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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有什么特点？我国乡村旅游

发展情况怎样？

戴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
院长）：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

活动，是相对于城市旅游的空间概念，在

乡村地区参与的观光、休闲、康养、避暑、

娱乐等活动，以及产生的所有消费行为，

都属于乡村旅游的范畴。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显示，疫情发生前的 2019 年，我国乡

村旅游接待人次达到 30.9 亿，占国内旅游

人次的一半。

乡村旅游具有鲜明的空间差异感和生

活体验性，有不同于城市的自然风光、各具

特色的民俗风情、本地食材和传统烹调的

农家菜肴、融入日常生活的民居宅院等。

游客到访乡村，可以赏花、采摘、垂钓，参与

农事、手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沉浸式

体验乡村的美好生活。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向纵深推进，乡村

旅游已成为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重要抓手

和可行路径。截至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分

批公布了 1399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98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根据省级旅

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汇总统计，全国共有 6 万

个行政村开展了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旅游

业经济属性强、市场化程度高、产业影响力

大。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当

地消费、就业和投资，还起到了文化交流、

观念变迁等综合带动作用。2019 年，全国

109 个乡村旅游监测点（村）接待游客 2517

万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23.9 亿 元 ，村 均 收 入

2192.7 万元，农民人均增收 0.51 万元。全国

109个乡村旅游监测点村均旅游就业人数为

349人，户均从业人员 6.93人，其中受过初中

以上教育的占 92.4%。农民通过从事旅游

行业，不仅开阔了眼界，综合素质也得到提

高。例如，在桂林阳朔被称为“月亮妈妈”

的农民导游徐秀珍通过做导游学会用英、

法、德、日等多门外语与外国游客简单交

流。与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满足游客对乡村旅游的品质需求，

乡村旅游监测点加快了广播电视和互联

网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加大对图书

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与传承等公共服务

的投入。2019 年，纳入重点监测的乡村旅

游村有线电视入户率达 86.2%，移动电话普

及率达 92.3%，乡村旅游经营场所免费 WiFi

覆盖率达 90.4%。为了更好满足游客对接

待环境的品质需求，地方政府、村集体和

乡村旅游经营户加大了对人居环境的投

入，不仅提高了乡村旅游接待水平，而且

加快了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让绿水青山真

正成了金山银山。例如，在乡村旅游发展

的初始阶段，由于观念上的差异，村民对

乡村旅游经营户把厕所建到客房感到不

理解，之后通过村干部和返乡经营者的示

范，看到那些具有现代卫浴功能的客房更

受 游 客 欢 迎 ，出 租 率 和 满 意 度 也 明 显 上

升，村民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改善乡

村旅游接待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

调动起来。2019 年，全国乡村旅游监测点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覆盖率达 91.9%，接

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占比为 63.1%，

水冲厕所普及率达 72.5%。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乡村

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旅游重点村

一体化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一是加强乡村旅游的市场培育、

形象建构和宣传推广；二是完善乡村旅游

接待设施，因地制宜，创新休闲、度假、康

养、研学、冰雪、避暑旅游产品，提升乡村旅

游的服务品质；三是吸引更优质的旅游要

素，特别是资本、技术和专业人才向乡村集

聚，提升乡村旅游现代化水平。

在乡村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形

成了哪些特色发展模式？

宋瑞（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各地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打造乡村

