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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女性的影响 

——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山凹村为例 

孙思远
1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近年来，乡村旅游因其健康、时尚、亲近自然的旅游形式，受到了消费者们的广泛喜爱。农村女性

作为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主体，对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参与乡村旅游给农村女性带来了就业渠道拓宽、收入及

社会地位提高，观念转变以及社会交往空间扩大、社会交往能力提升等积极影响。考察农村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

与情况及所受影响，对深入了解乡村旅游发展及其发展背景下农村女性的生活状况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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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旅游已成为人们闲暇时间放松娱乐的主要选择。而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健

康、时尚、亲近自然的旅游形式，受到了消费者们的广泛喜爱。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和独特卖点，由其乡村性延伸出的诸

多旅游项目如“住农家屋、吃农家饭”等往往与农村女性的日常分工有较强关联，因此，农村女性在乡村旅游经营中往往有着

较高的参与度。她们承担起了做菜、清理打扫、环境整饰等乡村旅游经营中的重要工作，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乡村

旅游的迅猛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女性带来了生计模式改变，家庭与社会地位提高，观念转变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拟对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山凹村参与乡村旅游的女性进行考察，深入了解乡村旅游发展给农村女性带来的影响。以期加深对乡村旅

游发展以及其发展背景下农村女性生活状况的认识，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1 研究地点概况 

山凹村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洪蓝镇傅家边科技园内，是傅家边行政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占地面积约 0.8km2。该村现

总人口 71人，农户 26户。山凹村四面环山、环境优美，且周边集中了梅花山、馒头山、桃花坝水库等优质山水资源，素有“金

陵桃花源”之誉。为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山凹村先后投资数千万元按照建设“南京市十大旅游专业村”的

目标定位打造了徽派马头墙建筑群、登山步道、观景亭、人工湖等旅游配套设施。同时推行土地流转，推广经济林果种植，打

造了极具特色的“梅花节”、“草莓节”等大型旅游活动。山凹村的乡村旅游极为发达，基本家家户户都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且女性参与乡村旅游的比例很高。因此，山凹村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情况及其所受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其进行深

入的考察也可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农村女性参与乡村旅游的现状 

山凹村农户较少，乡村旅游极为发达，在此背景下，村中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经营着农家乐。在农家乐的日常经营中，农

                                                        
1作者简介：孙思远（1998-），女，河南济源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在读本科生。 



 

 2 

村女性往往承担了做菜、清理打扫、环境整饰等重要工作。男性则多负责一些采购等技术含量较低，责任较轻的工作。在参与

的深度上，山凹村的女性往往将经营农家乐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而男性则会在农家乐的经营淡季前往周边地区打工。此外，

社区针对农家乐经营者们举办的培训等活动也多是女性前往。在被问及为何家中的男性不参加培训活动时，山凹村 35岁的女性

农家乐经营者 M说： 

“有人来吃饭都是我炒菜，那培训做菜的他去干什么呢？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女的，他也不好意思去。” 

山凹村的女性承担了大部分乡村旅游的经营活动，她们的参与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胜过男性。乡村旅游这一领域中出现了“男

性客位化女性主位化”的趋势。 

3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女性的影响 

3.1对就业、收入及社会地位的影响 

乡村旅游集饮食、住宿、娱乐、游玩为一体，并由此衍生出了诸如农家乐经营、林果种植、家禽养殖等相关的产业与服务。

这使得农村女性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不离乡的情况下就近解决了就业问题。就业渠道的拓展也使得女性获得了较以往更高

的收入。山凹村的很多女性过去并没有稳定的工作，有的只是偶尔去周边工厂打打零工，有的就呆在家中干一些农活，从未找

过任何工作。然在当前山凹村的旅游发展中，农村女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她们广泛地参与进了乡村旅游的各个领域，甚

至承担了挣钱养家的角色，收入大大提升。此外，因就业与收入的变化，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笔者

在请求山凹村的村支书帮忙介绍几个访谈对象时，村支书说： 

“可以的！我们这边很多女能人呢！我联系几个给你访谈访谈！” 

村支书的反应与描述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农村女性能力的认可与价值的承认。而在访谈的过程中，山凹村一位 32岁的女

性农家乐经营者 L表示： 

“现在家里的钱是我管的，事情是我们商量着一起办的。我们家农家乐离不了我天天炒菜啊，他（即 L 老公）又不会做，

那他只能多听听我的了。” 

从 L 的描述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农村女性在家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社会的认可与家庭地位的提高，都反映出了农村女性

在乡村旅游发展下社会地位的变化。 

3.2对农村女性思想观念的影响 

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农村女性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多元化、现代化的思想，这使得农村女性在比较与思考的过程中

实现了观念的转变，其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2.1消费观念的转变。 

在农村女性的传统消费观念中，勤俭节约占据了主流地位，且往往以储蓄为主，家庭日常开支多用于必需品消费。然农村

女性参与旅游业的相关经营之后，其消费观念也产生了变化。一方面，她们开始重视生活的质量，注重兴趣的发展与自身的享

受。在谈到日常消费品时，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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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护肤很感兴趣，女人肯定得保养。我买面膜都是一箱一箱买的，还有什么水乳、清洁这样的东西，我都有的，这种

东西要用起来，不能太亏着自己。” 

