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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 

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巫昊燕
1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

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

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 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

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 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

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

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 ANN 值均小于 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

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

61.15 个/万 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 27.09 个/万 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

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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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大规模扶贫开发项目的实施,带领 7.4亿农村人口实现了脱贫,

居民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贫困人口仍有 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3.1%,地区间发

展极不平衡,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扶贫攻坚的新任务、新要求,要让贫困

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2]。近年来,随着政府不断推进我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作为既能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还能够带动农民增长就业机会提前脱贫的有效途径之一,成为国家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策

略。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指在具有一定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贫困乡村,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深入到乡村各户,有针对性地帮助贫

困群众,提升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整体脱贫[3,4]。乡村旅游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在解决“三农问题”、拓展

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业融合、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成为贫困地区增加农民收入最现实、最直接、最有效、最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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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支柱产业[5,6]。我国贫困人口大都生活在偏僻的农村,但这些贫困地区由于具有独特的地形地貌、自然生态景观等比较丰富的

发展旅游资源的优势,才有可能建立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联系[7]。我国政府计划通过发展旅游业止 2020年前,使 1200万人口实

现脱贫。现阶段,通过深入了解精准扶贫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不断挖掘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优势,将有利于制定切

实可行的发展决策,才能尽早带领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也是该研究关注的重点。 

目前已有众多学者针对我国各地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展开了研究[8,9,10,11,12],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

紧密度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等。胡美娟等[8]借助 GIS 软件,选取最近邻指数、热点聚类等方法分析了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

布格局及其多尺度特征。王震等[11]采用最邻近指数等指标,对杭州市 28 处重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刘真真

和李盈昌[12]运用最近邻指数和核密度分析,对山西省 489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定量测度。重庆市是

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近年来该市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工作,将贫困户作为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主体,开展全域乡村旅游。文章

在前人研究的经验基础上,结合重庆市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现状,以该市 14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

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并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 194 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

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重庆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介于东经 105°11′～110°11′、北纬 28°10′～32°13′之间。东西长约 470km,

南北宽约 450km,总面积达 8.24万 km2。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表现为东南部、东北部高,中部和西部低,东南部靠近大

巴山和武陵山两座山脉,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6～18℃,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

降水量在 1000～1350mm之间,年日照时数 1000～1400h。 

截止 2017 年,重庆市共有常住人口 3075.16 万人,城镇化率为 64.08%,比 2016年提高 1.48个百分点。全年安排财政性扶贫

资金 51.21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12.7%,实现 16.03 万人贫困人口脱贫。全年接待游客 5.4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300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25%。其中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7亿人次,综合收入 510亿元,带动就业 100万人。全市国家级乡

村旅游重点扶贫县共 14个,覆盖 126个村,2017年到乡村旅游扶贫村旅游的人数超过 4000万人次,直接带动全市 1.5万余户乡村

旅游接待户户均增收 3万余元,到农家乐就近务工的人均年收入达 1万元以上。 

1.2数据来源 

该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7年重庆及各贫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重庆统计年鉴》、重庆市乡村旅游扶

贫开发办公室、重庆市旅游政务网公布的官方数据。 

2 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平均最邻近比率、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 3 个指标来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乡村旅游资源的空

间分布特征。 

2.1平均最邻近比率 

平均最邻近分析是通过测量每个要素的质心与其最近邻要素的质心位置之间的距离,然后计算所有这些最近邻距离的平均

值,常用来分析点状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
[13]
。计算方法为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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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ANN 表示平均最邻近比率,r 表示每个乡村旅游资源布点与最近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N 表示乡村旅游资源布点总

数,S 表示研究区的面积。如果 ANN>1,表示空间点呈随机分布,若 ANN=1,表示空间点呈均匀分布,如果 ANN<1,表示空间点呈集聚

分布。 

2.2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用来描述地理要素空间分布集中程度的指标
[14]
,该研究采用该指标来衡量乡村旅游资源的集中分布情况。计

算方法为[14]: 

 

式(2)中,Di表示第 i种乡村旅游资源类型的数量,N表示乡村旅游资源的总数,n表示乡村旅游资源的类型总数;G表示重庆市

乡村旅游资源的地理集中指数,G值越大,表示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越集中,G值越小,表示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越分散。 

2.3平均分布密度 

空间凝聚区域分析,多采用平均分布密度进行测度,计算方法为[15]: 

 

式(3)中,Q表示研究区域内乡村旅游资源的平均分布密度,N表示区域内乡村旅游资源的数目,S表示研究区域的面积。 

3 结果及分析 

3.1精准扶贫县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重庆市 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共有 194个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模式主要有 4种类型。 

3.1.1高科技农业园 

这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是以龙头企业为经营主体,依托农业产业化项目形成的景观,为游客提供以观光旅游为主,兼带饮食、

住宿、购物等多方面的服务。高科技园的建设不仅促进当地科技成果到经济效益的转化,同时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解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其中武陵镇依托沿江区位优势和自然生态禀赋,打造了特色果园、观赏农田观赏苗木、花卉展示区、湿

地观光区、古镇记忆区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带。在武陵镇市级现代农业园,现已发展晚熟桂圆 300hm2,蜜柚栽种 500hm2,优

质稻谷 400hm2,吸引了众多游客。黔江区武陵仙山山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以生产符合市场高层次需求的高端蔬菜和品牌水果为

