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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举办第九届“中国旅游发展•

您现在的位置：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作者：张慧光 文章来源：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报告2009 点击数：1074 更新时间：2010/6/25 

摘要：北京的乡村旅游业在经历自发发展、数量扩张、规范发展三个阶段之后，已进入品质提升阶段，呈现出市场

需求国际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等鲜明特色。本文对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形成“国际驿站”、

“生态渔村”、“休闲农庄”、“采摘篱园”、“山水人家”、“养生山吧”、“乡村酒店”、“民族风苑”、

“古村聚落”、“创意产业”等十种模式，以期更好地指导乡村旅游发展实践。   

   

关键词：北京；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旅游业态   

北京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600万的特大型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和消费能力，目前每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

求都在4000亿元以上，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左右。北京城乡居民

消费仍处在结构升级之中，新的消费热点不断出现。   

在层出不穷的消费热点中，乡村旅游以其丰富的乡村资源、浓郁的乡土气息受到越来越多旅游者的青睐，从

而成为一大新型消费热点。适应旅游者需求不断扩大及对乡村旅游品质追求逐步提高的趋势，北京的乡村旅游业在

经历自发发展、数量扩张、规范发展三个阶段之后，目前已经进入品质提升阶段，涌现了诸如养生山吧、山水人

家、国际驿站、休闲农庄、乡村酒店、生态渔村、民族风苑、采摘篱园等多种创新业态。至2008年底，北京市已

有20000多个农户开展乡村旅游，市级民俗旅游村达到167个，民俗户9089户。全年共接待游客2703.8万，实现收

入19亿元。乡村旅游成为首都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市“国家首都”、“国际城市”的城市定位和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特点，决定了北京市的乡村旅游业发展

路径和形态，不仅具有全国普遍存在的农家乐、农业观光园等业态，更具有市场需求国际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等鲜

明特色。因北京市乡村旅游开发环境存在某些共性特征，导致北京市乡村旅游开发存在一些共性问题，这些问题可

以采取相同（或类同）的途径加以解决，根据这些共同特征、共同问题、共同途径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即可抽象出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推广价值大、并能保障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程式化事物，即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本文

就北京市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十三个区县中诸多乡村旅游发展路径进行总结提炼，形成“国际驿站”等民居功能拓

展、“生态渔村”等品牌餐饮、“休闲农庄”、“采摘篱园”等都市农业、“山水人家”等生态环境示范、“养生

山吧”等景区依托”、“乡村酒店”、“民族风苑”、“古村聚落”、“创意产业”等十种模式，从具体的经营管

理个案的经验积累归纳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产业规律，以期丰富我国乡村旅游理论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乡村旅

游发展的实践。   

一、北京乡村旅游2008年发展现状与2009年发展趋势   

北京乡村旅游在2008年获得了快速发展，呈现出特色发展、规范管理、品质提升、科学规划等明显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一是标准化规范和引导乡村旅游发展。2008年，北京市制定了养生山吧、山水人家、国际驿站、休

闲农庄、乡村酒店、生态渔村、民族风苑、采摘篱园八个乡村旅游新业态地方标准，成为全国首批乡村旅游新业态

地方标准。二是高水平规划“一沟一品”发展。继2007年推出十三条沟带规划之后，北京市于2008年委托国内外

著名规划设计单位，又编制了十三个“一沟一品”的沟（带）地域乡村旅游规划。三是差异化策划“一村一品”发

展。北京市旅游局委托专业机构，制定了延庆县柳沟村、上磨村、大柏老村等30个 “一村一品”项目创意策划，

这些创意策划成果，对北京众多开展乡村旅游的村落起到了明显的示范作用。四是明确“一区（县）一色”特色化

发展。2008年，北京市确定了涉及乡村旅游的13个区（县）的旅游特色功能定位，如昌平区——温泉胜地，大兴

区——绿海甜园休闲旅游区，怀柔区——不夜怀柔，平谷区——休闲绿谷，密云县——京城“渔乐圈”等，区域旅

游发展的功能定位必将对相关区县乡村旅游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五是完成多个涉及乡村旅游的专项调研报告，如北

京环城旅游乡村休闲度假带研究、北京郊区旅游用地需求与功能配置研究、北京率先实现休闲度假旅游主题实验区

可行性研究、新休假制度下北京市民需求与供给研究、北京乡村旅游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这些调研成果

