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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突出乡村文化的特色，要留住乡村“质朴”与

“闲适”，守护人性的纯洁与精神的归属，加快培育

与养成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乡绅”，凝聚乡村发展

的精神力量。通过文化创意、文化包装、文化经营

等方式精心打造文化主题型乡村旅游产品，充分体

现对村落物质、非物质遗产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全

力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名树和民俗文

化，在旅游发展中严格监控乡村节事活动泛滥化、

表演化、商业化，靠传统的“自然时令”和“村寨节

事”调节工作节奏，避免汲汲逐利化和过度紧张化。

乡村旅游的发展，将以“乡愁”的情愫、“故园”的

记忆凝聚人心，新旧相融、古今对接，使乡村精神内核

更加丰满、神采更加灵动，构筑创新发展的文化空

间。让广大村民享受到现代文明丰硕成果的同时，在

田园牧歌的情境中延续乡土文化和生命活力。

我们期待，未来，乡村旅游能更好地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乡村将不再因自卑而躲藏，也不再为逐

利而迎合，城乡共生共荣共享，乡村有更丰富的业

态、更优化的环境，生活在这里更有尊严和品质，一

个富庶、便捷、质朴、闲适的乡村，让村民“诗意地栖

居”，让游客“走心”地回归。

期待“村长”比“市长”更有荣誉感的一天早日

到来！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旅游研究

院武汉分院院长；收稿日期：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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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农业、旅

游、文化“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的重

要载体，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随着

城市居民“看山望水忆乡愁”需求的日益旺盛，为更

好地满足人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的乡村

旅游亟待创新思维，优化供给，在与文化创意的融

合共生中，探索新的“打开方式”。

一、文化创意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文化创意产业”是将资源、经济、文化、技术等

有机融合的新兴产业。作为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

上端，其诞生之初就富含鲜明的自我革新特色，推

崇创新和创造力，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

具有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增值性的突出优势。

随着产业规模和关联辐射范围的不断扩大，文化创

意与旅游业的融合力度与溢出效应不断增强。

1. 文化创意引领乡村旅游新消费。最新统计

显示，2017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消费结

构升级步伐加快，旅游消费在趋于“刚性”的同时，也

在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化等维度不断呈现出新的特

征。文化创意植根于体验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呼应

新消费时代对“消费者价值”的核心追求，通过文化

性、特色化、多样化的乡村创意理念与创新实践吸

引旅游凝视，通过激发和满足多元乡村体验需求唤

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从而引领传统的乡村商品消

费向乡村服务消费、乡村情感消费、乡村生活消费

等领域拓展，实现乡村旅游消费的规模扩容与满意

度提升。

2. 文化创意优化乡村旅游新供给。近年来，随

着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与政策红利的加速释放，乡

村旅游已成为遍地开花的新风口，但同时也暴露出

“产品单一、创新不足、文化内涵薄弱、服务质量不

高”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文化创意是乡

村旅游产业的新驱动力。作为一种灵活性的文化、

智力资源和技术手段，其通过要素整合与多元融合

促进乡村旅游跳出传统“旅游供给六要素”的小循

环，加速乡村形象重塑与产品服务更新，丰富产品

供给模式与消费者过程体验，从而促进乡村旅游产

业实现从要素依赖到创新驱动的阶段性跨越，实现

从粗放型到集约化的转型与质效提升。

3. 文化创意促进“新三农”同步振兴。党的十

九大强调，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着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将文化创意的创新思

维与发展模式融入乡村旅游的新发展：从农村层

面，有利于促进乡村文化的创新传承与乡村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的更新；从农业层面，有利

于激活新要素，推出新产品，加快传统农业现代化，

提高农业附加值，培育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新动

能；从农民层面，有利于通过乡村创客激活农村的

创新创业氛围，增加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

会，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回流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切实从人本出发寻求“空心化”问题的突破；通过构

筑“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民致富”的良性新生态，

促进“新三农”同步振兴。

二、文化创意驱动乡村旅游实现四大转型跨越

文化创意作为乡村旅游内生增长的新动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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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乡村双创、技术创新和全域渗透，不断破除乡村

