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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社会经

济活动处于重要地位、具有综合功能或

多种主导功能并发挥枢纽作用的城市。

按其影响范围大小，分为全国性、区域

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等级。

乡村旅游开发是中心城市旅游开发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行政区划的中心

城市一般都存在城市与农村并存的二元

结构，许多中心城市都涵盖了大面积的

城郊地区，不少中心城市的城郊面积甚

至大大超过了中心城市主城区。从地域

上看，中心城市的城市郊区是城市地域

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

着假日经济的启动，旅游结构发生了重

大变化：专线旅游不断减少，短线旅游

和城市周边旅游日益增加。在这种背景

下，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起

来。本文以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

开发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地方性中心城

市乡村旅游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地方性

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一、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特征

（一）资源特征

1．圈层分布。地方性中心城市的

乡村旅游资源呈现出圈层状的特征。一

般由近郊非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中郊

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和远郊生态型乡村

旅游资源带 3个圈层组成。（1）近郊非

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近郊为紧邻城市

市区的城乡结合部，既有城市设施和城

市景观的延伸，也有交错分布的农村田

园，呈半乡村景观。这个区域的乡村农

业生产资源大多是以时令果蔬、花卉、

苗木和药材等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加工

为特色，这些经济作物的物产以及形成

这些物产的条件和生产过程所具有的景

观环境，构成了以经济物产资源为主

的、城乡气息交融的非典型乡村旅游资

源。（2）中郊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离

城市稍远的“中郊”以乡村田园的农耕

风貌为特色，以农民生产劳作和生活场

景为主，形成优美的乡村田园农耕景

观。田园风光结合乡村聚落、乡村民俗

和人文风貌，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以及乡村生活的独特魅力。中郊乡村

所具有的农耕文化和生活方式，通常是

乡村旅游发展中开发利用最普遍的资

源，也是最典型的乡村旅游资源。（3）

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带。在这一区

域中，乡村旅游资源与大面积的山林、

河和湖等自然资源相结合，并与颇具特

色的乡村社区生活方式构成乡村旅游资

源。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是

乡村性和生态性互相交织。

2．同一圈层的乡村旅游资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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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呈现同质化的趋势。由于中心

