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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要发达国家, 乡村旅游业作为农业的接续产业之

一, 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村面貌改善及农民收入提高。美丽

的田园风光、整洁的房舍、悠闲的农家生活、富有的农民, 引

人羡慕与深思。因此, 世界其他各国期望通过轰轰烈烈的乡

村旅游运动改善农业、农村面貌。然而, 每个国家或地区的

农业、农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由很多原因促成。与

发达农业国家相比, 结合中国农业现状,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

乡村旅游业面临三大门槛, 要把乡村旅游定位为农业的接续

产业, 并通过分析三大门槛, 认为我国发展乡村旅游要慎重 ,

不宜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盲目建设, 而是要认真分析其旅游

资源吸引力大小、融资难度及当地实际需要, 借国家鼓励旅

游业发展之力, 提高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质量。

1  乡村旅游的内涵

乡村旅游是将农业生产、农业生活和生态环境三者合为

一体进行的旅游开发, 其基本形式是凭借城市周边地带的农

村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和农业资源, 面向城市居民开发的集

观光、旅游、科普、建设、娱乐为一体的农业园区。乡村旅游

迎合了新世纪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的大趋势, 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目前, 学者们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不完全一致 ,

但基本上都认同乡村性( rurality) 是吸引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

的基础。笔者认为, 若从字面分析,“乡村旅游”应该是限定

在乡村地区, 且以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意象为吸引力的一种旅

游类型, 该结论接近何景明的定义[ 1] 。但基于一些理由, 乡

村旅游定义尚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乡村旅游是受乡村意

象吸引 , 从而到乡村地区寻求乡村风味产品与服务的一种旅

游活动。它的特点为: 旅游资源应是乡村已经开发和待开发

的, 原生或再生的 , 属集体或个体所有的各类自然、社会资

源; 旅游产品与服务乡村化、旅游开发与管理本地化 , 投资行

为多元化, 咨询培训业务等可以外部化; 乡村旅游经济兼有

农村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成分, 因此, 应纳入农村经济核算

体系[ 2] 。

2  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2 .1  多种模式  在中国,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随着国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得

到开发 , 并逐渐形成了几种基本模式———农家乐、农业观光

园、农业新村、古村落( 民族村落) 、农业景观观光等。而随着

“1999 生态旅游年”的展开, 农家旅馆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悄

然兴起, 成为乡村度假旅游的重要载体, 乡村旅游实现了从

观光旅游到度假旅游的升级, 加之国内外旅游需求个性化发

展, 形成了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专题旅游等多元并存和共同

发展的局面。自2004 年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以农业为

题, 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国家旅游局抓住这一发展乡村旅

游、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形势, 将2006 年的旅游主题

确定为“中国乡村游”。国家旅游局长邵琪伟的电视访谈节

目、专业权威杂志《旅游学刊》开辟了“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专栏等, 将乡村旅游再

度推向一个高潮。

2 .2 推进其他产业的发展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

方式, 对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有重要影响。国际实践经验已

证明这一点。在我国,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不仅可以整合旅

游资源, 丰富旅游产品, 增加旅游供给, 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

而且也是开发农村旅游资源, 调整农业结构, 扩大劳动就业 ,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举措。对旅游部门来说, 为发展新型旅游业指出了新方向 ;

对广大农村来说, 是发展乡村旅游, 加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机遇。

3  阻碍乡村旅游发展的三大门槛分析

3 .1  吸引物  一个地区( 地方) 旅游业的发展依赖于强有力

的旅游吸引物, 吸引物可以是人文的, 也可以是自然的, 可以

是天生的, 也可以是后生的, 它是该地区的灵魂、寄托或骄

傲。正因如此 , 才可以借助旅游营销工具, 对潜在消费者群

体加以宣传, 形成有力吸引。中国同一个民俗地区, 其农村

习俗与农家风格基本类似, 难以形成富有特色的乡村旅游吸

引物。

3 .2  融资  假设已经具备了特色乡村吸引物, 那么还必须

使这些潜在旅游资源变成现实旅游资源, 这需要把人文资源

进行物化, 对自然资源进行包装或人格化, 这需要一定投入。

鉴于中国农民与村镇政府财务状况、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经

验状况,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一般以项目形式进行招商。然

而,“外资”进入会考虑投入- 产出问题 , 这主要涉及到旅游

资源的品质、投资规模与投资回报率( 周期) 等。

3 .2 .1  旅游资源品质。旅游资源品质包括资源种类、数量、

等级及周边旅游产品状况。资源的种类与数量越多, 资源级

别越高 , 对投资开发商的吸引越大。对于周边旅游产品 , 可

以根据拟上项目情况, 将其分为旅游互补品与替代品两类。

对于投资商来讲, 一般较容易接受的是形成互补关系, 而对

周边旅游产品的替代品则比较敏感。从中国现实状况看, 小

区域旅游产品的重复、雷同现象较多, 新项目往往会与周边

产品形成相互抑制关系, 这对于开发商的投资积极性是一个

消极信号。这点可以借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概念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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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指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

