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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乡村旅游概述

知识目标

1.
 

了解乡村旅游的发展背景。

2.
 

掌握乡村旅游的定义和特征。

3.
 

熟悉乡村旅游的主要发展模式。

能力目标

1.
 

能够判断乡村旅游的发展类型。

2.
 

能够为乡村旅游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素质目标

1.
 

能够传承与创新优秀的乡村文化。

2.
 

能够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培养文化自信。

导  读

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是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乡村旅

游是文旅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推动乡村经济繁荣的新型产业手段,能够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发挥新引擎作用,激发农村产业潜力,延伸产业链,实现农业现代化;
 

能够吸引农民工

返乡创业、城市创客下乡创业、游客来乡旅游,进一步积聚农村人气,为乡村振兴发展汇聚

急需的人力资源。

第一节 乡村旅游的发展背景

  【引例】 
“原味”“高品”成卖点

乡村可以成为旅游消费的目的地、变成高端的乡村俱乐部,这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新

思路。乡村旅游在发展初期,“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几乎是其全部的“卖点”;
 

在30年的发展

历程中,如何避免“千村一面”一直是各地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考验。老街、老宅、农家饭这些

“老三样”难以长久吸引游客的目光,也限制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路。文化+旅游、保留乡村

原有的文化特色,成为各界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共识。如何做,仍有待实践的不断打磨。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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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来到乡村的游客,已经不仅是为了吃农家饭、看山景,摄影、写生、徒步等成为他们的新选

择。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也悄然改变着他们的观念。
思考:

 

结合你所处的地区,谈谈这些年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

▶一、
 

政策背景

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将其视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

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划文件(见表1-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

兴促进法》将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等内容纳入其中,通过立法来保

障和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表1-1 乡村旅游重要文件列举(部分)

类型 文
 

件
 

名
 

称 发
 

布
 

单
 

位 发布时间

专门

文件

关于开展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活动的

通知(农办产〔2019〕9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09-02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文旅资源发〔2018〕

98号)
文化和旅游部等 2018-11-15

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农加

发〔2016〕3号)
原农业部 2016-09-01

行业

文件

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8〕15号)
国务院办公厅 2018-03-22

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旅游扶贫工作的通

知(旅发〔2018〕27号
 

)
原国家旅游局 2018-03-04

关于实施旅游休闲重大工程的通知(发改

社会〔2016〕255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旅游局 2016-12-05

相关

文件

关于扎实有序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通知(农办社〔2019〕8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原国务院扶

贫办 综 合 司、生 态 环 境 部 办 公

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9-11-04

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

意见(建村〔2014〕61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原文化部、国
家文物局、财政部

2014-04-25

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

点要求分别对应了乡村经济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治理转型和乡村社

会振兴的发展内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其产物,对于农业多功能性

价值的实现,以及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和抓手。
同时,政府还应注重乡村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和竞争

力,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从政策功能视角看,在产业结构、
产业组织、产业技术和产业布局这四类政策功能定位中,乡村旅游政策在产业布局方面偏

向明显。随着政策工具(见表1-2)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发展成效明显。随着产业规模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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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乡村旅游的产业角色与地位发生了从局部发展提升到战略统筹的深刻转变。

表1-2 国内乡村旅游政策工具

政策类型 政策要素 侧 重 点

供给型政策 资源要素
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村镇建设、住宿建设、

 

用地供给、资金投入、技
术供给

环境型政策

体制机制
土地承包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投融资机制、征地制度、宅基地管理制度、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利益联结机制

经济环境

发展模式、目标规划、发展保障、行业管理;
 

专业合作社、乡村旅游合作社、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

 

金融支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传统文化

保护、生态建设

公共服务 人居环境、教育支持

需求型政策

鼓励消费 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商品开发、引导消费

市场培育 宣传推介、品牌体系、电子商务应用、消费市场培育、市场体系

试点示范 示范建设、提质升级、遴选推介、项目建设

▶二、
 

经济背景

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富民效果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是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升级、释
放农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推动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响应相关政策号召、助力旅游产业升级、满足市场

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具有坚实的发展背景。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②的重大历

史判断,重点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基本遵循。为响应

这一国家战略部署,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支持引导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

