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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乡村旅游产品优化与升级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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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发展乡村旅游历经20余载，取得明显成效。但随着市民乡村休闲需求总量的剧增和结构的

变化，现有乡村旅游产品已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必须对其进行优化与升级。 

       

       一、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成都乡村旅游1987年发轫于郫县农科村。经过20余年发展，乡村旅游地已遍及郊野，游客接待

量逐年上升，旅游收入急剧增加，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兴产业和休闲方式。据统计，成

都市2006年接待乡村旅游者3423•9万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接待收入12•6亿元，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

“农家乐”达到7895家，分别较上年增长68%，72•6%和41•1%。从统计数据分析，自2002年至2006

年，成都市乡村旅游呈加速发展态势(见表1)，旅游总收入和游客接待量年均递增率除2003年外，均

在10%以上，近两年更是高速增长。 

表1 成都市乡村旅游统计(2002—2006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成都市旅游局、统计局数据和网上公布数据整理。 

       

       目前，成都市乡村旅游地大致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 

       

       (1)以农家独特田园风光为依托，以绿色生态休闲为主题的农家园林型。如郫县农科村自然生态

环境优美，竹林茅舍，稻海麦浪，林木葱绿，既可观光，又可从事参与性较强的农事活动体验。 

       

       (2)以成片花园、果园、茶园为依托，以赏花摘果品茶、园艺习作为主题的花果观赏型。如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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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山风景名胜区、三圣花乡。在此，游客可以赏花、买花、观果、摘果、采茶、品茶、园艺习

作、插花技艺等，从而赏心悦目，并体验花文化、果文化、茶文化的内涵。 

       

       (3)以乡村风土民情、人文古迹为依托，以民俗旅游为主题，为游人提供农家风味服务的“古迹

民俗型”。如黄龙溪古镇和平乐古镇，游客在此可了解成都平原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和丰富的农耕

文化以及川西风土民情。 

       

       (4)以乡村山区森林植被为依托的生态观光型。如西岭雪山、天台山等，游客在此观野生树种，

听鸟语，闻花香，赏潺潺流水，呼吸森林中的新鲜空气。 

       

       (5)以现代高科技农业为依托，以学习增长知识为主题的“观光农业型”。如都江堰青城红阳猕

猴桃绿茶农业旅游示范基地，游客在此可了解花土栽培、试管育苗、优质瓜果、淡水鱼类的养殖技

术，领略新型农艺。 

       

       (6)以山地、河流、温泉、湖泊等资源为依托，以滑雪、漂流、荡舟、爬山、温泉洗浴、高尔夫

等项目为载体的运动健身型。如花水湾、牧马山高尔夫俱乐部等。 

       

       二、成都市民乡村休闲需求分析 

       

       (一)成都市民乡村旅游消费潜力 

       

       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分析(见表2)，成都市乡村旅游人均年产值增长率明显高于居民收入增长

率，这说明成都市民收入增长对乡村旅游的边际贡献较大。但从表2也可以看出，乡村旅游人均年

产值增长率明显低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增长率，也低于成都市私家车保有量年均增长率，表

明市民增长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大部分并没有用于乡村休闲，而是用于储存或购买汽车等其他消费性

支出，这反应出成都市民孕育着巨大的乡村旅游消费潜力。 

表2 成都市乡村旅游人均年产值与居民消费能力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成都市旅游局、统计局统计数据和网上公布数据整理。 

       

       2006年成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89元，恩格尔系数为33•9%；农民人均纯收入4905元，

恩格尔系数为39•8%，成都市有城镇人口731万人，农村人口490万人。[1]据此计算， 2006年成都市

民可自由支配收入①为763亿元。如果按照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出游率135•1%，人均花费737•1元/人

次，农村居民出游率75•8%，人均花费227•6元/人。[2]次计算，则2006年成都市民旅游消费总额为

81•3亿元，这仅占市民可自由支配收入的11%。而成都2006年乡村旅游接待收入12•6亿元，仅相当于

市民可自由支配收入的1•65%，相当于市民旅游消费总额的15•50%，这与国家旅游局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的成都市民外出旅游住宿0夜(59•3% )和1夜(10•3% )的高比例本地游极不相称。由此推知：其