两种产品的最大组合。假设一个地区只存在两个旅游项目

或产品( 一个已上, 一个待上) , 若它们将形成替代关系, 则相

当于它们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已定的情况下, 形成的对一种

既定资源的竞争与替代, 其博弈结果可能是帕累托最优( 在

生产可能边界上的 A 点达到稳定共赢态) , 也可能是两败俱

伤或一赢一输( 生产可能边界内移或在边界内部低效竞争造

成) , 产出不可能达到D 点或 C 点, 如图1a 所示。但是 , 若它

们是互补关系, 情况则可能发生变化: 若不考虑周期性波动 ,

这就类似于改变了资源既定的条件, 两家合力不仅可以轻易

在原边界上的A 点生产 , 甚至可能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

移, 从而出现循环改进的帕累托最优, 出现一赢一保 D 或是

双赢C 的博弈结果 , 如图1b 所示。显然, 图1a 比b 效果好。

图1 旅游项目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对产出的影响

3 .2.2 投资规模与投资回报率。投资规模与投资回报率主

要与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益相关。是一次性投资还是分期到

位, 批次投资资金量的多少是投资规模问题。投资规模主要

是形成进入门槛, 考验投资商的负债能力、筹资能力与筹资

成本。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主要与项目建设周期、项目盈利能

力( 可以暂时用该项目的行业平均利润率指标来考察) 与项

目投产后年运营时间长短有关。假设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

不变, 一般地, 酝酿、开发、建设一个核心旅游项目的周期较

长, 预期投资回收周期也被延长 , 这使得投资风险增加; 且核

心旅游项目的投资规模较大, 并形成较多沉淀成本, 其进入

与退出门槛较高, 为缩小投资风险, 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也必

然高。当然 , 追求高的投资回报率以缩小投资回收周期、尽

快获得收益, 这是所有投资行为的共同特征。而旅游辅助性

服务设施的提供, 其建设周期相对较短, 可以很快投产运营

获得收益; 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资金筹措相对较容易 , 进入门

槛也相对较低。在旅游业中, 旅游市场的季节性特点很突

出, 这也将明显影响项目投产后的年运营时间长短, 使投资

回收期延长, 从而间接提高了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可以用

两个数学方程式为: y = f( s , p) + ε, 其中, y 为经济效益, s

为投资规模, p 为投资回报率,ε为其他因子产生的效益 ; p =

f( x1 , x2 , x3) + ε, 其中, x1 为项目建设周期, x2 为行业平均

利润, x3 为项目投产后年运营时间,ε为其他投入要素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该分析结论只是为投资商提供了一个合理预

期, 代表潜在的可能回报水平, 它由预期投入成本与产出决

定。实际上 , 投资商根据相关情况与以往经验会形成对项目

的一个保本预期。保本的投资回报率水平 P 主要与银行利

率 r 、通胀指数 i 、税率 t 、期望获得的最低净利润率 m 与机

会最低收益率 Pc 有关, 且一般与五者同向变化为: P =

f( r ,i , m , Pc ,t ) + ε, 其中,ε为其他因子对保本预期的影响。

机会收益率是指可能存在的其他投资机会带来的收益率。

现实中, 投资商往往把保本预期与合理预期进行比较 ,

做出决策 , 见图2 。合理预期水平 p 由成本曲线 C 与收益曲

线 y 共同决定。成本随要素投入增加而增加, 收益随要素投

入增加而减少, 其交点所对应的收益率 p 为合理预期水平。

当合理预期水平 p 高于或等于保本预期水平 P 时, 才可能

会形成实际投资; 当合理投资水平低于保本预期水平时, 则

一般不会投资, 由于它是投资保本线, 不会获得收益。

注 :y 为投资收益 ; c 为投资成本 ;p 为合理预期回报率 ; p 为保本

预期回报率 ; Y 为产业量( 率) 。

图2 投资效益分析

目前, 旅游景区景点的行业平均利润水平不高, 结合融

资分析可知, 这不利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以著名的黄山旅

游 600054 、西 安旅 游 000610、丽江 旅游 002033 、桂林旅 游

000978 、峨眉山A000888 和北京旅游000802 为例,2007 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减率( 相对于2006 年) 分别为

11 .6 % 、12 .26 % 、41 .38 % 、17 .47 % 、12 .34 % 、- 24 .63 % , 可以

看出行业平均值在15 % 左右。其中 , 丽江旅游2007 年的增

长率相对较高, 其增长主要源于对索道项目的强化管理及散

客市场份额上升。由于上述6 家公司皆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

其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增减率水平应该具有代表性, 加之乡

村旅游中很难实施索道项目, 虽未公开数据支持, 但可以推

测出乡村旅游的回报均值应低于15 % , 低于很多农产品加工

业( 比如酿酒业、食品加工业) 的回报水平。

3 .3 当地状况

3 .3.1 基建门槛。基建状况是影响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

保证景区与景点的可进入性是发展旅游业的前提或基础工

作。因此 , 潜在的乡村旅游景区( 景点) 的区位非常重要。离

中心城市( 城镇) 、交通主干道或区域主要旅游景点越近, 其

发展基础越好; 反之, 则可能需要进行基础设施或配套设施

的建设与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三通”( 通路、通电、

通讯) 工作 , 一般由当地政府主持, 需要大量经费投入, 这对

于财务困境中的村镇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3 .3.2 地方经济效益门槛。对于乡村而言, 发展旅游业的