旅游全产业链，乡村旅游采摘园、休闲农庄、

乡村营地、乡村民宿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形

成了许多乡村旅游特色发展模式。根据核

心依托要素，乡村旅游可分为文化民俗体验

型、城郊休闲游憩型、景区景点依托型、特色

产业带动型等。

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对城市居民具有

很强吸引力，是各地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依

托。陕西袁家村以关中民俗为切入点，通过

挖掘民俗文化、发展特色餐饮、强化质量管

理、扩大品牌影响，从一个空心村逐渐发展

成为全国知名的乡村旅游点。

依托大中城市消费群体，围绕其周末和

节假日休闲需求提供相关服务，也是诸多乡

村旅游目的地兴起并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

成都三圣花乡就是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

餐饮娱乐、商务会议等于一体的城市近郊生

态休闲度假胜地。

距离知名景区景点较近的村庄，则可利

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例如，

甘肃敦煌鸣沙山附近的月牙泉村、福建云水

谣景区周边的官洋村等。

将茶产业、苗木产业、柑橘产业、手工艺

品产业等本地特色产业与旅游活动和旅游

经营相结合，围绕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延长

产业链，形成特色化发展道路，也是不少乡

村旅游点的典型做法。

从具体业态类型来看，乡村旅游既包括

传统的农家乐、农家旅馆、家庭农场、农业采

摘园，也涉及现代的农业科技园、创意农业

产业园、主题民宿、乡村酒店、共享农庄、乡

村营地、乡村度假庄园、乡村旅游创客基地，

还有复合型的田园综合体、乡村度假地等。

近年来，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不

断探索各种业态形式。北京市旅游局总结

推出了八种全新乡村旅游业态，分别是乡村

酒店、国际驿站、采摘篱园、生态渔村、休闲

农庄、山水人家、养生山吧、民族风苑。其

中，采摘篱园是为市民提供观赏和采摘特色

蔬菜、果品或其他特色农作物的高新农业试

验基地或种植基地；乡村酒店将农业景观、

生态景观、田园景观与住宿、餐饮设施等结

合，让游客获得乡村休闲体验；国际驿站则

以接待外国游客体验中国乡村风情为主。

此外，浙江的乡村旅游发展一直走在全

国前列，在持续多年推进乡村旅游“百城千

镇万村”景区化工程的基础上，目前正围绕

红色乡情、田园村韵、绿色康养、教育研学、

农事体验、乡村夜游等主题，推出百余条“浙

里田园”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其

中既包括以深度体验、特色活动为亮点的沉

浸体验型，也涉及以绿色生态、中医药养生

为亮点的乡村康养型，还有以原始景观、历

史赋能为亮点的古村体验型，以及以产村融

合、主题体验为亮点的家庭农场型。

值得注意的是，模式划分是相对单一和

静止的，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践则是复杂和

动态的。一方面，不同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

交叉性；另一方面，同一类型的乡村旅游点也

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化。陕西袁家村的乡

村旅游发展是以关中民俗为切入点的，伴随

其旅游项目的丰富和品牌影响的扩大，目前

正朝着休闲度假旅游小镇的方向发展。江西

婺源立足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在创建国家

级旅游休闲度假区过程中逐渐形成由湿地公

园、博物馆、各类健身休闲娱乐设施、多主题

多层次餐饮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夜游和节庆

活动等共同组成的多元化业态，以期满足游

客观光、度假、研学、运动、康养等多种需求。

总体来看，伴随乡村旅游的发展，农业

与旅游、商业、体育、康养、生态、科技、教育、

交通等诸多行业形成更广泛更深入的融合，

多数乡村旅游点和旅游目的地在产品和业

态方面均从单一形态向复合形态转化。乡

村绿道、登山步道、户外体育公园、休闲露营

地、房车自驾车营地、马术俱乐部、乡村主题

博物馆、乡村非遗展示与体验馆、乡村美术

公社、乡村音乐部落、乡村动漫基地等各种

新形态层出不穷，大数据、AR、VR 等新技

术也得到广泛应用。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至今，乡村旅游在我

国已有 40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正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乡

村主题化、体验生活化、农业现代化、业态多

元化、村镇景区化、农民多业化、资源产品化

等趋势更加明显，从而为乡村旅游提供更加

良好的发展环境。伴随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

扩容升级，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休闲

度假的重要方式，常态化、休闲化、多样化趋

势更加明显。自驾游在旅游市场中的占比逐

年提高，使乡村旅游在产业深度链接方面拥

有更加坚实的市场基础。伴随互联网和数字

经济的快速普及，乡村旅游营销传播手段更

加多元化，借助短视频、自媒体等新的营销手

段，各类网红乡村旅游点迅速发展起来。

国 外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经 验 对 我 国 有 什 么

启示？

石培华（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在发达国家，乡村旅

游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旅游方式和生活方式，并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多功能、多