旅游发展中的人才、技术与空间约束，助推产业发

展转向与跨越提升。

1. 注入文化灵魂，从原真性到活态化，塑造乡

村独特 IP 体系。文化灵魂是乡村旅游的精髓。“乡

愁”从传统意义上是一种情怀表达方式，从受众来

看，面对品质不佳的乡村旅游产品与服务，“不计成

本”的怀念与追溯，一定程度上仅存在于特定年龄

与特殊成长经历的群体。新消费时代的旅游客群

跨越 50 后到 90 后的“全年龄”人群，与其他旅游产

品消费无异，乡村旅游产品的品质、功能、获得感依

旧是绝大多数消费群体的普遍追求。因此，对乡村

文化遗产和记忆场所的“原真性”保护固然可贵，但

要实现“乡愁”在现实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则需要

“活态化”的内容与载体，有赖于文化创意的转化与

传承。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创意的核心优势在于运

用多维视角和多元手段，挖掘、提炼乡村文化的“地

方性”精神内核和表征符号，构建、演绎乡村文化的

主题形象和特色品牌，从而形成乡村旅游独有的人

格化、故事化 IP及其衍生体系；通过构建与消费者

之间的“共创价值”塑造乡土文化情怀和乡村生活

魅力。对乡村文化的主题凝练与活态化呈现，是文

化创意融入乡村旅游的首要功能，也是乡村旅游的

核心魅力。台湾的文创农业十分注重文化主题的

凝练，以其特色民宿为例，苗栗的民宿主打客家风

情，宜兰的民宿以田园乡村为主题，垦丁的民宿强

调南洋异国休闲风，而花东民宿则充满了奔放的原

住民文化激情；主题演绎与地方性特色文化的融合

使得当地特色民宿具有了天然的品牌感召力。

2. 深化“文创+”，从要素整合到业态升级，激活

乡村旅游全产业链。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经农家乐

1.0时代和休闲度假2.0时代，已步入以“乡村生活体

验”为标志的乡村旅居时代。这一阶段，农业生产

与文化观光、休闲体验、度假康养、亲子娱教的互动

融合，结合“文创+”的科技、文化、艺术手段，创意农

业、创意农艺、乡村创意节事、乡村创意餐饮的形式

不断更新，田园综合体、民宿、特色小镇、农场农庄

等新业态和产品受到热捧。同时，在现代分工和产

业融合的推动下，凭借“文创+”要素吸纳、重构与再

生产能力，乡村旅游逐渐形成了就地生产、就地转

化和就地消费的高附加值的全产业链条。位于台

南的台一生态休闲农场就是向全产业链延伸的成

功一例。农场前身为台一种苗场，从2001年开展农

业观光开始，不断拓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业态

与功能，促进生活、生态、生产的有机融合，已经发

展为集有机农作物种植采摘、花卉造景、乡间住宿、

农事体验、花园宴会、自然生态教育、亲子娱乐等于

一体的“标杆式田园综合体”。

3. 丰富演绎手段，从传统营销到沉浸式体验，

创造情怀消费溢价。产业链上附加值较高的环节

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即设计端和销售端。依据这

一理念，对乡村旅游的表现形式和消费模式的创意

设计与创新演绎，有助于促进乡村旅游运营模式的

革新。这与新消费时代的旅游者在体验更注重内

容的情感化、空间的场景化和渠道的便捷化等特征

不谋而合。可见，运用“全时空”“全渠道”理念，打

造乡村旅游的“沉浸式体验”，将终端消费变成生活

方式的过程体验，有助于提升乡村旅游的盈利空

间。具体而言，从消费内容上，依托四季品牌节庆

推出主题化的乡村旅游活动，有助于带给旅游者

“难以复制的体验”；从消费空间上，通过智慧化、人

性化设施与公共服务将乡村旅游功能区与生活空

间有机贯通，有助于营造主题公园化、场景化氛围；

从消费渠道上，线上线下、虚拟化技术的运用，有助于

赢得更大范围的消费客群。位于日本的箱根牧场

就十分注重让游客获得牧场生活的“沉浸式”体验，

深受亲子旅游者喜爱。游客可以与小动物亲密接

触，或直接参与为奶牛挤奶、施肥、收割玉米等农场

劳作，其绿色有机食品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同。

4.促进乡村更新，从景观美化到氛围营造，提升

乡村美好生活品质。文化创意具有天然的景观美

化功能，有助于整合和重塑乡村的景观资源和环境

氛围。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全域化和旅游需求的品

质化趋势下，融入了文化创意的乡村旅游空间和生

活社区也成为极富吸引力的特色地标。首先，从乡

村风貌更新来看，文化创意设计有助于体现乡村的

特色场所精神，从形态上更好地延续乡村文化肌

理，传承乡村文化记忆，凸显乡村文化符号。其次，

从乡村内在品质来看，文化创意的特色表达与乡村

旅游硬件设施的融合，凸显着温情的人文关怀，如

旅游动线引导、地下通道、旅游厕所、残疾人标识、

垃圾桶等。再者，从文化创意的“智慧”特色出发，

通过与个性化、便捷化、智能化的乡村公共服务相

结合，有助于建设文明的乡村旅游氛围和主客共享

的乡村美好生活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旅游者和当

地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建立高品质、有温度的

乡村旅游感知形象。以台湾飞牛牧场为例，围绕

“亲近自然、亲近动物”的“牧之美”主题特色，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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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入口设计、建筑工艺、设施用材、手绘标识、

