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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 提出了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的策略。
关键词 乡村旅游; 新农村 ;发展
中图分类号  F592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9) 07 - 03147 - 03 �

作者简介  蔡东( 1972 - ) , 男 , 浙江金华人 , 讲师 , 从事旅游经济研究。
收稿日期  2008-12-25

1  乡村旅游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

1 .1 乡村旅游的起源  从学术角度上来说, 乡村旅游在国

际上而言最早起源于19 世纪中期的欧洲,1865 年意大利“农

业与旅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乡村旅游的诞生。该协会

专门介绍城市居民前往农村地区体味农村生活、参与农业活

动, 钓鱼、骑马、品尝食物等。铁路等交通工具的发展革新 ,

拉近了城乡距离, 使得欧洲阿尔卑斯山区和美国、加拿大落

基山区成为世界早期的乡村旅游地。

20 世纪中后期, 乡村旅游开始大规模发展, 政府参与到

其中, 制定政策 , 提供人力和财力物力, 支持本国的乡村旅

游。这时的乡村旅游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乡间观光、散步、野

营、钓鱼、划船、骑马、农游、节庆游、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遗

址等, 游客的乡村旅游行为也具有被动、放松、传统、怀旧、低

技术、无竞争的特点。

20 世纪80 年代, 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娱乐观赏活动 ,

于是乡村旅游的活动日趋多样化, 延伸到定向运动、生存游

戏等, 同时 , 新增加了农事体验活动, 更加突出了休闲度假的

功能。如法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农场主将家园分片租给个

人、家庭或小团体 , 供其假日享用, 旅游者可以亲身参与到农

业劳作当中。

我国的乡村旅游萌芽于20 世纪50 年代, 因外事接待的

需要, 在山东省石家庄村率先开展了乡村旅游活动。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乡村旅游正式兴起, 最先由深圳开办的荔

枝节及采摘园, 到后来四川成都的“农家乐”、北京郊区民俗

村、广西阳朔荔枝园、山东枣庄石榴园等, 都取得了不错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5 年国家执行了“双休日”和“黄金

周”假日制度, 加上私人汽车的增加, 都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

了有利条件。1998 年的“华夏城乡游”、1999 年的“生态旅游

年”、2004 年的“中国百姓生活游”和2006 年的“中国乡村游”