重点,大力发展蔬菜、猕猴桃、脆红李、车厘子、中药材和特色林业等产业,建成了优质蔬菜基地、特色水果基地和珍稀水生动

物繁育中心,辐射到周围 5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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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农家乐 

农家乐是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数量最多的类型,也是乡村旅游扶贫主要的发展模式。农家乐的业主利用当地的农产品进行加

工,满足游客的需要,这种模式运营成本相对较低,比较适合在扶贫地区经营。2017 年上半年,重庆市农家乐收入达 8500 万元,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1 亿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秀山县水云渡农家乐和潼南县朴真农庄。秀山县境内洪安边城、妙泉湖、川河奇观

等风景秀丽,是我国著名的武陵山风景区的一部分。依山发展农家乐,既可以品尝绿色无污染的农家菜,还可以欣赏自然景观,再

加上当地别具一格的民族花灯艺术,是旅游的佳地。潼南县朴真农庄主要提供有机健康宅配服务,农庄内建有有机生活体验馆,儿

童农耕乐园、亲水垂钓平台等设施,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图 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乡村旅游资源分布 

3.1.3乡村自然生态景观 

重庆市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本底和独特的乡土人文气息,因地制宜,结合生态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不仅促进资源的集约化利用,

还能为扶贫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境内小南海、黄水国家森林公园、酉阳桃花源等自然生态景观独具特色,其中酉阳桃花源

由世外桃源、太古洞、酉州古城、桃花源国家森林公园、桃花源广场、桃花源风情小镇、二酉山世外桃源文化主题公园和梦幻

桃源实景剧等八大部分组成,集岩溶地质奇观、秦晋农耕文化、土家民俗文化、自然生态文化、休闲养生文化于一体,先后评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等。黄水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可休憩,避暑、旅游、欣赏土家民俗风情,常见树种 3000多种,号称“中国氧吧”。 

3.1.4乡村人文景观 

重庆市巴渝、陪都等文化特色鲜明,铜梁龙舞、木板年画、梁平灯戏等民风民俗也独具特色,境内龚滩古镇、濯水古镇等景

观每年都会接待大量的游客,据统计 2017 年国庆第五天,龚滩古镇接待 2.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98%,濯水古镇的游客量达到了

2.27万人次,同比增了 183.75%。旅游景区的建设也带动了周围乡村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扶贫地区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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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精准扶贫县乡村旅游分布格局 

3.2.1各县乡村旅游整体分布格局 

图 1 表示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该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利用

Arcgis10.2对重庆市各贫困县乡村旅游资源的平均最邻近比率进行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各地 ANN值均小于 1,说明重庆市各乡村

旅游重点扶贫县乡村旅游资源呈集聚分布。通过对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乡村旅游资源的地理集中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得出

武隆区 G值最大为 75.26,云阳县最低为 57.33,表明云阳县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相对其他地区较为分散,武陵区较为集中,说明

云阳县乡村旅游市场相对比较稳定,辐射到的村庄比较多。而武隆区需要进一步发挥区域内部的集聚优势,带动周围乡村旅游业

的发展。 

3.2.2县域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 

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数目看,各地区数目差异不大,其中奉节县和武隆区最多为 17 个,占总数

的 8.76%。其次是巫山县为 16个,占总数的 8.25%,云阳县和巫溪县最少为 11个,占总数的 8.25%。各贫困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

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为 61.15 个/万 km2,其次为武隆区和黔江区,分别

为 58.58个/万 km2和 58.78个/万 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 27.09个/万 km2。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重庆市的东南门户,也是武陵山区重要的旅游集散地。全县形成了以乡村自然景观为背景,以自然生态、农

牧方式、民俗民风、农耕景观等为基本内容的乡村旅游资源。有原生态的川河盖草场旅游区、具地域特色的黄杨扁担等,类型较

为丰富。相关产业已覆盖 100%的贫困村、97%的贫困户。截止 2017 年年底,该县贫困人口减至 1210 户 5032 人,贫困发生率降到

了 1.2%。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乡村旅游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该文以重庆市 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分析了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并深入探究境内 194个

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得出以下结论。 

(1)重庆市 14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

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 

(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的 ANN 值均小于 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云阳县乡村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相对其他地区较为分散,武陵区较为集中。 

(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 61.15个

/万 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 27.09个/万 km2。 

4.2建议 

(1)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乡村旅游资源分布比较集中,可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优势,依托龙头企业,先重点培育现有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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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然后以点带面,逐渐辐射到周围各地区,形成旅游带,提高游客体验。该地区发展落后,融资相对比较困难。政府应把做大做强

当地乡村旅游龙头企业作为推进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使其在带领全区实现脱贫中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2)开拓发展模式。 

在开发模式上,可根据各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模式组合,如以观光采摘为主的规模化现代农业示范园,人文景

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提升文化内涵。通过传统农事、现代农艺、健身娱乐、休闲美食等,丰富游客体验,满足现阶段游客的多样

化需求。少数民族县区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等,可挖掘民俗文化特色,设计旅游产品,通过口碑宣传

提高知名度。 

(3)完善基础设施。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可与新农村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避免资源浪费,使资金投入覆盖更多的贫困地区和人口。加

强贫困地区交通设施建设,促进地区间的交流,实现发展乡村旅游的可能。如开州区马营村依托自身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大力发

展以休闲、避暑、养生为主的乡村旅游,村中各项基础设施齐全,营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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