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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乡村旅游从起源到发展至今 ,学者们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国内研究进展 , 对乡
村旅游研究领域的拓宽 , 乡村旅游研究方法的深入 ,乡村旅游研究内容的热点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 并提出乡村旅游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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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村旅游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兴起 , 经历了1998 年

“华夏城乡游”,1999 年“生态旅游年”,2006 年“中国乡村游”

的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全国各地根据当地的乡村资

源纷纷发展乡村旅游 , 乡村旅游在中国迅猛发展。学者们对

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也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越来越多 , 以乡

村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渔

业、观光渔业、旅游渔业等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进

行搜索,1988 ～2005 年的文献总数为869 篇, 而2006 年以来

增加了1 526 篇 , 是2005 年前的近2 倍。李德明等总结了

2006 年以前的乡村旅游研究 , 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的内涵研

究, 乡村旅游的影响研究, 对国外和我国台湾发展乡村旅游

的经验及借鉴的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策略和开发中存在问题

的研究以及乡村旅游规划与设计的研究等方面[ 1] 。经过这

几年的发展 , 乡村旅游的研究方向不断扩展, 研究深度不断

加深, 下面就近几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热点进行梳理与

分析, 为以后乡村旅游的发展研究作铺垫。

1  乡村旅游研究领域拓宽

与乡村旅游有关的休闲渔业方面的文章由2006 前的

195 篇, 增加到2008 年的345 篇, 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不在局限

于农村地域上的旅游, 其研究范畴从内地农村扩大到滨海渔

村, 对休闲渔业等方面的研究也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涵。

李明锋等提出旅游渔业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探讨乡村旅游内涵的基础上, 分析渔业可为乡村旅游提供美

食资源, 提供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 提供更多的购物选择等 ,

并总结了努力加大渔业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度、科学规划、

加快渔业旅游产品的开发等措施, 加快旅游渔业的发展[ 2] 。

平瑛探析了休闲渔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认为新

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 , 渔业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也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休闲渔

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而且有利于农村经

济发展、环境整治,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

义[ 3] 。董志文等分别针对青岛、千岛湖、大连、宁波、秦皇岛、

舟山等具体地域分析了其休闲渔业的发展与对策[ 4 - 9] 。

2  乡村旅游研究方法的深入

2 .1  实证研究明显增多  在乡村旅游研究中, 针对具体区

域所做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研究正在增多, 例如有针对成

都、北京郊区、河北、黑龙江、甘肃、辽宁等地的乡村旅游发展

研究[ 10 - 15] 。蔡碧凡等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为例 ,

对乡村旅游的功能进行实证研究 , 建议应辩证分析乡村旅游

的功能 , 尤其要警惕其负面功能[ 16] 。

2 .2  定量研究受到重视  在研究方法中, 采用定量化研究

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 , 冯淑华等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

法, 通过理论分析选取5 个潜在因素和17 个观测因子构建了

乡村性测评的指标体系 , 运用结构方程原理, 建立了乡村性

CFA 测评模型, 并以江西婺源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7] 。沈绍

岭等具体分析了影响乡村旅游格局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了通

过GIS 技术实现乡村旅游格局分析的方案, 以期为区域乡村

旅游的总体规划发展、阶段性发展提供先进的、科学的分析

统计手段和基础数据资源[ 18] 。江波等在旅游8 要素( 交通、

娱乐、购物、餐饮、住宿、游览、社区、人员服务) 的基础上 , 提

出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标系统, 并构建服务质量对顾客

忠诚度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得出8 类服务质量要素满意度

都对乡村旅游服务感知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19] 。

3  乡村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

3 .1  乡村旅游与“三农”问题紧密结合 “三农”是指农村、

农业和农民, 中共中央于2003 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

报告, 并给予高度关注, 而乡村旅游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

一个有效途径。

3 .1.1 乡村旅游与农村的关系研究。农村是乡村旅游的目

的地, 对其研究有助于开发与维护旅游目的地 , 以促进乡村

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田敏等认为, 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

