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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处于旅游业与农业的交叉领域，是新世纪我国乡村发展、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整体水平的提高、推进和

谐社会的构建。本文阐述了乡村旅游的内涵与意义、针对性地分析了乡村旅游

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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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俗和文化是一个卖点，而乡村旅游恰是两者

很好的载体，其市场前景不可估量。国家旅游局将 2006 年的旅游主题定为“2006

中国乡村游”，提出了“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的宣传口号；

2007 年又确定了“2007 中国和谐城乡游”的主题，同时以“魅力乡村、活力城市、

和谐中国”为口号进行宣传，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带给人们

的不仅是视觉和心灵上的洗礼，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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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旅游简述

1.1  乡村旅游内涵

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是以远离都市的乡野地区为目的地，以乡村特有

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以城镇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通过满足旅游者休

闲、求知和回归自然等需求而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种旅游方式。乡村旅游

包括乡野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民族）文化旅游，同时涵盖“观光（感知）、

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方面的因素，其内容多种多样，是集观光、娱乐、

参与、休闲、度假、疗养、科普、美食、购物等为一体的体验型旅游形式。

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据统计，中国有超过

一半的旅游资源存在于农村地区，如安徽省为 60%，广东省为 55%，甚至在都

市居民的眼中，占全国 60% 人口的农村居民，“人人都是旅游资源”。目前全

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已经达到 359 家，遍布内地的 31 个省区市，覆盖了农业的各

种业态。清新宜人的空气、魅力多样的自然风光、绿色可口的饮食、风格迥异

的乡村建筑、精美独特的服饰、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风情、古老神奇的乡土文

化艺术、富有特色的乡村传统劳作、舒缓的生活节奏等乡村旅游资源，融合了

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劳作等方方面面，构成乡村旅游开发的资源本底。

1.2  乡村旅游主要形式

在欧美发达国家，乡村旅游主要有三种形式：（1）休闲度假型；（2）参

与劳作型；（3）其他类型，包括科考、修学等，主要包括：逐步深入的体验性

活动；逐步深入的学习型活动；接受环境教育、开展生态环境补偿方面的活动。

在发展中国家，乡村旅游主要表现为农业观光旅游形式，旅游者与农民的接触

和交流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安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乡

村旅游已形成五种模式：一是大城市近郊的“农家乐”，如成都农家乐；二是

高科技农业观光园，如北戴河集发生态农业观光园；三是农业新村，特点是经

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目的地，如江苏

华西村；四是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婺源；五是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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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梯田和云南元阳梯田等。

2  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

2.1  构建新型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需求

乡村旅游以其优美清静的意境吸引旅游者前去开展旅游活动，对长期居住

在城市及工业区的人们尤具吸引力。随着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闲暇时

间的增多、交通的日益便利，既具有价格优势、又具有产品差异化优势的乡村

旅游深受旅游者的厚爱，尤其成为双休日和黄金周的热门旅游产品，据国家旅

游局的最新测算，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年接待游客人数已经达到三亿人次，旅

游收入超过 400 亿元，占全国出游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每年的三个黄金周，全

国城市居民出游选择乡村旅游的比例约占 70%，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 6000 万人

次的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的增长点。乡村旅游满足了旅

游者，尤其是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旅游需求，使他们脱离拥挤、嘈杂的城市环境，

呼吸清新的空气，观赏农村、牧场、林区、渔区等特有景观，欣赏特色民俗（民

族）风情，体会浓郁的乡村气息，还可以参与感兴趣的农事活动，达到调节身心、

享受乡村美景的目的。

2.2  促进旅游业态转型，增进旅游业发展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集农业、农村旅游和农民接待服务为一体的体验型旅游

产品，也是国际上流行的四大主导度假产品之一，在促进旅游业从单纯的观光

型旅游向休闲度假、商务会展和观光旅游“三位一体”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

要的和积极的角色。例如，杭州市从 2004 年起提出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

发展休闲度假产品是杭州旅游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农村地区广阔，旅游

容量较大，具备发展旅游市场的良好空间。在旅游旺季特别是黄金周期间，乡

村旅游吸引了大批游客，缓解了旅游热点线路的压力，也给旅游者提供了良好

的可供选择的休闲之地，城乡旅游互动协调共进，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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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树立新型农业生产观，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利用乡村的生产活动、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经过规划设计，以形成一个

