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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黄 璜 

（中国旅游研究院 ，北京 100005） 

【摘 要】浙江省乡村旅游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其中又以遂昌、安吉和

德清 3个县最为典型。从乡村旅游的理论内涵探讨入手，介绍了浙江以乡村旅游统筹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总结出

遂昌、安吉、德清这 3种最为典型的浙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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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是我国乡村旅游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近年来，浙江乡村旅游业保持着快速发

展的势头，成功带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了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对乡村旅游的理

论内涵进行探讨，并对浙江以乡村旅游统筹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论述，总结出遂昌、安吉、德清这三种最典型的浙江乡村

旅游发展模式，以期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1 乡村旅游理论内涵 

乡村旅游诞生于 19世纪的西欧国家，已有 200年的历史，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

这种旅游新业态。目前，旅游学界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独特发展规律还处于探讨阶段。 

近年来，国内旅游学者从多个学科视角对乡村旅游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诠释。刘红艳
[1]
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

的生态旅游形式，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乡村生态旅游。孙文昌
[2]
认为乡村旅游是旅游业与田园生态景观、农事活动和农

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乡村旅游等同于农业旅游。邱美云
[3]
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的一种旅游方

式。曹水群
[4]
在邱美云研究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提炼，它批判了将乡村旅游狭义等同于农业旅游或生态旅游

的观点，认为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农业旅游和民俗旅游三者均有交集。 

国外乡村旅游理论以 Lane
[5]
的研究为代表，他认为乡村旅游具有以下五大主要特征：（1）位于乡村地区；（2）旅游活动建

立在小规模经营的旅游企业之上，与自然和文化紧密相联，具有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等乡村世界的特征；（3）产品规模是乡村

的，即无论建筑还是游乐设施都是小规模的；（4）乡村旅游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具有传统特征，旅游活动常与当地居民家庭相联

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社区影响；（5）由于乡村自然、经济、历史环境和区位条件的复杂多样，因而乡村旅游具有丰富的

类型。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是乡村所特有的“乡村性”，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1）乡村处在喧嚣嘈杂的都市之外，

建筑和人口密度低，环境清净舒适，适合饱受“城市病”困扰的城市居民进行休憩；（2）乡村大多接近农林地或自然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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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为乡村提供了优越的生态旅游资源；（3）乡村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景观，能够提供新

鲜可口的农林产品，具备发展农业旅游的良好条件；（4）乡村远离社会和文化流动性较强的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和文

化系统，往往保存了独特的民俗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地和交融地。因此，乡村旅游的理论内涵极为丰富，泛指所有发

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与城市旅游相对应，包含了休闲度假、生态旅游、农业旅游、民俗旅游等多种形式。近年来，创意文化、

商务会展、养生康体等城市旅游产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开始在乡村落脚，成为乡村旅游新的增长领域。 

2 浙江乡村旅游发展成就 

浙江将乡村旅游上升到了推动农村统筹发展的战略高度
[6]
，以乡村旅游作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抓手和突破口，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2.1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旅游业是关联性较强的产业，能直接带动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批发零售和文化娱乐等个人服务业的发展，进而通过消费

乘数效应拉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最终拉动农村的整体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去，浙江农村的经济结构以

农业和工业为主，服务业尚不发达。根据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农村最终将像城市一样实现“服务业化”，服务业将取代农业和

工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村”最终脱离农业而成为“乡村”。旅游业是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浙江通过加快

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最终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2.2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浙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风貌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拉动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浙江乡村旅游投资规模每年均达上百亿元，大量投资进入了交通基础设施、接待服

务设施、乡村风貌整治等领域，建成了一批高档次旅游项目配套设施，提高了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乡村地区的交通状况

得到了明显改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增加，旅游接待能力大幅度提升，乡村环境容貌显著改变。 

2.3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农村的综合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与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二元化结构，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旅游的发

展要求建立完善的农村旅游服务体系，客观上提高了农村的综合公共服务水平。目前，浙江农村旅游服务体系的工作要点集中

在建立农村旅游统计体系，提供专业旅游规划服务，保护和开发农村旅游资源，制定乡村旅游设施标准和接待服务标准，改善

农村卫生条件和接待条件，提供旅游业发展监管服务和示范服务等 6 个方面。浙江乡村旅游服务体系的建立，有效提高了农村

的公共服务水平，最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4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就业容量大，对技能素质要求低，能够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浙江通过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在农村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2009 年浙江省有乡村旅游直