过程中存在开发观念和认识、制度安排、没有特色等方面的

问题, 并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开发标准规范, 加强资源整合, 特

色化经营等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思路[ 20] 。税伟等运用城市

化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分析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在

城市化进程中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迁[ 21] 。王咏等以黟县

为例, 研究了其乡村旅游目的地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经营

模式及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22] 。张祥桔等以玻

璃台村为例 , 采用实地调查和入户访谈的方法 , 从微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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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了乡村旅游对玻璃台村的影响[ 23] 。

自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任务, 明确了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目标和总要求以

来, 乡村旅游就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因此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焦点。

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具有互动发展的内在作用

机制。一方面, 旅游发展可以有效带动新农村建设; 另一方

面, 新农村建设促进旅游发展[ 24] 。在此基础上, 罗明义等对

两者如何相互促进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25 - 29] 。结合新农

村建设发展旅游业的措施有: 完善基础设施; 建立科学合理

的管理体制 ; 提供社区参与旅游服务的多种渠道; 加强旅游

服务与管理的培训; 将新农村、现代农业作为重要的旅游吸

引物进行旅游开发和利用等。结合旅游业建设新农村的做

法有: 新农村的规划必须与旅游规划相协调; 民居改造传承

地方精神、体现地方特色; 产业结构调整中注意发展能够与

旅游业相互耦合的环境友好型产业; 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考

虑旅游可能对社会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通过宣传教育等方

式保护纯朴的乡风民俗与珍贵的非物质遗产等。

邹统钎在借鉴世界旅游组织成员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

总结出乡村旅游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6 条经验 , 并提

出乡村旅游开发的最佳模式———政府扶持、社区主导的产业

化开发模式( CBD 模式) [ 30] 。王英利等探析了新农村建设背

景下的乡村旅游空间组织规划, 在明确乡村旅游空间组织由

资源空间结构子系统和市场空间分布子系统两大要素构成

基础上 , 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分析了乡村旅游空间要素的演

进阶段、乡村旅游空间组织规划内容, 提出了乡村旅游空间

组织规划的建议[ 31] 。郭剑英等以四川省汶川县照壁村、萝

卜寨村为例, 研究它们所选择的两种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模

式, 从而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

型发展模式、企业主导型模式、集体股份制模式和自主发展

模式[ 32] 。

3 .1.2 乡村旅游与农民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对旅游地的

主体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对当地居民的研究受到学者的关

注。王龙等提出农民增收难的关键症结在于有效就业不足 ,

而乡村旅游凭借其自身优势和特点成为农民非农就业的重

要途径, 并以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安徽铜锣寨风景区为例 ,

得出乡村旅游是农民增收有效途径的结论[ 33] 。高谋洲也对

乡村旅游促进农民增收机理进行了探析, 要使乡村旅游在促

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就必须加强乡村旅游规划 ,

促进乡村旅游的本地化 , 加强乡村旅游的组织化, 加大政府

的扶持力度, 强化乡村旅游的监管机制[ 34] 。

乡村旅游在给当地农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应该注

意对农民进行产业教育, 使乡村旅游地农民从体力劳动者向

知识型、智力型劳动者转变, 对其进行资本意识、审美能力、

跨文化能力教育[ 35] 。

乡村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

王琼英建立了一个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型, 深入分析了社区

参与相关者参与的内容和方式, 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动

力与保障机制, 以期促进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深度与广

度[ 36] 。陈志永等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

个案, 对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维价值进行分析, 并提

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37] 。

3 .1.3 乡村旅游与农业的关系研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

乡村旅游发展的要求 , 而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又具有促进作用, 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 38] 。

乡村旅游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显著影响 , 表现为促

进农村产业非农化, 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增加农民收

入等[ 39] 。

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证明, 它具有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