已经或将对北京乡村旅游工作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2009年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一是经营走向联手，品牌树立形象。目前北京的乡村旅游因农户的弱质

性，尚存在规模小、个体经营占主体，乡村旅游产品单一、雷同、产品深层次开发不足等问题。因此，发挥农村基

层管理人员的作用，积极构建以土地联合经营为核心的多种旅游经营联盟，探索多样化的旅游开发模式是推动乡村

旅游规模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需要加强区域特色产业的宣传，利用网络，各类展览会等机会加强沟域经济发展

和产品的宣传。打造知名品牌，通过品牌带动产业发展，通过品牌宣传该区域的乡村旅游发展，提高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开拓新市场。二是客源市场跨区域、国际化发展。近年来，北京市国内游客接待量基本保持在4.5%-10%的

增长速度。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大大提升了中国以及北京的目的地形象，为扩大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从供给

方面来说，北京市出现了许多针对国外游客的产品形式，如朝阳区的“国际驿站”、“奥运人家”以及怀柔慕田峪

长城脚下的“小园”等，等都受到了国外游客的喜爱。三是目的地选择多元化，旅行方式自助化。北京乡村旅游发

展到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农家乐产品形式了，不同的目的地分别出现了乡村酒店、休闲农庄、山水人家、

国际驿站、民族风苑等新的可供游客选择的产品。而游客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也更加偏重自助游。据各区县统计，



2008年“五一”期间接待的游客，自驾车前往的占70%。四是开发尊重生态，文化传承乡土。乡村旅游强调“生态

性”，要求将对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乡村原生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它是吸

引城市居民前往游览的直接动力。因此，保持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原真性，实现开发与保护的有效结合是未来乡

村旅游发展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对农耕文化的优越感与自豪感，使其

能以开放的胸襟和气魄坚守立场，在培养现代意识、吸收都市文化精华的同时，自觉抵制都市文化的不良冲击。 

二、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历程   

北京市乡村旅游兴起于90年代后期，历经自发发展、数量扩张、规范发展和品质提升四个阶段。目前，北京

市的乡村旅游呈现快速发展与品质提升并进的局面。至2008年底，北京市已有20000多个农户开展乡村旅游，市级

民俗旅游村达到167个，民俗户9089户。全年共接待游客2703.8万，实现收入19亿元。   

（一）自发发展阶段（1998年以前）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北京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不少蜗居都市的现代人开始将

目光转向具有清新田园风光和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乡村，北京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这一时期北京市乡村旅游的主

要特点是：旅游形式以郊区农村观光、学生郊游和农家乐为主；经营方式以农民自主经营为主；乡村旅游所需的基

础服务设施极不完善；尚未出现与乡村旅游相关的规范、标准和制度，乡村旅游处于自发发展状态。   

（二）数量扩张阶段（1999年至2002年）   

1998年北京观光农业工作会议之后，作为观光农业的一种类型，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观自然景、赏民

俗情、享田园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活动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北京市乡村旅游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乡村旅游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到2002年底，郊区已有10个区县开展了乡村旅游接待活动，乡村旅游接待户达到

1520户；二是乡村旅游产品逐步丰富。北京郊区已形成食宿接待型、观光采摘型、特色餐饮型、休闲度假型和生

态健身型等多种形式的乡村旅游产品；三是经营理念亟待转变。乡村旅游经营者特别看重菜品质量、味道和价格，

而对旅游接待地吸引游客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如特色、环境、服务等没有高度关注；四是经营方式趋向多元化。

乡村旅游经营方式从农民自主经营逐渐转变为村集体经营、农户自主经营、政府主导经营、混合经营等多种经营方

式。   

（三）规范发展阶段（2003年至2006年）   

2003 年，北京市政府制定和实施了推进北京郊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221 行动计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北京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京市乡村旅游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相关标准逐步完善。为支持乡村旅游发展，加快农民增收致富步伐，市农委、旅游局会同市相关部门，先后制定

了乡村旅游评定标准（试行）和扶持政策。2004年底，市旅游局同市发改委、市农委联合制定了《北京市“十一

五”时期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05年，市旅游局会同市农委在《北京郊区民俗旅游村（户）标准》（试行）的

基础上，对《乡村民俗旅游村（户）等级划分与评定》进行立项，经过反复调研、专家论证，于 4月30日 通过

北京市和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批准， 6月1日 正式颁布实施；二是市场竞争逐步规范。由于相关标准的制定，这

