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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及对策建议

于法稳 1 黄 鑫 2 岳 会 3

摘要：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也是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全域旅游上升为国

家战略之后，乡村旅游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面对此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乡村旅

游更加迫切需要从注重数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健康、安全、优质的旅游环境。

本文运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凝练了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概念和内涵特征，并从发展规划的整体性与科学性、资源可持续、产业融合、人才队伍建

设、旅游产品和服务、保障措施等六方面甄别出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基于关键问题

的解决，提出了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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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时代，乡村旅游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动力源，而且在优化乡村优质资源环境、拓展

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碧星，2018），对巩固精准扶贫成效具有重要

的意义（于法稳，2019；乌兰，2018）。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乡村休闲旅游总量达32亿人次，

旅游消费规模超过8500亿元
①
。在全域旅游理念提出并推广之后，乡村旅游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态势，乡村旅游在旅游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2017）。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密集出

台了一系列保障乡村旅游发展的配套政策及实施方案，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然而，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7AZD012）、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中国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施状况调研”（项目编号：GQZD202001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

项“基于乡村振兴的山东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农业三大体系构建中实施效果评价”（项目编号：18CCXJ04）的资助。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4月以来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接待游客1.5亿人次》，http://zw.china.com.cn/2020-04/28/content_7598

6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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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乡村旅游业基本上都处于“停摆”状

态，短期内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居家防疫使城乡居民亲近自然的需求被压抑，迫切需要释放的窗口。

疫情过后，人们回归自然的欲望一定会更加强烈，同时也会对健康、高质的旅游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乡村旅游将迎来发展的契机。基于此，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阐释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加精确

概括其概念和内涵特征，通过甄别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出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系统研究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概念（Pizam et al.,

1978；Gilbert andHudson, 2000）和特点（Milman and Pizam, 1988）；当前，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政府

在乡村旅游中的作用（Rasoolimanesh et al., 2017；Nooripoor et al, 2020）、旅游动机（Park andYoon-Shik,

2009）、旅游市场细分和营销（Pato andKastenholz , 2017）等方面。一些研究指出依据旅游动机开发产

品及旅游主题设定，有助于乡村旅游长期可持续发展。关于乡村旅游评价标准的研究指出，游客满意

度、旅游目的是决定因素（Gilbert andHudson, 2000），并依此从营销学角度推出相应的旅游模式和产

品有利于经济发展（Briedenhann andWickens, 2004；Pato andKastenholz, 2017）。然而当前国外还没有

开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仅聚焦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Cucari et al., 2019）、旅游资源

质量（Hyun, 2018）等方面。

相对而言，中国乡村旅游的相关研究总体起步较晚，已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区域乡村旅游发

展存在的问题（李涛，2018；张洪昌、舒伯阳，2019；于法稳，2019）、对策（杨德进、白长虹，2016；

胡静，2018；张碧星，2018；李周，2020）以及乡村发展模式等方面。关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国

内还尚未有准确定义以及深层次剖析，仍具有较大的研究拓展空间。

1.有关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从乡村旅游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可以划分为

产业萌芽、产业发展、快速扩张、提质增效四个阶段，所对应的经营模式分别是自主经营、合作经营、

股份合作经营、市场混合经营（李涛，2018）；若从经营主体的视角切入，可以将其划分为社区主导、

企业主导、政府主导及其多元互嵌的组合模式（张洪昌、舒伯阳，2019）。当前，中国乡村旅游正处于

由初级发展阶段向规范发展阶段的过渡期，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如发展模式单一，区域特色

不明显；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不足，产业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对文化要素挖掘深度不够，缺乏可

持续发展的活力等（田洪，2019）；同时，还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资金和技术人才匮乏、特色项目不

足等多重困境（秦杨，2019）。总体来说，乡村旅游发展普遍存在着“先天不足”“运营不当”“保障不

力”等问题（于法稳，2019）。

2.有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评价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甄别其中的关键问题，

可以为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四川为例的省级层面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乡村旅

游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但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关键在于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竞争力（武少腾等，2019）。

地级、县域层面的竞争力评价结果显示，乡村旅游竞争力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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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设施完善程度、旅游产品销售能力等都是不同程度地影响乡村旅游

竞争力的因素（胡宇娜等，2015；王新越、朱文亮，2019），只有破解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才

能提高其竞争力，推动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多种驱动因素中，内部和外部驱动

因素之间的彼此耦合，对乡村旅游的影响较大（陈志军、徐飞雄，2019）。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视角