景观小品等无不透露着亲近自然的情怀，文创手法

细腻而精致地营造出和谐美好的氛围。
（第一作者系该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

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18-05-16）

旅游型乡村建设要素与乡村振兴战略要义

黄细嘉，赵晓迪
（南昌大学旅游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3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8.07.003

在社会发展中，因生产模式、土地利用形式、人

口密度、生活方式等的差异，人类聚落常常被分为

城市和乡村两种类型。乡村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文

化的滥觞，尽管其发展具有明显时代烙印，但人们

对美好乡村的追求始终不渝。乡村振兴战略的提

出，旨在推动新时代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旅游型乡村致力于乡村价值再造，弥

补因生产要素组合差异而产生的城乡差距，促进

“三农”整体和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一、旅游型乡村要素与乡村振兴要义的匹配度

旅游型乡村建设是基于乡土元素、立于旅业要

素、成于市场因素的乡村建设模式，以其具乡土特

征的生态环境、人文民俗为基础，以“三农”资源为

依托，激活农民生产力、延长农业产业链，实施环境

景观化、村落优美化、生活体验化、居民好客化、服

务功能化，发展乡村和农业旅游，实现生态宜居、产

业融合、农业发达、农村繁荣、农民富裕。

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是乡村

振兴的支撑要素，着力于开发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①；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要素，致力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优化与居住环境

的美化；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要素，立足于

乡村人文生活和人-地-物关系的和谐共生；治理有

效是乡村振兴的支持要素，侧重于乡村治理结构和

农村管理机制的完善；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

要素，落脚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亿万农民。

旅游型乡村建设要素与乡村振兴战略要义具

有极高匹配度。首先，均要求多样化生产要素的投

入，使乡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转化为多

种产业并存或产业融合，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均

将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作为资源要素投入经济生

产，将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作为共同价值追求，可

谓旨意相投。再次，乡村振兴致力的“人-人、人-
物、人-地”和谐共生的乡风文明建设，与旅游型乡

村实施的农村优美化、居民好客化、环境景观化，可

谓异曲同工。最后，旅游型乡村作为系统的旅游综

合体，其多元生产要素聚合、多产业融合和各产业

链合发展，需要完善农业农村治理体系，与乡村振

兴提出的治理有效，可谓殊途同归。

二、旅游型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支撑

从产业融合来看，“旅游业形成了融合一二三

产业的综合产业，已不同于传统旅游业”②。旅游业

具产业整合和再生能力，作为旅游型乡村的支柱产

业，催生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与农业结合催生休

闲、景观、采摘、体验等农业产业形式；与乡村文化

结合催生演艺、研学、游艺等文化产业形态，与地产

结合催生旅游地产、养老地产、游憩地产等产业形

成，从而盘活乡村资源，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产业

链支撑。

依人居环境来说，一方面旅游型乡村将旅游发

展所依赖的乡村特有自然生态与人文民俗因素，转

化为乡村建设与发展的资源，并不过分强调对所谓

高品位旅游资源的利用，减轻旅游发展给乡村文化

与生态带来的不可逆损害；另一方面旅游发展中的

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营造了宜居的社会生活环

境③，形成适人宜居的环境支撑，无疑推进了生态宜

居的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拿乡土风情来讲，旅游型乡村注重乡村肌理

保护和传统文化回归，着重开发民风、民俗、民情等

非物质文化以及古村落、古建筑、古祠堂等物质

文化遗产，焕发乡村“韵味”。同时，旅游者为乡村

带来时尚生活方式，传统与时尚的交替，为乡土文

化的淬炼升华提供了契机。可以说，旅游型乡村浓

厚的乡土“村味”和时尚“风味”是乡风文明的重要

支撑。

因治理机制而论，旅游型乡村多种要素融合发

展的产业模式，引发上层建筑中治理机制的创新，

不再使乡村治理困于“农”与“民”的方寸之间，而是寻

求建立适用于人-人、人-地、人-物、人-业和谐的生

态、文化、产业、社会的全方位治理系统。这既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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