一时期的乡村旅游逐步走上“有序化发展”的道路。   

（四）品质提升阶段（2007年至今）   

为促进乡村旅游的结构优化与品质升级，北京市于2007年推出了24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逐步带动全市乡村

旅游的整体提升。这一时期北京市乡村旅游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高起点管理。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制定

了自律性的《北京市乡村旅游管理条例》，用以规范和指导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二是高标准规划。从2007年开

始，北京市旅游局先后完成了《北京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13个区（县）的“一区（县）一色”旅游特色

功能定位、30条“一沟一品”的沟（带）地域乡村旅游规划和30个村庄的乡村旅游创意策划；三是高视角审视。

为促进北京市乡村旅游的升级换代，北京市逐步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制定了养生山吧、山水人家、国际驿站、休

闲农庄、乡村酒店、生态渔村、民族风苑、采摘篱园八个乡村旅游新业态标准，成为全国首批乡村旅游新业态地方

标准；四是高质量建设。北京市规划建设了一大批投资规模大、旅游品质高、市场前景看好的旅游项目，其乡村旅

游逐步走上了品牌化发展的道路。   

三、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一）“国际驿站”等民居功能拓展模式   

民居功能拓展模式是指居民以整体租赁形式将房屋使用权转让，受让者对房屋进行改造，使其具备居住和乡

村旅游接待双重功能的一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国际驿站是该模式的典型业态，怀柔区慕田峪村、朝阳区高碑店

村、顺义区白各庄意大利农庄、昌平区德陵村等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民居功能拓展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四：一是大都市对国外投资者的强有力吸引；二是大都市充足的客源保

障；三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需要；四是游客的需求拉动。而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合法依据，使该模式的推广有了政策保障。   

民居功能拓展模式突破了传统“农家乐”的赢利模式，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充足的资金，

极大地提升了乡村旅游接待的品质，增加了乡村旅游业的附加值，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   

采用民居功能拓展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地处开放度高的大都市周边，有充足的客源保

障；二是农民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不影响农民居住、生活的前提下，有空闲房产供外来投资者租赁经营；三

是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吸引投资者加入。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两点：一是政府要加强规范

和引导，保证乡村环境的持续改善和乡村旅游的稳健发展；二是要正确处理外来投资者和本地居民的关系，形成乡

村旅游发展的合力。   



（二）“生态渔村”等品牌餐饮模式   

品牌餐饮模式是指某一特定乡村旅游地以品牌化的特色餐饮作为吸引游客的主要手段，从而推动乡村旅游发

展的一种模式。游客对旅游地的深层体验，“从味蕾开始”。特色餐饮，是乡村基于饮食传统文化，投入最少，最

易于经营的旅游服务。生态渔村是该模式的典型业态，密云县生态渔村、延庆县柳沟村、怀柔区杨树下村等都是该

模式的典型代表。   

品牌餐饮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六：一是充足的客源保障；二是旅游者对特色餐饮的细致追求；三是旅游经

济利益驱动；四是政府的大力扶持；五是周边地区旅游化的推动；六是旅游竞争差异化的客观要求。   

品牌餐饮模式抓住了旅游者对特色餐饮细致追求的心理，从旅游者的“口”入手捕获其“心”，带动乡村旅

游地声誉的快速扩大和旅游者数量的迅猛增长。该模式不仅能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能促进农民卫生意识和环境

意识的培养，有利于村容村貌的改善。   

采用品牌餐饮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临近都市或其他旅游地，有充足的客源保障；二是具

备与餐饮有关的特色民俗或者能够实现特色餐饮的开发；三是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采用

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五点：一是要注重乡村旅游地环境的整体打造；二是政府要加强组织和管理，使经营

者有章可循，规范运作；三是要保证餐饮的特色和生命力；四是要注重对特色餐饮的大力宣传；五是加强卫生管

理。   

（三）“采摘篱园”等都市农业模式   

都市农业模式是指在临近都市地区，依托高科技农业和各种乡村景观，发展集高科技展示、科普教育、休

闲、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的一种模式。强调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及在空间布局上无城市和乡村边界

是该模式最明显的两个特征。采摘篱园是该模式的典型业态，朝阳区来广营乡的朝来农艺园、昌平小汤山镇的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顺义区北小营镇三高科技示范园区、顺义区沿河特菜基地、大兴区庞各庄西瓜试验示范基地、大