来看，农民维持的“亲缘网络”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农民自主创业（张环宙等，2019）。

投资收益、回报预期、主体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也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李涛，2018）。从

乡村旅游的游客视角来看，原地重游意愿主要取决于乡村旅游地品牌和情感的寄托（王跃伟等，2019）。

3.有关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与对策方面的研究。在众多的乡村发展路径中，旅游业对乡村振兴的推动

作用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在旅游导向下，实现“大旅游”与“大农业”的相互渗透，重构乡村的生产、

生态、生活和文化空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着眼于“三农”，着力于“三生”，以旅游发展为主

导或推动，改变农村现状，拉动就业、带动农村人口“回笼”，完善基础设施和提高社会福利，在业已

分化的城乡差别基础上重构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胡静，2018）。对于贫困地区来说，乡村旅游

与精准扶贫联动，关键在于提升旅游扶贫生态效率，具体包括新技术旅游扶贫、负责任旅游扶贫、便利

化旅游扶贫、精准性旅游扶贫、全覆盖旅游扶贫和高质量旅游扶贫（杨德进、白长虹，2016）。除了以

上的融合和衔接发展思路之外，乡村旅游发展还必须从休闲者的需求、竞争力的提升和可行性的分析三

个发展策略出发，同时处理好几对关系，主要围绕长期效益、改进供给、中低端市场、文化创新、慢生

活和保障公平竞争，恢复旅游资源的公共品属性，进一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李周，2020）。鉴于

当前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乡村旅游应该从产业链的全局谋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张碧

星，2018）。为此，首先需要考虑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处理好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旅游资

源开发与保护、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农家乐”等重要关系（崔凤军，2006），其次依据乡村旅游自身

特点，强化运营管理的同时，要加强保障体系建设（于法稳，2019），以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特

别是，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普及，消费者对乡村旅游地供给需求将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乡村旅游地所面

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陈志军、徐飞雄，2019），需要实施项目创新、强化政府的监管、增加基础设

施的投入，为乡村旅游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张众，2020）。另外，乡村旅游亟待探索新的发展方式，

优化创新思维，在与文化创意融合共生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乡土文化多样性，挖掘乡土文化的潜力，保

护、传承和弘扬民俗、人文、服饰、饮食、民居等文化元素，不断丰富乡村旅游的产品与业态（王跃伟

等，2019）。总之，乡村旅游发展应采取差异化、特色化、共享化的开发战略（桂拉旦等，2018）。上述

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借鉴。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基于生态经济

学理论分析，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其内涵特征进行了剖析；二是甄别乡村旅

游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引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作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工具，就是要在高质量发展时代语

境下，界定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剖析其内涵特征，从而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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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一）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观，也称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其根

本点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核心就是生态与经济相协调（刘国光，1996）。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协调理论的涵义，就是实现两个子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按照一定数量和结构所组成

的有机整体，配合得当，有效运转（谭崇台，2000）。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指导实践，逐步向可持续

发展领域进行融合和延伸，实质是把经济发展控制在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经济增长能力的阈值内，既

能兼顾经济增长又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保持良性循环状态。该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以资源优化配

置、合理利用为基础，以高水平的协调发展模式，来提升人类对生活的满意度。

本文主要基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认知，分析乡村旅游如何围绕高质量主线，从

以往的供需错位、粗制滥造、同质模仿、产能低效发展转向供需匹配、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产业高

效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多元、创新、体验的旅游需求。有利于甄别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的

关键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要求供需匹配。乡村旅游市场的运作是依托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来实现的。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成为公众的普遍需求，大众旅游活动常态化、大众化、散客

化发展态势凸显。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公共供给需要适应公共需求的规律。因此为了满足游客休闲旅

游需求，在公共供给方面，乡村旅游农家乐、特色小镇、生态农庄等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旅游

产品“百花齐放”，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完善。进入全域旅游的新时代后，大众旅游群体消费

逐渐升级，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旅游公共需求群体更加多极化，旅游需求个体呈现出差别化和个

性化特征，对优质、完善的乡村旅游环境偏好更加强烈。同质化、单一化、低水平的乡村旅游产品和

服务供给已不再能够满足旅游群体对高品质、高效率旅游体验的需求。乡村旅游要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迫切需要提质增效升级。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精准对接游客需求，通过拓展旅游方式、

更新旅游内容，提供高质、有效供给以满足旅游群体不断变化的需求，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涵。

