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原因及意义 

文/洪德慧 

   随着现代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乡村旅游在我国悄然兴起，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人们回归自然、
放逸身心、感受自然、体验农村生活、进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
游开发项目，符合国家旅游局倡导的以“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为主题的2007年中国
乡村旅游年活动，也迎合了人们“绿色之旅”的新潮时尚。目前，乡村旅游的开发形式不仅日趋活
跃，而且显示了良好的旅游开发前景。乡村旅游开发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观念，拓展了
我国旅游资源开发形式，而且有效地促进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交叉与渗透，建立起以农业养旅
游、以旅游促农业的互动机制。因此，对乡村旅游旅游的兴起原因及作用与意义分析，不仅有利于
拓宽旅游资源开发方向，丰富我国生态旅游产品，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促进旅游业的进一步发
展，同时对丰富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结构变革，推动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均有
十分重要积极作用。本文仅就乡村旅游发展的原因及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乡村旅游的概念 
   所谓乡村旅游，罗明义教授认为是指依托于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以农业生产活
动、农村乡野风光、村寨文化特色、地方民族习俗等为吸引物，以农民为市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
民为主要目标市场，利用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生活习俗及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创新策划、规划
设计、开发组合成旅游产品，提供城市居民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康体娱乐、学习和购物为一体的
旅游活动。徐茜认为在成都，“农家乐”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代名词。“农家乐”是指利用庭院、
堰塘、果园、花圃、农场等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和乡村人文资源，为游客提供以农业体验为特色的
观光、娱乐、劳动、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服务的经营实体。刘刚、孙建认为乡村旅游是指以乡
村地域上一切可吸引旅游者的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满足旅游者(主要指城市居民)观光、休闲、度
假、学习、购物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乡村旅游，就是在乡村这一地域上的，以乡村自然风光、人为风景等为
主要旅游吸引物，满足游客休闲度假、接近大自然等旅游需求的旅游形式。 
   二、乡村旅游兴起的原因 
   乡村旅游在国外如欧美发达国家，其发展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1865年，意大利“农业与旅
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乡村旅游的诞生。而大规模的开展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
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人们渴
望走出拥挤的城市，拥抱清新的大自然，乡村旅游就此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
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展示出相当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
展潜力。 
   在国内如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从2O世纪8O年代以来，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城市
居民的家庭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多，单调、枯燥的城市生活、拥挤的交通、严重的污染、狭窄的住房
等各类问题，迫使城市居民渴望外出旅游，走向大自然换换新鲜的环境。这为乡村旅游的兴起提供
了需求背景。同时我国有着发展乡村旅游的丰富资源，华夏农业文明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
淀、独特的民风习俗，类型多样的乡村景观，这些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我国乡村
旅游的发展，正是因为“乡村旅游”在我国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和市场，它既符合我国国情，也符
合旅游资源结构调整的需要，兴起的原因归纳起来，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精神压力大，渴望回归自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极大增长，城市人员、交
通拥挤等原因，不仅使城市居民远离了自然环境，而且，由于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环境压
力、精神压力较大。因此，偏远的乡村已成为城市居民回归自然、释放压力、娱乐休闲的另一个理
想场所。 
   2、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推行的双休日和五一、十一、春节
假日黄金周，使得近距离旅游得到巨大的发展，再加上私家车等交通工具逐步增多，乡村旅游成为
中国旅游很大的消费市场，成为拉动假日经济新的增长点。 
   3、旅游市场开发的需要。 
   我国传统的旅游产品日趋成熟，城市居民渴望改变传统的景区旅游方式，不止停留于观光、
游览等单一的旅游形式，想自由自在地去体验乡村文化，感受原始自然的农耕生活，参与多样化的



 

