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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视角下云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刘广宇
1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云南省新农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云南省发展乡村旅游业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基础配套设施落后、乡村自然景观破坏、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等困境。从产业

融合的角度进行探究，提出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治理融合、创新产业与乡村旅游业融合等发展路径。引导乡

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加快乡村旅游协调、绿色、健康发展，同时通过引入创新产业机制来加快乡村

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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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发展乡村休

闲旅游等有机结合。”乡村旅游实践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文献，对乡村旅游领域进行

了较深的研究。目前，中国大力推进农村振兴战略。它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加快实现云南省新农村建设目标。总

而言之，乡村旅游发展对旅游主体和客体的影响是目前阶段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的主要领域。以及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模式、

问题和对策等方面，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刘奕等）注意到凭借第三产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区域发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并且指出“用创新产品和乡村旅游服务为出发点构造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和精确农业产业链”。但是，从产业整合的角度来看，

乡村旅游研究还很少，尤其是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和特征。安川燕等人“目前学者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城镇化、产业

融合、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等，这都是伴随着国家战略发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需求。”以现有的乡村旅游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结合云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对云南省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建议。 

1 云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云南省位于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四川省南部与云南省接壤，西藏省东南部紧邻云南省。云南省有 7 种温带。

云南陆地总面积为 39.4 万 km2，总人口数量不低于 4805 万（2017 年底）。云南省自然气候宜人，生物资源多样。云南最具吸引

力的乡村旅游资源主要是农村民俗风情和生态环境。还有乡村景观，民族集中，地域特色突出，这些都是增加云南省乡村旅游

的发展的重要优势。但是必须要认清的现状是，云南省乡村旅游的发展存在不少障碍，包括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乡村自然景

观及人文景观遭到破坏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云南省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优美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基础配套设施并存 

自然环境优美的地区大多集中在交通不便、基础配套设施较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包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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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和贫困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有大致相同的优势：自然环境优美宜人，乡土气息浓厚，民族特色鲜明，有较深的传统

文化底蕴。然而这些地区的劣势也同样不能忽视：交通极其不便，人居环境和基础配套设施差，老龄化、空心化程度严重，缺

乏劳动力和产业带头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长期滞后等。而基础设施落后则又会导致农村地区内部人才和资金的外

流，同时难以引进外部人才和资金，这样就阻碍了农村地区乡村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2.2高速的新农村建设破坏了乡村自然景观 

为响应国家号召，云南省许多地方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开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为广大农村地区做了不少好事、

实事。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建设了崭新、整齐的新式住宅小区，同时也建设了农村地区的配套设施，比如医院、学校、休闲设施

等。但是在对农村进行大改造的同时，也对农村本来的乡土面貌造成了不可恢复的破坏。一味地照搬其他地区的成功案例，使

得许多农村确实得到快速的发展和建设，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产生了“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比如昆明周边的一些农

村，借助政策扶持很快就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但是却失去了原本秀丽宜人的自然景观。许多村庄已经失去了传统风格，导致

传统乡村景观和当地文化在标准化和模拟化建设方式下迅速消失。 

2.3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与同质的旅游产品共存 

最近几年，我国国民人均收入增加较快，带动云南省旅游业飞速发展，乡村旅游业渐渐兴起。农村游客数量保持高速上升

趋势，旅游需求也表示出多样化的新导向。要认真研究乡村旅游在不同家庭生活周期中的需求，动机，兴趣和行为，并根据不

同的生活方式对乡村旅游市场进行深入研究。必须为创建特别，具有个性，体会新颖的乡村旅游产品提供市场定位，为建设符

合市场需求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决策导向作用。同质化的产品会使旅游者感到审美疲劳，进而产生对景区的厌倦情绪，

这也会导致后续的游客越来越少。 

3 云南省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途径 

3.1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治理融合 

落后的基础配套设施严重阻碍了云南省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落后的交通状况使得广大旅客望而却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困境，必须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状况。建立政府主导的，企业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以确保项目的质量，真正做好一切发展。当地政府要制定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设规划方案，方案要符合当地资

源与环境特色。一方面要大力加快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另外一方面也要坚持同步进行生态修复和治理。必须保证生态治理的

先行地位，保证不打折扣地实施，只有实施生态治理，才有可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业。应该将生态保护与

修复与基础设施建设融合起来，在体现新农村整齐风貌的同时，保留乡村的生态美，留下原汁原味的乡村美景。游客之所以产

生实践乡村旅游的旅游动机，美丽的生态环境必然是重要的催化剂，同时也是加快乡村旅游协调、绿色、健康发展的基础。 

3.2创新产业与乡村旅游业的融合 

要想打破乡村旅游业产品同质化的困境，就必须要引入创新产业机制，大力发展创新产业。要充分利用以移动互联网技术

为主的现代创新技术，将它们运用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中来。首先，可以在信息传播上有所创新，通过互联网将当地乡村生态、

资源、文化等方面的特色充分展示，对外界消费者产生吸引，进而使消费者产生旅游动机，促使他们来到当地进行旅游活动。

其次，经过创新的新型农业技术，农业景观和农业产品也可以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吸引物。另外还可以打造以接待中小学生参

观为目的的科普教育景点，以农耕文化传承为目的的博物馆展览式景点等。因此，要加快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就必须引入创

新机制，同时推进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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