兴区采育葡萄基地、门头沟区北京上岸种植园、昌平区南邵新特种植场、延庆县里炮村、平谷区新能源生态示范园

区、密云县密云汤河香草园、密云县迷宫种植园等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都市农业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四：一是大都市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二是都市环境营造的客观要求；三是产

业融合深入的现实表现；四是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都市农业模式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盈利模式，在实现农业基本功能的同时，带来了乡村旅游业所产生的高附加

值，是对传统农耕模式的创新、农业新科技的推广和农旅结合的有效尝试。   

采用都市农业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是要具备发展都市农业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二是要具

备都市农业所需的各种配套设施。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三点：一是要明确都市农业的投入与产

出；二是要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并不断创新产品形式和内容；三是要实现农业科技进步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效结

合。   

（四）“山水人家”等生态环境示范模式   

生态环境示范模式是指在具备良好生态环境的乡村，以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吸引物，开发观光、休闲、度假旅

游产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种模式。山水人家是该模式的典型业态，密云县石塘路村、怀柔区夜渤海、昌平区

郑各庄村、昌平区香堂村、昌平区羊台子村、延庆县秀水湾等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生态环境示范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促动；二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导向。   

生态环境示范模式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核心吸引物，发展乡村旅游业，满足游客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能

够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采用生态环境示范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良好的生态本底；二是便利的交通、良好的基础

设施和充足的资金保障。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两点：一是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旅

游开发引起环境的破坏和退化；二是要培育旅游开发经营者和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   

（五）“养生山吧”等景区依托模式   

景区依托模式是指依托旅游景区（点）开展乡村旅游，把附近旅游景区（点）的部分服务功能分离出来，吸

引周边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并融入一些乡情活动，从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周边乡村发展的一种模式。养生

山吧是该模式的典型业态，海淀区车耳营村、房山区十渡镇、房山区中英水村、怀柔区不夜谷、怀柔区红螺寺村、

昌平区瓦窑村、延庆县西大庄科村、密云县花园村等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景区依托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三：一是景区旅游资源的吸引；二是农户旅游经济利益驱动；三是景区游客

的需求拉动。   

景区依托模式以乡村旅游地周边景区的客源为主要客源，并依托这些景区发展旅游服务业，在完善景区服务

功能的基础上，能实现乡村旅游接待户自身的致富，从而达到景区发展与自身发展双赢的结果。   

采用景区依托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临近重点景区；二是游客量较大；三是周围农民

具备旅游意识和服务意识。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

定的服务功能；二是要培养农民的旅游意识和服务意识，加强对从业农民的组织和引导。   

（六）休闲农庄模式   

休闲农庄是指占地100亩以上，以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为依托，以农耕文化为核心，利用田园景观为游客提供

乡村生产生活休闲体验以及住宿、餐饮等基本服务设施的经营主体。休闲农庄模式是以休闲农庄作为经营单位，发

展乡村旅游的一种模式。通州区禾阳休闲农庄、通州区天地和庄园、昌平区中科捷奥休闲农庄、延庆县怡情园休闲

农庄等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休闲农庄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三：一是对创新乡村旅游业态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二是北京市旅游局、区



县旅游局及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是《休闲农庄评定标准》等一系列政策导向推动。   

休闲农庄模式将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巧妙结合，在提升乡村旅游产品品质、创新乡村旅游业态的

基础上，较好地满足了游客的体验需求，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   

采用休闲农庄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充足和客源保障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二是要有合

适的投资主体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三是要有一系列政策与标准的规范与指导。   

（七）乡村酒店模式   

乡村酒店是指具有休闲、娱乐、求知、教育功能的综合性旅游住宿单位，是将农业景观、生态景观、田园景

观与住宿、餐饮设施进行结合，能够为游客提供乡村休闲体验的经营主体。乡村酒店的档次介乎于城市酒店和农家

住宿之间，让游客能在农村享受到酒店级的服务。乡村酒店模式是以乡村酒店作为主要旅游接待设施，发展乡村旅

游的一种模式。昌平区金利牡丹园、昌平区雪雅小庄、昌平区鲜果乐园、密云县花溪小寨等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

