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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我国乡村旅游的界定、发展特征及原则

吕连琴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河南郑州450052)

一、乡村旅游范围的界定

十多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获得了快速发展，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东部西部，越来越多

的乡村地区发展起了各具特色的旅游业。但是，从我国乡村旅游研究来看，明显存在着乡村

旅游称谓较多、范围界定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乡村旅游亦被称为“农

业旅游”、“农业观光旅游”、“绿色旅游”等，造成概念及其范围模糊不清；(2)“乡村旅游”中

的“乡村”是对旅游活动开展地域空间的限制，还是对旅游活动开展环境氛围的修饰(由此产

生以下几个疑问)；(3)平地新建的大型人造景观民俗文化村(可能在城市市区，也可能在郊

区或乡村)、城市内举办的传统庙会等民族民俗节庆活动是否属乡村旅游的范畴，(4)城市

市区内的农业观光园、农业工厂等是否属于乡村旅游的范畴；(5)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等特殊环境保护地带的旅游是否属于乡村旅游的范畴，(6)在都市人眼中，建制

镇、县城甚至县级市皆属乡村，而在农民眼中，后者则是城市，那么，乡村地域空间该如何确

定?

笔者经过思考认为，乡村旅游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乡村旅游包含所有在城

市市区以外、乡村地域范围内、以其有旅游价值的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为对象开展的旅游活

动。其客源以城市游客为主，同时也包括来自旅游目的地之外的其他农村地区的游客。即广

义的乡村旅游只限制在乡村地域空问内，恰与城市旅游相对应，其旅游内容和范围都很广

泛，包括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特殊保护地带的旅游。

狭义地讲，乡村旅游指在乡村地区、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农业生产及其环境为基础

开展起来的旅游活动。即狭义的乡村旅游既要求旅游活动落实到乡村，又要求以乡村特有的

自然人文景观、乡村生产生活为旅游内容。因而，它不包含城市里开展的农业观光园、农业工

厂、民俗文化村等形式，也不包含与农村生活、传统习俗、农业生产毫不相干的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特殊环境保护地带开展的旅游。但因优美纯朴、特色鲜明的乡村人

居环境和民俗文化而设立的风景区，如丽江大砚镇、阳朔地区等，则属于乡村旅游的范围。

一般情况下，乡村旅游应该指的是狭义的内涵，即不仅要求旅游活动落实到乡村地域，

而且要求以乡村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及乡村生产生活为旅游内容。关于乡村地域范围，笔者

认为，应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市的城市市区以外的广大区域，包括城市郊区、建制镇及其

他农村地区。

在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人把乡村旅游称为农业旅游，或农业观光。笔者认为这种

说法的实质是指农业旅游是乡村旅游的主题内容，但并不意味着乡村旅游完全等同于农业

旅游。农业旅游应当是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为资源开展的旅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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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它既可以在农村展开，也可以在城市展开(如农业工厂)，却不包含独立的乡村民风民俗

旅游形式。但是，都市区所开设的农业工厂或农业观光园则不属于乡村旅游的范围，乡村地

区开展的民风民俗旅游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形式之一。

也有人把乡村旅游称为绿色旅游或生态旅游，这是源于乡村旅游者对大自然的追求、对

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的回归。这实质上是指乡村旅游属于生态旅游的范畴，应像开

展绿色旅游或生态旅游那样，以保护自然的、原始的或特色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为前提来开展

乡村旅游。
●

二、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特征

1．空间分布特征

总体上看，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总水平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系。即

乡村旅游起步早、发展好、技术高的地区恰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和全

国各地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周边地区。尤其投资巨大的高科技农业观光园主要分布在经济发

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以及农业发达的山东半岛。而离大城市较远、乡村

旅游发展起步早、基础好的地方，则通常是具有明显的人文特色、农业经济特色或自然环境

特色的乡村地区。显然，这种空间分布特征是由旅游市场需求量大决定的。

2．产品供给特征

从全国来看，我国幅员辽阔，农村自然景观千差万别，农业景观多种多样，民风民俗多彩

多姿，为满足游客观光、购物、求知、猎奇、尝鲜、休闲、度假、参与等多种旅游需求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因此，全国范围内的乡村旅游产品可谓丰富多彩，多种多样。赏花、摘果、采茶、

垂钓、狩猎、出海、插秧、手工、观草原风情、体民俗民风，应有尽有。

但从大多数区域来看，乡村旅游产品特征表现为：(1)产品类型单一，以农业观光园、采

摘果园、垂钓基地和农家旅馆为主导产品。在每个大城市周围，通常都有十几处或几十处乡

村旅游景区或景点，但大多采用农业观光园、采摘果园、垂钓基地和农家旅馆的形式，产品雷

同、重复较多，且季节性强，不能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和高文化品位的旅游需求。这与我

国飞速发展的休闲产业很不相称。(2)产品加工粗糙、经营粗放、价格低廉。由于乡村旅游发

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乡村旅游开发者面对充足的市场需求，往往片面追求效益，忽视游客的

