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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空间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以环巢湖地区为例
*1

许敏 童广路

(合肥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摘 要】:采用“资源—产品—市场”(RPM)和“市场—产品—资源”(MPR)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产

品开发方式，结合环巢湖地区的资源以及市场情况在市场、资源、产品构成的三维空间中，找到恰当的维度，发掘

出适合环巢湖地区旅游市场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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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普通民众由过去的单纯追求物质消费型的生存性消费渐渐转变为注重高品质生活的发展型消费或

享受型消费。加之带薪休假制度的推行，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外出游玩。人们愿意选择回到乡野感受淳朴的自然美、人文美，

乡村旅游发展火热。环巢湖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内涵丰富的人文景观形成了独特的乡村风貌，为人们回归自然、追求本真的

乡村生活提供空间。

国内大部分有关乡村旅游产品研究集中于探讨旅游产品类型，且主要是从旅游资源这一方面来进行的乡村旅游产品分析。

近年来国家以及地方对环巢湖地区发展愈加重视，环巢湖地区的乡村旅游正在火热发展，而学术界中的研究基本上是资源导向

型的，对旅游市场的分析还远远不够。

采用“资源—产品—市场”(RPM)和“市场—产品—资源”(MPR)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方式。也就是

“RPM—MPR”开发方法。结合环巢湖地区的资源以及市场情况在市场、资源、产品构成的三维空间中，充分考虑资源和市场两

个因素，找到恰当的维度，对环巢湖的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充分的开发。

2 环巢湖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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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环巢湖地区基本情况

广义上的环巢湖区域泛指的是整个巢湖。狭义上的环巢湖地区是以合铜黄高速公路、肥西县为界，南面 2 公里湖岸线，包

括银屏风景区，东临巢湖市，北达义城和大圩两个乡镇，总体面积达 1800 平方公里范围。

环巢湖地区自然景观优美、民风淳朴、人文气息浓厚，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环巢湖旅游体系从提出以来，由于开发力度的

时紧时松，渐渐出现了发展速度远低于预期的情况，最初几年基本停滞。2011 年在行政区进行划调整后，巢湖由合肥市对其进

行统一管理，结束了多方管理的局面，为环巢湖地区发展创造机遇。2015 年 8 月，国务院同意在环巢湖创建试点，建立国家旅

游休闲区，这为环巢湖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环巢湖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2.2 环巢湖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2.2.1 现有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较低

虽然环巢湖地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乡村旅游的开发，并开发了一些旅游产品，主要是为游客提供食、宿以及一些简单的

采摘活动，乡村民俗等方面的文化产品、趣味性产品较少，远未能满足旅游者有关农业方面求知与教育、寻求野趣等旅游动机。

在营造乡村风光方面做得不够，单一化现象较为明显，村庄建设风格千篇一律；巢湖东岸及南岸打鱼现象明显，但形式简单单

一，无法让游客切身参与其中；民俗村展示水平低，无讲解等配套服务；土特产、水产品种类型较少，农家乐烹饪水平较低，

环境卫生较差，服务水平不高。

2.2.2 旅游产品体验性不足，效益低

乡村旅游重在参与和体验。但就目前来看，环巢湖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类型还很单一，大多数乡村旅游产品没有脱离观光

的特征，体验型产品中少了一些教育性还有趣味性，很难让游客得到精神方面的享受。比如在蔬果采摘中，很多游客只是机械

地采摘水果一味去追求果实的数量、质量，很少去关注在整个采摘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在采摘点时常可发现被旅游者摘下

又丢弃不要的果实)。

2.2.3 目前乡村旅游业服务队伍数量少、素质低

目前的乡村旅游业服务队伍主要由当地村民自发形成的，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队伍。服务形式主要是提供家庭旅店、农家

乐，以满足游食、宿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为了让城市游客更好适应本地生活，不少农家屋内部设置都与城市的旅店相同，干农

家活以及一些当地特有的民俗活动开展得不太多，缺乏乡情民俗的意味，体验乡俗民情的成分比较低。

3 环巢湖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

3.1 基于“RPM-MPR”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方法

旅游产品的设计需要先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科学评价充分了解当地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抓住其中有本地特色的旅游资源，

同时还要注重市场需求，才能开发出具有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力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最终是要服务消费者，要想得到游客

的青睐，它就必须知道游客的需求在哪里。服务行业中总是讲究顾客是上帝，在能够因地协调的情况下，尽量创造出游客所需

要的旅游资源。与之相对的，如果并不是消费者想要的，资源再好也不应被重点发展。资源、市场需求是旅游开发时我们需要

关注的两大重点。本文采用“资源—产品—市场”(RPM)和“市场—产品—资源”(MPR)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产品

开发方式，结合环巢湖地区的资源以及市场情况以期在市场、资源、产品构成的三维空间中，找到恰当的维度，发掘合适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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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地区的乡村旅游产品。

如图 1 所示是以市场(y)、资源(x)、产品(z)为三个轴，构成三维的立体空间格局。图中 x1、x2、x3分别表示为乡村旅游资

源、景区资源和乡村产业资源；y1、y2、y3分别表示为本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而 y2 到 y3 之间则表示目前存在于国内

的高端市场。平面 OACB 表示在资源和市场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旅游产品空间。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市场不仅仅只有这三个类

别，必然存在中间过渡阶段，资源也同样，可能会存在交叉、分离等可能，所以，从纬度上讲，市场和资源是连续和无限的。

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时，只有充分了解地方资源特性及市场情况，才能发现恰当的维度，开发出适合本地发展的乡村旅游产品。