一，成都本地乡村旅游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大部分旅游消费漏损到周边地区；其二，成都市民

本地游虽然出游率高，但每次旅游消费金额很低。导致该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乡村旅游产品总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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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产品结构单一，消费项目缺乏；乡村旅游产品特色不突出，缺乏吸引力。 

       

       (二)成都市民乡村旅游消费结构调查 

       

       笔者2007年5月在成都三圣花乡、北湖、洛带客家古镇、郫县农科村组织调查显示，抽样487份

问卷统计表明，成都现有乡村旅游消费项目主要有体验乡村风情、生态观光、了解历史文化、休闲

度假，但被试潜在旅游需求中，选择休闲度假(45•9% )、康体健身( 47•2% )、运动保健(23•4% )的比

例较高。当问及被试喜欢的旅游项目时，滑雪滑草等参与性强的运动健身项目有较高选择比例(见表

3)。 

表3 成都市民喜欢的旅游项目调查 

       就逗留时间调查而言，竟有40•6%的被试选择在乡村旅游地呆1夜，只比选择当天返回的低11•2

个百分点。再问及愿意过夜被试对住宿设施的选择偏好时，乡村酒店(30•0% )、青年旅舍(16•9% )、

度假公寓( 15•5% )、乡村旅馆(12•2% )和露营帐篷(11•9% )均有较高选择比例，而选择汽车旅馆、房

车、星级酒店的分别为7•6%、1•8%和3•3%，这表明乡村旅游者对住宿设施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 

       

       三、拓展成都乡村旅游市场需求的发展战略 

       

       (一)扩大乡村旅游产业规模 

       

       成都2006年乡村旅游接待收入12•6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收入327•1亿元的3•9%，

也仅占成都市民全年旅游消费总额的15•5%。可见，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规模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成都市2006年乡村旅游人均消费只有36•8元/人次，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如果不断丰富完善旅游产

品，引导和挖掘旅游消费潜力，乡村旅游产业有望快速增长。 

       

       为此，成都乡村旅游应当在深度开发现有旅游地和开发新旅游地两方面下功夫。就前者而言，

要进一步挖掘现有旅游地资源潜力和文化内涵，根据市场需求丰富和完善各旅游地的旅游产品组

合，增加旅游产品的花色品种，特别应当大力开发参与性强的运动健身、休闲度假、娱乐保健性旅

游项目。就后者而言，应当根据市场需求和现有乡村旅游市场竞争状况，开发差异化的旅游产品，

特别应当加强龙门山成都段、龙泉山成都段两带的生态旅游、户外运动、山地度假、温泉疗养等旅

游项目。 

       

       (二)丰富完善旅游产品体系 

       

       对成都主要乡村旅游地主要旅游产品谱(见表4)。 

表4 成都市主要乡村旅游地主要产品概况       



       注：●赏花◎生态园林2民俗风情7宗教朝拜◆摘果、种菜、钓鱼4滑雪、游泳3划船、水上步行5

球类运动6溜索、蹦极☆旅游购物★麻将、棋牌活动■浴足、保健▲卡拉OK分析可知，成都市各乡村

旅游地现有旅游产品大多雷同，观光型产品不外乎赏花、生态园林观光、乡村民俗风情、宗教朝拜

等类型，休闲度假基本上是麻将、棋牌活动、浴足、保健和卡拉OK等活动，这些产品自乡村旅游发

展之初沿袭至今，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各地差不多，前人一面。而能够体现乡村旅游特色的农事体

验型、乡村康体健身型的旅游产品十分缺乏。正是成都市乡村旅游地产品结构单一，消费档次低，

所以成都乡村旅游人均每次花费自2002年至2006年一直维持在35~45元/人次这个低水平，这直接导

致了成都市乡村旅游收入较低，旅游消费潜力没有充分发掘。 

       

