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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乡村旅游产品提质增效的发展路径 

张梅燕 崔传宇
1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苏州市不仅乡村众多，且大多乡村物产富饶、文化深厚，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具有先天独厚的优势。

但目前苏州乡村旅游产品还存在着产品开发同质化现象严重、旅游精品的打造有待完善、旅游产品的布局缺乏统筹

安排和相互协调等方面的问题。苏州可对乡村旅游产品进一步细化管理，将乡村旅游产品分为观光游览型旅游产品、

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等不同品类，探索不同品类乡村旅游产品提质增效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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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旅游的含义 

乡村旅游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农村所拥有的经济作物和地方资源为特色，以满足游客旅游度假为宗旨的村间田野游玩

形式。乡村旅游不仅可以让现代都市人的心灵回归精神家园，也可以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更是实现

城乡文化交流、促进城乡统筹的重要渠道。 

2 苏州市乡村旅游产品概况 

苏州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文化深厚，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乡村旅游的优势十分明显。苏州乡域面积占市域面积

的 75%，其中水域面积占到 42.5%。目前，苏州拥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30处、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 2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5

处。 

苏州自古以来便是旅游胜地，江南水乡独有的“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意境，使得自唐宋以来到苏州浏览的风雅之士便

络绎不绝。来到苏州便能看到以周庄古镇、经典园林、太湖山水为主的风景线，这些美妙的景点依靠着悠久的历史和经典的文

化构成了一道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旅游线。苏州乡村的田园风光、村落遗产、聚落建筑、民俗文化、产品工艺无一不彰显着吴文

化的深厚底蕴与意境。 

3 苏州市乡村旅游产品存在的问题 

3.1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现代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业竞争的焦点集中体现在旅游产品差异化、个性化以及良好服务形象的塑造

方面。目前，周边城市的旅游业如无锡、上海、杭州等正以“新、奇、特”的方式不断崛起，相比之下，苏州市乡村旅游产品

在开发设计方面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多以农家乐、农业园、古镇古村落等形式为主，对客源市场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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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观光型乡村旅游产品居多，休闲、专项类乡村旅游产品不足，难以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没有立足乡域特

色，没有对乡村旅游产品做应有的升级和深度开发，是目前苏州乡村旅游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3.2乡村旅游精品的打造有待完善 

长期以来，苏州的乡村旅游精品主要是以周庄古镇为代表的一些古镇古村及古建筑景观。事实上，苏州也有许多其他具有

极强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特色产品，包括一些非物质的乡村旅游产品，如江南唯一的平原森林公园——肖甸湖森林公园，江南水

乡的乡村生产、乡村生活、乡土民俗以及以吴文化为底蕴的太湖渔家生活、丝绸文化、民间音乐、传统艺术、传统工技、民风

民俗，等等。但是这些优质的旅游资源与产品一直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很好的打造、未能形成能全面深度反映苏州文化底蕴的旅

游精品。 

3.3乡村旅游产业结构不够丰富 

一直以来，苏州乡村旅游的发展一直都是围绕着传统的旅游形式进行的，随着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度假型、文化型的乡

村旅行方式在苏州这片土地上没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目前，在苏州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依旧有许多地方只重视自然资源，

却忽略了人文旅游的发展；只重视苏州的历史文化元素，却忽略了传统民风民俗的继承，这使得苏州乡村旅游产业结构显得不

够丰富。通常游客不用太多时间，便能够将苏州乡村的全貌尽收眼底，而且旅游业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虽然有着一定的规模，

但是缺乏一定的特色，并不能够较大力度地带动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增长。 

3.4乡村旅游产品的布局缺乏统筹和协调 

苏州是我国首批公布的 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相当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但由于苏州市乡村众多，乡村旅游资源较

为分散，导致苏州乡村旅游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乡村资源在开发形式上也较为单一，特色不强。除一些古镇如周庄、盛

泽、同里、甪直等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外，苏州还有众多拥有优质旅游资源的乡村和景区如肖甸湖森林公园、杨湾古

村、杨舍镇等，品牌知名度普遍不高，管理者也缺乏足够的乡村品牌打造意识，未从资源整合角度对苏州的乡村旅游线路进行

合理的组合设计，从而使得苏州很多拥有优质旅游资源的乡村至今默默无闻。 

4 苏州市乡村旅游产品提质增效的路径 

苏州市乡村旅资源丰富，类型多样。苏州应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优化乡村旅游产品结构、丰富旅游休闲度假产业新供给，

以国家古城旅游示范区为重点，按照保持原真、创新利用的原则，将乡村旅游产品分为观光游览型旅游产品、休闲度假型旅游

产品、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三大类，细化设计与管理，构建基础实、层次多、运作活的乡村旅游服务新体系，营造苏州城市游、