目的是增收 , 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这势必引起地方经济效

益问题, 这主要与投入成本、机会成本和环境代价等相关。

投入主要是指当地在基建与项目配套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

人员与管理投入, 它构成镇政府或行政村集体投资成本。机

会成本主要是指因增加旅游项目而发生的农业转换成本与

增加其他项目的选择成本。机会成本越高, 发展乡村旅游的

代价越高, 它主要包括农民的失地失业补偿与农民再就业的

岗位转换成本。旅游业虽然是“无烟产业”, 但并不必然意味

着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农地转变用途、基础设施建设、游客

观光等 , 都会对原有生态形成一定消极影响 , 这就形成了发

( 下转第8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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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玉米病害研究载文期刊布拉德福分区

Table 4 Bradford’s partition of published periodicalsfor corn diseases

分区
Partition

期刊数
种

Number of
periodical

占总刊
数∥%

Percentage
intotal

periodicals

载文量
篇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占总文
献∥%

Percentage
intotal

documents

平均载
文∥篇

Mean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核心区 13 6 .74 302 32 .86 23 .23

Core region

相关区 32 16 .58 315 34 .28 9 .84

Relationregion

离散区 148 76 .68 302 32 .86 2 .04

Divergent region

表5 1994～2008 玉米病害研究的13 种核心期刊及载文量

Table 5 Thirteen kinds of core periodicals and amount of published papers

for corndiseases from1994to 2008

期刊名称
Periodical
name

载文量∥篇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期刊名称
Periodical
name

载文量∥篇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玉米科学 Maize Sciences 77 吉林农业Jilin Agriculture 17

河北农业科技 Hebei Agri-
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31 杂粮作物 Rain Fed Crops 16

植物保护Plant Protection 22 植物医生Plant Doctor 16

新农业New Agriculture 22 河南农业 Henan Agricul-
ture 15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
versity

19
农村实用科技信息 Rural
Practical Scientific Informa-
tion

15

植物病理学报Chinese Plant
Pathology 19 作物杂志 Crop Journal 15

山西农业Shanxi Agriculture 18

文315 篇, 占总文献数34 .28 % , 其主要载文期刊也多是我国

种植玉米大省主办的科技刊物。3 个区内的期刊数之比为

13∶32∶148 , 比数等于1 .00∶2 .46∶11 .38 , 近似1∶3∶9 , 即布拉德

福离散系数为3。3 区的平均载文密度( 篇/ 种) 分别为23 .23 、

9 .84和2 .04 , 具有明显的核心效应。

5 小结

在对1994～2008 年玉米病害文献的分析后得知, 该领域

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特点 : 玉米病害研究的文献量呈整体

上升趋势, 但随生产中玉米病害发生流行具有较大的起伏 ,

在病害大发生后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发表文章量急剧增加 ,

之后又骤然减少。对玉米病害研究人数较多但每人平均发

表文章数量较少, 具有较高发文数量的仅有少数几人, 主要

为我国作物病害的专业研究单位研究人员。在对核心作者

进行统计时发现, 合著的文献大大高于独撰, 说明在玉米病

害研究领域需要充分合作, 也说明我国的研究人员重视合

作。文章的产出单位和区域主要集中在高校、国家级科研单

位和省级研究单位, 表明玉米病害研究受到充分重视, 高素

质科技人员积极参与研究, 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国家级研究机

构、高校研究人员、各植保站 ; 玉米病害发文期刊既具有明显

的集中性( 13 种期刊) , 也具有广泛的离散性( 193 种载文期刊

刊登玉米病害文献) ; 玉米病害研究文献既有专业的研究文

章, 又有较多篇数的综合评述文章; 既有基础规律的研究, 也

有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这说明我国在玉米病害研究方

面不断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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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乡村旅游的环境代价。用数学表达式可将上述内容表示

为: Y= P - f( Ci , Cc , Ie) , 其中 , Y 为经济效益 , P 为预期合

理毛利, Ci 为投入成本, Cc 为机会成本 ,Ie 为环境代价。当

然, 项目投产运营后能否带动当地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是

根本出发点。也正因如此 , 对于项目的需求迫切性或地方

对资金需求的急迫性 , 对于形成地方投资环境能产生有利

影响 , 会进一步吸引投资商进入。

4  结语

基于当今旅游主流消费趋势仍以城市旅游和国际旅游

为主, 吸引力较强的旅游项目大多已经得到开发。但乡村

旅游项目往往受到缺乏新意创意、难以形成规模及市场竞

争力等各种原因的影响 , 乡村旅游项目的实际投资回报率

并不高。另外, 乡村发展旅游业能否有效解决农民的季节

性失业 , 农民是否有足够的经验与技能提供旅游产品与服

务, 如何使乡村旅游产品与服务多元化, 乡村旅游业的带动

到底有多强等问题 , 都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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