       根据市民乡村旅游需求动机和资源特色，选取乡村旅游产品类型组合和时间分异性两个变量，

可以将成都乡村旅  

       表中不同类型的产品可以交叉，在同一旅游景区中含有多种类型的旅游产品。目前，成都观光

旅游产品较为齐全，生态观光、节事活动、古镇旅游都较为完善，森林观光需要进一步开发。休闲

娱乐仅在棋牌、品茗、戏鱼、垂钓、荡舟等开发较为成功，其余的均尚待开发，这些产品既具有明

显的乡村性，又具有极大的休闲性和参与性，是今后成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点。 

       

       成都具有江(河、湖)、平原、丘陵、山地、高山等多种地形地貌，气候四季宜人，在同一季节

不同地域气候差异大，度假资源十分丰富，但成都目前已开发的具有度假功能的旅游地只有花水

湾———西岭雪山度假区、文锦江温泉、鱼凫国都温泉、牧马山高尔夫俱乐部，温泉度假区也基本

上只是具有洗浴、棋牌、桑拿按摩功能，产品类型较为单一，与成都市民巨大的度假消费潜力和度

假需求极不相称。现代都市人精神压力大，各种职业病较为普遍，加之各种地方性疾病如成都较为

普通的风湿性关节炎、脚癣等困扰，使市民康体健身成为一种巨大的消费需求，成都乡村旅游地应

当结合运动休闲、中草药、温泉、道家养生大力开发康体保健旅游项目。就开发专项旅游而言，龙

门山、邛崃山脉一带海拔高差大，又是世界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走廊带，具有极大的开发

潜力。 



       

       (三)改善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 

       

       关于大都市旅游空间结构，邹积林提出的旅游区划空间型态中，包括了城市周围的环状区型

态。[3]Weaver曾提出过类似环城游憩带这样的城市居民出游的同心圈层结构。[4]吴必虎在对上海

市城郊旅游地空间分布研究发现，大城市游憩设施和游憩土地利用，除部分地发生于城市内部空

间，更多地推向城市郊区，出现了环绕城市外围、处于近城乡镇景观之中、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

捷，具有观光、休闲、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5]，其中周六前往、入住一宿、

周日返回式的出游方式被称为“一夜游度假模式”，并将这些土地利用构成的游憩活动空间称为环

城游憩带(ReBAM)。盖恩提出了四环带旅游模型[6]，吴承忠等对盖恩模型进行了修正，修改后的环

带状模式将大都市核心市区作为区域旅游中心，围绕该中心由近及远可以分为城市旅游带、近郊休

闲旅游带、乡村旅游带和偏远旅游带。[7]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成都市乡村旅游空间结构可以划分为

城市旅游带(距市中心半径R≤10km)、城乡结合部旅游地(10km∠R≤20km)、近郊休闲旅游地

(20km∠R≤50km以内)、偏远旅游地(50km∠R≤150km)四个同心圈层，各圈层重点依托景区(点)见表

6。 

       表6 成都市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及产品分布设计       

       (四)完善乡村旅游接待设施 

       

       成都市乡村旅游餐饮接待较为完善，以川菜为特色的地方风味品种齐全，高中低配套，特色鲜

明。但住宿接待设施不仅数量偏少，而且结构单一。现有住宿设施主要是乡村酒店和农家旅舍，不

能适应市场消费需求。据统计， 2006年成都市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高收入人群16万人；有各类

个体私营经济业主53万户；私家车保有量49万辆。同时也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3•4万； 40所各类



高校在校学生46万人；有中等偏低收入及以下家庭7•3万户，约22万人。[8]显然，他们对乡村旅游

的消费能力不一样，对乡村旅游接待设施的要求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据这些统计数据和前述调查结

果，为适应成都市民乡村旅游住宿消费需求，今后应当丰富乡村旅游住宿产品结构，在条件适宜的

乡村旅游地开发建设一批青年旅舍、度假公寓、露营帐篷和汽车旅馆，同时要根据市场需求比例逐

步形成合理的乡村旅游住宿设施结构。 

       

       (五)加强乡村旅游品牌塑造，提升乡村旅游档次 

       

       据统计，截止2006年底，成都市共有星级“农家乐”421家，其中一星级97家、二星级191家、

三星级110家、四星级21家、五星级2家，星级“农家乐”占“农家乐”总量比例仅为5•3%。已建

(含在建)农业示范点16个，其中已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只有4个，已建乡村酒店111家，已开