接从业人员 96380 人，直接营业收入达 44.34 亿元，广大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就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如果考虑到乡村旅游对农

村经济的间接拉动作用，假设乡村旅游 1 个直接就业机会能间接创造 4 个社会就业机会，浙江省乡村旅游间接拉动的就业人数

在 38.6万人左右。就业是民生之本，工资收入是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乡村旅游给浙江农民带来了非农就业机会，

最终增加了农民的总收入。此外，乡村旅游业发展还为旅游经营户和服务者提供了全面培训的机会，有效地增加了乡村人力资

本存量，提高了从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培养了社会主义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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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保护农村自然生态环境 

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中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是一对矛盾体，通过发展农业和工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必然会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乡村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的破坏必将导致乡村旅游

发展不可持续。浙江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破解了农村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农村自然生态环境的自发保护和发

展机制，实现了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2.6促进区域统筹发展 

浙江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差距显著，产业主要聚集在杭州、宁波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很多县市虽然拥有优越的旅游资源，但

因各种原因尚未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导致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通过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可以促进旅

游业在全省均衡分布，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最终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此外，发展乡村旅

游还是统筹浙江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一体化，扭转农

村与城市的二元化结构，推动城乡间的均衡发展。 

3 浙江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模式 

浙江各地区的乡村旅游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总结出了众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其中以遂昌、安吉和德清三个县的发展模

式最为典型，他们分别从构建乡村旅游大产业格局，高起点发展精品乡村旅游，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机制三方面突破，实现了乡

村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 

3.1遂昌模式：整合优势资源构建大产业格局 

遂昌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全县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达到 321 处，是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兼备的

地区。遂昌国家森林公园、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神龙飞瀑、汤显祖故居、遂昌昆曲等旅游品牌享誉海内外，具有发展乡村

旅游的优势条件。近年来，遂昌县实施“经营山水、统筹城乡，全面建设长三角休闲旅游名城”的发展战略，把乡村旅游作为

旅游业发展的突破口和重要组成部分，以休闲旅游业引领一、二、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开创了山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2009

年全县有农家乐休闲旅游村 43 个，农家乐接待户 203 家，接待国内外游客 46.18 万人次
[7]
。遂昌县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主要特

点表现为构建大产业格局，形成全社会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机制。 

3.1.1高层直管强化组织领导 

遂昌县委书记亲自抓乡村旅游，把全面建设“长三角休闲旅游名城”作为遂昌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8]
，坚持以建设优秀旅游

城市的理念来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带动新农村建设和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全县相继成立了农家乐休闲领导工作小组、

农家乐服务指导团、农家乐协会等，加强了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领导。 

3.1.2大文化丰富乡村旅游内涵 

遂昌县利用历史文化悠久、人文底蕴深厚的优势，积极向乡村旅游产品注入文化内涵，推动乡村旅游的品质提升和产品升

级，增强了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联动开发生态旅游、工业旅游、文化旅游等产品，实现了大旅游产业

的综合发展。 

3.1.3产业融合构建大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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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与工业、农业等相关产业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了旅游业在统筹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构建了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大产业发展格局。以农业为例，2009 年全县原生态农产品产值在乡村旅游的

带动下达到 1800多万元，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3.1.4全民动员形成大发展格局 

遂昌县形成了“全民参与、惠及全民”的旅游经济发展核心理念，鼓励群众参与乡村休闲旅游开发，形成了全社会关注和

参与旅游发展的良好氛围。政府各部门积极支持旅游部门发展乡村旅游，各乡镇把乡村旅游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乡村

旅游发展的大部门和大区域格局初步形成。 

3.1.5公共服务优化大发展环境 

政府在全县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设立农家乐发展专项基金、编制全县农家乐休闲旅游发展

规划、制定乡村旅游规范管理办法、成立乡村旅游自律和服务组织、组织营销宣传、提供指导培训服务等方式，为全县乡村旅

游的发展构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2安吉模式：高起点打造高端乡村旅游产品 

安吉县是我国著名的竹乡，具有“中国美丽乡村”、“中国大竹海”两大旅游品牌，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安吉是浙江省最早

发展乡村旅游的县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09年安吉县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146万人次，营业收入 1.67亿元，乡村旅游表

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9]
。近年来安吉县以乡村旅游发展为突破口，以“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不断放大乡村旅游的特色优