层次的规模经营格局。

因地制宜形成多层次多类型产品结构是乡

村旅游发展的基本特征。乡村旅游目的地与客

源地之间的距离是提供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参

照，城市周边与郊野之外的乡村旅游产品有很大

差别。在美国，都市依托型的乡村旅游以度假型

和体验型为主，在提供高质量旅游服务的同时，

带领城市游客体验农牧劳动的乐趣；在法国，都

市依托型乡村旅游根据设施水平和目标客群的

差异区分了不同“穗级”（星级），并开发了教育农

场、家庭农园、露营农园等多种产品形式和活动

类型。在辽阔的美国中西部、澳洲大陆腹地等地

区，乡村旅游则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资源开发森

林旅游、牧场旅游、峡谷探险、沙漠观光等更加接

近生态旅游和景区观光的旅游产品。

结合本土自然地理和文化特色的产品创新

是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个

性不突出、市场竞争激烈、业态复制门槛较低的

传统乡村观光旅游而言，区域特色是乡村旅游的

核心竞争力，是形成产品差异化和独特性的关

键。日本京都美山村以传统茅草屋顶农舍和原

生态的生活环境为核心，还原了原汁原味的日式

乡村；澳大利亚将乡村旅游和葡萄酒产业优势有

机结合发展乡村葡萄酒旅游，开发出了制酒、品

酒、赏酒、健身、美食、购物等一系列休闲活动。

打造利益共同体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力保

障。尊重和保护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和关切，

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多方合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美国和爱尔兰等国家

探索了乡村旅游的混合发展模式，强调政府、行

业协会、旅游企业和乡村居民各司其职，共享收

益，又通过区域旅游发展的联席会议机制保障了

社区参与，避免了社区空心化、旅游飞地、主客矛

盾等一系列乡村旅游发展中常见问题的出现。

精细化管理以及营造高质量的旅游场景

和氛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不论是

追求愉悦生活享受的休闲旅游，还是体验民俗

传统的文化旅游，对于大多数游客而言，优质

的服务与场景氛围都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江

户极彩棚田通过炫美灯光打造了夜间沉浸式

艺术农田，荷兰莱利斯塔德运用元宇宙技术改

造形成了一块梦幻韭菜田，西班牙安达卢西亚

地区用传统文化主题统一了乡村景观氛围。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虽晚，但发展迅

速，并逐步呈现出不同地域在发展过程中的不

平衡特征。通过梳理国外乡村旅游的发展经

验，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以景区带动

乡村旅游发展。中西部地区远离主要客源市场，

乡村基础设施整体水平薄弱，旅游吸引力和知名

度较低，体验型、度假型乡村旅游开发成本较高，

市场风险大。应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景区

化建设，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独特人文风情发

展观光旅游，融入目的地整体旅游体系，吸引团

队游客。同时提升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的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仿照美国乡村“七通一平”标准

（道路通、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煤气

通、热力通和土地平整）全面提升乡村接待能力。

二是深挖和彰显特色，摆脱“千村一面”，

避免套路化和同质化。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引

进专业旅游规划机构围绕本土特色资源进行

创意化、差别化开发，在省一级组织专门力量

对可供旅游开发的乡村文化进行普查保护和

推广，成立省级乡村文化旅游示范区。同时引

导乡村旅游开发新主题、新业态填补居民生活

服务场景的空白，针对萌宠休闲等城市生活新

需求开发诸如宠物园地等新产品。试点探索

同质化产品评分机制，邀请专家对乡村旅游开

发的创新性和同质化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并根

据评价结果出台差异化支持政策。

三是强化乡村旅游氛围和景观提升，推进

基础设施的再建设和旅游产品的再开发。游

客天然倾向于“旅游氛围”更加浓厚的目的地，

为游客提供同日常生活存在显著差异的体验

是旅游服务的责任。提升乡村旅游氛围和景

观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对基础设施进行主题化

改造，对旅游产品进行软性包装，对参与旅游

服务的村民进行本土文化和服务意识的培训，

从而提升旅游吸引力和游客体验感。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

就业增收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收

效如何？

张照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
研究中心研究员）：随着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产品供给不断优

