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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辽宁乡村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作者：夏学英 文章来源：网络搜集 更新日期： 2008-1-2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

“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

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是作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和农村税费改革后，解决农村问题

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是对城乡、工农关系的再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需要国家的财力支持外，关键在于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由

于受土地和人口的约束以及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因此,发展农村经济不能仅仅依靠农业，必须寻找其它有效

途径。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兴产业，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

和就业结构，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扩大农村的开放度，使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因而发展

乡村旅游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的有效途径之一。辽宁虽然是老工业基地，但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依

然十分艰巨。探索辽宁乡村旅游发展对策，对于加快辽宁新农村建设，促进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与应用前景。   

    

  一、发展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地域为载体，利用农村资源进行旅游活动的一种产业形式，是农村非农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乡村旅游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目前在发达国家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自1998年国家旅

游局将旅游活动的主题定为“华夏城乡游”以来，我国也兴起了乡村旅游热，并在一些地区取得可喜的成

效。据调查，全国已有至少1万个村，约300万人口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走上富裕之路。作为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境效益俱佳的产业形式，乡村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已经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乡村旅

游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速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首先，乡村旅游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众所周知，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分散性，周期长，对气候

条件依赖性强，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收益极不稳定，而且农业附加值低，其比较利益总是低于其他产

业，特别是在农业经营规模小的国家，农业收入更受到局限。因此单靠农业很难保证农民生活水平的持续

提高。乡村旅游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就业机会，使他们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和一定的投资回报，收入

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缩小了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其次，旅游开发具有整体效应。通过有效的空间布局，能

够获取聚集效应与外部经济，从而带动整个村庄、整个县，甚至整个市的经济发展，达到区域共同富裕的

目标。第三，乡村旅游产业关联性较强。旅游产品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几方面，乡村旅游开发

可以带动相关的道路交通、旅馆、餐饮、娱乐以及手工艺品加工业的发展，产生投资的乘数效应。据世界

旅游组织资料显示，旅游业的投资乘数为4.3，这意味着每增加100元的投资，就能产生430元的收益。可

见，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渠道，增加农村经济总量，缩小城乡

差距，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 

  

  （二）实现农村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应立足于农村资源优势，并以开发和保护农村资源环境为前提。农村具有

丰富的资源。首先，农村自然景观丰富多彩，动植物种类繁多；其次，农村社会孕育了不同于城市的独特

的风土人情和乡风民俗，例如，农耕文化，民间艺术，少数民族风情等，许多传统和文化大都保存在农

村。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另外，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极

为有限，发展农村经济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旅游业不会像工业那样对

环境造成污染，而有助于农村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开展农业旅游和生态旅游，立足于原有环境基础，实行

低强度开发，能够使农业资源直接就地转化为旅游资源，节省了转移成本，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利用和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达到资源的双重增值和循环利用效果。 

  （三）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和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兼顾。乡村旅游在

将非农生产方式带到农村的同时，也将现代文明的成果普及到农村地区，促进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第一，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开放意识。旅游业要依托市场，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因

此，要求农民必须面向国内外市场，在观念上努力与国际接轨，改变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第二，有利于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民意识到提高自身素质的必要性，因为相对于传统农业，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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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对劳动者的技术和文化水平要求较高，这促使农民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促

进了农村教育发展，从而带动了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第三，有利于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更新，

文化水平的提高，无疑会产生更多的精神需求，使农村的文化娱乐也随之日愈丰富多彩，农民的精神生活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于形成文明的乡风、村风。同时，发展乡村旅游，需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

入，改善农村环境，从而促进农村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农村社会全面现代化。第四是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

建设。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加快了城镇化进程，而且乡村旅游必然会带动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城乡之间的汇融，起到加速农村市场的发育和拓展的作用，有利于农村产

业聚集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辽宁发展乡村旅游的比较优势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虽然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农村人口仍占较大比重，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

问题比较突出，城乡差别有所扩大，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除了要大力

发展农村工业外，发展乡村旅游也是有效途径之一。而且由于辽宁物产丰富，开发历史独特，城市化水平

高，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等，发展乡村旅游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一）资源优势   

  辽宁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经济呈现多样化，区域特色较突出，发展乡村旅游具有资源。一是自然

资源优势。辽宁以温带—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和以温带—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草原为主，农村地理环境

多样化，包括沿海，内陆，平原，山地丘陵等，自然景观丰富多彩，其中不乏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地理风

貌，而且农林牧副渔品种齐全，农作物种类繁多，并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传统特产。例如大连的苹果、

黄桃、海参、鲍鱼，辽西的李子、大枣、白梨，丹东的板栗，铁岭的榛子等等，物产十分丰富。二是人文

资源优势。辽宁历史悠久，古文化源远流长，同时其特殊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典型的多元文化，少数民族众

多，达40多个，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更多地保持在乡村。同时，乡村也孕育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地方文

化，如富有特色的乡村劳作和生活方式、婚俗习惯、传统节日活动，高跷、二人转、秧歌、剪纸等民间文

化，以及独具特色的传统饮食等。这些形成了辽宁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优势。   

 （二）客源优势   

  乡村旅游主要以城市居民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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