3.2 R 性(资源)分析

环巢湖地区山水相融、风光旖旎，有银屏山、龟山、巢湖、温泉、湿地、溶洞各类自然景观，还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如:

三河大捷遗址、三河古镇、牡丹节、庐剧等，旅游资源丰富。可充分利用农村环境的优势和宁静的乡村氛围，用自然的、来自

农村的产品来吸引游客，发展不同类型乡村旅游产品，满足不同人群需要。但这些资源分布的比较零散，在开发时应该要注意

发动不同资源间的联动作用相互带动共同发展。

3.3 M 性(市场)分析

人们愈加追求返璞归真的旅游体验，很多游客的选择回归乡野、体验乡村生活。环巢湖地区既有优美奇特的自然景观又有

内涵丰富的人文景观，构成特有的乡村景观，发展前景广阔。从近五年来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可以看到，

合肥市全年旅游人数、旅游收入一直在增长，2016 年全年旅游人数达 9278.3 万人，入境旅游人数达 41.7 万人，国内旅游收入

1156.3 亿元，旅游外汇收入 34800 万美元。旅游市场一直在蓬勃发展，为环巢湖地区发展提供机会。环巢湖地区的旅游发展是

合肥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内游客比重较大，是其主要客源市场，因为环巢湖地区发展仍在初期竞争力与同是湖

泊景观的江苏太湖、杭州西湖相比还有所差距，且距离越远对游客的吸引力会递减，判定客源市场主要是在周边城镇以及部分

“长三角”地区。

为了充分了解市场需求，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法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调查统计。调查中发现欣赏优美质朴的乡村风光(或

田园风光)、回归自然、体验良好的生态环境消费者最为关注，其次就是从事野趣活动，地方特产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对旅游者也

有着较大的吸引，在旅游产品开发中我们应充分了解游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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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 性(产品)设计

环巢湖地区山水相融、风光旖旎，充分利用农村环境的优势和宁静的乡村氛围，采用“资源—产品—市场”(RPM)和“市场

—产品—资源”(MPR)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方式，结合环巢湖地区的资源以及市场情况在市场、资源、产

品构成的三维空间中，找到恰当的维度，发掘出适合环巢湖地区旅游市场的产品，确定出环巢湖地区四类旅游产品分别为乡村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乡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乡村生态观光旅游产品、乡村活动体验旅游产品。

3.4.1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湖泊是人类生命孕育发展的源头，巢湖流域也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巢湖周边逐渐形成了包括长临河、三河、盛桥、

中庙、同大、白山等各具特色的“环湖十二镇”，古镇村落遗迹众多，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我们可以利用人类遗迹遗址、古镇

作为旅游的吸引点，适当修缮和发展已有的博物馆和遗迹遗址，来满足那些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游客的精神需求，发展研学之

旅，带游客领略沧桑而充满魅力的古文化。可以根据游客需求设计不同玩赏路线将分散的博物馆、遗迹遗址联合起来，同时完

善交通的通达性和公厕以及第三厕所等景区必备基础设施，一方面利于将分散的资源串联起来，方便游客进行游玩，让旅游体

验深入游客的需求，保证体验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旅游产品个性化发展，让游客有不同的游玩体验。

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应注意将环巢湖地区的民俗文化自然融合在整个旅途中，如在旅途中由导游或者专门的歌手唱上一段巢

湖民歌，与旅游者说一说当地有趣的风俗，或教几句本地话，介绍介绍文化背景，让整个旅途氛围轻松愉快，而且可让旅游者

以真切体会到乡村淳朴自然的魅力。

3.4.2 乡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环巢湖地区拥有自己的特色优势，其中优越的地理位置、适宜的气候条件以及优美的田园风景。当地蕴藏丰富的地热资源，

有半汤温泉、汤池温泉、香泉等，温泉旅游是一大特色，同时更应该发挥巢湖温泉医疗康体的作用，增加一些供人们运动休闲

的空间，不仅仅局限于满足旅游者追求身心放松的需求，让人们在回归自然享受曼妙的自然风光又能强健自己的身体，舒缓压

力，增强旅游吸引力。

3.4.3 乡村生态观光旅游产品

巢湖水域面积广阔，周边有银屏山、蛇山、龟山等山丘，山水相间美不胜收。巢湖地区还有紫薇洞、王乔洞、仙人洞这样

的溶洞景观，地质景观丰富具有很好的观赏和研学价值。可以发展自行车环湖观光，将一个个景点串联起来。丰富的自然景观

给必定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让游客深切感受大自然的魅力。环巢湖区域内分布有许多湿地如龟山湿地、三汉河湿地、槐林

湿地、滨湖湿地，湿地是地球之肾，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巢湖湿地栖息着鸟类、也生长着各类水生植物，不同时节能够欣赏

到不同的景观。我们可以以湿地为依托，开发环巢湖地区特有的湿地景观生态旅游，强化自身特色。

3.4.4 乡村活动体验旅游产品

环巢湖地区农业发达，农作物品种多样，合肥牛角大圩、长丰县全国无公害草莓生产基地，可以满足旅游者从事野趣活动

的愿望，区域内还有巢湖这一大片水域资源可以发展渔业开展垂钓活动，通过采摘、垂钓这些野趣活动让旅游亲身体会乡村活

动的乐趣，增强整个旅途的体验性。我们的体验活动也不应仅仅局限在农业活动上，应充分发挥当地资源，巢湖拥有八百里湖

水面积，适合发展水上项目，如水上飞机、快艇、潜水等娱乐活动。环巢湖还拥有连绵的山脉，可以利用开发如登山、攀岩、

露营等活动，让游客在适量运动中消除疲劳，获得多样化体验，回归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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