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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旅游局把2006 年全国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乡村

游”, 其宣传口号是“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乡村

旅游以其参与形式的多样性, 参与主题的广泛性以及旅游效

益的综合性正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乡村旅游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追溯到19 世纪中

期, 但大规模的开展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乡村旅游可

以说是现代旅游文化中的新鲜事物, 其极强的生命力和势不

可挡的发展潜力, 已经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展

示。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发展迅速 , 尤其是各大、中城市

近郊的乡村旅游发展速度更快。目前农业生态观光与“农家

乐”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模式正成为甘肃旅游的一种时尚

选择, 如徽县的银杏人家、酒乡人家 , 皋兰什川的万亩梨园、

武威的黄羊河农场、敦煌南湖的葡萄长廊、永靖太极岛的枣

园新村、景泰龙湾的绿洲、条山的农场等。但甘肃的乡村游

还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笔者就其发展的优势、不足及发展对

策进行探讨[ 1] 。

1  乡村旅游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旅游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主

要有以下观点。

( 1) 西班牙学者 Gilbert 等认为, 乡村旅游就是以农户为

旅游者提供食宿为条件 , 使其在农场、牧场等典型的乡村环

境中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一种旅游形式。

( 2)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认为 , 在乡村开展的旅游、田园风

味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卖点。

( 3) 国内学者王兵认为,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文化为景观 ,

以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族习俗为资

源, 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

活动。同时, 王仰麟等学者也对“乡村旅游”阐述了个人观

点[ 1] 。

由此可见 , 乡村旅游不仅仅是传统的体验田园生活, 它

逐步融入了“农村文化景观”、“农事活动文化”等一系列的传

统人文精神。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

开展的, 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乡村田园风光、

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而开展的满足城市旅游者休

闲度假新需求的一种生态旅游活动。它所包含的地域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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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主要指城市景区内部零星区及城乡结合部的“农家乐”园

区和乡村地域内的自然和人文风景名胜区。

2  甘肃省各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

甘肃省地处黄河上游地域辽阔 , 其东接陕西, 南邻四川 ,

西连青海、新疆, 背靠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国接壤。地域自

西南向东北倾斜, 地形狭长, 东西长1 655 km, 南北宽530 km。

幅员面积39 万km2 , 是中国东部湿润森林平原向西部干旱荒

漠草原与高寒荒漠草甸草原的转变过渡带。甘肃境内有4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5 个国家森林公园,53 处丹霞地貌点,

55 个省级森林公园,360 多处旅游景区。

2 .1 地貌类型丰富多彩 甘肃地貌复杂多样、丰富多彩, 基

本涵盖了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和戈壁。境内既有雪

峰皑皑、瀚海茫茫的塞外风光; 也有群山竞秀、碧水荡漾的江

南景色 ; 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 也有荒山绵绵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戈壁风光和渠道纵横的鱼米之

乡; 有葱郁繁茂的次生森林; 更有黄河江泉、秀美山川。

2 .2  民族风情独特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该省现有

54 个少数民族, 人口219 .9 万, 占该省总人口的8 .7 % 。世居

甘肃的少数民族有回、东乡、保安等16 个, 其中东乡族、裕固

族、保安族为甘肃的独有民族。由于自然、社会历史条件的

客观影响,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不显著, 受城市等

外来力量的冲击较少, 其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大 , 保存着

浓郁的传统特色。神秘的少数民族禁忌( 如: 裕固族的婚丧

习俗“戴头”“剃头”等) 和未被开发的自然风光能够满足人们

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的需求。

2 .3 乡村民居形式多样 甘肃省独特的地域特征以及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多民族的聚集方式决定了在该区居住的居民

生活方式迥异、民居形式多样。甘肃拥有很多富有民族特色

的民居, 如: 陇东黄土高原区的窑洞民居、甘肃天水古民居、

半坡硬山顶的民居、保安族的“半边楼”、“全楼”和”四合院”、

东乡一户二院型的庄窠、甘南藏族的方形帐篷及部分藏族的

碉楼式木石结构住房等, 这些与城市居民的水泥“丛林”形

成鲜明的对比。

3  甘肃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甘肃省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浓郁的民风

