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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 

选择。涪陵区乡村旅游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利于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主要 分析 了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 

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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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06年的旅游主题是 “中国乡村游”。发展乡村旅游 

是新时期开拓旅游发展新领域，为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服 

务，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实现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跨越式目标 

的客观选择。我国乡村旅游起源于2o世纪8o年代，经过2o多 

年的发展，乡村旅游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涪陵区周边有 

着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生活观念 

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假日制度的实行，乡村旅游也得到了 

一 定的发展。涪陵区乡村旅游的诞生以农家乐和乡村宾馆的 

出现为标志。据调查统计，到2006年7月底止，全区建成和 

基本建成的农家乐和乡村宾馆达到 126家(其中通过区旅游局 

评定的星级农家乐达到7家)，总占地面积2552亩，总建筑面 

积101793平方米，共有床位1640张，总投资8533万元，共 

有从业人员953人；绝大多数农家乐和乡村宾馆集吃、住、观 

光、采摘、垂钓、娱乐、休闲于一体，日接待能力超过5000 

人次。2005年，全区农家乐和乡村宾馆接待游客达到1 5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达到500万元，其中，星级农家乐接待游客 

达到6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达到185万余元。但目前发展 

现状与国内其它旅游业发达城市的乡村旅游相比还处在初级 

化阶段，特别是乡村旅游的类型还比较单一，主要是以农家乐 

为主，“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是本地 

区乡村旅游的主要内容。涪陵区农家乐在经过发展初期的快 

速发展后一些不利于本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显 

现出来。同时随着城市居民旅游经验的丰富和对旅游认识的 

提高，人们对乡村旅游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本地区乡 

村旅游出现客源减少、效益下降的局面，发展的情况并不乐 

观。笔者在经过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本地区乡村旅 

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一

．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一)发展原因 

1．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有 

更多的农闲时间和机会从事农业以外的副业。2．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以及现代商业文化的传播，农民逐渐产生突破传统单一生 

产方式的束缚多途径增加收入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这种思想和 

行为会越来越迫切。投资不大、技术含量低且有资源优势的农 

家乐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之一。3．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以及优越的区位优势为乡村旅 

游的发展提供了条件。4．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增大使 

城市居民对乡村田园风光和淳朴民俗、民风有着强烈的向往和 

追求。5．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和带薪假日的延长以及私家车的 

出现，人们已不满足于在各个旅游景点长途跋涉、疲于奔命， 

短途、短时、低价而且可周而复始的乡村旅游成为城市居民日 

常生活放松身心、陶冶生活情趣的重要选择之一。 

(二)发展类型 

1．城郊农家乐(或者称客源地依托模式)：主要是借助于紧 

邻城市的区位优势开发的城市居民游，是对乡村差异性资源 

和城市市场相邻关系的双依托。其产品优势主要是自然环境、 

区位优势，是兼有观光的休闲，以“大凉山农家乐”、城郊 “鱼 

家乐”等为代表。2．景区农家乐(或者称目的地依托模式)：主 

要是借助于该乡村自己的或者相临的原有风景名胜地的吸引 

力优势所开发的多样客源地城乡居民旅游。这些以景区为依 

托分布在旅游景区周围的农家旅店开展以家庭接待为主的为 

周末来郊野景区游玩的旅游者提供廉价的食宿服务，也就是 

“搭便车”形成的差异性产品组合。其产品优势是自然环境兼 

原有风景名胜，是兼有休闲的观光。3．农村农家乐。位于广大 

乡村，产品优势主要是自然环境和气候。产品组合中混合着许 

多不属于乡村，或者与乡村旅游并不明显的产品组合，包括设 

在乡村的度假村，主要是度假和休闲。 

(三)发展形式 

1．经营主体 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主要是乡村农户和城市 

个体工商户，企业、政府组织占很小比例。农户主要就是在自 

家农院或经营副业(如鱼塘)的附近开展以家庭或家族成员为 

主的旅游接待服务，投入少，规模小。外来城市个体工商户主 

要是靠租赁、承包、购买等方式进行经营，在资金投入、经营 

规模上大干本地区农民。2．经营范围 乡村旅游的经营范围主 

要为游客提供住宿和餐饮，除传统的农家饭外，也为游客提供 

包桌及大菜烹调服务，从整体来说 “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 

内容开展得不多，乡情民俗的意味不浓，游客着眼的主要是低 

廉的接待费用。农村农家乐在提供农家的特色菜外还可提供 

一 些现代化的娱乐设施和较高档次的服务，游客着眼的是当 

地的气候和服务，主要是度假和会议。 

=．影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因素 

(一)旅游产品方面 

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 

游的动力源泉。乡村旅游生存的基础是乡村性或乡村地格。乡 

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买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就是要保持乡村性，既小规模经营、本地人所有、社区 

参与、文化与环境可持续【1]。在本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方 

面存在严重不足：1．认识上的不足。乡村旅游应是以乡村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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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 