表。   

乡村酒店模式产生的动因有四：一是乡村旅游业提升与创新的客观需求；二是北京市旅游局及各级政府的强

有力支持；三是市场需求拉动；四是投资需求驱动。而《乡村酒店评定标准》等一系列的政策规范与保障则大大加

速了这一模式发展的速度。   

乡村酒店模式改变了传统乡村旅游接待设施特色不鲜明、档次过低等弊端，能够较好地满足游客对特色餐

饮、特色环境、特色住宿等的追求，是乡村旅游产品创新与提升的表现。   

采用乡村酒店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合适的投资主体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二是临近都

市，有对该类产品需求度较大的市场。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三点：一是要通过宽松的投资环境

吸引投资者进入；二是要注重对乡村酒店特色和品牌的打造；三是要重视市场宣传。   

（八）民族风苑模式   

民族风苑是指以少数民族建筑、服饰、风俗生活形式和宗教信仰与生产方式等为依托，集中展示少数民族风

情，以提供少数民族风情体验为特色的旅游休闲娱乐综合接待场所。民族风苑模式是指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以独特

的民族风情为基础，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引导少数民族农民参与旅游开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一

种模式。怀柔区七道梁正白旗村、怀柔区项栅子正蓝旗村和怀柔区老西沟镶红旗村、大兴区巴园子村、昌平区西贯

市村、密云县古北口河西村等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民族风苑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三：一是独特的民族风情；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促动；三是国家民俗文化保护

政策导向。   

民族风苑模式以乡村旅游地特有的民族风情为核心吸引物，突出对民族特色的挖掘和展现，将民族文化与旅

游有效地结合起来，满足游客对民族文化体验的需求，能达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农民增收致富、乡村旅游业发

展等多重目标。   

采用民族风苑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少数民族具备一定规模；二是民族风情具有独特性和

吸引力。同时，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四点：一是要切实挖掘当地少数民族的风情，提升文化品

位和旅游吸引力；二是要引导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参与旅游接待活动；三是增强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保护和

保持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四要改善当地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条件。   

（九）古村聚落模式   

古村聚落主要是指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长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地址未有大的变动，

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历经年代久远，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古村聚落模式是指以浓厚的古村聚落文化和特

色古村聚落建筑为核心吸引物，以保护为主，因势利导开发旅游，促进乡村发展的一种模式。门头沟区爨底下村、

门头沟灵水村、门头沟琉璃渠村、门头沟沿河城村、门头沟椴木沟村、昌平区长峪城村、延庆县岔道村、密云县遥

桥峪古堡民俗村等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古村落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游客寻求差异化的旅游动机；二是古村落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独

具特色的旅游吸引力。   

古村落模式以古村落的特色建筑与文化为核心吸引物，满足游客对古村历史与文化体验的需求，能够在实现

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达到古村落建筑与文化保护的目的。   

采用古村落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古村落保留原汁原味；二是古村落具有独特的文化内

涵。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三点：一是做好整个古村落旅游发展规划；二是引入市场开发机制，

促进旅游开发；三是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着重强调对当地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十）创意产业模式   

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

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创意产业模式是指依托乡村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创意产业所形成的氛围，

开发艺术家社区等具有鲜明创意产业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并带动当地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模式。通州区宋庄

镇、昌平区下苑画家村等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创意产业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三：一是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二是浓郁的文化氛围；三是政府的政策导

向。   

创意产业模式把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业有效结合起来，丰富了乡村旅游产品的内容，提高了乡村旅游地的吸

引力，是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   

采用创意产业模式的乡村旅游地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有因大量艺术家入驻而产生

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同时，采用该种模式的乡村旅游地要注意三点：一是注重对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二是注重宣



传；三是注重产品内容的丰富和产品品质的提升。   

四、总结          

北京市乡村旅游的发展始终坚持“一区（县）一色”、“一沟（村）一品”的特色发展道路，精心培育乡村

旅游新业态，不断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逐步完善乡村旅游标准，优先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大力实施“乡村旅游

促进计划”，快速引进专业酒店管理集团和职业经理人参与乡村旅游经营管理，积极构建特色旅游小城镇、特色村

落、特色乡村酒店、特色民俗活动和特色沟域文化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升级，努力实现从

乡村观光旅游向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功能向更加注重发挥乡村旅游业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综合功能转变。   

  北京市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内涵丰富、魅力独具的“首都模式”。该模式

突出表现为：旅游产品、旅游市场、旅游营销、旅游服务的国际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产品功能的复合化；旅游

业态的特色化；旅游发展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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