2.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注重绿色发展。新时代，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目的就

是通过丰富乡村的发展路径，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统一。重视绿色

发展，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时势使然。早期乡村旅游大都无视可持续发展，因为一

些无序规划、盲目开发行为，致使大量乡村资源被破坏、环境遭受损耗，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很大。进

入新时期后，国家层面提出的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为

乡村旅游提供了基本遵循，加之，外部市场环境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凸显，乡村旅游已经基本回归到优先

保护资源、用最少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经济效益的状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包括了提供优美的生

态自然环境，开发优质的、独具特色的绿色旅游产品，满足游客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要。遵循“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系列绿色发展实践理念，把生态经济观、生

态技术观、生态文明观等融入到乡村旅游发展之中，才能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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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追求文旅融合。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元素符号。乡村的每个人都拥

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即使走出乡村，也有着“乡愁”，于是，乡村旅游发展成为了这些人的精神依

托，承载起城市人回归田园，返璞归真的重要功能。纵观乡村旅游内容，无论是农耕技术、生活习俗

还是民间工艺等，均蕴含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珍贵的历史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民族

性特色。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传统出现了“沦陷”迹象，例如古村落趋于消失，传统技艺丢

失，甚至乡村文化衰落，产生了内容变异、形式低俗等问题（桂拉旦等，2018）。此外，乡村旅游景点

普遍缺乏创意，旅游产品项目的规划设计背离乡村特色，形式结构趋同、档次低级。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就是保育和传承乡土文化，用较低的环境资源代价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益，更好地满

足游客高质量精神文化的个性、多元体验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充分挖掘旅游地的独特文

化价值和旅游魅力，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融合水平，特别是构筑并展现文化元素符号平台（罗文斌等，

2019），推动乡村旅游向精品化和品牌化发展，能够增强在市场竞争中的辨识度，从而更好地唤醒乡村

记忆，增强文化自信。

4.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产业高效。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实现乡村特色资源的良性循

环利用。现时代，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能力与生态环境的再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基于此，在乡村旅游生态循环系统中，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投入和环境消耗，引用绿色生产技术来

提高生态资源再生产和再利用，培育高效产业的同时，降低废弃物的处理量，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和自

然生态之间物质能量的永续循环发展。达到乡村旅游资源物质多级利用，也是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动

力支撑所在。乡村旅游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充分挖掘优美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农业资源、深

厚的文化传统等元素符号，提供丰富的旅游吸引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产生的娱乐、饮食、购物、考

察等消费，也会促进农民增收，逐渐吸引农户向非农化转移就业。另外，人才和技术支撑也能够为丰

富旅游产业业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效能提升提供保障。

（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

同“可持续发展”相比，“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更加具有深刻性、战略性的一种发展策略。可以

说，可持续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在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语境下，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可持续发展思想，而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领域范

围内的“质量”和“效率”。根据当前的社会发展时代需求，高质量的有效供给比“可持续发展”更加

契合乡村旅游发展实况，更加具有针对性。因此，乡村旅游应该秉承高质量发展原则具体从供需匹配、

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产业高效四个方面发力。

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典型范例，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浙江余村。其实践表

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转变了余村人的行为，从原来的开矿转为封山育林、保护环境，

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余村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走向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经济发展不

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指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坚持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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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基于乡村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与质量提

升，以科学的乡村旅游规划为引领，以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增强“乡村性”作为旅游核心吸引物，以

“+乡村旅游”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为途径，为城乡旅游者提供充足、优质、安全、健康的绿色旅游商

品，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以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统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精准扶贫的一种发展模式。

（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基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剖析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

1.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追求绿色、追求生态、追求健康成为新时代的消

费时尚，人口返璞归真、走向乡村、回归自然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全域旅游理念的提出和推广，更

是为乡村旅游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应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为指

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创设一个自然生态保持

完好、农村传统习俗纯朴的乡村环境，增强乡村地区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也能够满足游客对自然优美

生态环境的向往。

2.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要充分

考虑乡村旅游的资源本底，强化生态保护。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科学考量乡村环境承载能力，

准确判断乡村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阈值，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利用环境友好型技术进行梯次

开发，才能真正留得住青山绿水，推进乡村旅游由数量粗放型向质量精细型转变，实现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只有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乡村旅游才具备高质量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

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产业融合为路径。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全新业态，也是绿色发

展新动能的重要内容，需要从全产业链视角寻求发展的路径。创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通过

