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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以襄阳市南漳县花庄村为例 

石洋霞 1 田美玲 1 周海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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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将农村、农业、农民串联起来，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扶贫开发中的

重要载体。通过对襄阳市南漳县花庄村的多次实地调研，分析其成功发展模式，归纳总结了“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

模式”的构成要素和此模式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引发了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集体化模式；乡村旅游；案例分析；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592.0 【文献标识码】A 

1 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概述 

我国乡村旅游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早期以成都“农家乐”、赣皖“古村落”和北京“民

俗村”为代表，第二阶段以 2002 年国家旅游局颁布《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为标志，政府旅游部门正式将乡村旅游纳

入监管，并推出一系列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我国乡村旅游事业取得飞速发展。 

我国学术界对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行集中研究始于 21世纪，比如郭焕成和韩非从游客旅游体验目的方面将我国乡村旅游发

展模式归纳为七种模式，李德明从乡村旅游驱动主体方面归纳为六种模式。而郑群明和钟林生则根据产权组织形式将社区参与

乡村旅游开发划分为五种模式。也有学者选择从国际视角关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异同，如高颖、刘竹青、刘玉梅则提炼出了

各国模式的经典特征。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把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热点引入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中，比如粟路军和

王亮指出发展乡村旅游对城乡统筹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廖军华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优

化农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上述研究总结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律，肯定了乡村旅游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价值，但普遍缺乏对如何加深农

民参与权和促使利益公平分配等实质性性问题的深入探讨，没有立足于我国国情，所以常陷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境地。利用

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就必须要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做深入研究。基于此要求，王晨光提出“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概念，这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对现阶段发展特征的清醒思考的结果，并且该作者对为何要选择集体化模式做出解释，也通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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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来为我国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总结经验，提出了此模式成功运行的四大规律。但是，对“集体化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的构成要素缺少探讨，对此，笔者通过对襄阳市花庄村的调研，分析总结了“集体化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构成要素，并进一

步分析其在乡村旅游上的推动作用。 

2 案例分析与启示 

2.1案例简况 

湖北省南漳县花庄村，地处汉江流域，景观基础较好。特有的山林资源与农耕梯田相得益彰，村内老建筑保存较多，且颇

具特色。然而，由于河道疏于管理，道路不通，鲜有人来。村民生活只能保持温饱，且还有贫困户 30余户。因此许多人选择外

出谋生，村里出现“空心”、“空巢”现象。 

2015 年，由南漳县农业局和肖堰镇共同招商引资，湖北印象老家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落户花庄村，投资建设印象老家乡

村旅游度假区，以有机农业种植为基础，以农产品加工销售为重点，以乡村旅游为纽带，来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2.2发展现状 

2.2.1资源开发利用状况。花庄村实施封山育林、河道疏通和道路修整的措施。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7%。并根据当地独特的

生态资源，开发真人 CS、宿营、团建活动等体验项目。还利用当地特色的房屋建筑，开发成立了民俗展览馆。 

2.2.2产业融合发展状况。花庄村以“中国有机谷”省级战略为背景，大力发展有机种植、有机养殖、休闲观光、科普教育

等产业。以农产品加工来实现旅游商品开发和农业增值，以乡村旅游来推广农业观光、采摘及农产品销售，使三产业融合发展，

互相推动。 

2.2.3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农户生产的农副产品可就地加工、销售、转化增值，年为当地农民增收 100万元以上；吸收当地

近 200 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景区服务和管理中，还吸纳了景区外 300 余人就业。当地旅游综合收入连年增长，村民们的经济

收入不断提高。 

花庄村为了发展乡村旅游，把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变成可以量化的资产，按比例分配到每户村民名下，作为股权，年底享

分红，分享集体致富的果实。花庄村无疑是成功发展集体化乡村旅游模式的一个典型。乡村旅游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

了花庄村村民脱贫致富，发展模式值得我们研究。 

2.3“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构成要素分析 

2.3.1共同经营的土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推出了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适度放活宅基地与农民房屋使用权等重大

改革举措。也就是说，我国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等生产要素可以在集体经济内部交换。共同经营的土地是“集体化乡村旅游发

展模式”最重要的构成要素，通过村级集体经济平台，对村内土地资源进行整合，有利于将资源进行全面的评估，为后期的规

划做铺垫；可以将村内的土地资源利益最大化，也能增强村民对今后村内改造工作的配合度。花庄村的成功做法就是将村内闲

置土地进行整合，鼓励村民将土地作价入股，从整体上把握乡村旅游的整个走向。 

2.3.2自主参与的社区居民。从乡村社区对乡村旅游资源所拥有的主体地位来看，乡村社区应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利益主

体之一。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社区参与多停留在字面上，当地居民常常被作为开发的客体而非主体。在“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