满意度、旅游形象塑造和长远发展设计，在配套不足、服务落后、管理混乱的情况下，草草推

出了在原有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基础上稍加改动、缺乏创新设计和文化品位的乡村旅游产

品，这不仅损害了游客的旅游感受和乡村旅游地的形象，还大大影响了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

和可持续发展。当然，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游客消费重实惠轻享受的社会现实

也不无关系。

3．旅游消费特征

当前，在我国低层次的旅游供给、尚不富足的经济收入、一定的文化水平、传统以节俭为

主导的消费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乡村旅游消费总体呈现重实惠、轻享受的低水平消费特

征。由此，绝大多数游客到乡村旅游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

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如在采摘旅游中，大多数游客看重水果的价格、质量和数量，而轻视对

收获的心理感受}“住农家屋、吃农家饭”的乡村民俗旅游中，游客多注重的是低廉的接待费

用，体验乡俗民情的成分很低。根据陈传康、郭康先生旅游行为层次理论，旅游者的旅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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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基本层次(观光)、提高层次、专门层次、最高层次。目前，我国国内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仅

停留于悦目、悦身的较低层次，达到悦心、悦志高层次感受的较少。如：用心体验陶渊明“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悠闲的较少，体验毛泽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气魄的就更少。‘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乡村旅游消费仍处于很初级的层次。在欧美发达国家，许

多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每年都到自己喜爱的乡村地区(包括国外乡村)小住

一段时间用来旅游、休闲、度假。他们喜欢到那些不经任何修饰的农家去体验生活、考察传统

历史和文化，甚至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他们喜欢徒步或骑单车旅行，时而到不经任何雕琢的

小池塘游泳、钓鱼，时而到小咖啡屋、小茶馆品茶聊天，时而到离村庄稍远的田野间寻古探

幽。他们在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中体味古老的传统民族文化，在生态农业、生态村庄的建设

中感受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温馨和恬美。他们这种乡村度假方式，不是为了收费低廉，而是

在寻找曾经失落了的净化空间和尚存的淳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他们参加农业劳动追求的是

精神享受而不是物质享受，因而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行为。这代表着国际乡村旅游未来的

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我国乡村旅游需求发展的未来方向。

4．旅游需求趋势

数千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农业文明时代，工业化、城

市化发展不过数十年的时间。当前的乡村旅游主体——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仍与农业农村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乡村旅游的目的或是为了在较为纯净的自然环境和纯朴、友善的人

文环境中放松精神、休闲度假，或是为了重温乡情(因对农业农村的眷恋与怀旧而产生)、享

受丰收果实，或是为了让新成长起来的孩子接触农业农村、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因此，今后

一段时期内，我国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首先，放松精神、休闲度假j回归自然、享受天人合一的和谐、温馨与浪漫将逐步成为乡

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其次，观光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仍占重要地位，观光功能是游客对旅游地

要求的最基本功能，而且，游客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度、优美度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

旅游资源则要求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浓，高新技术所创造出的新、奇、特、美的旅

游产品，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旅游兴趣；此外，游客对旅游活动的参与性、体验性、新奇感

要求越来越强，对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要求越来越高，旅游消费层次也不断提高。

总的看来，我国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观光+参与娱乐、

观光+休闲度假、观光+科技、观光+生态文化等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

盛；重实惠、轻享受的低水平旅游需求正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逐步向精神享受型或悦

心悦志的高层次需求方向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原则

1．异域特色鲜明化，同域类型多样化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地貌复杂，民族众多，因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千差万别的农业农村景观、多姿多彩的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从而为我国开辟不同地域特色

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如我国东部沿海的海洋农业和渔猎，西部的草原景

观和游牧生活，平原一望无际的麦浪和稻田，丘陵地带的梯田风光，西北的沙漠戈壁和雪山

绿洲，西南的高山峡谷和垂直农业，江南的鱼米之乡和小桥流水，青藏高原的神秘文化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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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农业，南部的热带风光和北国的冰天雪地，加之纷繁复杂的民俗宗教、庙会节庆、人文历史

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等，足以满足大中尺度乡村旅游对异域风光、异族风情的向往之情。

因此，大中尺度的乡村旅游发展要特别强调具有区域代表性的、鲜明的地域特色。

对于小尺度的乡村旅游产品来说，由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自然人文环境，并面临着范围

相对有限的客源市场，因此，其开发应紧密结合区域性旅游市场，不断创新内容和形式，开发

出类型多样的乡村旅游产品，避免项目雷同重复。当前国内外主要的开发形式有：高新技术

农业观光园、花卉园艺观光园、果蔬采摘园、茶园、水乡农耕观光园、特种植物园、特种养殖

园、民俗观光村、民俗农庄、少儿农庄、农村留学、务农旅游、教育农园以及郊区地块分割出

租、供市民周末享用的租赁菜园等。此外，还可以发展特种蔬菜种植业、特种养殖业、商品花

卉苗木种植业以及土特产品加工业、传统手工艺业，以形成经济特色来吸引游客。

2．产品功能复合化，旅游收益多元化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力弱、基础设施差、农业规模小、科技水平低以及发展乡