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

1 .2  乡村旅游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于乡村旅游一直以来

都看法不一, 而相关定义不下10 种 , 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委

员会( OECD,1994) ,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开展的旅游, 田园风

味(rurality) 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

不管对乡村旅游的定义如何不同 , 根据我国学者唐代剑

等认为, 乡村旅游的概念应该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发生在乡

村地区 , 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 二者缺一不可[ 1] 。

1 .3 乡村旅游的类型

( 1) 从地理区位上, 可以分为城郊型和景观型两类。①

城郊型主要是依托大、中城市, 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 ,

开发中人工雕琢的痕迹较多。如珠海的“蝴蝶公园”、苏州的

“未来农林大世界”等, 目前城郊型是我国乡村旅游区位模式

的主要形式。②景郊型主要是依托某一国家级( 或世界级) 、

省级的风景名胜区, 以景区游客为主要的目标市场, 开发中

较多地保存着乡村的原生状态, 如江西井冈山的公社食堂、

湖北随州观光农业区等[ 2] 。此外, 还有一种新型的既不依托

城市, 也不依托景区, 而是依托连接两个城市或景区的便利

交通, 利用自己交通中心的地位, 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的中心

型旅游区。

(2) 从表现形式上, 可以分为: ①观光旅游, 如各种形式

的观光农业旅游、休闲农业旅游以及民俗旅游等; ②度假旅

游, 如各种农民客栈、农村度假村等 ; ③修学旅游, 如各种务

农旅游、农业考察旅游等; ④购物旅游, 如各种采摘旅游等。

此外还有探险旅游、商务旅游、会议旅游、探亲访友旅游等各

种形式。在我国, 目前乡村旅游的主要表现为“住农家院, 吃

农家饭, 干农家活, 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的民俗风情旅游 ,

多为各地各种农家乐形式。

1 .4 乡村旅游的特点

1 .4 .1  乡村旅游发生的地域性。乡村旅游发生在乡村地

区, 包括乡村居民的定居点以及周边的空间环境。从欧洲联

盟( EU)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1994) 以及我国学

者唐代剑等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 乡村旅游是一种凭借城市

周边以及比较偏远地带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面向城市居

民开发的集参与性、娱乐性、享受性、科技性于一体的休闲旅

游产品 , 它的本质特性是乡土性。

1 .4 .2  乡村旅游吸引客体的针对性。乡村旅游所针对的目

标市场是一些高度商业化、都市化的城市居民。由于我国的

乡村旅游起步晚, 还未打开入境旅游市场, 目前仍局限于国

内市场。

1 .4 .3  乡村旅游生产产品的文化性和体验性。乡村旅游承

载的乡村景观是兼具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综合体。从村落

建筑到农田果园, 从生产方式到生活习俗, 从传统意识到行为

准则, 均构成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旅游资源。这种资源本身就

具有文化内涵, 转化为旅游产品必然有突出的文化特性。

此外, 体验性也是乡村旅游具有的特性之一, 游客从大

都市来到乡村, 除了领略乡村的自然风光, 当地居民原始的

居住条件, 简单的生活劳作之外 , 更希望参与其中, 亲身体验

一番有别于城市的生活。所谓体验性就是让游客参与乡村

生活、生产的某一过程, 通过观察、模仿、习作, 使游客获得成

就感、满足感、自豪感[ 3] 。

2  浙江省乡村旅游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浙江是全国发展乡村旅游较早, 且规模较大的省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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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旅游最早起步于奉化市滕头村,1965 年开始农田和

村庄建设, 经过一系列的改建,1989 年该村获得全国村镇建

设文明称号,1993 年获联合国“全球500 佳”荣誉称号 , 滕头

村也加大了观光农业的发展力度 , 成为了浙江乡村旅游首个

旅游示范点, 此后浙江各地陆续兴建观光农业等多种形式的

乡村旅游。为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在全国“2006 中

国乡村游”的号召下, 浙江省在富阳启动了“魅力浙江乡村

游”的开游仪式 , 标志着浙江乡村旅游正式掀开大幕。

浙江省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人文风貌独特。广泛蕴藏在

乡村的民俗、戏剧、舞蹈、节庆、方言、生产, 以及丰富的古建

筑、古村落、古民居 , 山光水色、自然风光、文物胜迹等, 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特有的乡土情怀, 是浙江开展乡村旅游的

优势资源。

2 .1 浙江省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表1 , 图1)  从图1、表1

分析可以看出 , 浙江省乡村旅游于2005 年已经形成一定规

模, 但由于处在初级探索阶段, 接待游客和营业额并不高, 由

此创造的就业岗位和人员也十分有限。自从2006 年, 浙江省

旅游局启动“魅力浙江乡村游”活动以来, 政府及各部门加大

对乡村旅游的开展 , 各地村镇农户积极响应, 以特色得市场,

表1 浙江省2005～2007 年乡村旅游各类指标数据统计

年份
经营户

户

接待游客

万人次

直接从业

人员∥人

营业额

亿元

2005 1 500 1 385 .0 13 070   7 .34

2006 1 976 3 903 .0 64 269 24 .52

2007 2 710 5 621 .3 81 334 30 .40

以创新赢发展, 乡村旅游开展得如火如荼, 各式农家乐经营

户较上年增长32 % , 接待游客和营业额分别增长高达181 %

和234 % , 直接从业人员增长392 % 。2007 年, 浙江全省累计

乡村旅游经营户2 710 户, 比上年增长37 % , 接待游客和营业

额增长44 % 和24 % 。由此可以看出,2006 年的浙江乡村旅游

启动对全省的乡村旅游市场创造出超凡的影响, 取得巨大成

功。到2007 年, 乡村旅游市场回落, 但是仍然保持在一定水

平, 经营户的增长始终保持在30 % 左右。

图1 浙江省2005～2007 年乡村旅游发展状况

2005 年, 浙江省旅游局和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台了

《乡村旅游点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办法, 依据乡村旅游

点的硬件设施、功能布局、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服务管理等

软硬件水平对乡村旅游点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用金色向日

葵表示其服务质量等级, 向日葵的多少直接代表了该农家乐

景点服务质量的高低, 相当于农家乐中的星级酒店, 该省星

级乡村旅游点总数已达到37 家( 表2) 。

表2 浙江省三星级乡村旅游点

名称 地点 特色

杭州龙门古镇乡村旅游点 杭州富阳富春江南岸 孙权故里,江南最大山乡古村落

杭州山沟沟乡村旅游点 杭州余杭区鸬鸟镇 “康乐型”气候环境,探险观光和农居休闲兼有

奉化滕头村乡村旅游点 宁波奉化市 “全球生态500 佳”;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农俗风情等多种项目
宁波天宫庄园休闲乡村旅游点 宁波市鄞州区下应湾底村 红酒文化、蚕桑文化和宁波乡村民俗文化, 娱乐、体验和田园观光为一体的都