政策方案,反映了政府层面对乡村旅游在激活农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实现、落实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的高度肯定与深切期望。
因此,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响应相关政策扶持,探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

径,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生态文明、资源整合、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作

用,是当前及未来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③

▶三、
 

社会文化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与闲暇时光的增加,旅游市场也在日渐扩大。此外,当
代社会正处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普及使游客个性化需求增强,旅游消费更

加注重旅游品质。
从观光到休闲、从区域到全域,旅游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多样化,更加注重休闲的自行

车旅游、自驾游、高新科技游、健康养生游、美食品尝游、红色旅游、标志建筑地标游及乡村

①

②

③

 

邱慧.新时代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J].当代旅游,2019(11):
 

60,66.

 

习近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J].新湘评论,2019(24):
 

4-5.

 

于法稳,黄鑫,岳会.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0(8):
 

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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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等,这些不同种类的旅游类型吸引着消费者,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乡村旅游

的发展不仅是对乡村地域内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也满足了现代人对于回归自然、
体验传统文化的需求。

第二节 乡村旅游的概念与特征

  【引例】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①

新庄自然村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乔甸镇,乡村旅游扶贫成果明显,促
进了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做足“旅”的文章:

 

着力将新庄村打造为现代农业、红色文化

与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产业融合示范村。形成“文”的集成
 

:
 

新庄村具有红色文化、农
耕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及海稍文化为一体的文化优势,建成了全州首个自然村“红军长征

纪念馆”,以及展示农耕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为一体的、全省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村民自建

的农民博物馆,为广大游客提供了参观体验和了解文化的阵地。发挥“企”的作用:
 

2015年

10月,集企业股份、村集体股份和村民股份为一体,新庄村成立了宾川县红色海稍农业观

光旅游开发公司。公司以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带动全村农户脱贫致

富为宗旨,积极开展“感受绿色乡愁、体验红色之旅”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旅客在游历山

水田园之时,品味乡愁、接受红色教育,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内涵。
思考:

 

结合自己的家乡,谈谈乡村旅游有哪些发展方向。

▶一、
 

乡村旅游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旅游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我国的

乡村旅游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独具特色的乡村传统文化,以乡村传统文化为内核可

以提高乡村旅游的品位丰富性;
 

二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
 

三是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应主

要定位为城市居民,满足城市居民享受田园风光、回归自然的愿望。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范围内,利用农村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林牧渔生

产、民俗风情、农村文化、农家生活、村落古镇等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满足

游客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活动。

▶二、
 

乡村旅游的特征
 

(一)
 

乡村性 

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是相较于城市而存在的②,我国乡村地域辽阔,多数地区仍保持着

自然风貌,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乡风民俗,古朴的村庄作坊,原始的劳作形态,这种在特

①

②

中国网.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云南4地入选文旅部示范案例[EB/OL].[2021-11-19].http://union.china.com.
cn/txt/2021-11/19/content_41796146.html.

 

邱萍,晏兰萍.浅析乡村旅游市场的旅游动机[J].农业考古,2007(6):
 

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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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域所形成的“古、始、真、土”,具有城镇无可比拟的贴近自然的优势,从而为游客回归

自然、返璞归真提供了优越条件。①
 

(二)
 

差异性 

我国地域辽阔,乡村的范围也十分广阔,乡村的自然景观与农业景观各具特色。丰富

的自然风貌、劳作形态和传统习俗为满足游客千差万别的旅游需求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三)
 

生产性 

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既可以拓宽旅游资源的广度,增加旅游活动的多样性,满足游

客不同层次的旅游需求,又可以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增加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农业的附加

值,提高农村的经济效益;
 

此外,还可以带动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等产业的发展,促
进农村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形成,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②

 

(四)
 

文化性 

乡村节庆、农作方式、生活习惯和趣闻传说等乡村历史的沉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只有将这种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并突出它在乡村旅游产品中的地位,乡村旅游才能不局限

于旅游资源的表面现象,而更注重观念和感情的沟通与体验,从而更注重表象下文化底蕴

的挖掘,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领略到神秘精深、奥妙无穷的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五)
 

