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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了体验型乡村旅游的定义、特点和作用 ,明确了开发体验型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并提出了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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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WTTC 研究报告显示, 到2010 年中国旅游业就业人数

将达到19 000 万人。预计2020 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超过

3 .3 万亿元人民币 ,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 % , 将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 1] 。随着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可支配

收入增加;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居民压力越来越大; 伴着城市

昼夜不停喧嚣, 居民渴望回归自然的愿望日益强烈; 而现行

假期模式又为居民提供了短距离旅游的可能性。与此同时 ,

新农村基础设施、环境等有了较大改善, 有一些居民把旅游

目的地选择在城市周边乡村, 这为体验型乡村旅游发展带来

了契机。笔者从体验型乡村旅游的定义和特点入手, 并对体

验型乡村旅游的作用和开发策略进行了探讨, 以期达到抛砖

引玉的效果。

1  体验型乡村旅游定义和特点

1 .1  定义 学术界对于“乡村旅游”的定义争论颇多, 诸如

乡村旅游、乡村体验旅游、参与式乡村旅游、观光农业、休闲

农业、农业旅游等都有人使用。郑辽吉[ 2] 、郑群明、钟林

生[ 3] 、贺小荣( 2001 年) [ 4] 等都做过相关定义。笔者认为体验

型乡村旅游是指基于农村特有的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 , 以中

心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 , 以保持农村乡土风貌、田园风情为

特色, 以亲近自然、感受田园为核心 , 领略天然山水, 感受真

切农家, 以满足旅游者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回归自然、感受

自我为目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活动。其主要内容为 :

“展示新农村、推动新旅游、倡导新体验、树立新风尚[ 5]”。

1 .2 特点  与一般乡村旅游相比, 体验型乡村旅游具有如

下突出特点:

1 .2 .1 可实践性。体验型乡村旅游不仅仅是单一观光游

览, 而是包含娱乐、康疗、民俗、科考、寻根等在内的多功能复

合型旅游活动。游客可通过品尝农产品或直接参与农业生

产活动, 体验农民生产劳动和乡村民风民俗, 获得相关农业

生产知识和乐趣[ 6] 。

1 .2.2 娱乐性。许多乡村旅游地都有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

文化体育活动( 如各种地方剧目、斗鸡、斗牛等) , 把这些活动

搬上舞台 , 供游客在旅游中参与, 达到娱乐消遣目的。此外 ,

还可以开发一些有乡村情趣的表演活动, 如笨猪赛跑、野鸭

放飞、松鼠散果等 , 尽可能给游客更多娱乐体验[ 7] 。因此, 体

验型乡村旅游较一般乡村旅游更具娱乐性。

1 .2.3 教育性。体验型乡村旅游较一般旅游具有更多的实

践, 更有助于培养城市年轻人吃苦耐劳的精神 , 明白劳动成

果来之不易 , 使他们更懂得勤俭节约和“劳动创造美”的道

理。有助于年轻人成长, 教育意义重大, 是一种很好的修学

教育旅游方式。

1 .2.4 相对破坏性。相对破坏性是指体验型乡村旅游比一

般的乡村旅游自然环境更具有破坏性。由于参加体验型乡

村旅游的游客大都不具有农村生活经验, 在参加体验活动时

缺乏必要的准备和知识 , 好奇心驱使产生冲动和蛮干, 体验

活动具有盲目性, 势必造成更多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

2  开发体验型乡村旅游的作用

开发体验型乡村旅游 , 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实现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

民就业机会、提升农村精神文明程度和满足国内外游客的旅

游文化消费需求,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新农村建设的

重要切入点和最佳突破口[ 8] 。

2 .1  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发展体验型乡村旅

游, 可直接为农村创造经济效益。旅游业关联度高, 涉及到

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 可以带动餐饮业、旅店

业、交通业、商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和投资, 产生多边际

经济效益, 推动经济增长 ; 发展体验型乡村旅游, 可推动农村

农业基础设施进程, 改变农村交通难、购物难状况, 为农村经

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发展体验型乡村旅游, 使农村自力更

生, 靠自身力量发展, 减少国家对农村的资金扶持, 利于推进

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促进

“生产发展[ 9]”; 发展体验型乡村旅游, 重视社区参与, 就地转

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达到

“生活宽裕”。据蔡碧凡等调查 , 浙江省衢州市七里乡2005 ～

2006 年大力开发“农家乐”等旅游项目, 吸纳农村劳动力200

余人, 经营户每户从业人员2～4 人, 主要是40 岁左右的妇女

劳动力, 实现“零距离就业 , 足不出户挣钱”。据七里乡农家

服务中心统计,2006 年“五一”黄金周期间, 七里乡旅游及农

副产品销售额达29 .3 万元, 同时 , 随着农副产品、旅游纪念

品需求量的增加, 当地的笋干、板栗、野生苦丁茶和毛竹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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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原料也随之增值[ 10] 。

