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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北经济区“旅游+农业” 

融合经济效应调查分析 

陈瑾
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系/ 

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心，四川 广元 628017） 

【摘 要】：采用线上线下共同发布问卷的方式，对川东北经济区 5个城市的部分农户及游客进行抽样调查访问，

对该区农旅融合发展的现状进行调研，以期探索出农旅融合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为农旅融合研究添砖加瓦，为该区

农旅融合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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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

道。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毫无疑问其中可行的一种方式，既能为农民增加收入，又能推动农村农业的发展。 

1 调研方法 

此次调查，是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布问卷的方式进行的，线上发布问卷星进行调查，线下通过对川东北广元、广安、达州、

南充、巴中各个城市的部分农户以及游客进行的抽样调查访问，收回调查结果 602份，其中乡村旅游从业者 382份，旅游者 218

份，样本随机，容量满足调查需求。 

2 调查结果分析 

2.1农民家庭纯收入得以提升，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但绝对收入偏低 

从业者均认为从事乡村旅游后，家庭收入普遍提高了，但绝对额度偏低。从事乡村旅游前有 54.32%的家庭处于年收入 3 万

以下，只有 8.64%的家庭能达到 10 万以上。可见大部分家庭在种植经济农作物的情况下，实现食物自给自足之余之外，能够换

取经济利益的农作物并不多，此类情况并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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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乡村旅游后有 28.4%的家庭年收入能够达到 5-10万左右，家庭年收入有明显上升。乡村旅游促进了交通、餐饮、住宿，

以及娱乐和网络等设施与服务的发展，还提高了乡村村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乡村与城市交流与融合。 

2.2乡村旅游带动了乡村就业 

调查显示 54.32%的家庭里至少有 1 人从事乡村旅游工作，14.81%的家庭里至少有 2 人从事乡村旅游工作，12.35%的家庭里

至少有 3人从事乡村旅游工作，6.17%的家庭里 4人从事旅游工作，12.35%的家庭里 5人以上从事乡村旅游工作。 

从事乡村旅游 66.67%的家庭会雇佣 1到 2人来帮工，18.52%的家庭会选择雇佣 3到 5个人，4.94%的家庭会雇佣 6到 8人，

9.88%的家庭能够雇佣 9人以上。表明了目前乡村旅游对乡村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担社会就业压力，也证明了乡村旅游

给农村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价值，对于农村的城镇化，加快了步伐。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带动的产业发展有了一个明显的概念，家庭从事乡村旅游工作的人数，相较于乡村其他产业的从事人数，

覆盖更广，参与度更高，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了一个良好的带头作用。 

2.3政府政策支持促进了乡村旅游从业者数量不断增加 

40.74%的乡村旅游从业者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政策的力度是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一环，扶持政策是指

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计划或规划纲要时，针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重点倾斜、优先扶持某些产业或部

门的措施，促使它们优先发展，快速发展，以期带动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2.4乡村旅游模式多为农家乐、民俗风情旅游等 

58.02%的乡村采用的是农家乐旅游模式，此模式也是川东北地区常有的农村+旅游发展方式，其优点在于，是农民向城市现

代人提供的一种回归自然从而获得身心放松、愉悦精神的休闲旅游方式。一般来说，农家乐的业主利用当地的农产品进行加工，

满足客人的需要，成本较低，因此消费就不高。而且农家乐周围一般都是美丽的自然或田园风光，空气清新，环境放松，可以

舒缓现代人的精神压力，因此受到很多城市人群的喜爱。46.91%的乡村采用民俗风情旅游模式，旅游者通过开展民俗旅游活动，

亲身体验当地民众生活事项，实现自我完善的旅游目的，从而达到良好的游玩境界。川东北目前民俗旅游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活

文化、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口头传承文化、民间歌舞娱乐文化、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 

2.5川东北旅行住宿是当地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之一 

乡村旅游项目多为常规旅游方式，吃住行游购娱缺一不可，对于乡村旅游提供的项目或者服务，此六项是重中之重，大多

数旅游者对于旅行的考量在于住宿方面的硬件要求，所以川东北地区的旅行住宿当地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之一，相较于普通的

住宿酒店，此类民宿，对于旅行者吸引力很大，认为住宿占据首要位置的乡村有 76.54%。民宿的住宿方式结合当地人文、自然

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为外出郊游或远行的旅客提供个性化住宿场所。 

2.6乡村旅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食宿收费 

有 71.6%的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旅客的食宿收费。农特产品实地销售以及特色工艺品销售分别是 55.56%和 54.32%。 