“农业＋乡村旅游”“体育＋乡村旅游”“节庆＋乡村旅游”“文化＋乡村旅游”“康养＋乡村旅游”“教

育＋乡村旅游”等模式，聚焦聚力产业融合，推进旅游与农业、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拓展乡村旅游发展新空间，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同时，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助推乡村

旅游向终端型、体验型、智慧型、循环型发展。

4.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提供绿色旅游产品为内核。相比较于其他海滨度假等高消费的休闲旅游

形式，乡村旅游越来越备受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旅游更加经济实惠，可以更好地满足现代人贴

近自然、寻根怀旧情结的向往和需要。新时期，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深入挖掘和保护乡

土文化、乡土记忆和乡土特色等，创设特色产品品牌。围绕乡村资源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旅游多元

化、精品化和品牌化发展，提供充足、优质、安全的绿色旅游产品，既能满足游客的物质需求也能丰

富精神的需要。

5.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为目标。新时代，乡村旅游高质量增长坚持“以

农为本”，把农业农村视为依托，注重整合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实施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和经营。围

绕三产融合，实现多种形式“农业+”，拓宽农业功能，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实现“农业强”的目标。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创业，增强乡村致富的辐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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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为乡村旅游受益主体，共享发展红利，达成“农民富”的目标。生态、宜居、健康氛围是游客在

乡村旅游过程中最注重的感受，通过改水改厕、禽畜圈养、拆除违章建筑等措施塑造良好的村容整洁

面貌，实现“农村美”也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6.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归宿。对乡村旅游发展而言，“绿水青山”无疑是

关键因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值得注

意的是，“绿水青山”只是一种优质资源，是一种潜力，是一种竞争力，也是一种可持续力，但其自身

无法转化为“金山银山”。乡村旅游则是连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效桥梁。特别是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实现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转变提供了可能。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中，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处理好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数量目标和质量目标、长期目标与

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

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关键问题的甄别

乡村旅游在“井喷式”发展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发展模式单一、产品种类雷同、发展

能力不足、服务质量差、辐射带动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甄别这些问题，是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前提。

（一）乡村旅游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理论上来讲，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是规划的三大特性。制定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对区域乡村旅游资源及其分布进行调查，对发展乡村旅游进行SWOT分析，科学评

价乡村旅游资源及环境的生态承载能力，以及乡村居民参与发展乡村旅游的意愿。在此基础上，再依

次确定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任务、项目的区域分布及实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

方面，需要体现出前瞻性特点。特别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只有提出符合乡村实际的发展思路、

发展模式，才能够引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在实施路径及对策保障方面，则要体现出可操作性。规

划应注重措施的落地，只有符合区域实际，发展主体才能够开展具体实践操作。

从现实来看，当前很多地方尚未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一些地方即使有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也

缺乏科学性、前瞻性及可操作性。已有规划存在如下突出问题：一是乡村旅游发展主题或内容的同质

性，多以“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为主，田园采摘是最有代表性的主题，缺乏高端的体验、休闲、

领悟的内容。二是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同质性。基层调研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所采取的模式多是“政

府引导型”“企业主导型”“能人带动型”，参与性、带动性明显不足。因此，注重规划的科学性、前瞻

性和可操作性，对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

（二）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广大乡村原生态环境和特色资源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随着全域旅游理念的普及，乡村旅游发

展规模快速膨胀，各地都将其作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坦白地讲，当前基层政府及其

相关职能部门、相关企业、农村居民等对乡村旅游的内涵还缺乏深入理解，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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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更加缺乏正确认知。短期来看，盲目发展表面上实现了乡村旅游的跨越式发展，但其背后则是对乡

村旅游发展基础条件的破坏，实现其高质量发展自然成为了一句空话。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必须高度

重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每一个乡村旅游发展项目，都要科学评价其规模是否

超出了生态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危害。基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视角，在考虑

乡村旅游发展项目规模、方式对资源影响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游客规模或者游客行为对资源环境可能

造成的影响。有了优良的资源基础，就有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可能；但失去了资源基础，就没有发展乡

村旅游的可能。由此，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为前提。

（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融合

乡村旅游发展不是孤立的，在产业链的不同节点与其他产业紧密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

是与第一产业的融合。近年来，农业在发挥生产功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安全优质的农产品的同

时，其多功能性也备受关注，特别是农业的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等功能，业已成为乡村旅

游发展考虑的重点。二是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对区域安全优质农产品进行加工及包装，可以为城镇游

客提供区域特有的旅游商品，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广大乡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传统