具有田园之乐的休闲度假旅游地，既可高效地发挥农业生产功能，又可提高农

业收益，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缩

小城乡差距。乡村旅游的发展，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提供众多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尤

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利于迅速改变贫因地区社会经济

的落后状况，实现“旅游扶贫”。

2.4  推广文化保护观，推动乡村全面建设

伴随着旅游的发展，乡村对外交流逐步增多，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而随

着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加大对乡村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

农业科技等的投入，有利于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社会稳定、产业和产品结构

的优化，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乡村生态系统，所以只

要正确引导，乡村旅游则会具有良好的效益。

乡村旅游也可以成为保护乡村民俗（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改变当地居民的思想和观念，提高

其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唤醒其自觉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意识，

使得当地的民俗（民族）文化在利用和发展中获得保护与传承。乡村旅游还具

有教育的功能，使决策者、管理者、开发者和旅游者接受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

可以使青少年学生直接受到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3  乡村旅游对环境的影响
乡村旅游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其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

样的问题，本文针对乡村旅游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分析如下。

3.1  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3.1.1  对植被的影响

随着旅游的发展，乡村的植被面积也正在逐渐地减少，很多游客去农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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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踏青，在人们的法制和道德意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有很多的“青”被“踏”

掉；看到从未见过的农村植物，出于好奇会诱使旅游者采摘以作纪念，造成乡

村物种植被的破坏。

3.1.2  对大气的影响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原本闭塞的乡村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乡村

原有的清新、自然、带泥土气息的空气品质伴随着游客的大量增加以及游客乘

坐的交通工具排放的尾气而日益下降。

3.1.3  对土地的影响

目前部分地区存在着对乡村旅游开发地开发不当的现象，由于盲目开发项

目，缺乏规划的修建宾馆、停车场、娱乐设施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农村有

限的土地、脆弱的生态都受到了威胁，破坏了乡村的生态环境。

3.1.4  对水体等的影响

目前乡村旅游中，游客的生活污水、酒店等企业的生产污水等一般都是直

接排放，很少经过污水处理，大大影响了乡村优质的水体资源。旅游者遗弃的

饮料瓶、烟头、食品袋，经营者遗留下的生活垃圾，开发商抛弃的建筑垃圾等

等在乡村旅游区的水面、路边、田间随处可见，严重地破坏了乡村旅游地的环

境卫生，降低了乡村生态环境的质量。

3.2  人文环境特色弱化甚至恶化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对当地人文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主

要表现在：

3.2.1  乡村文化可能被游客带来的文化同化

由于参加乡村旅游的旅游者一般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城市发达

的经济孕育产生的强势文化对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乡村旅游地的弱势文化具

有很强的吸引力，城市游客的大量进入使乡村旅游地的弱势文化逐渐向城市的

强势文化靠拢，最后被同化。

3.2.2  传统文化可能舞台化、商品化

在乡村旅游中，人文生态的开发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特定的场合将乡村



·73·
试论和谐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023 年 10 月

第 5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vr	 https://doi.org/10.35534/rvr.0504007c

文化向游客演示，以换取旅游的收益。但是这样的演示若变成了机械的重复性

工作，个人情感便会趋于麻木，就变成了舞台化表演，乡村文化演示只剩下形

式而缺乏独特的生命力。

3.2.3  乡村朴实的民风和生活秩序也会受到破坏

由于高消费、时髦的城市游客的进入，游客财富和生活方式的诱导，对一

部分村民产生了消极影响，使其对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产生怀疑，

开始对自己的传统生活感到不满，先是在装束打扮和娱乐方式盲目模仿，继而

发展到有意识的追求，甚至导致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增多，管理不善，可能会使

农村社会风气恶化，农村社会环境不安稳，激化城乡矛盾。这将阻碍乡村旅游

的发展进程。

3.2.4  对乡村文物古迹的破坏

乡村文物古迹多为农村当地传统文化或村民生活的一部分，由于条件限制

很难得到妥善的保护，若有保护也多出于村民自发或虔诚的遵从意识，但这种

保护难以做到科学有力。旅游者对这类资源总是很感兴趣，却缺乏尊重保护意识，

加之乡村缺少监督管理措施，造成很多旅游者某些破坏乡村文物古迹的行为。

4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要素是美丽的风景、宁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淳朴