2 .2  推动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  乡村旅游者一般来自大城

市, 具有较高文化素养, 他们在享受旅游同时 , 给农民带来了

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 , 带来先进科技知识。在发展乡村

旅游过程中 , 农民素质得到提升, 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和思

想道德素质, 使乡村向更文明、更进步的方向发展。一些农

村结合旅游业发展需要, 建设图书室、文化室 , 举办各种培训

班,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11] 。

开发体验型乡村旅游必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加强文明

生态村建设, 杜绝“院内现代化, 院外脏乱差”现象, 全村形成

合力, 共同建设新农村。硬化道路、绿化环境、净化街院, 使

路灯亮起来、环境美起来。加强饮用水安全建设, 强化垃圾

处理, 完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养老等公共服务事业。规

划建设住宅, 适当增加多层建筑 , 推广简单实用、清洁卫生的

供热、给排水方式。转变农村能源消费方式, 大力普及沼气、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 保护环境 , 使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发展体验型乡村旅游 , 可以强化农民的资源意识和环境

意识, 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 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 做到“村容整洁”。以七里乡为例七里乡采用多种举措

来优化当地的生态环境 , 成效明显: ①合理保护和开发生态

自然资源, 拒绝开采矿产资源, 拒绝土法造纸。②积极引进

生活污水处理等设备, 目前已在黄土岭村建立了生活污水湿

地处理工程, 效果显著。③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政府专

门确定了一名班子成员负责村庄环境整治工作, 并制订了相

关整治方案, 定期检查。同时还给农民开展环境整治、卫生

保洁、垃圾分类等知识的培训, 使农民对旅游与环境共生共

荣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并将村内河道清理、村庄整治 ,

结合“农家乐”经营户“门前三包”等形式, 将“卫生考核”列入

经营户星级评定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 居民也明显感觉到

旅游的发展促使他们改掉一些陋习( 比如随地吐痰等) , 并

养成良好的卫生等生活习惯。同时, 居民也明显感觉到旅游

的发展对于维护乡村民俗风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增强了其

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9]

2 .3  推动乡村政策管理民主 乡村旅游具有现代服务业特

征, 其发展为农村引入了现代管理理念 , 在基层组织引导下 ,

农民自主决策、民主决策 , 促进农村管理民主 ; 在管理过程中

成立各种协会, 制定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 加快乡村管理民

主化程度 , 使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发展体验型乡村旅

游, 加快对外交流, 规范对旅游资源的管理, 以此推广, 可以

帮助实现新农村各领域“管理民主”。

3  体验型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3 .1 规划先行, 合理保护和利用生态资源和环境  发展体

验型乡村旅游, 应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要求 , 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 做好乡

村旅游规划, 合理开发, 避免盲目性, 推动乡村旅游及其资源

合理开发, 做到规划先行,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体验型乡村旅游是建立在良好旅游环境基础上, 因此开

发体验型乡村旅游必须高度重视保护生态资源和环境 , 才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 产生持久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好的

环境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最主要基础, 也是乡

村旅游市场的重要卖点。所以开发体验型乡村旅游要提高

村民生态意识、环保意识、绿色旅游意识, 将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有机结合, 使农民对环境由被动保护变为主动保护, 使