手工业，是村落文化、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在为游客提供独特旅游商品的同时，也实现了乡村文化

的传承。三是与第三产业的融合。通过与信息互联网产业的融合，可以为乡村旅游提供展示、宣传的

平台，更好地为游客了解旅游景点地提供途径。新冠肺炎疫情下，广大乡村旅游景区借助信息平台开

展乡村旅游云展播，旅游商品的网上销售效果较好；实现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如打造影

视基地、婚纱摄影基地、农耕文明教育基地、拓展训练、节庆活动平台等，推动乡村旅游的开放发展、

多元化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与休闲养老产业的融合，如发展乡村养老、大健康产业等，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如何实现由封闭循环向开放、融合发展的转变，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从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来看，其经营和管理仍处于低水平，主

要原因是缺乏高素质、专业化、富有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的乡村旅游人才。当前，从事乡村旅游的主

体大多是农村居民，相对于专业人员而言，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偏低，对乡村旅游的专业知识领

会和掌握具有一定的困难，同时，也缺乏适应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经营管理经验，难以满足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通过界才、育才、引才、用才、留才等措施，打造一批懂政策、善经营、

会管理的乡村人才队伍，才能够为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五）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是衡量乡村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首先需要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旅游产品同质、品牌定位模糊、服务设施不足，以及运营不当、管

理不善等问题。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应立足乡村实际，根据不同游客群体的偏好变化，充分发

挥乡村旅游资源优势，特别是对民居及其承载的文化、民俗文化等独特资源的深度挖掘，打造具有区

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心理。当前由于过度地把现代化元素符号、城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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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符号嵌入到乡村旅游产品之中，严重削弱了一大批探寻乡村特色文化的游客对乡村旅游产品的体验

感和满意度，更降低了乡村旅游产品的整体质量。还有一些地方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重形式、轻

内涵，严重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更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乡村旅游服务方面，一方面缺乏

必要的服务设施，另一方面经营者多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一直以传统的理念与方式经营乡村旅

游，无法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要。因此，提升乡村旅游产品与服务质量，是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另一个核心内容。

（六）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

总体来看，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还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特点。推动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除了需要专业人才保障之外，还需要组织、制度、法律等层面的保障。从组织层面来

看，县市一级有文化旅游局负责乡村旅游工作，但乡镇一级则没有专门负责的组织机构。一些乡村旅

游发展相对较好的村，尽管成立了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但主要还是由村两委负责，其真正的作用发

挥受限。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组织，有效规范、监督乡村旅游发展主体的行为。

从制度层面来看，需要为乡村旅游发展量身定制专门的制度，提高制度的精准性、有效性，保障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从法律层面来看，需要针对乡村旅游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安全、纠纷等问题，制定相

应的法律法规，逐渐将乡村旅游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此外，新时代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

制定相应的标准，以促使乡村旅游发展规范化、标准化。

五、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应紧紧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态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强化理念指导，把握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之后，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为此，在顶层设计

框架范围内，规划的设计、内容的确定、路径的选择、模式的甄别等各个关键节点，都要强化绿色发

展理念的指导作用，确保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方向。对乡村旅游发展主体而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保护好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深厚的文化资源，这是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所在。为此，

应全面践行“两山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将乡村旅游发展的生

态基础筑牢。乡村旅游发展内容应以绿色为主基调，确保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控制在区域生态环境承

载力之内。同时，旅游产品的开发也要注重其绿色内涵、区域特色，提升其对城乡居民的吸引力。并

在此过程中，逐渐培育乡村旅游品牌，提升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力。

（二）制定科学规划，绘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蓝图

要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一是要科学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的目

标及思路，提出发展的重点领域、时间表、路线图以及保障措施，绘制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二是明确并完善“多规融合”规划顶层设计。科学开展乡村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确定区域发展乡村

旅游的可能性、可行性；依据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点，全面普查并实地调研，广泛听取乡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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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及参与意愿。在反映民意的基础上出台的详规，与土地利用规划、住宅建设规

划、道路交通规划等相衔接，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发挥规划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引领作用。三是注

重规划的可操作性。中国地域广阔，制定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时，既要注重规划之间的共性，也

要注重规划之间的差异性，特别是，规划中涉及到的重点领域、实施路径及对策措施等内容都应具有

实践可操作性。

（三）优化配置资源，融合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产业

产业融合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加强

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为乡村旅游和其他产业融合提供了政策支撑。一是与农业产业相融合，拓展农业