民俗为乡村旅游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其发展的方式

较为被动 , 一直是处在深闺人未识。加上长期“遍地开花”式

的发展经营模式, 致使乡村旅游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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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发展特色乡村旅游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 .1  缺乏统一规划  为了追求近期的经济效益, 甘肃的多

数地方并没有将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纳入区域旅游资源开

发的系统之中进行统筹安排, 全面规划。而是任由经营者盲

目开发, 出现遍地开花和重复建设的现象, 导致资源利用率

低下、形式单一、特色不强 , 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

3 .2 旅游产品质量偏低  目前, 甘肃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主

要停留在观光、采摘、购物等旅游项目上, 而对乡村文化传统

和民风民俗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结果使得旅游产品雷同、

经营类型单一、特色不显、品位不高、服务不周, 脱离了旅游

市场需求。

3 .3 宣传、促销不够 目前甘肃省乡村旅游一般在每年的3

～11 月期间开展, 其余时间便无人问津。据有关经济专家介

绍, 在这段空白的时间里 , 并不是没有游人, 而是缺少创新与

品牌。许多经营者由于缺少政府部门的引导对其宣传促销

意识还处在原始、被动的水平上 , 宣传促销投入少, 专业水准

差。一般依赖朋友关系、“回头客”或口碑宣传, 至多也不过

是采取发传单或宣传册的方式, 加上宣传品品种单调、数量

少, 缺乏针对性, 静态多、动态少 , 导致了乡村旅游活动的开

展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束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4  经营管理、服务水平低  目前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管

理者大多是农户和村镇领导。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他

们大多未受过正规培训 , 缺乏相应的管理知识和能力, 服务

不到位, 管理工作混乱, 使接待和管理处于较低水平 , 甚至出

现一些消极现象, 如不择手段向游客兜售旅游产品和宰客

等, 这都大大地制约了该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

3 .5 乡村特色正在消失 由于乡村旅游资源所处的地域多

为经济、教育欠发达地区, 所以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旅游环境

开发前都保持着原始的自然景观。随着工业文明涌入农村 ,

使得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特色并列, 现代设施与传统风物杂

陈, 难以营造农耕文明氛围。比如, 某些“山庄”修建高楼、饭

店且豪华程度直追都市; 许多山里民居的地板和墙上贴上了

瓷砖, 以迎合城市居民的口味, 失去了乡村旅游应有的乡村

性和地方性。与此同时, 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民俗文化, 也在

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下, 慢慢地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或者成了

舞台上的“民俗秀”, 失去了其应有的原始性和乡村性。如 :

现在游客进入甘南某些地区旅游 , 已经很难体验到纯正的藏

族风情( 除一些交通十分不便的落后地区外) 。这种把一些

“原始的、自然的”的东西“商业化”的做法既破坏了乡村原有

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 浪费了宝贵的农业资源 , 又扭曲了发

展乡村旅游的本质和目的[ 2] 。

4  甘肃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

4 .1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统一规划  乡村旅游作为区域旅

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进行统筹安排 ,

全面规划, 合理开发, 以打造统一的乡村旅游产品, 形成统一

的区域旅游线路。一些地方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按旅游景

区标准进行村镇建设 , 打造了一批“一村一品”、“一户一园、

一园一景”的旅游型村镇[ 3]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 皋兰的

什川镇 , 截至2005 年底, 该镇接待游客38 万人次 , 旅游总收

入875 万元, 规模接待园已有45 家, 农家乐接待点100 多户 ;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麦积镇后川村在有关政府的指导下, 以

村支部加协会的形式成立了农家乐旅游接待中心 ,2005 年底

该村共接待游客2 .1 万余人次 , 经营收入达31 .5 万元, 户均

收入9 000 元, 乡村旅游已成为后川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可见, 在政府宏观调控和统一规划下发展乡村旅游既可以减

