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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经济结构转型趋势下 

乡村旅游业经济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贵州省凯里市龙场镇为例 

申仁柏
1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业方兴未艾，乡村旅游业，主要是将农村原生态、原汁原

味的自然景观，在农业文化、农村生活的基础上，巧妙结合。其发展逐渐进入高峰期，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缩小

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以凯里市龙场镇地区的乡村旅游业为标本，对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求促进乡村旅游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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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既是一种农业自然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中国乡村旅游经过数十年的

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整个旅游产业模块中最为重要的增长率之一。凯里市龙场镇麻塘革家寨是一个独具特色、民族气息浓烈的

地方，由于资金投入少、人才缺乏等因素的限制，宣传力度不大，缺乏知名度，需进一步规划、整合、建设和发展。 

1 乡村旅游业概况 

乡村旅游以农村地区为核心，以农村地区特殊的生态风景、依山傍水、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等为主要旅游内容，同时通过

不断丰富旅游项目，满足不同人群的层次需求。 

国外乡村旅游业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在 18 世纪初期左右，乡村旅游仅仅是庄园的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在 19 世纪中

叶，乡村旅游业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实现了乡村旅游业的多元化，风靡于多个乡村城市中。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 1960

年左右，欧洲多个城市将乡村旅游业纳入经济市场的体系中。在 1980年左右，欧美发达国家的乡村旅游业基本走向成熟。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经历了以下历程： 

(1)1980-1994年，萌芽阶段。农家乐的兴起，是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序幕（1986年，成都“徐家大院”的诞生、1994年，“1+2”

休假制度颁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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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1995-2001年，发展阶段。1995年，我国开始实行假期制度；1998年，举办的“中国华夏城乡游”主题活动，是乡村旅

游业发展的转折点；2000年，我国提出“黄金周”的概念。 

(3)2002-2006 年，纵深阶段。2002 年，我国颁布了《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标志着我国乡村旅游开始

走向规范化、高质化。2006 年，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旅游年”，将乡村旅游的角色提到了更突出的位置，“新农村、新旅游、

新体验、新时尚”全面推动乡村旅游提升发展。 

(4)2007 年—至今，转型阶段。2007 年，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推动

乡村旅游发展。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和

多样化。2009年，《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乡村旅游富民工程。 

根据旅游业的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的农家乐截止到 2015年底，已经超过 200万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营业收

入已超过 1200亿元以上，不仅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大量农民的就业问题。 

2 乡村旅游业特点 

2.1区域化、精品化 

乡村旅游主要是以地方景观、景貌为依托，以全村、全镇为基础，开发乡村旅游业，具有一定的区域化优势，也避免了同

质化的竞争。每个乡村都有地方特色，不同乡村也在打造“一村一品”的特色化乡村旅游，更具精品化。 

2.2新产品、新业态 

现代的乡村旅游在走特色化经营，比如：贵州省积极构建“园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时刻与时俱进，江苏

省搭上“互联网+”的浪潮，不断创新产品，迎来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3 龙场镇旅游业发展现状 

龙场镇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交通便捷，距市区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麻塘乡背依余凯高速，境内资源丰富。

长期以来，凯里市政府高度重视龙场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在不断出台政策、措施，促进乡村旅游的整合、转型。 

3.1自然资源丰富、鲜明 

龙场镇资源独特，有多处重点风景区，诸如：风光旖旎的香炉山、迷人且奇特的旅游村寨，以及千姿百态的渔洞溶洞，构

成了龙场镇的天然景观，是凯里市的一道风景线。 

3.2文化资源独特、多姿 

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雄厚的文化资源，龙场镇历史悠久，文化资源独特，比如：麻塘革家寨，有射日英雄羿的后代等历

史传说；有古朴大方、花纹别致的革家蜡染，有腰系丝带、流苏围腰巾的民俗风情。除此之外，还有绚丽多姿的飞歌、芦笙舞

等历史文化，蜡染、刺绣等农耕文明体验。充分说明了龙场镇的文化底蕴深厚，极具开发的优势。 

3.3生态乡村建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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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6年底，龙场镇的特色农业发展迅速，已建成高效生态畜牧示范园区以及农业园区、观光园等，其中包括红力扬

蓝莓采摘基地。麻塘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革家村寨，优美的环境和特色农业园区，相互映衬，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添砖加瓦。在