城市涵盖的城郊，在同一圈层中的自然

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十分相似，乡村旅

游资源的生成条件大体一致，乡村旅游

资源类型大致相同，本身没有太大的差

异，呈现出外部相似的宏观特征和资源

同质化的趋势。

（二）市场特征

中心城市既是旅游客源地又是旅游

目的地。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客源主要

来自中心城市主城区的本地居民以及外

地中心城市来的游客。

1．本地居民客源市场。中心城市

基础设施较好，通常与城郊地区有通达

的公路和便捷的班车往来，游客乘车方

便，旅途时间短，城市居民周末出游具

有便利的条件。中心城市的本地居民客

源覆盖面很广，既包含城市里先富起来

的一小部分高消费人群，也包含普通工

薪阶层、离退休职工和学生等，尤以后

者为众。旅游方式以散客和家庭式出游

为主，团队旅游较少。旅游时间以一日

游为主，过夜游客较少，其中假日客源

最多，无明显淡旺季。由于距离近和交

通方便，属大众化消费，重游率较高。

2．外地游客客源市场。外地游客

是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的潜在市场。中心

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外

地客源市场充足。同时，许多中心城市

还是优秀旅游城市，每年有数以百千万

计的外地客源。中心城市的光环效应会

辐射到城郊的乡村旅游，中心城市巨大

的客源优势也会影响城郊的乡村旅游，

并由此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一般情况

下，早期吸引外地游客的是少数典型的

乡村旅游地，随着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的

不断开发，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愈渐明

显，中心城市逐步成为城郊乡村旅游游

客的中转站和疏散地。

（三）产品特征

与其它旅游产品相比，乡村旅游产

品的主要特征是其所具有的乡村性和复

合性。从乡村性特征来看，当前一部分

乡村旅游产生于城市近郊，展示的是现

代农村、农业的风貌，如农业高科技园

游览等，但乡村旅游的主流产品仍然是

具有原生态的乡村旅游产品。实践证

明，成功的乡村旅游产品总是充满着浓

厚的乡村性。从复合性特征来看，乡村

旅游产品实现了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

使农业资源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化。

它将农事活动、自然风光、科技示范、

休闲娱乐和环境保护等融为一体，生

态、生产和生活相结合，实现第一产业

与第三产业优势互补，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合社会效益三统一，是现代旅

游业和农业实现双赢、共同发展的一个

重要成果。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来看，一

般旅游产品开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

乡村旅游走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和

“示范点”示范相结合的道路。自 2001

年推荐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候选点以

来，各地都很注意示范点的建设，许多

地方性中心城市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也

都设有乡村旅游“示范点”。

由于各种原因，中心城市的乡村旅

游产品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同质化倾向。由于乡村旅游是

资源依托型的旅游产品，乡村旅游资源

的同质化必然会影响乡村旅游产品的同

质化，加上乡村旅游产品多为初级产品

和服务，乡村旅游同质化相对比较严

重，表现为产品定位模糊，有雷同趋

向；活动内容简单，项目互相模仿；主

题形象不鲜明，缺少营销策划；缺乏创

新性的经营理念等。乡村旅游产品同质

化的原因除了资源同质化、产品初级化

以外，还与乡村旅游的开发道路有关。

在资源同质、文化同源和地理位置邻近

的背景下，首个开发成功的乡村旅游产

品，在示范中树立起了榜样，但也有一

些地方盲目仿效和跟风，乡村旅游产品

的同质化现象由此加剧。

2．质量参差不齐。相比较而言，

乡村旅游发展时间较短，乡村旅游所依

托的旅游地一般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农

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

建设相对薄弱，加上乡村一般缺乏发展

旅游所需的现代服务业人才，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乡村旅游服务的质量。乡村

旅游点大多面临着开发和保护不力、管

理和服务水平落后等诸多问题。但是也

有一些乡村旅游点，尤其是政府扶植的

示范点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就开发了

成效显著的旅游产品。例如，2009年厦

门市市、区两级政府投入了1200万元建

设乡村旅游示范点，致力于乡村旅游示

范点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

台构建、环境综合治理、人员培训及宣

传促销等。乡村旅游示范点五峰村于

2009 年 6 月 28 日正式启动，截至 2010

年2月，共接待游客9.2万人次，总收入

达 2000多万元，农民的直接收入达 270

多万元，同比增长 480%，带动了五峰

村周边劳动力 107人就业，远远走在了

同类旅游产品的前面。

3．空间分布以点状、轴带状不连

续分布。许多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点，

尤其是小规模的“农家乐”大多是自发

形成的。它们在空间上以点状分布为特

征，散落于各处。若有聚集，则大多与

资源的自然禀赋有关，或者与交通线路

相联系，在这种状况下，乡村旅游地就

呈轴带状不连续分布，乡村旅游活动大

多数以一地游或一线游(尤其是一地游)

为主。

三、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开发

和发展策略

（一）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

体系

充分利用各圈层资源的不同特色打

造不同的乡村旅游产品，而对同一圈层

的同质化旅游资源则要针对不同的目标

市场错位开发，使各产品之间、各产品

线之间存在横向或纵向的互补关系，而

非同质关系。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

品体系首先要以科学的市场分析、资源

调查以及合理的产品定位为基础，对开

发地和开发项目进行开发适宜性评价，

排除掉不适宜开发的项目。为了避免开

发者盲目逐利或跟风开发某一种产品，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引导，如对有特

色的产品提供优惠政策和专业支持渠道

等。此外，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根据地域分布特点的不同，对乡村

旅游的类型、结构和规模进行统一合理

布局力避乡村旅游“一窝蜂”发展。在

旅游产品和项目的设计开发中，要充分

考虑客源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分别向不

同的客源市场推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

品，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顾客价值和顾

客满意度、忠诚度，总体上提高乡村旅

游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构建环城游憩带

乡村旅游点主要分布在城郊，与其

它景点一起环城形成不规则的游憩带，

环城游憩带的形成与建设已经引起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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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许多中心城市的关注，但对大多数地