乡村旅游健康持续发展。

3 .2 旅游产品策划先行, 适量引入体验活动  增强游客劳

动体验性, 发展城郊体验型乡村旅游, 在保障农业基本生产

顺利进行前提下, 开辟出小块土地让旅游者种植, 农民帮助

管理, 收取管理费 , 收获季节旅游者或吃、或卖来处理蔬菜等

自己种植的农产品。预留耕种土地面积由距离大城市远近

来决定。

增强游客娱乐活动体验性。充分发掘民俗活动中游客

可参与部分, 如秧歌、高跷、舞狮、龙灯会等传统项目, 吸引游

客参与 , 使游客在民俗活动中获得乐趣。

增强游客交通活动体验性。在景区或旅游区范围内, 让

游客自由选择多种交通方式, 如走、跑、攀登、骑马、骑自行

车、电动车等, 使游客得到不同于城市交通工具的体验, 增加

其在旅途中的自由度和乐趣。

3 .2.1 挖掘文化内涵, 突出产品特色。体验型乡村旅游产

品策划要在资源景观外貌下, 深挖其文化内涵 , 使资源与饮

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艺术等相结合 , 提高产品特色。使旅

游产品蕴含特色乡土文化, 让游客在体验旅游活动中得到艺

术的熏陶和特色乡土文化的感染。游客的最终目的是追求

快乐体验, 所以体验型乡村旅游开发应设计新颖、丰富的乡

村活动, 开展特色田间劳作来满足旅游者个性化需要, 不同

乡村旅游地应根据自身优势, 结合特色文化发展特色产品。

具体而言, 可开发传统农业体验、现代农业体验、农家生活体

验、民间节庆活动体验、民间文艺活动体验、农村生活体验等

系列产品[ 12] 。让游客“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

家乐”, 充分享受乡村浓郁的乡村风情和民俗文化。

3 .2.2  合理利用资源 , 突出“原汁原味”。体验型乡村旅游

较一般旅游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因此要合理利用、科学保护

生态资源 , 尤其是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

借鉴国际上的通用处理方法: 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比较好的历

史建筑物原样保留, 破损历史建筑予以维修, 已经破烂的拆

除并按原貌重建, 最大限度保存历史建筑原有部分, 反映历

史建筑维修的可溯性和可识别性。

3 .3 区域性合作机制先行, 联手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区域

旅游合作, 是旅游业发展的时代要求, 有利于建立“共赢”的

旅游市场[ 14] 。具体合作内容包括3 点 : 一是主动与本区域内

较有影响力的景区景点相结合, 利用其影响力辐射带动本地

景区的知名度及旅游人数; 二是特色旅游资源互补, 联手打

造精品旅游线路; 三是结合本区域内有影响力的景区景点或

旅游线路进行联合促销。达到“资源共享、客源互补、共谋发

展、获取双赢”的目的。

4  小结

体验型乡村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产物 , 也是乡村

旅游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开发体验型乡村旅游不仅可开

拓旅游业发展领域, 而且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

( 下转第160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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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活动虽然热闹, 能够吸引人, 但是缺乏深厚的文化内

涵, 有损节庆活动的主题。

2 .4  品牌意识淡薄 由于节庆的品牌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

化过程, 涉及到当地传统文化底蕴、市场营销形象塑造、法制

制度等各个方面。虽然湖南有张家界国际森林节这样国际

知名的节庆旅游活动, 但至今湖南节庆旅游还处于小而滥的

总体局面, 缺乏一批在国内、国际上知名度和美誉度“双高”

的节庆旅游品牌。

3  湖南省节庆旅游的开发策略

3 .1  加强节庆旅游市场化和产业化  在举办以历史文化为

依托的旅游节庆活动时 , 不仅要提高活动服务质量, 降低节

庆运作成本, 而且要改变“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思路, 倡导

“政府主导 , 市场运作, 产业办节”模式的节庆旅游的方向。

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前提下, 建立市场化的节庆运作模

式, 其基本要求包括: ①建立多元的酬资机制( 社会捐助、商

业赞助等) , 大力发展文化中介组织, 积极组织志愿者参与 ,

建立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 ②在现有的会展、大型活动办公

室的基础上 , 设立专门管理节庆旅游的政府部门; ③聘请具

有国际通行的节庆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策划节庆; ④政府动

用节庆专项资金, 为节庆提供公共服务保障; ⑤节庆本身的

运作由专业的节庆公司操作。通过市场化的运作积极凝聚

包括政府、企业、行业、民间组织等在内的一切力量来办

“节”, 达到面向市场求生存、求独立、求发展和壮大的目的。

3 .2 加强节庆旅游的广泛民众参与性[ 3]  节庆的魅力不在

于安排活动 , 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当地活动的人文气氛, 在

于与众多的能够参与并陶醉于节庆的人群为一体的机会之

中。所以在设计和组织文艺文化节目演出时, 要减少语言类

的节目, 而安排音乐、舞蹈等以艺术语言和肢体语言为主、一

看就懂的节目, 以便产生共鸣, 增强效果。如果节目不能从

某种程度上正确反映当地和当地人一些实质和灵魂性的东

西, 则它给游客的经历将是残缺不全、易混淆或是空洞的; 如

果没有当地居民的参与和投入, 也不可能吸引各方游客来参

加这个节日。如果让游客只当作一个看客, 不能参与其中 ,

他就不能亲身体会到活动的快乐 , 则这次“体验”就会很快被

忘记。节庆旅游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 其根本目

的是为了给人们创造一种机会去聚在一起, 共同记忆生命中

的某一个时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节庆旅游

的制胜秘诀。但其所强调的民众性, 不是政府和领导人所发

动的“群众运动”, 而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实惠使其主动

参与, 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治行为。

3 .3  突显节庆旅游文化特色 节庆旅游必须“有根”, 即文

化, 有“根”才能“根深叶茂”, 节庆旅游才能经久不衰, 传承久

远, 保持成长, 独具特色。节庆旅游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 文

化是节庆旅游制胜的法宝, 存活的源泉。所以湖南省在举办

节庆旅游时要保存地方传统、突显文化内涵, 联合外部力量 ,

提高文体活动档次。其实节庆旅游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

对外是一种优势媒介 , 对其国家和城市品牌的塑造和形象的

传播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湖南省要使自己在国际上的

形象得到改善, 使人们真正地了解湖南 , 就必须把自己的民

族文化完好地展现在国际友人面前, 让其感受到湖南的民族

氛围。

3 .4  打造知名的节庆旅游品牌  在节庆资源转化为节庆产

业的过程中, 要选择那些与产业更近、最有群众基础、最能与

现代人生活相融合、最能与湖南省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传统节

日, 进行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 变“小旅游”为“大旅游”。对

其进行节庆旅游策划( 如公开征集策划方案) 、包装和推广 ,

其中要注重节庆旅游的成长性, 做到常做常新 , 并且抱有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 制定长期打造节庆品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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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做好体验型乡村旅游开发必须

规划先行, 产品策划先行 , 区域性合作机制先行, 方可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旅游业带来的负面效用。如乡村城市化, 环境污

染, 恶性竞争等 , 使开发出的旅游产品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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