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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影响因子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探讨 

作者：西安外事学院 李艳   2009-02-28     查看次数：658  期刊时间:2008年11月 

 

  【摘  要】本文首先阐释了乡村旅游产品的概念、发展历程，以旅游影响因子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乡村旅游动力因

子，乡村旅游应力因子以及乡村旅游规范因子的发展现状，由此提出了乡村旅游发展对策：（1） 加强网络营销，实现信

息通畅，保证旅游流供应充足。（2）充分挖掘乡村旅游核心产品及辅助产品，提升旅游目的地应力系统质量。（3） 规

范市场秩序，探讨多种经营方式，实现乡村旅游制度的创新。  

  【关键词】乡村旅游； 旅游流 ；旅游目的地系统； 旅游制度创新  

一、乡村旅游发展背景  

早在19 世纪 , 欧洲阿尔卑斯山区和美国、加拿大落基山区成为世界上早期的乡村旅游地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加速，一方面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乡村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导致了乡村服务业的萧条，而发展旅游业作为改

变乡村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这种都市化进程，又使得都市人，强烈要求“回归

自然”，收获“心灵平静”，反而给乡村旅游带来了广阔的客源市场和发展前景。在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步入正

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在我国，发展乡村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家旅游局将1998 年确定为我国“生态环境游”主题年以及把2006年定为

“中国乡村旅游年”的举措 ,引起了学术界和实业界对乡村旅游的广泛关注，同时，随着国家节假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乡村旅游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乡村旅游的概念体系  

1、有关乡村旅游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于乡村旅游的概念表述不一，但是，都把“乡村性（ Rural）”作为乡村旅游的核心所在。 关于“乡村

性”需要阐明以下几点：  

（1）乡村旅游空间范围：我国乡村旅游的区位分布主要是 “城市郊区型”以及“景区边缘型”两种，前一种模式最为典

型。吴必虎等（2004）通过调查取样发现：84 %的乡村旅游地集中在距城市 100km范围内；乡村旅游地在城市周边的分布

主要有两个密集带 ,一是距城市 20km 左右的地区 ,次密集带出现在距城市 70 km左右的地区1(2)乡村旅游形式：第一种

是休闲观光式的度假方式，“住农家屋，吃农家饭，观赏农舍和田园风光”；第二种称为“务农旅游，即参与各种农业劳

动的度假方式，如秋季采摘”；第三种是“民俗节庆旅游”，包括民俗风情资源、食文化、商品文化以及端午、重阳等乡

俗节庆活动等。(3)乡村旅游的本质：应该是以城市人为客源主体的 “回归自然，恢复身心”的“生态旅游”、“绿色旅

游”。  

2、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结合乡村旅游的概念，市场供给及消费者需求，乡村旅游产品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2（图1）：一是核心层：主要是乡村接

待和乡村度假，田园景观和田园劳作。即“农业旅游”，“农庄旅游”；二是辅助层：主要是民俗风情文化（民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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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婚假习俗，饮食习俗， 生产习俗，传统节日等）。这一层次乡村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核心产品吸引力

的主要途径；三是扩展层：由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面向乡村旅游的营销或服务网络，游客通过乡村旅游网络获

得旅游信息、预订及其他服务。  

可以看出：乡村旅游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依托其产品优势吸引大批客源。那么，目前，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呈现怎样

的态势？目的地接待系统的发展现状如何？相关旅游政策是否促进了其发展？下面我们将引入旅游影响因子理论做相应分

析：  

三、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因子分析  

1、影响因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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