不断改进，导致
农产品过剩现象不断加剧，迫使政府实施限制农产品的政策。同
时，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驱使乡村地区人口向城市流动，乡村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乡村旅游 建构与发展研究

人口不断下降，必然导致乡村服务业的萧条和乡村社区的衰落。
此外，乡村老龄化、治安、卫生与健康、环境等问题也逐步显
现。有关乡村发展的议题也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重视。随
着 20世纪 50年代以后旅游业的迅速扩张、旅游活动的快速普及和
发展观念的逐步转变，将发展旅游业作为改善乡村经济结构和实现
乡村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国内外乡村旅游概念研究状况

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理论体系的基础，
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
念的认识直接关乎乡村旅游的研究，也困扰着乡村旅游政策的制
定。乡村旅游的开发者和经营者在实践中难以准确定位乡村旅
游，而使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经营受挫。对于乡村旅游消费者而
言，使他们困惑的是，他们所消费的旅游产品是否是真正的乡村
旅游。国内外学者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基本概念仍未取得
一致认识。根据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就乡村旅游现已形成了资
源说、市场说、地域说、综合说四种界定。① 谢彦君则认为城市
所具有的巨大客源输出潜力，构成了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② 从
乡村旅游的研究领域看，国内外学者对 Rural Tourism ( 乡村旅
游) 、Agrotourism /Agritourism ( 农业旅游) 、Farm Tourism ( 农庄
旅游) 、Village Tourism ( 村庄旅游) 等常常混用，而且乡村旅游
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国内学者和专家对乡村旅游的基
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概念界定、发展动因研究、乡村旅游的经济
性分析、乡村旅游的发展策略研究、乡村旅游的属性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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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刚 .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的乡村旅游空间地域性探讨 ［J］ . 干旱区
资源与环境，2007 ( 9) : 102 － 105．

谢彦君 . 以旅游城市作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 ［J］ . 财经问题
研究，1999 ( 10) : 79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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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探讨。① 从概念到乡村旅游自身的特质、
发展的动因及意义，从发展的模式到开发方向及与之相关因素的
影响，其体系现已经相对比较完整，多元化研究的方向已经比较
明显，但很少从旅游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及环境保护学等方
面进行研究。

实际上乡村旅游已不再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应该被视为
一种与城市旅游等旅游形式相对存在的独立形态的旅游形式。乡
村旅游文化应该包括乡村各行各业的行业文化，是乡村农业文
化、工业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各种文化的综合。而在乡
村旅游开发中过分依赖非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大兴土木，城市
化倾向明显，使乡村特色大受影响，搞得 “中国不像中国，农村
不像农村”; 努力把乡村建设成为城市居民的 “后花园”、“游乐
园”，一味注重乡村自然生态的开发，而忽视了乡土文化、乡村
生活、乡里亲情对旅游者，尤其是对城市旅游者的精神的愉悦和
净化作用。从长远来看，努力把乡村建成旅游者的 “精神乐园”
才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正确方向。有些学者担心这样一哄而上的结
果会导致新一轮的“主题公园”悲剧的重演。② 这一说法揭示了
乡村旅游的终极目的，“乡村旅游应该给旅游者一个精神的家园，
在旅游中实现心灵对于自然生命本原的回归; 乡村旅游的构建就
是精神家园的重建”。③ 不止是这样，黄成林认为乡村旅游开发迫
切需要突出乡村性，旅游产品多样性，注重文物型乡村旅游地的
保护问题，有乡村文化景观，又有乡村自然景观，仅有自然景
观、没有“三农” ( 农业、农村、农民) 痕迹的旷野不是乡村。
乡村主要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空间，涉及 “三农”和 “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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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英，冯学钢 . 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J］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
报，2006 ( 1) : 115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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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 ( 1) : 91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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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678 －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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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生活、生态) ; 民宿旅游地不提供专门的旅游体验活动，
而是靠原生态的 “三农”和 “三生”，甚至仅靠美丽的乡村民舍
发展旅游。① 欧洲联盟 ( EU ) 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1994) 将乡村旅游 ( Rural tourism) 定义为发生在乡村
的旅游活动。“乡村性 ( Rurality) 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
独特卖点”。② 这些观点再进一步延伸，就涉及到乡村旅游的空间
公平问题，经济意义上的 “旅游脱贫”，在文化意义上对于乡民
来说是不公平的。在乡村这一地域空间乡民只是作为经济和物质
设施方面而不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目标受益者，这就意味着乡民在
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受益权永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即使在乡民处于
主动优势的乡村旅游中也是如此，那么在此探讨乡村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对于乡民而言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歧视。③