模式”中，追求的是农民集体参与，社区居民又是社区参与的主体，故而，在乡村旅游中更应注重当地村民的参与。花庄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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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旅游后，当地外出谋生的居民相继回村，参与乡村旅游，社区的参与度得到强化，旅游发展走向必然良好。 

2.3.3共同经营的公司。以土地等资源作价入股到成立的乡村旅游开发公司中，广泛吸收本村居民的参与还有外来商户的参

与，拓宽乡村旅游发展空间。实现小农经济模式向现代公司模式的转型，公司化运作，自负盈亏，这会对村民起到激励的作用，

让其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服务。花庄村就是在旅游发展中，招商引资，村民以房屋土地作价入股，共同成立了花庄村印象老家乡

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不仅扩大了资金筹措来源，也带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和热情。 

2.3.4良好的制度。首先重视建章立制，在村民中树立规则意识，用规则统一思想。不是简单地命令村民，而是耐心细致地

向村民传递发展乡村旅游的新理念。其次，用制度保障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比如在利益分配和如何对待村内老弱病残上。最后

是在乡村治理上的制度。花庄村村民共同商量制定了村规，在旅游开发上做了约束，其中明确了“发展旅游绝对不能以破坏环

境为前提，要走生态旅游发展道路”的理念。 

2.4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

上述花庄村案例分析来看，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这五大目标的重要保障。 

2.4.1产业兴旺。共同经营的土地，使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三个产业融合发展，互相推动。目前为止，花庄村集中开发了

户外拓展、民俗体验和乡村度假三大乡村旅游产业。产业兴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花庄村 2015年旅游综合收入 500万元，2016

年旅游综合收入 800万元，2017 年旅游综合收入 1000万元。该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带领全村脱贫致富，而且还带动周边地区

的富余劳动力就业。 

2.4.2生态宜居。良好的制度促进了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发展，有助于打造舒适怡人的旅游环境，营造清新自然的旅游氛围。

花庄村为发展乡村旅游，倾尽全力改善环境，建设宜居家园。对危房进行改造、对生产生活的废水和垃圾进行集中处理，提升

了生活品质。村内干净的街道，热情的服务，诗情的民宿，还有富有情调的咖啡馆，肆意开怀的篝火晚会，无一不给花庄村的

乡村旅游带来了持久的魅力。 

2.4.3 乡风文明。自主参与的社区居民为乡村旅游注入活力。“热情质朴”是花庄村打造的全体村民的理念。游客们到来时

的一句简单而又不失热情的欢迎，游玩时真诚热情的服务，游玩临走时的一句真挚的问候，这都能引起游客一种纯朴浓厚的“老

家”情感。乡村旅游的发展，带动了村民素质的提高，文明行为蔚然成风。 

2.4.4治理有效。良好的制度让乡村旅游发展井然有序，村干部们起带头示范作用，为村里的旅游事业发展任劳任怨，村民

们也严格遵守村内制度，每个人都有着主人翁的意识，精神文明在村内发挥着极大效用。热情的花庄人给游客带来温暖，带去

一个真挚好客的花庄旅游形象。 

2.4.5生活富裕。共同经营的公司不仅带动村民创造财富的热情，也拓宽了乡村旅游发展空间。利益分配制度的规定，让共

同富裕不再是一句空话。乡村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全村人民经济水平的快速上升。人均年收入从开始的不足 1000元增长至现在的

2.2 万元。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研究花庄村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提出了此模式的四大构成要素，并分析了该要素对乡村振兴的

推动作用。研究成功的案例，旨在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参考经验。但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在运用时不能完全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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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复制，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一定要考虑到当地的人文特点和风俗民情。走“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一定要注意

利益分配问题，保障好村民的利益，因为利益是驱使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到乡村旅游中的最大动力。 

参考文献: 

[1]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2]李德明.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探析[J].人文地理，2005（3）：84-87. 

[3]郑群明，钟林生.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旅游学刊，2004，19(4)：33-37. 

[4]高颖，刘竹青，刘玉梅.中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J].世界农业，2011(1)：81-82. 

[5]粟路军，王亮.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市场特征研究——以长沙市周边乡村旅游为例[J].旅游学刊，2007，22(2)：67-71. 

[6]廖军华.乡村旅游开发与“三农问题”破解之新思考[J].理论月刊，2017(3)：5-11. 

[7]王晨光.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与启示[J].山东社会科学，2018(5)：34-42. 

[8]张世兵，龙茂兴.乡村旅游中社区与旅游投资商合作的博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4)：49-53. 

[9]邹统钎，王燕华，丛日芳.乡村旅游社区主导开发(CBD)模式研究——以北京市通州区大营村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学报，2007(1)：53-41. 

[10]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61(4)：401-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