体验性 

乡村旅游资源是在特定的乡村环境下,由该乡村的村民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民俗文

化长期积淀而成的,对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是乡村的重要资源。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参

与当地人的生活和农事劳作,从而对自然知识及基本农事进行了解与学习,已经逐渐成为

乡村旅游的重要内容。③

▶三、
 

乡村旅游的功能
 

(一)
 

经济功能 

乡村旅游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直接销售农产品;
 

有助

于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
 

社会功能 

乡村旅游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提供了交流平台,有利于增进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

的接触,拓展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缩小城乡差距。

①

②

③

 

王德刚,葛培贤.田园季风:
 

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M].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贾荣.乡村旅游经营与管理[M].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干永福,李卫宁.乡村旅游产品实务:
 

乡村旅游案例百则[M].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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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功能 

乡村旅游可以为游客提供了解农业文明、学习农业知识、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机会,
是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农业生态科普产业。

 

(四)
 

文化功能 

乡村旅游文化包含农村民俗文化、乡村文化和农业产业文化,在组织游客参加各种农

村文化活动的同时,也能促进农村文化的发展。
 

(五)
 

环保功能 

为吸引游客,乡村必须改善环境卫生,提升环境品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维护自然生

态平衡,这有利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六)
 

游憩功能 

乡村旅游可以为游客提供绿色休闲活动空间,有助于游客开展观光、休闲、度假、旅
游,享受乡野风光及大自然的乐趣,放松身心,缓解紧张工作和学习的压力,陶冶性情。

 

(七)
 

康养功能 

乡村旅游区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新鲜的空气、宁静的空间,不仅有利于调剂身心及

养生保健,而且有利于解除紧张情绪,缓解生活和工作压力,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第三节 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引例】 
康养旅游助力扶贫 推进巴马乡村振兴①

巴马始终坚持规划先行,探索“多规合一”,优化旅游发展空间布局,坚持“先策划、后
规划、再建设”的原则,坚决把科学规划作为最硬性的前置门槛;

 

始终坚持“全域与特色、区
域与精品、休闲与度假相结合”的原则,以康养理念规划新巴马,绘制巴马县域空间信息与

旅游资源“一张蓝图”,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基础数据支撑,科学预测旅游前景,扭转发展

理念,推动单一观光游向融合大健康的康养旅游转变,为加快巴马旅游产业转型提质奠定

了坚实基础。
思考:

 

结合自己家乡近年的变化,谈谈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

① 中国旅游报.康养旅游助力扶贫 推进巴马乡村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旅游扶贫案

例[EB/OL].[2022-03-05].http://www.ctnews.com.cn/paper/content/202203/15/content_69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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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历程
 

(一)
 

兴起阶段(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 

这一时期的乡村旅游主要以城市人走向乡村,开始参与乡村活动为特征,如法国、意
大利。

乡村旅游最早起源于欧洲,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化和城

市化快速发展、欧洲革命的发生,使得城市居民想要逃离城市,高压环境促使城市居民想

寻求一处舒适、安静的环境休息,因此产生了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美好的乡间环境的理

念。这种理念的产生促使欧洲乡村旅游开始发展,其中意大利与法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尤

为突出。1865年,意大利成立了“农业与旅游协会”,专门介绍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体验乡村

生活,包括体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及参与骑马、钓鱼等活动。1885年,法国巴黎市的贵族

组织到郊区乡村度假旅游,同年法国成立了“农业及旅游接待服务中心”“欢迎莅临农场”
等组织,接待了许多欧洲旅游者。意大利和法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欧洲乡村旅游的兴起

奠定了良好基础。①
 

(二)
 

发展阶段(20世纪中期—20世纪80年代) 

这一时期的乡村旅游以观光农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为特征,如西班牙、美国。

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城市居民开始向往和

追求乡村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美好的自然环境。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西班牙政府将废弃

的贵族古堡改造为简单的农舍,并把规模较大的农庄也列为供游客旅游参观的范围,接待

乐意到乡村观光的旅游者,由此乡村旅游应运而生。② 1950年之前,西班牙以农业为主要

的经济发展动力,1960年引入乡村旅游后,西班牙农户将农业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
西班牙农业观光小镇的特色之处在于将大农场和庄园进行规划改造,创新研发了农事体