化、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农民为主体

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健全，乡村旅

游正在成为推动农民创新创业的新

领域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力

量。湖南十八洞村、贵州花茂村等

一批曾经的贫困乡村通过开展旅游

业实现了脱贫致富、就业增收。农

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底，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超过 290 万家，休闲农庄、观光农园

等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30多

万家，合计超过 320万家。如果按照

每个经营主体带动就业 5人计算，就

业人数超过 1500万人。在当前经济

复苏背景下，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对于农民拓宽就业渠道、促进

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各地的资源条件、地理区位以及经

营主体发育情况各不相同，乡村旅游发展模

式有很大差别，带动农民增收的方式和路径

也不同。具体来看，各地发展乡村旅游促进

农民就业增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经营主体基础比较好、工商资本

进入积极性比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重点围

绕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举办

各种民俗活动，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提高当

地知名度，从而吸引大量游客。近年来很多

地方都举办各种节庆活动，有结合本地传统

民俗举办文化节庆，也有根据当地主导产业

按季节举办节庆活动，如桃花节、梨花节、采

摘节等。此外，农民丰收节也成为各地举办

节庆活动的重要档口。各地通过举办这些

节庆活动，吸引外地游客，带动本地农民发

展观光园、采摘园、民宿等，促进农民就业和

增加经营性收入。

二是积极引入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与

地方政府共同发展乡村旅游，并注重村民权

益保护和企业开发积极性的平衡。在各地

田园综合体、康养小镇、特色小镇等，农民主

要是通过土地等资源的流转、入股等方式获

得财产性收入，同时到园区就业获得工资性

收入。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工商企业中，有

一大批是房地产或建筑工程企业，其主要是

利用自身在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优

势，对当地特色资源进行规模化开

发。近年来，贵州引导社会资本进

入乡村，利用特色资源发展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带动当地农民脱贫

致富，走出具有贵州特色的乡村振

兴之路。

三是部分地区以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为主体进行乡村旅游资源开

发。在这种模式下，农民除了通过

参与产业发展获得经营性收入和工

资性收入外，还可以根据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经营情况获得分红。陕

西袁家村主要是打造关中民俗体验

村，让农民经营各种餐饮、作坊和农

家乐，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旅游发展

模式。每年接待游客达数百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10 亿元，村民人

均纯收入 10 万元。四川战旗村则

主要是以村集体为载体，在发展农

业的基础上，利用腾退老院落、文化

大院和养猪场等闲置集体建设用

地，自主开发经营文旅综合体项目

“乡村十八坊”，将本区域传统农耕

非遗技艺和手工作坊汇聚在一起，

形成农商文旅融合项目，引入了唐昌布鞋、

郫县豆瓣、蜀绣坊等优质项目，成为备受关

注的网红旅游地。战旗村打造“千亩稻田、

千亩油菜花”等大田景观，建成党建馆、村史

馆、天府农耕博物馆、郫县豆瓣博物馆等场

馆，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百万人次，村集体年收入 610 万元，村民人

均纯收入 3.24 万元。

发展乡村旅游实际上是对农村资源的

再挖掘再开发，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农民一

方面可以获得资源开发带来的增值收益，这

部分主要体现为租金；另一方面，新业态的

发展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实

现增收。此外，部分有经营能力的农户，则

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经营能力，获得更多经

营性收入。从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效果看，东

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毗邻巨大的消费市

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较快，对农民

就业增收的效果十分显著，甚至成为当地农

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浙江德清莫干山地区，

地处杭州、上海周边，成为全国知名的“洋家

乐”，带动了当地民宿产业发展。德清仙潭

村，全村不到 2000 人，有民宿 158 家、餐饮店

8 家、咖啡店 2 家，民宿产业成为村民收入的

主要来源。在一些旅游风景区周边，大量游

客也带动附近乡村民宿、康养等产业的发

展，促进了当地农民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