势，拓展乡村旅游的观光、休闲、娱乐、养生等综合功能，推动生态旅游、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乡村旅

游的跨越式发展
[10]
。安吉县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高起点精品战略。 

3.2.1高起点规划引领 

安吉县乡村旅游发展突出“生态立县”战略，定位于长三角休闲经济先行区，以“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将全县作

为一个景区来布局，将乡镇村作为一个景点来打造，把农户作为一个小品来设计，高标准编制了《安吉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安吉县休闲经济五年发展规划》、《安吉县打造休闲经济先行区行动计划》等规划，发挥了产业规划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

引领作用。 

3.2.2高品质项目建设 

安吉县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重视建设“大、好、高”的旅游项目，全县建成了 16个休闲观光景点，建设了除四川之外的

唯一县级大熊猫馆、华东地区首个高山滑雪场和一批高级休闲会所。高端项目的建设改变了传统乡村旅游“散、乱、差”的局

面，为安吉县的乡村旅游实现转型升级，对接高端市场创造了条件。 

3.2.3高标准质量提升 

安吉县积极建立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管理机制，开展乡村旅游创建活动，启动休闲经济村建设，实施省级农家乐示范村提升

工程。现在全县有标准化农家 550 户，省级农家乐精品村 2 个，省级农家乐特色村 8 个，省级农家乐特色点 3 个，三星级农家

乐 42户。安吉县服务质量提升工程有效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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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高端产业转型升级 

安吉县推动乡村旅游从观光型向休闲复合型转型升级，鼓励创意产业、商务会议、高档度假等休闲旅游项目发展，对于现

有山水观光旅游项目实行景区整合和产业提升，推动了乡村旅游的转型发展。 

3.2.5高端市场营销推广 

安吉县采取多种方式，依托主流媒体，面向高端市场，全方位推介全县的乡村旅游业。安吉县与中央电视台“非常 6+1”、

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等著名栏目合作，派送了 3000万元的“中国美丽乡村”共享券，在主流高端市场打响了安吉乡村旅游

的品牌影响力。 

3.3德清模式：新思路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新机制 

德清县山清水秀、生态优美，森林覆盖率近 50%，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县有莫干山、下渚湖、水乡平原等著名旅游景区，

距离杭州仅半小时车程，发展乡村旅游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市场条件。2009 年底全县共有农家乐 102 家，接待游客 121.8 万人

次，营业收入 6453.2万元，乡村旅游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11]
。德清县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开

创了乡村旅游的新动力来源、新运营机制和新营销渠道。 

3.3.1整合资源形成新动力 

德清县切实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来抓，将省、市、县的乡村旅游发展政策与各项

支农政策相结合，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和动力源泉。如以生态县建设支撑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以“中国和美

家园建设”支撑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配套，以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为乡村旅游提供绿色农产品等。 

3.3.2统筹规划促进新发展 

德清县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协调发展”的原则，将乡村旅游规划与县域总体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生

态保护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等相关规划紧密结合，统筹乡村旅游业与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融合，按照“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特”的原则规划发展了一批新的农家乐休闲旅游特色乡村，构筑起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平台。 

3.3.3创新经营探索新体制 

德清县积极创新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多元化的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改革，探索出了政府引导企业出资、“公

司＋农户”、“协会＋农户”、个体户等多种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模式，甚至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外国企业经营的“洋家乐”。德清在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乡村旅游从原始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从遍地开花向规模经营转变，从单一服务向多元服务转变，

从农户投资向企业运作转变，保障了乡村旅游长远的生机和活力。 

3.3.4规范管理提供新服务 

德清县对乡村旅游的接待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保护、服务质量、特色项目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规范化管理和标准化建

设，采取了多种措施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培养村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增强村民的文明意识和开放意识，

为乡村旅游的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有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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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营销推广对接新媒体 

德清县把乡村旅游推介列为全县对外宣传促销的重要内容，积极围绕县委、县政府“开放带动、接轨沪杭”的战略，充分

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短信、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和推介会，整体包装营销全县乡村旅

游，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 

4 结语 

浙江省 30年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积淀出了相对成熟的旅游发展模式，全省成功地通过乡村旅游拉动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

统筹发展。遂昌、安吉和德清是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他们分别从大、高、新三方面突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绩效。近年来乡村旅游迅速成为全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热点，各地可以借鉴浙江省的有益经验，

推动乡村旅游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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