乡村旅游活动。 
   4、提倡绿色经济、绿色旅游。 
   现代经济的发展，对环境、对社会的污染与破坏也随之而来。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所提出的
绿色经济，着重与开发与环保并重，共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绿色”特征，对城市居民有极大的
吸引力，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河水、青山绿水等绿色景观，以及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历史遗产、
名胜古迹和少数民族都聚集在乡村，乡村人的纯朴厚道、乡村环境的平淡幽静，都成为了城市居民
体验自然、轻松、休闲的旅游胜地。 
   三、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与意义 
   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是我国旅游事业不断发展及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乡村旅游的发展带动了
农业及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农民的收人，逐渐缩小城乡差距，能
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能够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其作用与意义主要
有以下几点： 
   （一）从旅游发展的角度看 
   1．拓展旅游发展的思路，丰富旅游资源的类型。 
   传统的旅游资源类型为地貌、水体、自然、气候等为主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以民族、宗教、
美食、民俗为主的人文旅游资源，而乡村旅游，就是在乡村这一地域上的，以乡村自然风光、人为
风景等为主要旅游吸引物，满足游客休闲度假、接近大自然等旅游需求的旅游形式，强调的是乡村
这一地域，以及在其地域上的田野、牧场、庭院、堰塘、果园、花圃等一切可利用的旅游资源。这
拓展了旅游发展的思路，丰富了旅游资源的类型。  
   2．丰富旅游产品，扩大旅游容量 
   我国许多旅游城市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尤其是“五一”、“十一”等大假期间，在九
寨沟、西湖、秦始皇陵、周庄、北京故宫、颐和园、杭州灵隐寺等热点旅游景区情况就更为突出，
苏州旅游高峰时，每日游客已逾25万多人次，一些名园如拙政园、留园、西园等游人摩肩接踵，身
置其间犹如进入拥挤的商场。而乡村地域广大，景点分布不拥挤，旅游活动空间广阔，能接纳比较
多的游客，如能巧妙利用当地独特的旅游环境，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势必能吸引城市游客，为旅游
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发展乡村旅游可以疏散游客，减缓旅游热点城市的人口压力，同
时也从整体上扩大的旅游容量，丰富了旅游产品。 
   （二）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 
   1．有利于带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加快农民富裕的步伐 
   农村地区有美丽恬静的环境、淳朴自然的民风民俗、古朴厚重的传统文化，通过利用这些资
源开展乡村旅游，当地农民就可以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来，如提供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或
者种植、加工、销售乡村地方土特产品、民间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有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为旅游
者提供服务，可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这样一来可直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此外还有某些门
票、旅游活动项目收入等旅游收入。另外由于游客的参与性，亲自参与采集瓜果、品尝农产品，农
产品就地销售，减少了农产品的营销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间接提升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某些当
地的特色农产品经过加工还可制成精美的土特产礼品，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也相应提高了农民的
收人。总的来讲，发展乡村旅游帮助了农民摆脱贫苦，提高了经济收入，加快了富裕的步伐。如成
都三圣乡红砂村村民人均收入由2002年的3850元提升至2004年的6080元。 
   2．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旅游业本身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强，与旅游直接相关的行业有24
个，间接相关的行业有124个，世界旅游组织指出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就业人员，能为社会提供6—8
个就业机会，乘数效应极大，可见发展乡村旅游业，需要有“一条龙”的服务设施，不但需要有诸
如导游、管理人员、服务人贝外，还需要有宾馆、旅社、饮食服务、商场、旅游交通、文化设施等
与之配套，因此发展乡村旅游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3．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发展乡村旅游，能扩大农产品的交易市场，缩短交易过程，实现了产销对接，减少市场流通
环节，提高了产品价值，同时，在从事旅游接待过程中，农民对农产品进行简单的加工之后销售给
旅游者，又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加快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乡村地区的第三产业，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使农业劳动力
向非农产业转移，最终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建设目标。发展乡村
旅游，把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情风貌、农民劳动生活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加工转化，形成旅游产品
并推向市场，有利于发挥农业本身具有、但以前不被重视的观光旅游、文化传承等功能，促进农业
结构调整，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实现生产发展的目
标。 
   4．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广泛的开展乡村旅游可以扩大城市和乡村接触的机会和范围，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乡村旅
游的游客主要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别，游
客会对乡村居民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为了吸引游客和获得更多旅游收入，乡村旅游经营者们不断整
治乡村环境、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景区内部的田园、道路、村落以及四周的外延环境加以美
化，使农舍田园布局合理，景观错落有致，从而使农村大、小环境得到改善。而同时为满足游客在
旅行期间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求，各级政府也会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力度，
乡村也采用集体出资或个人投资的方式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状况，这样使得农村的道路、通讯、供
电、供水、垃圾处理等旅游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乡差别日趋缩小，达到了城市带动农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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