方性中心城市而言，环城游憩带尚处于

发展初期。

环城游憩带的建设可以将中心城市

的乡村旅游开发置于整个区域中心城市

的发展背景上统筹考虑，使乡村旅游产

品更好地与主城区目标客源市场的需求

对接，在充分满足目标客源市场需求的

同时，合理分工协作，打造差异化的乡

村旅游产品体系，使各个乡村旅游点充

分发挥乡村旅游效用，分享乡村旅游带

来的效益。

构建环城游憩带首先要将环城游憩

带的规划纳入到城市旅游发展规划中，

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环城游憩带的规划和

建设。通过环城游憩带的规划，以项目

和资金两个手段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在统筹考虑的基础上确定开发重点，并

在资金、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宣传促

销和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给

予扶持。在此基础上，依据区域开发理

论，优化乡村旅游的空间结构，实行

“以重点景点为依托的据点式开发和以

点穿线的开发相结合”， 即以具有一定

发展条件的重点旅游点为基础，建设和

开发形成中心城市环城游憩带的旅游经

济增长点，然后逐级扩散，开发次一级

旅游区域，最终形成环城游憩带空间结

构优化的点轴系统。

环城游憩带的构建在提升乡村旅游

产品的同时，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和提高

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等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通过环城游憩带

的构建，不但可以满足中心城市居民及

中心城市游客的旅游需求，而且还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城市中心旅游热点的

环境压力。二是环城游游憩带的构建可

以与城市旅游相辅相成，提升中心城市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三是环城

游憩带上的各个片区根据自身资源的特

点，区分不同的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

定位，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形成差异

化的旅游产品，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心城

市的旅游产品体系。

（三）推行乡村旅游标准化

标准化的思想是对基础标准、硬件

设施、功能布局、安全卫生、生态保护

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要

求，既可以维护乡村旅游者的利益，也

可以规范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行为，还可

以有效解决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的问题。2004 年，上海市率先发布了

《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而后

不少省市也相继出台有关规范，对经营

“农家乐”和发展乡村旅游等提出明确

的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要求，这些标准

的制定和完善在实践中有力地推进了乡

村旅游的发展。2007年 7月 1日开始实

施的商务部《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

更是促使乡村旅游的管理深度得到有效

拓展。但从总体上看，乡村旅游标准的

针对性、体系化还必须加强，而且标准

的颁布多用于衡量，指导作用尚未得到

很好的发挥。

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要执行和参照

执行各种乡村旅游的标准和规范，并根

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要求

和实施方案。制定新标准前应进行调

研，广泛听取意见，并且要提高标准的

可操作性，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订完善。

做好乡村旅游标准化的实施与推

行。大力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标准化宣传

教育，发挥乡村旅游标准化先发地区和

优秀经营户的示范效应，对乡村旅游标

准化实施动态管理，大力推动优秀旅游

乡村的发展，注重乡村社区的参与，加

强参与人员的培训与管理等。通过乡村

旅游标准化的实施，不断提高乡村旅游

产品的质量。

（四）发挥中心城市主导功能城乡

统筹发展

地方性中心城市在区域旅游发展中

具有重要地位和主导作用。地方性中心

城市往往既是区域旅游目的地，又是区

域旅游客源地和旅游集散地，它承担着

区域旅游经济的组织和协调活动。因

此，应发挥中心城市主导功能，城乡统

筹发展乡村旅游。

1．城乡旅游产品互补。市场需求

多样化是当前旅游发展的一种趋势。旅

游地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开发出多样

化的旅游产品。城乡旅游资源的差异性

导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旅游产品各具特

色，要在乡村旅游产品差异化的基础

上，进一步规划、打造城乡互补的区域

旅游产品体系，满足不同类旅游者的需

求和同类旅游者的不同层次需求。

2．城乡客源市场的互补与共享。城

市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一级客源市场为中

心城市居民，二级客源市场可以是来自

中心城市旅游的分流客源。随着城乡一

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

分农村居民利用农闲时节，到邻近的中

心城市旅游，构成城市旅游客源。鉴于

此，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促进

城乡旅游市场的共同繁荣。另外，从大

区域来看，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同属中

心城市旅游，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因

此，应进行整体营销，进行统一的形象

定位，共同开发中心城市以外的客源

市场。

3．共享中心城市的旅游业资源。

在城乡统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可通

过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理

念，统筹区域规划，整合资源，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平台、环境综合治理、人员培训及

宣传促销等，以促使乡村旅游的发展共

享中心城市的旅游业资源，最终实现城

乡旅游共同发展，提升整个区域的旅游

发展水平。

注释：

①葛全胜、吴殿廷《西部旅游开发

战略的初步探讨》，载于 《经济研究参

考》2002年第81期第21至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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