的生活、保存久远的文化传统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这些要素的原真性

是乡村旅游长盛不衰的根本。发展乡村旅游，基础是生态，内涵是文化，关键

在服务。所以，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特别要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实现和谐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1  强化科学规划和管理，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作用

针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自发性、松散性而对乡村自然、人文环境造

成的影响，政府应发挥行政管理职能，为乡村旅游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

首先，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科学的乡村旅游资源评价、市场调研和规划，

避免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遭破坏等现象的发生；其次，应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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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银行贷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引导和扶持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再次，各乡村旅游地应成立旅游行业协会，配合政府部门，

发挥其行业管理和服务功能。通过引入科学的环境标准，建立有效的环境管理

体系，对乡村旅游的环境管理等方面进行引导和管理，并对各经营户进行定期

考核评定。

4.2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 , 促进乡村旅游的自然生态环境建设

优良的生态自然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存在与发展之根本，如果自然生态环境

受到污染和破坏，那么乡村旅游也就失去了对城市旅游者的吸引力，同时当地

人们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因此，注重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遵循循环经

济的“3R 原则”，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

原则”，才能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减却污浊、减却异质、减却繁杂，

才能使游客把身心融入田园，感受淳朴的乡土气息。

如：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环境卫生的管理，可实施公共区域和农家经营

户区域分头管理的方式。公共区域实施集体出资、专人负责保洁；对农家经营

户的个人区域，实施“谁受益，谁负责”。对于有机垃圾可通过沼气池发酵，

沼气作为能源再利用，沼液浇灌果园、沼渣作为肥料施入农田；对于非有机物

垃圾，建立固体垃圾分类装袋制度，把可回收的垃圾卖给工厂进行再加工；不

可回收的垃圾进行卫生填埋或者焚烧处理。

4.3  乡村旅游设施配置的合理规划化

加强乡村旅游地的建设监管，拆除道路两旁的违章建筑和乱搭乱建的帐篷、

雨棚、路牌、招牌等，清理道路两旁堆放的建筑材料和其他杂物；猪舍牛棚、

粪坑柴堆等“辅助设施”，应转入“地下”或迁出景区。在保持乡土和地方特

色景观的基础上，加强道路、水电、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注意提高

食宿、公共娱乐场所等服务设施的卫生标准，定期进行检查和消毒处理；同时

可根据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要求，在符合乡村自然和文化意境的前提下，适当增

设一些新的、体现生态化和人性化特点的旅游便利设施，以形成整洁、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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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舒适而又符合游客心目中具有浓郁的乡村意象性的旅游环境，保持乡村

旅游地的持久魅力。

4.4  注重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发掘及保护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要以乡村原生的自然景观与朴素乡土文化气息为基

础，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则要讲究文化品位、生活品味，要从当地农业文化历

史依存出发，要从当地人们的生活实际出发。在开发乡村旅游资源过程中，必

须以保护为前提，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注意保护乡村民俗（民

族）文化。同时，保证其独特性是开发和设计乡村民俗旅游产品的重要原则，

要科学合理地发展乡村旅游，对当地民众进行正确、充分地引导和规范，在发

展和利用中保护民俗（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乡村旅游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

4.5  加强可持续发展意识

发展乡村旅游应注重提高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的

意识。对于旅游者而言，应适时宣传，增强其旅游行为的自律性。有条件的政

府和行业协会应定期举办讲座、培训班等形式，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进行旅游

服务意识、职业道德、技术技能以及民俗文化知识、旅游法规、环境保护知识

等方面的培训教育，从思想、理论、服务中全面提高各层次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

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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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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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in the cross field of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tour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rural tourism,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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