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 

动【2]。多数乡村旅游业的经营者对乡村旅游的内涵、本质认 

识不足，在开发、经营中缺少对乡村环境的营建和对乡村传统 

文化恢复、保护、开发的意识，有的甚至出现一开发就造成破 

坏的现象。在投资上，重设施建设轻环境营造，出现乡村旅游 

发展中的围域效应[3]：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是城里人，由于乡 

村的文化景观才希望到乡村去，但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又向往城 

里人的生活，或者按城市的方式改造乡村景观，许多农家布置 

得象城里的小旅店，除提供农家菜外，还提供包席和大烹调服 

务，农家氛围已淡然无存，变得 “域不域，村不村”；另外城市 

经营者通过承包、租赁、购买等方式逐渐主宰了乡村旅游的经 

营，最后导致乡村旅游景观的城市化与经营的飞地化。这一切 

都导致乡村旅游的基础——乡村性的消失。这形成了乡村旅游 

发展的怪圈：乡村旅游在发展中摧毁自己。经济学原理告诉我 

们，有差别才有垄断，特色才是竞争力。2．总体规划的不足。 

大多经营农户就是在原有农业和自家庭院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 

开始接待游客。城市经营者就在租赁、购买的土地上建起现代 

化的高楼和亭台楼阁，建筑风格效仿低级宾馆，提供城市化的 

娱乐项目和服务形式。由于缺乏总体布局的规划，改动和建设 

的结果，既不具备大规模观光、参与的气势，也没有传统文化 

的乡土气息，因此缺乏乡村旅游所应有的氛围。3．产品内涵的 

不足。产品开发类型单一、程度低、重复雷同、特色不突出， 

更缺乏旅游产品的灵魂一乡村文化，大多是在农家饭上做文 

章，往往是简单的模仿。在调查中发现，大多农家乐产品同质 

化严重，农家民俗气氛不浓，服务项目的设置和管理方式也是 

大同小异，大多限于吃土菜、打牌、睡觉、钓鱼、卡拉 ok，户 

于户之间没有区别，有的甚至就是城市流动的 “麻将馆”。 

(二)、农家乐服务和管理方面 

本地区农家乐大多以个体经营为主，由于农家乐经营时 

间不长、经营者经营意识不到位以及投资能力的有限，部分农 

家乐基础设施简陋，主要以现有的住房、庭院为基础设施，有 

的仅是对原有居住条件和居住水准进行一些简单的改造，环境 

净化、美化、绿化不够，餐厅、厨房离牲畜圈太近，使用简易 

厕所，卫生条件很差，存在安全卫生隐患。以家庭或家族成员 

为主要接待和管理人员，经营视野的有限以及从经营农业转到 

服务业过程中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水平低，更缺乏 

科学的管理；外来的城市经营者虽然在投资、规模上大于一般 

农户经营者，但也都存在人才缺乏、管理水平低、不规范等诸 

多问题，导致农家乐经营管理上的随意性和混乱性以及服务上 

的粗放性。同时政策、观念、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制约使乡村旅 

游目的地的行、食、住、游、娱、购服务水平等也都还处于较 

低水平，大都只能满足游客的基本需要，离舒适、愉快特别是更 

高层次的旅游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三 )， 宏观管理 方 面 

1、政府管理的缺位 乡村旅游涉及到乡村的经济、社会、生 

态环境和空间组织等多个方面，同时由于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 

不成熟性和农民经营上的先天不足、局限陛，更需要政府发挥其 

管理和指导作用。在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巾，政府对乡村旅游的 

关注和研究不够，体现出管理体制的不健全、缺乏相配套的法 

律、法规制度，在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营销上扶持还不 

到位，造成本地区农家乐的盲目发展和 “小打小闹”并存的局面。 

2．行业管理的缺位 其一，行业协会的乏力。行业协会 

缺乏实际的指导和管理，不能提供相关的服务，更不能有效 

地规范行业市场。由于产品同质化严荸，农家乐以价格为竞 

争的主要手段。有的“农家乐”1人1灭的消费价格仅为10元， 

其中包括两餐茶水以及棋牌，度假消费 1个月的价格也才400 

元，业主根本无力进行再投资，有的维持现状尚属不易，产 

品的升级上档更是无从谈起。其二，市场营销的乏力。本地 

区农家乐经营分散、规模小，个体经营占主体，又缺乏龙头性 

中介组织，缺乏市场调查和分析，农家乐市场细分、产品定 

位不明确，市场开拓乏力，缺少品牌，吸引力不够，客源大 

多是熟人介绍，推广显得力不从心。 

三．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1 政府加强管理 管理部门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资 

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按照 “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充分考虑当前和前瞻性，制 

定出区域性农家乐发展规划。在产品开发、经营管理、基础 

设施和资金、人员的培训上，政府应加大支持的力度，提高 

农家乐产品的质量和经营水平。 

2、加强产品开发 其一 增加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类 

型。乡村旅游的内涵很丰富，不仅局限于农家乐，可结合本 

地区资源条件开发多种类型的乡村旅游。其二 增强产品开发 

深度，特别是提高产品的文化品位。最能体现旅游产品特色 

的是文化，立足本色、本土，深度开发文化含量高的民风、民 

俗、民情，是未来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3． 扩大客源市场 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主要限于本地 

区市民，除了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本地区更多的消费者，同 

时加强与周边旅游景点的结合和旅行社的合作以吸引本地区 

外的游客，开拓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 

4．积极正确的引导农民 从可持续发展以及发挥乡村旅 

游业的社会效益的角度上，农户企业应是政府重点护持的对 

象，政府应尽可能保护农户的利益，除了乡村旅游政策要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培养农户的竞争力，使他们 

最终具有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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