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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bei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which is a typical 

agricultural province in China. It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dual guidance of resources and policies, rural tourism will certainly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is region.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d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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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是我国典型的农业大省，具有得天独厚的乡村

旅游发展优势，在资源和政策的双重引导下，乡村旅游必将对本地区经济发展

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从河北省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出发，探讨河北

省开发旅游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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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在农村区域的一种新型的旅游

和农业经营模式，它是以类型丰富的乡村为背景，以乡村风光、农民生活和乡

土文化为旅游吸引物而进行的休闲观光形式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河北省

以休闲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扩大旅游容量，

拓展旅游产业空间，对促进河北旅游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河北省乡村旅游资源综述

河北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之一，作为全国区域旅游发展核心地区之一，发

展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乡村旅游具有诸多优势，尤其是资源优势。

1.1  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中的自然存在

自然存在是指以自然为基础的休闲农业环境，它是由水文、气候、地质、

地貌、生物等要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自然综合体，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底，更

是休闲农业核心景观特征之一。河北省发展乡村旅游的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许

多得天独厚的自然休闲农业资源。这里有素有“坝上高原”之称的张北农牧业

资源、素有“燕山根基”之称的冀北山地资源、素有“华北粮仓”之称的冀西

北山盆和冀中平原资源，成为我国唯一兼有高原、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

多样地貌类型的区域，为河北成为农业旅游大省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农

业旅游资源。

1.2  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中的人文存在

文化是休闲农业活动的特色，缺少文化内涵，农业旅游就如同失去灵魂，

没有生命力，因此，以人文为基础的休闲农业资源对发展区域农业旅游也具有

重要意义。河北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众多可与农业相联系的文

化发掘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已认定无公害生产基地 2000 多个、特产之

乡 115 个，魏县剪纸、武强年画、白洋淀苇编、迁西板栗、沧州小枣、坝上口

蘑等具有特定人文历史的特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特色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

高，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增强。这些以人文为基础的农业条件构成了发展休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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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乡村旅游的良好基础。

2  河北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乡村旅游资源大部分是以分散的、专一化的形式存在的，在当今潜在旅游

者对旅游整体需求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必然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开发和整合，满

足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的要求。当前，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开发模式众多，根据

河北乡村旅游资源特点，本文认为以下开发模式可能更适合当前乡村旅游的发

展状态。

2.1  “以点带面”依托模式

“以点带面”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或以“著名景区为

依托”，进行原点发散式乡村游开发，开发模式要重点考虑乡村旅游产品的类型、

特色、区位和功能等因素。河北省各地区拥有众多的乡土资源，在开发过程中

可以行政辖区划分的二级城市或重点地区为依托，适时适度开发参与、观赏、

品尝、购买等类型的乡村游产品，借以提高乡村游的知名度。比如，秦皇岛昌

黎的葡萄沟地区，紧邻河北省的二级城市，依托所在地位于全球优质葡萄产地

区域的优势和当地的葡萄文化，大力开发葡萄产品及其二次产品，每年夏秋季节，

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为当地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2.2  “公司农户”共赢模式

此种经营模式更适用于具有旅游特色的村镇，通过引进有市场经营能力且

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改造村镇的硬件设施，指导乡民开发餐饮住宿接待、

组织特色民族风情活动，形成具有特色吸引力的乡村旅游产品，从而吸引更多

旅游消费者。“公司农户”共赢模式充分考虑农户利益，利用企业资金和经营

优势，充分发挥特色村镇乡村旅游资源的作用。河北廊坊市永清县在发展壮大

乡村旅游过程中，积极与企业合作，引进休闲娱乐项目，利用地方自然与文化

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产品，在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一系

列大项目不断落户此地，为永清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快发展奠定了基础，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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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旅游向高层次迈进。

2.3  “政府主导”带动模式

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即由地方政府负责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和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组建政府管理下的乡村旅游公司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建立

民间团体组织协调村民参与导游、特色乡村演出、工艺品制作等活动；负责整

体客源的招徕及市场开拓；协调公司或团体与民众利益分配等活动。政府要发

挥主导带动作用，积极协调各方利益，促进本地整体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贵

州平坝县天龙镇在发展乡村游时就借鉴了此种模式，当地自 2009 年由政府主导

开展乡村游之后，农户整体收入提高近五成，同时带动当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使整个乡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2.4  “户户结合”自营模式

偏远地区的村民往往远离市场，对外部公司介入投资共同开发乡村游有一

定的顾虑，“户户结合”即为农户自行联合发展农村旅游的模式。这些地区在“示

范户”的带动下，以土地或资金的形式加入到乡村游的经营接待中，向“开拓户”

学习经验技术，短暂磨合后形成“户户结合”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湖南汉寿县

的“鹿溪农家”即由“示范户”带动，全村大部分农户加入到乡村旅游接待中，

并逐渐形成了“绿色蔬菜户”“家禽养殖户”“民俗表演队”等专业旅游服务

组织。河北省张北及承德坝上地区，民风纯朴，特色突出，可借鉴此种经营模式，

实现偏远农村地区的整体致富。

总之，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是整体旅游大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

对地方特色旅游的有益补充。河北省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

政策优势，以特色休闲旅游资源为基础，突出地区农业发展特色，以各种农业

休闲旅游模式为借鉴，积极发展本地乡村旅游，在提升农村整体经济效益的同时，

促进河北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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