乡村游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展现苏州一流乡村旅游圣地的新魅力。 

4.1苏州乡村旅游应加强品牌设计 

游客乡村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暂时逃离生活和工作场所，实现精神上的放松，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因此，苏州乡村在发展

特色旅游的过程中，必须更加侧重特色的旅游体验上，让苏州的人文和历史等地方特色能够印到每个游客的记忆中。对于乡村

旅游线路的设计中应该加入当地浓厚的地域特色、历史特色、民俗特色，在乡村旅游项目设计上必须更加突出苏州地域文化特

色与民俗文化内涵与特征，让游客对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技艺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让游客深入农家体验风土人情，并品味纯

正的苏州特色美食。在进行具体的旅游项目设计时，应对苏州地区的历史人文元素进行具体的观察和分析，将苏州乡村丰富的

吴文化底蕴与情怀作为切入点进行拓展和丰富，充分融入到苏州特有的“小桥、流水、人家”与“开放、融合、创新”的优良

传统和现代时尚的整体设计中，加强品牌底蕴设计，深挖品牌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内容内涵，提升苏州整体乡村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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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苏州乡村旅游应丰富文化产品类型 

苏州乡村应充分挖掘昆曲、评弹、历史名人、舞台剧表演等传统艺术和时尚元素，大力开发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产品，将古

典文化与现代时尚文化协调发展。按照保持原真、创新发展的原则，将乡村旅游产品分为观光游览型、休闲度假型、文化体验

型三大类，细化分类与管理，以游客为中心，创新产品、丰富产品组合方式，提高游客满意度。例如，将乡村名人生平事迹以

说书的形式介绍给游客，设立茶室，让游客坐下来边听边喝茶赏景。乡村管理部门还可以采用文艺表演、舞蹈的方式让游客参

与各种娱乐活动，体验传统苏式文化带来的乐趣。这种表演将民俗风情、乡村文化和现代艺术展现在游客面前，让游客们对于

苏州乡村的了解不再停留于表面，而是更加了解苏州乡村文化的内涵。多样的活动也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文化需求，将乡村文

化与时尚文化更好的地结合。 

4.3苏州乡村旅游应加强营销推广 

一方面苏州乡村应采用情感营销、公关营销、广告促销、人员推销等方式，加大苏州乡村游的推广力度，如，通过旅游推

广、文化节、旅游节等来开展促销活动；还可以邀请拍摄团队为苏州乡村拍摄短视频、宣传片、微电影，举办苏州乡村摄影展；

通过社交软件、网络平台让游客随时知道苏州乡村活动，对于参加活动的游客可以赠送特色纪念品，可以是书签、园林建筑模

型、茶包小样等；向游客详细介绍、展示苏州乡村资源与文化产品，还可以通过不定期游客访谈，收集游客意见，不断优化苏

州乡村形象。 

另一方面苏州乡村还应和一些知名的旅行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与旅行社的合作鼓励他们对苏州乡村游进行大

力推广。对于能够提升苏州乡村游玩率的旅行社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于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去苏州乡村游玩给予优惠，在文

化节、旅游节的时候邀请旅行社积极参与，让游客充分感受到苏州乡村的魅力。 

4.4苏州乡村旅游应注重生态保护 

乡村旅游资源是公共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在旅游景点处多设置警示牌，加强对苏州乡村旅游的管理。同时游客也应提高个

人旅游素质，积极参与乡村旅游资源保护制度的建设，杜绝不文明的现象，为保护乡村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苏州应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各项保护乡村资源的规章制度。最基本的是不得改变乡村

内部原有格局，要保持山水石村的原貌，施工建设时不得对乡村生态造成损害。为了保证制度的可行性，应该规范各方的职责，

使制度落到实处，防止乡村建设破坏乡村遗产的整体环境，过度的旅游开发会丧失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5苏州乡村旅游应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乡村旅游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改善，才能更加有效地开展乡村旅游的管理，乡村也才会得到更加完善的发展。因此苏

州应开展乡村旅游管理人员和干部的培训工作，提升工作人员基本素质。一些重要的、业务性强的工作应交给专业的从业人员，

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制定 KPI 考核制度，实施奖惩措施。乡村旅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树立乡村生

态保护意识、爱岗敬业的责任意识，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维护好苏州乡村原本的风貌，为苏州乡村生态的保护及

乡村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使苏州乡村旅游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5 结语 

苏州作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工艺之市”“文萃之邦”，自古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誉。区域位置、文

化底蕴、山水园林、特色经济、交通便利都是苏州乡村旅游的先天优势。苏州乡村旅游业也为苏州乡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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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接下来苏州乡村旅游项目还须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特色，再造苏州乡村旅游新品牌。应以建设旅游强市为目标，认

真实施苏州市旅游总体规划，开发一批具有综合竞争力的精品旅游产品。拓展空间、优化环境，深挖苏州乡村旅游文化新内涵，

再展苏州乡村旅游新魅力，进一步发挥苏州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增强苏州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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