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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乡村旅游受到欢迎，深化发展前景光明 

（一）事件回顾 

    

1．为更好地发挥旅游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2005年，国家旅游局就确定了2006年全国的旅游宣传主题为“2006中

国乡村游”。2006年1月1日，国家旅游局、河北省人民政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2006中国乡村游”启动仪式，拉

开这年“乡村游”主题年活动的序幕。“2006中国乡村游”活动，是国家旅游局结合行业特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其主题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2．2006年4月12日，“首届中国乡村旅游节”在四川成都著名乡村旅游基地“三圣花乡”正式拉开序幕。全国政协、国家旅

游局、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会上还举行了国家旅游局对成都的“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的命

名和授牌仪式。  

4．2006年8月26日，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在成都开幕。来自全国旅游系统和发展乡村旅游的基层代表130多人通过实地考察、

交流经验等方式，探讨如何推进乡村旅游更快更好发展。贵州省凯里南花村、云南腾冲和顺镇、湖北秭归周坪乡、河北邢台

前南峪村、山西阳城皇城村、江苏常熟蒋巷村、成都市三圣街道办事处等基层代表在会上交流了各地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 

3．2006年9月5日，由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国家旅游局、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2006乡村旅游国际论

坛”在贵阳隆重开幕。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西斯科•弗朗加利、贵州省代省长林树森、世界银行

代表盖博等出席开幕式。来自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和中、美、德、法等１６个国家和及我国香港、澳门等地区的200余名

乡村旅游专家、代表等参加了论坛。会前，代表们还应邀在考察了贵州的乡村旅游发展状况。６日，在闭幕式上，世界旅游

组织咨询专家蒂姆•巴特来特向与会代表宣读了本次论坛形成的《贵阳宣言》。 

4．为了进一步推进乡村旅游的纵深发展，也为了推动城市和农村实现旅游资源共享、客源互动、优势互补、共同繁荣，以更

好地促进城乡交流和协调发展，国家旅游局将2007年定位于“2007中国和谐城乡游”,其宣传口号为“魅力乡村、活力城市、

和谐中国”。2007年新年元旦，“2007中国和谐城乡游”在吉林长春举行仪式正式启动。 

    （二）事件点评 

1．关于乡村旅游受到旅游者欢迎的情况，“2006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国家旅游局介绍的一组数据最有说服力：2006年，由

该局倡导创建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已经达到359家，遍布内地31个省区市，覆盖了农、林、牧、副、渔及种植业、养殖业、

加工业等农业的各种业态；“五一”、“十一”和“春节”三个旅游黄金周，全国城市居民出游中选择乡村旅游的约占70%，

也就是说，每个黄金周可以形成大约6000万人次规模的乡村旅游市场；据测算，目前全国乡村旅游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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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说明了，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了中国旅游业新的成长点，成为了带动农村脱

贫致富的新亮点。 

2．誉称为“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的成都，其乡村旅游的发展始于1987年。其时，基于成都市民的休闲需要，成都近郊相

继出现了利用庭院、果园、苗圃、花圃、堰塘等原有乡村环境，为游客提供以休息娱乐为主要特色兼有观光、餐饮、住宿、

购物等服务的经营实体，这个实体就是老百姓所称的“农家乐”。在其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成都“农家乐”大致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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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92，1992-2004，2004-现在的自发发展、推广发展和规范发展的三个阶段。直至2006年，成都全市“农家乐”的数量

已达到5596家（其中包括星级农家乐300余家，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1家、国家AAA级旅游景区1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4

个）。其发展进程也正反映着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  

3．贵州省是“将旅游发展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的一个典

范。它与世界旅游组织合作，把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了引起全球注目的亮点。据该省旅

游局2007年1月公布的资料，2006年贵州全省开展乡村旅游的景区（点）共有3192个（比2005年增长了20.01％），接待旅游

人数1683.69万人次（比2005年增长了55.26％），占全省接待旅游人数的35.82％，旅游收入33.58亿元（同比增长59.98％，

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8.67％），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17.85万人次，占全省旅游总就业人数的41.23％。亦充分地展示出乡村

旅游发展的能量和诸多功能。 

    （三）重要提示 

1．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现在人们大多注意到了它在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直接或间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乡村旅游的“扶贫”和“反贫困”功能，得到了全球的称赞。但是，如果有关决策将

经济目标强调过分，却不免会给乡村旅游发展加上过重的经济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将有可能给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以及

社会风气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2．对乡村旅游的功能，还需要放开视野去认识。如果能够将“以人为本”的精神贯彻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之中，注意到乡村旅

游发展的人文精神，那么，它的发展将有可能对人类的“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和人类文明的选择起到某种修正的功

能。这样，不仅乡村旅游有着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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