多功能性。基于乡村优美的自然环境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特别是具有

乡土性特征的功能，考虑不同旅游群体个性化、感性化、体验化的需求，集中开发多功能一体化的旅

游产品，实现农业功能从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的深度拓展。二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旅

游的文化内涵。乡村旅游要注重挖掘乡土文化的丰富内涵。首先以乡村的原生态环境、原始建筑和村

落等乡村意象作为旅游核心吸引物，设计具有历史文化印记的“接地气”的乡村旅游产品打造乡村旅

游品牌，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品位。此外，在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不破坏当地人文脉络和生活

习俗的基础上，还要适当注入现代生活要素和时尚旅游元素，创造农耕文化、文明乡风和宜居氛围，

形成乡村旅游多种服务的新型产业形态，实现由观光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完善机制体制，提高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

完善的机制体制，有助于提高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一是创新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体制。基

层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协调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和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

最终形成由文化旅游管理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参与的行业管理体制，成立乡村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并

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乡村旅游发展的日常工作。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

制，采取协同措施、协同行动，真正共同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二是完善乡村旅游发展的运营机

制。围绕着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对以往的运营机制进行提升、完善，建立符合乡村

旅游发展特点及乡村实际的运营机制。注意不要过多地引进现代化的元素符号、城市元素符号，多侧

重本地元素符号文化内涵的挖掘及运用。三是建立乡村旅游发展的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

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因此，根据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监

管机制的建立、监督人员的配置以及经费的保障，对乡村旅游经营者、管理者、旅游者等人的行为进

行有效监督，并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进行公开，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创建更好的、更开放的环境。

（五）加强能力建设，提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人才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人才支撑。一是注重外部人才吸纳。

不同区域应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和产业化发展需求，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实施“灵活引才”，特别是

经营管理类优秀人才。此外，加强相关政府部门与旅游专业院校、规划机构对接，做好人才输送、对

口培养帮扶工作。为了“长久留才”，保障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定制村官”培养工程和

新乡贤培养，实现“高效用才”，在人才待遇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二是乡土人才培育。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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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注重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强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培养和能力提升，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创新发展思路，探索具体实践路径。其次，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实现“精准育才”，造就一批

在农村留得住、用得上、能带动的“土专家、田博士、农创客”（于法稳，2019），带领乡村居民发展

乡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

（六）提高服务水平，规范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行为

完善的配套服务是乡村旅游从粗放低效转向精细高效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们出行旅游

将更加关注卫生、品质和安全。因此，乡村旅游迫切需要在服务和管理上做出调整。乡村旅游从业者

应该加强整体素质培养，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网

络技术，应对不同客源和突发情况，为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疫情期间，一些乡村旅游景区就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开展乡村旅游云景区和云购物，在线上向不同需求群体介绍乡村旅游景点和产品，

为疫情过后实地旅游提供了选择。此外，与游客建立情感联系，满足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增强不同游

客群体的旅游体验也能增加游客的重游意愿，通过游客的好评可以进一步强化乡村旅游地品牌建设，

有利于推广乡村旅游新模式，增强乡村旅游地的知晓度。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对餐饮、住宿、厕所、

交通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管护，特别是厕所革命，直接影响了以农户家庭为主体的乡

村旅游的发展。因此，在建设过程中，要采取生态技术，切实避免出现具有负面生态影响的生态工程。

（七）完善法律法规，净化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环境

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提供保障。为此，在国家层面上，应制定乡村旅

游发展的专门法律法规，为全域旅游理念下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为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

的纠纷以及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并逐渐将乡村旅游发展纳入法制轨道。在基层政府层面，可以在

国家法律法规框架范围内，通过立法形式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使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除了法律法规之外，还需要有效的制度措施，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

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指出，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建

设。为此，基层政府应在国家相关政策框架内，制定投资优惠等相关的配套政策，为乡村旅游项目的

开发和建设招商引资、以商招商。此外，围绕乡村旅游发展短板，创新相关扶持政策，也能够为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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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onnotative Features,
Key Issues andCountermeasures

YuFawen HuangXin YueHui

Abstract: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fter “all-for-one tourism”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rural tourism has shown a “blowout” development trend. Facing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rural tourism is more urgently required to shift from quantity-oriented development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viding people with a healthier, safer, and better tourism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ith the theor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y, and summariz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ve featur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Furthermore, it identities key issues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from six aspects, namely, the integrity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tourism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 well as guarantee measur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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