验、登山、骑马等项目,这体现了西班牙乡村旅游小镇重视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效结合。但

在这个时期,乡村旅游者的人数较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为旅游者专门服务的乡村旅游

设施,乡村旅游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主要在公共土地政策方面给美国民众户外旅游提供帮

助。该时期内,联邦立法中关于土地的政策主要是对非工业目的用地给予特殊照顾。美

国政府在1964年通过了《荒野法》,人们开始有利用土地资源发展经济的意识。1958—

1968年是户外旅游的兴旺阶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土地政策支持。户外游憩

资源评估委员会在1958年得到政府的批准而得以成立。美国政府于1964年开始筹建国

家荒野保护体系,于1968年通过了《国家荒野和风景河流法案》,并建立了国家荒野和风

景河流体系。同年,《国家步道系统法案》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在该法案支持下,美国乡

村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场、牧场雨后春笋般涌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

①

②

 

李静宇,林立波.欧洲乡村旅游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启示[J].北方园艺,2020(8):
 

147-152.

 

田洪国.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研究[J].科技资讯,2014(1):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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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乡村旅游经济增长迅速,人们开始致力于开发和经营乡村土地,季节房得到快速发展。
乡村经济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靠发展旅游经济,其他产业的经济拉动力已经远远落后于

旅游业。①
 

(三)
 

提高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这一时期的乡村旅游从仅有的观赏功能逐步向一些体验、参与、休闲功能扩展,如日

本、澳大利亚。
在20世纪80年代,当传统单一的旅游活动在乡村广泛开展时,一些极其不同的旅游

活动开始兴起。单一传统的乡村聚落不再适合高度专业化、现代化旅游和休闲的发展。
因受城市旅游活动的影响,乡村旅游也具有了要求主动参与、竞争、有声望或非常时尚、高
技术、现代、个性化和快节奏的需求特征,在传统旅游活动的基础上,还延伸出了爬山车、
摩托车、定向越野、生存游戏、空中滑翔、帆伞运动、冲浪、冒险旅游、滑雪和时尚购物等具

备参与、体验、休闲功能的活动,国际乡村旅游的概念与内涵发生了巨大改变②。
乡村旅游在日本被定义为绿色旅游,旅游活动空间分布在农、山、牧、林、渔场所,以独

特的人文和自然特色为游客提供闲暇舒适的休闲活动享受。日本乡村旅游是国家农业和

地域开发等农业政策实施的产物。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行工业兴国战略,在
城市化高度发展进程中忽视了农村的发展。因此,日本在基本实现城市化目标后,对平衡

农村与城市二元结构发展做出了详细的规划。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发展

绿色旅游的相关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新农业政策为“效率主义、环境主义、
地域主义”,并在1999年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农业政策体现了规模性、现代性

及市场性的特征,日本政府和学者们开始探索走乡村绿色旅游经济道路,以此作为振兴日

本农业经济的必由之路。1998年,日本政府在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综合国土规划中明确提

出了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创建富有自身特色的乡

村旅游一直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目标。2000年,日本政府在北海道进行乡村旅游

胜地的试点工作,制定了“第三次北海道长期综合发展战略”。从项目启动当日起,日本政

府便实施农业多元化经营战略,该措施拉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农民积极性,促进了

城乡互补交流。③

到20世纪80年代,葡萄酒业的旅游潜力才逐步被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1993年,维
多利亚州政府成立了维多利亚葡萄酒业旅游委员会;

 

1996年,南澳大利亚州也成立了葡

萄酒业旅游委员会;
 

而新南威尔士州则成立了烹饪旅游咨询委员会,以此来促进澳大利亚

的葡萄酒业乡村旅游的长续发展。④

这一时期日本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积极地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旅游从最初单

一的农业产业园观光,向着集观光休闲和旅游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度假模式发展,乡村旅

①

②

③

④

 

凌丽君.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世界农业,2015(10):
 

60-63.

 

王云才.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与借鉴[J].旅游学刊,2002(4):
 

45-50.

 

杨华.日本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世界农业,2015(7):
 

158-161.

 

王云才.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与借鉴[J].旅游学刊,2002(4):
 

4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