少投资失误、避免近距离的雷同和重复建设、提高乡村旅游

开发的效果, 又可以实现城乡间的优势互补, 客源共享, 从而

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稳定发展。

4 .2  走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  目前乡

村旅游的客源市场主要是都市居民。都市居民出游乡村目

的是为了暂离其都市文化常态, 享受农耕文化的清新, 因此

乡村旅游的开发要朝着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如: 距甘肃

省会城市兰州仅100 km 的临洮县充分发挥建县历史悠久、文

化积淀深厚、位于洮河下游、水资源丰富, 花卉、水产养殖十

分发达的有利条件, 按照“水在城中、城在林中、街在绿中、院

在花中、人在景中”的城市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以吃农家饭、

住农家院、干农家活、体验农家生活情趣为主的“农家游”, 吸

引了周边县、市、区的游客 , 成为人们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的

好去处。

4 .3  开发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资源不属于稀

缺旅游资源 , 因此其产品的开发应本着因地制宜、贴近实际

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产品既要保护其传统又要有所创新 ,

才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4 .3 .1 充分发掘甘肃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 对旅游者有着

巨大的吸引力。甘肃省拥有一批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

化的村落, 如: 永登县的中国“吉普塞”民俗风情村薛家湾村、

陇西县的“天下李姓的郡望”的陇西堂、永登县连城镇的“神

秘的土司王国”的代表鲁土司衙门等, 要使之与当地乡村旅

游结合起来, 让游客体验甘肃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精华。

4 .3 .2 树立乡村旅游的品牌形象。乡村旅游品牌形象设计

是为了给乡村旅游建立一个持久的、稳定可靠的品牌形象 ,

树立游客对乡村旅游情感的认识, 提高其购买兴趣。进行品

牌设计时可以开辟以绿色景观和田园风光为主题的观光型

城乡游或以农庄或农场旅游为主, 包括休闲农庄、观光果园、

花园等体现休闲和增长见识为主题的乡村游及以乡村民俗、

民族风情以及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游。如: 夏河县位于甘

肃的南部, 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 , 除了著名的拉卜楞寺外, 还

有甘加草原、桑科草原、白石崖、八角城等风光。针对这些 ,

夏河可以推出自己的品牌形象设计: 夏河———雪域风情“小

西藏”, 这就成为那些想领略西藏风光却因各种因素所阻未

能成行的游客的另一个选择。

4 .4  开发客源市场及做好宣传  客源市场的开发是旅游发

展的最重要一环。要在加强市场调研、搞好市场定位的基础

上, 搞好旅游产品的营销。甘肃省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

的传播与轰动效应, 宣传该省乡村旅游资源和独具特色的乡

村旅游产品, 并将特色乡村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生活方

式、社会文化价值纳入宣传计划。各乡村旅游企业要在产品

包装、营销策划、广告宣传等方面努力 , 将该省乡村旅游产品

( 下转第20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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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综合。小城镇作为小范围意义上的经济文化中

心, 不仅要向本区域人们输送商品、信息 , 更要从外部获得

商品、信息。而在这种输出、输入的过程中, 区位因素优势

就彰显出来。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的城镇不但城镇规

模和经济发展都优先于其他城镇 , 而且城镇土地的利用效

益也会明显高出其他城镇。例如, 湖北省黄陂区和蔡甸区

同为武汉市下辖区 , 黄陂区地理优势明显, 公路铁路交通便

利, 经济发展较快 , 地价水平较高, 而蔡甸交通不便利 , 地价

水平相对较低。

2 .2  城镇规模 城镇规模是反映当前城镇发展现状的重

要指标, 更是预测未来城镇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反映城镇

规模的指标中, 城镇人口数量是较为可信且容易获得的数

据。对于有着严格限制的城镇用地来说 , 人口数量将会直

接影响土地的供给。人口多的城镇 , 土地需求必然旺盛, 土

地价格相应地会升高; 反之 , 人口稀少的城镇土地价格则会

由于供大于求而相应的低落。

2 .3  城镇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是城镇综合实

力的表现。经济发展水平不但可以反映地价水平, 而且可以直

接影响地价。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将会拉动商业、金融业的快

速发展, 致使地价上升。一般来说, 地价的变化趋势往往受到

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体上说, 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的地价水平