市型休闲旅游点
宁波大桥生态农庄乡村旅游点 宁波慈溪市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

指挥部西侧 植物品种丰富,生态建筑众多, 生态文化突出

宁波江北绿野农庄乡村旅游点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五星村 小康新村,生态观光、休闲运动、会议等多种功能

德清县杨墩生态乡村旅游点 湖州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 良渚文化杨墩遗址, 枇杷产地, 综合性渔业、果业休闲农庄

兰溪兰花村乡村旅游点 金华兰溪市 兰花基地,交易市场,休闲旅游 ,城市公园

兰溪诸葛八卦村乡村旅游点 金华兰溪市 诸葛亮后裔聚居地,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白马湖渔村 杭州钱塘江白马湿地 生产、生态、度假、观赏、休闲娱乐、科普教育多种功能为一体

梅港渔村 宁波北仑区梅港村 山地、水塘、鱼塘、滩涂、盐田、海洋湿地等资源丰富, 海鲜美食, 渔家风情表演,
海岛观光

2 .2 浙江省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2 .2.1 对乡村旅游内涵认识不够, 盲目开发。由于对乡村

旅游内涵认识的缺乏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 不少地方将乡村

旅游直接等同于观光旅游, 重视的只是乡村的物质环境。当

地居民盲目开发, 依赖非自然的科技手段, 大兴土木 , 随意变

更土地用途, 建园造景, 破坏了原有的自然资源, 扭曲了发展

乡村旅游的目的。

2 .2.2 功能单一 , 层次不高。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活动仅

仅停留在农业观光、农事活动等低层次的水平上, 主要以农

业观光、果园采摘为主导产品, 而在发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农

耕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深层次开发方面明显不足, 而具有时

尚、紧张和高竞争特征的乡村野营、定向越野、滑翔伞等现代

新型乡村旅游活动几乎空白。而且在旅游接待设施上也存

在基础配套设施不齐全和低档次的现象。

2 .2.3 缺乏统一规划。部分地区没有将乡村旅游开发纳入

区域旅游开发的大系统中, 缺乏对乡村旅游的统筹安排、全

面规划, 并且在开发和管理过程中, 也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

象。最终导致同一片区域内出现众多风格雷同的乡村旅游

区, 同质竞争也带来了盲目跟风、重视规模、城市化倾向严重

的现象 , 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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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经营管理粗放。乡村旅游项目是在村镇和农户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少经营者和管理者由当地村民兼任, 客

观原因导致了从业人员的管理知识和能力严重匮乏, 使得服

务质量降低, 同时也表现在对乡村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淡薄

等。这些因素因而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影响了旅游效益

的提高。

3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

3 .1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旅游  2006 年, 为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

‘三农’战略部署”的政策号召, 旅游局将该年的旅游主题确

定为“2006 中国乡村游———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

尚”,2007 年确定为“和谐城乡游”, 一系列倾斜政策的相继出

台贯彻 , 都体现了国家对于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视和决心。

通过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十一五”期间, 使已有乡

村旅游项目得到明显提升和完善, 基本形成种类丰富、档次

适中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和特色突出、发展规范的乡村旅游

格局, 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旅游消费的需求。争取每年

新增乡村旅游就业30 万人以上 , 间接就业150 万人; 每年旅

游从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 % ; 在全国建成了具有乡村旅

游示范意义的100 个县、1 000 个乡( 镇) 、10 000 个村, 为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20 000 多个旅游景区( 点) ,50 % 以上

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国家旅游局倡导创建的全国农

业旅游示范点达359 家 , 遍布内地31 个省、区, 覆盖了农业的

各个形态。据测算, 全国乡村旅游景区( 点) 每年接待游客超

过3 亿人次, 旅游收入超过400 亿元人民币,“五一”、“十一”

和“春节”3 个旅游黄金周, 全国城市居民出游选择乡村旅游

的约占70 % , 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6 000 万人次规模的乡村

旅游市场。

发展乡村旅游极大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通过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带动种植业、加工业、交通运

输和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生

活水平 , 缩小城乡差距, 据测算, 一个接待10 万人次/ 年的乡

村旅游景点, 可直接和间接安置300 位农民从业, 直接和间

接为1 000 个家庭增加收入[ 4] 。

3 .2 浙江省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

3 .2.1 发展目标。2007 年5 月, 国家旅游局定下目标, 力争

每年新增乡村旅游就业30 万人以上, 间接就业150 万人, 每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 % 。