另一方面，与这种重视生活质量的消费观念相伴而生的则是储蓄率的降低，不同于传统农村女性“多存少花好持家”的观

念，山凹村参与乡村旅游的女性多有着“会赚也要会花”的想法。在被问及家庭的储蓄情况时，M说： 

“我们家现在不太能存得下来钱，因为平常谁说想买点什么，不超出承受能力的就买了，比如说我这个华为手表，还有我

老公的鞋什么的。我们家还喜欢出去玩一玩，不忙的时候基本每周都出去，周末开车去附近逛逛，这个也要花钱的。” 

显见，受乡村旅游发展下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生活环境的改变等因素影响，农村女性的消费观念产生了诸如对储蓄率重视程

度较低、追求生活品质及享受等转变。 

3.2.2婚姻观念的转变。 

传统的婚姻观在要求女性早早结婚的同时，还有着对女性“嫁一个好人家”、“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种种期待。而随着乡

村旅游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观念被城市旅游者们带入乡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女性的观念。在谈到理想的结婚年龄

时，山凹村 30岁的女性农家乐经营者 S说到： 

“我是 19岁结的婚，当时听着我妈的，稀里糊涂就结了，现在想想觉得结的太早了，有的时候经常会想如果当初没有结婚

的话我现在会在做什么。我女儿将来长大之后我一定不会让她太早结婚。” 

而在被问及希望女儿将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时，S回答： 

“这个我没什么要求的，关键还是要看她自己（喜不喜欢）。有钱什么的其实没什么用，你嫁给人家也不能过去吃白饭，这

样要被人嫌弃的。” 

由上可知，农村女性的婚姻观有了较大的变化，她们不再认同过早结婚，且认为女性自身应该具备一定的能力，不能期待

通过婚姻依附于他人。 

3.2.3生育观念的转变。 

受历史因素影响，乡村中多子多福的思想较为普遍，且重男轻女的现象严重。家中若没有男孩，会被人认为是“后继无人”、

“家门无望”。然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乡村女性的视野与思想都更加开阔，生育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L生育了一儿一女，

在谈起两个孩子时，她说： 

“对两个孩子我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说偏心男孩这样的情况，我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女孩更贴心。” 

S当前只有一个女儿，被问及有没有生育二胎的打算时，她说道： 

“婆婆其实是很想让我再生一个男孩的，我和我老公倒是不太有这种想法，还是顺其自然吧，也不能为了要个男孩就一直

生一直生，我也不是为了生孩子活着的呀。” 

虽然仍处于乡村文化的大环境中不能完全脱离，但随着乡村旅游发展而接触了外界现代化思想的农村女性已经显示出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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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大为不同的生育观。她们不再认同重男轻女的观念，甚至会觉得女儿比男孩更好更贴心。生育数量的多少也更多地基于

自我意愿的考量，不再盲目追求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3.3对农村女性社会交往空间与交往能力的影响 

山凹村的女性在参与乡村旅游前，社会交往的范围多依靠亲缘与地缘进行延展，交往空间较小。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她

们因业缘发展出了更多的交往对象。山凹村所属的傅家边社区为提升本社区农家乐的经营水平，面向社区内所有自然村定期开

展厨艺培训，因实用性较强，社区中的女性农家乐经营者多有参加。山凹村的女性农家乐经营者 Z经常参与其中，她说： 

“去培训不光是能学东西，还能认识很多人。我是从外面嫁过来的，之前一直没什么人说话，跟谁都不熟，干农家乐之后

能认识挺多人的，挺好的。” 

业缘群体拓展了农村女性的交往对象，而交往对象的拓展与交往空间的延伸密不可分。一方面，农村女性因业缘而发展出

了更为广阔的实体交往空间，使自己走出了家庭这一狭小的领域；另一方面，经营过程所要求的一些通过网络、电话等进行的

交流使得女性的虚拟交往空间得以延展。山凹村的大部分农家乐都会在大众点评等热度较高的软件上上传自己的菜品、住宿条

件等宣传信息，并及时地回复网友的评论与提问。此外，农家乐的一些熟客也会添加经营者的微信，以便预约订餐，部分熟客

多的农家乐还会建立自己的熟客微信群，当有新鲜菜品时及时告知。这些线上交流无疑为女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往平台。此

外，参与乡村旅游经营也提升了农村女性的社会交往能力。笔者所访谈到的女性都十分健谈，交流过程中落落大方，在谈话过

程中会有较强的表达自己想法的主动意愿。 

总的来说，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拓展了农村女性社会交往的对象与空间，同时也使其社会交往能力大大提升。 

4 结论与思考 

乡村旅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落环境与生态的改善，提高了村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庄的长远发展具有较大的积

极意义。农村女性作为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主体，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参与乡村旅游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女性的

生活，并为其带来了就业渠道拓宽、收入及社会地位提高等等，观念转变以及社会交往空间扩大、社会交往能力提升等积极影

响。然而，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农村女性的经营参与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农村女性文化素质较低，经营技能欠佳。且农

家乐往往将经营空间与生活空间混为一体，女性除了要负责较重的经营活动外，还受传统“女主内”观念的影响，承担家务劳

动。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领导，重视农村女性的素质教育，通过进行培训等措施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技能。并提倡家庭

内部两性平等，倡导男性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此外还可尝试推行家务劳动社会化，由社区提供儿童看护、老人照料等服务。

以期多管齐下，克服农村女性的参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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