对于川东北地区而言，麦秸工艺品以及木雕工艺品最为畅销，麦秸生产的人造板质轻、强度高、保温、隔热，可锯、钻、

刨、钉，机械加工性能好，产品质量能达到美国 ANSI 标准（A208.1-93）中的 M-3 级工业用板的要求，完全可与木质人造板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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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售卖纪念品之余，还是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而木雕工艺品在川东北各旅游景点都有相似之处，其作为旅行纪念品，更

容易赋予其民俗文化，风景外貌，是一种常见的旅游附加产业。 

2.7从业时间较短，缺乏经验，初期投入偏低 

目前川东北地区大多数的乡村旅游工作者、参与者，有一年左右经验的占据了 56.79%。76.09%的从业者初期投入 5 万元以

下的资本，经营一段时间后，约 63.89%的从业者追加了 8万元左右的投入。 

2.8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行业的协调与指是从业者的普遍诉求 

乡村旅游道路和停车设施建设短板，推进垃圾和污水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立健全住宿餐饮等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

标准，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建设，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不仅如此，提供资金，规范旅游市场

环境，加强对行业的协调与指导，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电商平台，加强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如修路，加强居民信

息化教育，招商引资，帮助开拓融资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渠道等也是川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需要的政策支持。 

2.9安全是游客最关心的问题 

被调查游客月收入普遍在 6000～10000 元，普遍认同川东北乡村旅游服务，安全是游客最关心的问题。被调查游客表示愿

意尝试新形式的乡村旅游模式，对于乡村旅游模式的旅行方案极为看好。农家乐旅游模式、田园农业旅游模式、民俗风情旅游

等模式是最能受欢迎的乡村旅游模式，体验乡村风情的游客，民宿和露营成了他们的首选。 

在旅游行为中，习惯 2～5 人出行，对于旅行过程中的消费能够接受在 1000～3000 元之间，大多游客是通过宣传视频以及

报纸杂志和旅游网站同旅行社了解到川东北的乡村旅游模式，出行原因是为了休息度假，放松自己，或是体验乡村民俗风情。

同时对于游玩过程中，交通安全、餐饮安全、游玩安全是游客最为关注的问题。 

3 结论及建议 

(1）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科学规划开发，促进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川东北农业资源丰富，各市应根据资源禀赋，结

合市场需求导向，综合考虑区域发展环境、交通条件，制定和完善农业旅游开发的整体规划。以农业旅游示范点、旅游特色村、

A级景区为中心点，建立不同资源特色的农业旅游发展带，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另外，在农业旅游景点的产品配合上，通过统一

规划，将农业资源与旅游需求相结合，从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科普、农耕文化体验等方面，推进农业各产业环节与农业旅游深

层次融合，开发更多创意农业产品。 

(2）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行业自律。川东北农家乐数量较大，相关政策法规实施效果并不理性，拥有农业旅游经营“三证”

的农家乐数量占比不到 50%。对此，相关部门应完善农业旅游审核调查制度，实行部门联动，分级管理的方式，严格执行农家乐

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农业旅游接待点的服务设施、资源环境、卫生条件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管理，并加强对农业旅游经营者的农

业旅游知识培训和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经营者的规范经营意识。鼓励农户建立各种类型的农业集体合作组织，通过转变公益性

服务供给主体，发挥农村集体合作社的协调作用，弥补政府公益性服务的缺口。同时，联合农业旅游协会的力量，搭建农户沟

通协调平台，强化行业自律。 

(3）旅游企业、社区、农户合作开发，挖掘农村文化，丰富农业旅游产品内涵。差异化是促使旅游者产生动机的因素之一，

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差异除了反映在自然环境上外，还反映在乡村文化上。乡村文化包括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农耕文化是农民

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总结的经验智慧，包括旱地水田、梯田平川、牧场果园等生产理念以及相应的农事劳作方式。这些资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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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历史悠久，文化价值高，转化为旅游产品后必然是当地突出的文化特色。在农业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农耕文化博览园或农

事体验园的方式，开发富有文化内涵的体验式活动，提升农业旅游产品文化内涵。 

(4）构建营销网络，提高行业竞争力。农业旅游的客源市场一般是周边县市，宣传手段主要是口碑或发传单，对一定范围

之外的游客吸引甚微。而且经营者大多是农户，缺乏营销意识差。当前川东北农业旅游需要加快营销网络的构建，充分利用大

众媒体、户外媒体、专业媒体等传统营销渠道，创新性地利用网络宣传平台、节庆活动、旅游交易会等行销渠道，搭建景区间

以及景区与旅游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及时发布新产品信息，受理并协助处理游客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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