文化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或人类创造之精神和物质成
果，而且一种推动进步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产力。④ 刘
振卿给出了产生乡村旅游的动力模型 ( 如图 1 － 1) 。⑤ 王云才认
为基于追寻儿时的记忆、寻找传说中的桃花源里避世文化的理想
空间、中国诗画文化的灵魂等多种意境追寻，乡村景观意境的感
知和体验成为现代最为时尚和有吸引力的乡村旅游活动和产品形
态。⑥ 产生乡村旅游的动力来自于乡村文化，乡村文化的每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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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元素都要体现乡村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不
同于城市文化的乡村文化意象，使乡村旅游呈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①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乡村旅游概念的
解构剖析，提出乡村大旅游的概念。乡村大旅游有三个层面的涵
义: 其一，发展旅游的意义主要指向人的发展和解放而不是经
济，旅游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游”从物质的束缚与精神的压抑
中解脱出来，在自由自在的心境下充分地享受生命和自然之美。
其二，旅游的主体首先是乡民而不是城镇居民，可持续旅游发展
必须正视旅游的空间和社会阶层公平。其三，发展乡村旅游因此
不应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而应是构筑乡村田园理想的契
机，不是体验和感悟而是为人类构筑心灵栖息地的梦想天堂，是
建设新农村的文化手段。

图 1 － 1 产生乡村旅游的动力模型

( 一) 国内乡村旅游概念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还没有一个统一被认可的概念，但通过

对国内学者对其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出以下共同点: ①位于乡村地
区; ②显著区别于城市的乡村性; ③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从
广义上讲乡村旅游就是在乡村地区所从事的所有旅游活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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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乡村地域空间、乡村性、乡村旅游的内涵、乡村旅游的层
次、客源市场的定位、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等方面又有
很大分歧。

在乡村地域空间研究方面，吕军等认为，在乡村旅游中，乡
村不仅是空间上的某个地理位置，也是一个物质实体，其本身就
是商品，是与一系列有商品特征的资源、人、产品和生活方式的
有机融合。而乡村旅游至少应包括以下 3 个层面: ①以乡村空间
环境为依托的明显区别于城市景观的乡村自然生态景观; ②乡村
产业，包括乡村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商业等以及通过乡村
产业体现的乡村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等; ③乡村文化，包括显性
和隐性的文化内涵。乡村文化通过乡村居民、生活传统、风俗节
庆、民间传说、乡土建筑、历史文化等展现出来，并且能被旅游
者在旅游过程中感知。因此乡村旅游是以乡村为载体，乡村自然
生态景观、乡村产业和乡村文化为媒介，乡村地区的一系列旅游
活动为手段，达到旅游者对乡村自然和人文的感知和体验，从而
得到精神上的一种升华。①

李开宇认为，对乡村旅游开发的空间与对象范围的争议根源
于对“乡村”这一概念的模糊认识。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
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
多的因素，从职业、生态、场所和地域、社会 －文化等方面对乡
村的定义均有其局限性，难以准确把握乡村的本质。② 王洁钢等
认为人们常将乡村与农村并列，认为农村和乡村是与城市在景观
上对立的空间地域单元，然而，不仅从产业特征、社区特性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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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05 ( 6) : 107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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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空间特征上来看，乡村与农村在概念上还是存在差别的。① 在
当代乡村已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存在着大量的城乡混合体、
简单的将乡村作为城市在景观上对立的地域单元是不严谨的。

在乡村性及乡村旅游的内涵方面，张小林认为，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在传统乡村从经济结构、社会构成、聚落形态、乡
村文化等多方面出现转型的时期，在难以对乡村从某一个或几个
要素方面进行定义时，“乡村”应让位于 “乡村性”这一概念。②

而“乡村性”的概念对我们理解乡村和界定乡村旅游具有重要意
义。③ 杜江和向萍 ( 1999 ) 主要从旅游供给方面来界定，范春
( 2002) 主要从旅游需求方面来界定，马波 ( 1996 ) 强调乡村旅
游的观光休闲性，王兵 ( 1999) 则强调乡村旅游的观光休闲及学
习考察性，吴必虎 ( 2001) 则从宏观层面来界定乡村旅游。④ 黄
郁成等通过古村落与现代化新农村两种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得
出乡村旅游开发的资源凭借主要是农事活动、农村聚落、农民生
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务要素的综合构成的结论。⑤

熊凯 ( 1999) 将“意象”的概念引入到乡村旅游，分析了乡村意
象的丰富内涵。⑥

何景明比较了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认
为“乡村性 ( mrality) ”应该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的标志，
并进一步分析造成对乡村旅游概念不同界定和理解的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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