浙江旅游局的目标是到2010 年, 建成1 000 个以上各具

特色的农家乐休闲旅游村, 其中省级农家乐特色村300 个以

上, 休闲旅游特色点3 000 个以上, 其中省级休闲旅游特色点

500 个以上, 使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和新农村建设的新支撑点。

3 .2 .2 发展路径。发展乡村旅游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

心, 以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为重点 , 突出乡村地方特色 ,

走和谐化、特色化、规范化、品牌化、生态化、人本化于一体的

道路, 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3 .2.3 政策取向。

3 .2 .3.1  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相互作用。政府主导推动旅

游发展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模式, 这是由我国基本国情

决定的。浙江省政府要在乡村旅游政策上予以倾斜, 在技术

上予以支持 , 加强培训与宣传, 帮助农村地区做好资源普查

和评估作用, 制定专门的发展规划, 对交通、水利灌溉等公共

设施建设给予补助。在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协调、

推动作用下 , 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旅游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

用, 使旅游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3 .2 .3.2  实现区域合作, 联合共赢。浙江省乡村旅游的发

展, 要彻底改变原先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 以规划为指导, 集

中连片开发 , 打造产业集群, 实施资源共享、线路共连、市场

互动、客源互送。共建一个产品各异、市场一体、效益共生的

无边界、联盟型大旅游区 , 形成集聚和规模效应, 实现乡村旅

游的倍增效益。同时, 也能对相对弱势企业的发展起到带动

作用。

3 .2 .3.3  构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大力推动各级政府加强

旅游咨询服务、信息提示、旅游紧急救援等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完善旅游交通、通讯、金融、卫生等相关配套服务。旅游

安全与质量保证是旅游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为此, 要强化

旅游安全与危机管理, 完善各类旅游应急预案 , 建立安全预

警机制等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4  浙江省乡村旅游开发对策

4 .1  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 , 也是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应牢

固树立“环境兴游”、“生态兴游”的观念、坚持科学保护、合理

开发和永续利用的原则, 坚持发展旅游与生态保护间的内在

统一规律, 先规划而后开发 , 使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促进农

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渠道。要避免资源的浪

费和粗暴使用、杜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开发。

4 .2 注重村落文化内涵的挖掘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 , 乡

村旅游都是文化层面的消费和需求 , 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

地域性的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 更是乡村旅游的

灵魂。在对乡村旅游开发之前, 必须认真分析该旅游地乡村

发展的脉络、人们生活习惯的演变、民俗风情的沿革 , 深入挖

掘特色的优秀民族民俗文化, 提升魅力及吸引力, 为旅游者

提供一个乡村传统文化展示、认知和体验的平台。同时要注

意避免外来不良风气对乡村的影响 , 随着游客的增多, 城市

的相对高势能文化的逐渐渗透, 乡村文化可能被弱化、边缘

化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要保持和发扬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

而避免庸俗化。

4 .3 打造品牌  浙江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在开发过程中除

了从自身禀赋资源出发 , 也要考虑市场需求特征, 打造自己

的品牌, 避免同区域内的同质化竞争而带来的不良后果, 使

浙江省形成“一村一品”特色化的乡村旅游大市场。对乡村

旅游产品的促销理念、手段和方法等方面也要不断创新, 创

造出自己特有的、稳固的旅游形象, 以此不断吸引旅游者的

注意力 , 提高到访率和重游率[ 5] 。

4 .4  完善自驾市场 自驾旅游是乡村旅游目前不可小视的

客源市场, 随着私车的拥有量增加, 该类市场潜力巨大。由

于受时间、空间、费用等制约, 自驾旅游大多选择中、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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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建立中水系统, 实现水资源重复利用; 推

进城镇生活垃圾袋装化和分类收集 , 实现生活垃圾的资源

化、无害化和减量化; 减少使用不可再生资源 , 提高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处置利用率; 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 提

高环境保护投资指数。

3 .1 .3 社会服务文明标准。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和服务体系, 法律法规体系完善, 公共服务( 市政基础) 设施

齐备, 综合服务能力强, 社会管理能力强、效率高的社会环

境, 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教育和免受暴力的社会氛围, 人

与人及人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 拥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 ,

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全、可靠地生活, 保护和继承历史

文化遗产并尊重居民的各种文化和生活习俗, 充分发挥区域

性文化中心的独特魅力。

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街道、文明单位、文明家庭

活动, 鼓励与组织市民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社区志愿服务

和群众性公益活动、全民健身活动, 支持城市建设, 积极和自

觉地参与城市管理 , 提高公众的精神文明素质。

3 .1 .4 经济持续发展标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外延型向

集约内涵型转变, 推行“3R”战略( 即 Reduce 、Reuse 、Recycle) ,

推行清洁生产技术, 提高效益、节约资源、减少废物、保护与

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 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