化的功能, 但在发挥这一功能方面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

为了规避或矫正乡村旅游在此方面的不足, 高谋洲认为发展

乡村旅游时 , 应提高乡村旅游地农民的参与范围和程度; 在

保持乡村整体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标准化建设; 充分发挥社区

和乡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 加大政府的指导和管理力

度, 保证乡村旅游健康持续发展[ 40] 。郭凌认为, 中国乡村从

传统的村民治理向现代公民治理发展, 乡村治理在乡村旅游

发展的推动下开始了重构, 并且重构后的乡村治理反作用于

乡村旅游, 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41] 。

3 .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乡村发

展的新动力、新模式和新途径, 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如

旅游环境破损化、乡土文明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 , 以

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 探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

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3 .2.1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郑文俊等总结了

可持续乡村旅游的基本特征, 表现为旅游产品的体验性、旅

游环境的和谐性、旅游经济的循环性、旅游开发的扶贫性, 强

调应通过维护乡土特色、优化旅游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全方

位旅游扶贫等途径来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42] 。同时 ,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社区居

民参与和利益分配等方面都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43] 。崔凤

军提出 , 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乡村旅游与

城市旅游、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宣传

造势与乡村接待能力等7 个关系, 以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

展[ 44] 。王继庆等分析了制约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

原因, 认为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乡村旅游资源产权的缺失、乡

村旅游系统因子之间的摩擦, 以及乡村旅游的飞地化和经营

者的低价竞争[ 45] 。邹统钎等探讨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机制: 产业链本地化与经营者共生化, 乡村旅游发展的

政策导向为政府扶持与规制[ 46] 。黄蔚艳从经济学的角度 ,

探讨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7] 。

3 .2.2 乡村旅游利益主体研究。李星群通过在广西乡村旅

游地区对乡村旅游经营者创业影响因素的实地调查 , 经 t 检

验和因子分析 , 得出乡村旅游经营实体创业受增加经济收

入、自我实现、家庭生活需要、兴趣爱好、外部支持和投资风

险的综合影响, 并且随创业者个体差异、实体差异在多方面

表现出显著不同[ 48] 。朱华以成都市三圣乡红砂村观光旅游

为例, 对其利益主体: 当地农民、城市居民、当地政府、旅游企

业、旅游投资主体等进行了研究, 并得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

的矛盾日渐显现, 只有从战略的眼光审视、规划和管理乡村

旅游, 加强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合作, 寻求利益主体更多、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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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利益共同点, 我国乡村旅游才可能深入持久发展[ 49] 。

黄郁成等选择了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一组乡

村旅游开发案例进行对比研究, 分析了国内乡村旅游开发中

的投资主体关系, 其中参与乡村旅游投资的主体包括政府、

外来投资商、乡村集体组织和乡村居民个体[ 50] 。

4  乡村旅游研究发展趋势

纵观所述 , 乡村旅游的研究领域在拓宽, 并有由农村向

林、牧、渔等各领域延伸之势; 在研究方法上, 定性研究基础

上结合的定量研究使得文章更有说服力与操作性; 在研究热

点问题上, 最突出的是乡村旅游与“三农”问题结合的研究。

并且2008 年开始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 都给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结合以上综述与国家政策, 乡村旅游的研究有以下趋

势: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 定性研究应增加其理论指导性, 定量

研究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逐步深化。二是在研

究内容上 , 乡村旅游对“三农”各方面的影响研究都将进一步

加深, 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 改变原有乡村

旅游中乡村单独规划的模式, 进入城乡规划一体化研究; 城

市反哺农村 , 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 增强了城乡双向

互动的乡村旅游研究;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导致当

地居民、政府、企业等相互参与的空间与形式的变化研究; 同

时加深乡村旅游对农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细化乡村旅游中基

础设施的研究, 关注乡村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研究, 更加重视

乡村旅游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都将是以后乡村旅游研

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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