村旅游的思想不明确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产品数量较少，类型、功能较单

一，无法满足游客对多种多样的农业景观、形形色色的乡土文化以及购物、娱乐、学习等多种

市场需求。

因此，我国乡村旅游呈现快速增长和需求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游客对多功能、复合

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因此，今后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要能满足游客观光、玩赏的

基本旅游需求，还要能满足游客休闲度假、娱乐参与、拓宽视野、增长知识、品尝美食、尝鲜购

物、求知增智、探幽访奇等多重目的，融观赏性、参与性、体验性、教育性、娱乐性于一体。由此

还可扩大旅游收入来源，使旅游收益多元化。既可包含门票收入、娱乐收入、交通工具租金、

食宿收入，又可包含商品花木、瓜果蔬菜、畜渔产品(或食用，或玩赏)、传统食品、手工艺品及

其他商品的销售收入。多元化的旅游收益有利于农村经济、农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

展，有利于减轻农村经济因旅游和农业的季节性而产生的波动。

3．旅游活动系列化，灵活营销名牌化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出来，并不意味着能一劳永逸。它还有赖于今后严格高效的质量管

理、灵活多样的营销活动、出奇制胜的不断创新，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久生存和

发展。因此，在旅游经营过程中，活动内容要不断翻新，形成系列化，营销手段更要灵活多样，

不断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以创造出稳固的旅游形象和名牌地位。如：农业观光园可通过举

办摄影、绘画、作文、农艺、园艺等系列比赛，进而举办作品展览，或者周期性举办以特定动植

物品种展示为主题的专项活动，或者通过门票定期抽奖、多买多赠等多种活动形式，使旅游

与竞技、与知识相结合，旅游与幸运、与亲情友情相结合，以此达到扩大景区影响、树立景区

名牌、提高到访率和重游率、缩小旅游淡旺季差别等多重目的。又如，观光茶园可以从观茶、

种茶、采茶、制茶、品茶等各个环节来设计旅游活动，把中国茶文化与这些旅游活动结合起

来，使游客愉悦身心的同时又能对中国茶文化有一个较深层次的体会。

4．乡村建设生态化，技术取向两极化

乡村旅游，源于人们对工业化、城市化负效应的腻烦和对乡村恬静、温馨、纯净环境的向

往与回归。因此，乡村旅游地的乡村建设应体现生态化思想，注重保持环境的原生性，注重遵

循绿色建筑设计原则，注重循环利用和节约能源。如：应尽可能选用“绿色”、无污染的乡土和

天然建筑材料，避免瓷片等现代城市建筑痕迹的出现I以使用太阳能、风能、沼气(可通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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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机废物和垃圾来产生)等再生能源为主；尽量通过设计手段实现自然通风、自然降温、建

材保温以节约能源；屋顶、路面设计成集水系统，对雨水加以收集、储存、净化和利用等。目前

国内外都有关于“生态村”、“太阳能村”、“沼气村”等的设计和实际案例可供借鉴。

从技术上看，当前，世界旅游已迈入其发展的第三阶段——科技参与型旅游发展阶段。

依托高新技术，塑造一种全新的农业景观或农村生态环境，无疑会对游客产生极大的吸引

力。其代表形式是上面提到的高新技术农业观光园和生态村的建设。同时也包括声、光、电

技术及多媒体展示系统和多媒体导游系统的应用等。相反地，采用技术的另一极端——原

始、落后，同样也能设计出富有吸引力、趣味性的乡村旅游产品。如采用古老的水车提水灌

溉，采用落后的石磨磨面、石臼舂米，采用辘轳从井中打水等。

5．乡村环境自然化，人文资源民族化

现在有一句话非常流行：“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它道

出一个真理：越是自然的、民族的，才越是高质量的、高层次的和最具生命力的。乡村旅游的

未来发展越来越要求自然、天成的生态环境和具有浓郁乡土味、民族味的传统历史和文化。

那种人工雕琢、刻意创造的乡村旅游产品必将随着旅游者旅游品位的提高而渐受冷落。因

此，发展乡村旅游应尽可能的选择那些受工业化、城市化影响很小、农业文明时代特征显著

的地域，选择那些近乎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近乎土气而传统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并时

刻注意保持其宝贵的原汁原味。在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其偏僻、贫穷、落后，常常保留着

这种高品位的乡村旅游资源。在这类乡村地区发展旅游恰恰与我国旅游扶贫政策相吻合，是

利国利民的好事情。昔日的平遥古城、广西阳朔、云南丽江如今都已发展成为我国乡村旅游

的典范。今天，无论是我国的西藏、青海，还是我省(河南省)的伏牛山和大别山，都蕴藏着许

许多多高品位、高档次的乡村旅游资源，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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