发各类古镇9个。截止2006年底，成都市辖区内被命名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的只有刘氏庄园、三圣

花乡两家，国家AAA级旅游区的也只有天台山、翠月湖、芙蓉古镇三家。 

       

       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成都市乡村旅游品牌建设急待加强，乡村旅游接待设施的质量需要

一个大的改善。为此，成都市在今后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既要巩固好成都市(龙泉)国际桃花节、郫

县农科村“中国农家乐发源地”、三圣花乡、大邑刘氏庄园等已有旅游品牌知名度，同时要利用

“一区两带”(城区和龙门山、龙泉山成都段)建设和世界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走廊建

设的契机，着力打造一批乡村旅游优势品牌。同时，要利用乡村旅游接待设施星级评定等手段，引

导和督促乡村旅游接待设施软硬件质量提升，整体促进成都市乡村旅游优化与升级。 

       

       (六)加大成都乡村旅游对外宣传力度，努力拓展市场空间 

       

       前文分析可知，成都市民乡村旅游需求潜力巨大，成都市乡村旅游市场空间拓展首先应当做好

本地消费市场的渗透。由于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多为小规模经营的个体户，所以乡村旅游形象宣传和

市场空间拓展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政府头上。政府应当在乡村旅游对外宣传中起主导作用，加大乡村

旅游地形象宣传力度和市民乡村旅游消费市场引导力度，努力挖掘成都市民乡村旅游消费潜力，提

高成都市民收入增长对乡村旅游的边际贡献。同时，成都也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游客中转城

市，每年有几千万国内外游客抵蓉后再分流至四川各旅游区域，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客源市场。成

都市应着力加大乡村旅游形象宣传力度，甚至要对成都市乡村旅游进行形象再造，改变长久以来成

都乡村旅游就是到农家吃饭、品茗、打麻将的“农家乐”形象，努力塑造成都集乡村观光、康体休

闲、度假娱乐、民俗文化体验和专项旅游于一体的综合乡村旅游形象，以此吸引过境游客。 

       

       四、结论及启示 

       

       (1)成都市民消费潜力巨大，成都乡村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从现状分析，成都乡村旅游

总量偏低，产品结构以近距离观光为主，较为单一，不能适应观光、休闲、度假、康体保健、专项

旅游等多层次需求。成都乡村旅游应当在增加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总量的基础上，重点开发参与性强

具有休闲娱乐康体健身功能的乡村旅游产品。同时要优化乡村旅游空间结构，形成环城市不同乡村

旅游产品供给带，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住宿接待设施。 

       

       (2)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典型性，各特大城市乡村旅游需求有一定的共性，资源

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探讨的成都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思路，对全国其他地方也具有一定借鉴意

义。 

       

       (3)由于数据的缺乏和市场调查样本数量和调查范围的限制，结论仅具有参考作用。同时，文章

对成都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略显不足，将留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马治鸾(1971-)，男，四川巴中人，成都理工大学地理学讲师、古生物与地层学在职

博士，主要从事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四川成都 610059 

       

       注释： 



 

       ①成都市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总数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总数 

       参考文献： 

       

       [1]成都市统计局•成都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7-04-13• 

       [2]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6)[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 

       [3]邹积林，旅游区划问题探讨：以成都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 1990， 5(2) ： 26~28， 55• 

       [4] Weaver， D•B•Model of urban tourismfor smallCaribbeanislands[J ]•GeographicalReview， 

1993•83 (2) ： 134• 

       [5]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J]•地理科学•2001(21)： 354-359• 

       [6] Gunn， C•A•， Tourism Planning， NewYork： Taylor& Fran-cis[J]•RecreationalLandUse in 

SouthernOntario， DepartmentofGe-ography Publication SeriesNo•14， University ofWaterloo•227-245• 

       [7]吴承忠，韩光辉•国外大都市郊区旅游空间模型研究[J]•城市问题•2003(6)： 68~71• 

       [8]成都市统计局•成都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200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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