水平, 开发智力资源 , 培养知识产业, 创造知识和智慧的价

值, 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提倡

绿色消费, 改善消费结构, 提高消费效益, 实现社会生活的

“绿色化”, 建立一种与人类的生态安全、社会责任和精神相

适应的健康生活方式; 人口增长控制在自然资源、经济水平

和环境承载力允许范围内, 人口密度及其分布合理, 人口结

构优化 , 人口素质较高; 建立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

体系, 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伦理、生态文明渗透到政

策、制度、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 人们形成环境意识、资源意

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等生态意识。

3 .2  南昌花园城市指标体系建议标准 指标标准值的确定

是花园城市评价的关键 , 指标体系中有些已经具有国家的、

国际的或经过研究确定的标准, 可以直接使用进行评价, 但

有些指标没有一定的标准, 可以参考国内外良好或特色城市

的现状值作为标准值, 对那些目前统计数据尚不完整但在指

标体系中又十分重要的指标, 在缺少有关指标统计数据前 ,

采用类似的指标替代。

根据以上的原则和标准要求, 南昌花园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及其建议标准如表1 所示[ 2 - 4] 。

4  花园城市指标数值的计算及评价

以花园城市的建设标准为依据, 通过对各级指标的计算

和比较 , 最后获得南昌花园城市的生态发展度综合指标值。

4 .1 指标数值计算 三级指标数值( Qi) 是花园城市评价指

标体系的基础, 其计算公式如下 : ①当指标数值越大 , 生态情

况越好时 , Qi = 1 - ( Si - Ci) /( Si - Min) ; ②当指标数值越小 ,

生态情况越好时, Qi = 1 - ( Ci - Si) / ( Max - Si) 。上式中, Si

为某三级指标的标准值; Ci 为城市对应三级指标的现状值 ;

Max 为所选相关城市指标中最大值乘以1 .05 ;Min 为所选相

关城市指标中最小值除以1 .05 。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数值

是通过下一级指标数值的加权平均数, 其计算公式为: Qj =

∑Vi Qi 。其中, Qj 为 j 级指标数值; Qi 为( j - 1) 级指标数值 ;

Vi 为( j - 1) 级各指标权重。

4 .2 花园城市生态发展度评价  根据统计资料, 按上述公

式计算出各级指标数值的结果, 进一步对综合指数进行分

级, 以确定南昌市的生态发展度。该研究参照杨建森[ 3] 设计

的城市生态化程度的五级标准( 表2) 对南昌市生态发展度进

行了评价。

表2 城市生态化程度分级标准

Table 2 The classifyingcriteria of urbanecology degree

级别

Grade

生态发展度综合指数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degree

评语

Remark

Ⅰ >0 .75 生态化程度很高

Ⅱ 0 .50～0 .75 生态化程度较高

Ⅲ 0 .35～0 .50 生态化程度一般

Ⅳ 0 .25～0 .35 生态化程度较低

Ⅴ <0 .20 生态化程度很差

  经计算 , 南昌市生态发展度综合指数为0 .72 , 为Ⅱ级, 生

态化程度较高。

5  结语

在我国城市建设与管理中 , 生态建设主要由园林、建设

等部门管理, 而环境主要由环保部门管理。因此, 在以往城

市指标体系的应用中 , 专项指标体系常以环境或生态单科为

主来发展。笔者将生态、环境与经济等因素综合分析, 把它

们作为整体指标体系的一部分, 形成综合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 不仅具有完备性, 而且加强了城市发展中指标体系的有

效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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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目的地, 出游的时机一般为黄金周或双休日。一些风

景秀丽、文化底蕴丰厚的乡村凭借其自由的停车空间、方便

的食宿条件、廉价的旅游消费等, 受到自驾旅游者的青睐。

根据浙江省乡村旅游点的分布状况, 应专门为自驾旅游

者设计旅游线路, 同时在对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中要克服交通

瓶颈, 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食宿环境 , 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

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

参考文献

[ 1] 文军,唐代剑.乡村旅游开发研究[J] .农村经济,2003(10) :30- 34.
[2] 贺小荣.我国乡村旅游的起源、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讨[J] .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90 - 94 .
[3] 赛江涛,乌恩. 试论乡村旅游的特点及本质属性[J] .河北林果研究,

2006 ,21(1) :101 - 105.
[4] 邵琪伟.发展乡村旅游 促进新农村建设[J] .求是,2007(1) :42 - 44 .

4513              安徽农业科学                        200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