往往较高。例如, 位于沿海的经济快速发展城镇的地价比中部

城镇高2～3 倍, 比西部城镇高5～6 倍。

2 .4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城镇基础设施包括教育设施、医

疗服务设施、环境绿化、防灾等系统设施, 直接为生产和生活

服务, 是城镇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城

镇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配套设施水平反映了国家对土地

的投入强度。基础设施越完备, 则城镇经济的运转效率越

高, 投入土地资本的收益也相应提高, 由此产生的级差地租Ⅱ

促进了地价的快速上升, 由于各个城镇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差

异, 致使城镇间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不同, 从而导致城镇间

土地价格分布的差异。

2 .5  其他因素 土地价格是土地收益的综合。除上述因素

外, 地价还受到政府土地管理政策法规、政府行为、市场供

需、房地产开发商行为等因素影响。在我国城镇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过程中颁布实施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 对城镇土地

价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 政府

会通过土地供给来宏观调控经济。而在这个过程土地价格

必然会因为供给而出现变化。城镇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为

城镇的土地利用注入了巨大的市场活力。相应之下, 房地产

商也就会因为自身利益而影响城镇土地价格。

3  因子分值标准化处理及计算

为了使指标具有可比性, 需要对原始值进行指标的标准

化。对于城镇对外辐射能力、城镇人口规模、供水状况、供气

状况、通讯、医院、学校、居民储蓄额、工农业总产值等因子 ,

采取极大值标准化; 对于区位条件因子, 采用极值标准化。

3 .1 极大值标准化 

Yij = 100 ×a i j/ Max{ a ij} ( 1)

式中, Yij 为i 城镇的第 j 项因子标准化分值; aij 为 i 城镇的第

j 项因子的实际值 ;i 为城镇个数( i = 1 ,2 ,3 , ⋯⋯) ;j 为因子

个数( j = 1 ,2 ,3 , ⋯⋯) 。

3 .2 极值标准化 

Yij = 100 ×( a max - a ij) /( amax - a mi n) ( 2)

式中, Yij 为i 城镇的第 j 项因子标准化分值; aij 为 i 城镇的第

j 项因子的实际值; amax 为各城镇 a ij 指标的最大值; amin 为各

城镇 a ij 指标的最小值。

4  结语

影响城镇土地价格的因素较多, 尤其是我国幅员辽阔 ,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观念都有着巨大甚至是根本的差

异。所以, 估价人员应因地制宜地 , 尽可能地选取那些与当

地土地价格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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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高质量、高品位地推向市场, 增加国内外公众对甘

肃乡村旅游的了解。建议将该省较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产

品以甘肃省的名义推出品牌 , 扩大影响[ 4] 。同时要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 构建旅游信息工程 , 积极应用网络技术开展网

上营销和宣传 , 努力开拓客源市场。

4 .5  优化乡村的旅游环境  乡村旅游的环境建设一定要

“轻设施建设、重环境营造”, 乡村旅游开发要先“低门槛”才

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 形成规模化经营。进行乡村旅游

开发时, 要以“节约”为原则进行投资 , 但是同时要努力保持

乡间原有的宁静、和谐的人地关系 , 把一些诸如猪舍牛棚、

粪坑柴堆转入“地下”或迁出景区, 不要把农居夜景搞的灯

火辉煌 , 去除或掩去工业化、现代化建设 , 突现当地的自然

美景[ 5] 。乡村旅游要营造出云屏绿树映红墙、花气袭人小

院香、碧草阶前新叶茂、葡萄架下晚风凉的意境。

4 .6  提升农民素质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要着力于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 同时也要着眼于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可通过各种

形式的学习培训, 提高当地农民素质, 促进其转变思想观念、提

升文明习惯、掌握经营技巧、增强竞争意识, 并在政府主导下充

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把乡村旅游做活、做大、做强。

5  结语

甘肃省历史悠久、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且其乡村旅游发展

具有很多优势, 因此甘肃的乡村旅游发展前景广阔。甘肃乡

村旅游应该注重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 维护其乡土性和

地方特色, 走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和品牌化一体化的道

路, 实现乡村旅游产业化经营, 最终实现乡村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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