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中，麻塘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3.4乡村农家乐快速发展 

根据现场走访调查，麻塘村的农家乐发展势头迅猛。截止到 2016 年，农家乐的数量达到 15 家，全年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在

5.4万人次，直接营业收入是 54万元，解决了 60多名村民就业问题。龙场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好转，

也为农民致富、增收开辟了新路子，对提高村民的收入以及促进龙场镇乡村村民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家乐也是乡村旅游的另一种新模式，经过近十多年的探索，农家乐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优势。 

4 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4.1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业态，不断发挥着桥梁作用，通过加快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加快城乡建设的进程。依据我国旅游业相关部门的研究规划，明确在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前，我国乡

村旅游的客源总量将近 8亿左右，这样基本上可以为 4000万民工提供就业岗位，帮助更多的农民从事非农业形式工作中，实现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农民就业数量的逐年增多，由 2014 年的 520 万人次，增加到 2016 年的 672 万人次，增长率

为 22.62%，实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受益。尤其是营业收入，由 2014年的 3600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5700亿元，不难看出乡村旅游带来可观丰厚的收入，不仅促进地方经济的好转，也更好的发挥了地方独有的自然、人文优

势。 

4.2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有效改善村容村貌 

从不同省份、不同县域的乡村旅游业现状可以看出，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将城市的游客吸引到乡村，激活了农村

的消费市场，农民也将剩余的、有特色的农产品，销售给游客，带动了地方的农业产业发展。完善我国乡村旅游业，有利于帮

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生活，通过优化村庄自然景观，完善农村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庄的卫生状况，发挥其淳朴自然优

势，招商引资计划才能更好的实施。 

4.3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通过加快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首先，可以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进行消费，为农村地区带来大量资本，实现农民收入

的可持续性。其次，也有利于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发展，为城市与农村之间，实现更好的经济、文化繁荣提供桥梁，引起地方政

府部门对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视，有利于实现乡村地区多方均衡、可持续发展等。 

5 影响乡村旅游的因素 

5.1基础设施落后 

根据对龙场镇的走访、调查可以发现，现阶段，龙场镇乡村地区的接待设施不完善。如餐饮服务、交通环境、住宿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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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都难以让人满意，这是与游客直接接触的层面，对乡村旅游的第一印象也会大打折扣。像卫生间、贵宾休息间、车辆

寄存处等相应的配套设施比较简陋，还缺乏一些必要的基础设备。其原因是一些经营者的重心放在了主体建筑上，而对环境的

治理有些忽略，环境优化不够。 

5.2缺乏品牌意识 

龙场镇地区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乡村旅游业可以带来更多的增值效益，但龙场镇风俗文化

氛围不够浓厚，缺少地区经济文化特色，并且旅游项目多为传统的庄园式，无法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龙场镇只有极少

数村落对外开展旅游项目，导致地区文化旅游基础薄弱，甚至有些村落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关键是加大开发力度，增

加具有民族文化和乡村特色的景点开发。 

5.3旅游人才匮乏，资金投入不足 

龙场镇离市区较远，旅游管理方面的人才就业难度大，导致乡村旅游的服务质量令人担忧。旅游管理人员学历低，缺乏知

识型、经验型的人才。地方政府对龙场镇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旅游人才相对匮乏，捉衿见肘。从事旅游管理的多为当地村民，

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很难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尤其是在回答游客的问题时，更是显得不足。同时，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别，

管理人员与游客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尤其是当地方言浓厚，外来游客很难听懂当地村民语言表达。由于地方政府投入资金

不力，一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引进难度大。 

5.4营销理念落后，同质化竞争激烈 

乡村旅游很大程度上，偏离现代化的营销方式和渠道，较为先进的手段没有得到利用。比如：由于龙场镇的基本设施不完

善，使交通、通信等工具在农村不能得到很好的推广利用。受环境的限制，很多通信线路、器材无法进入村庄，通信设备相对

较为原始，这也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当地的旅游发展主要以口碑营销为主，缺乏一定的弹性机制，容易形

成激烈的同质化竞争。来到此地的游客多数是身边朋友、亲戚的推荐，他们很难获取当地的相关信息。 

5.5政府支持力度小，扶持不到位 

影响龙场镇当地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地方政府没有真正意识到乡村旅游业在经济市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

面，相关部门缺乏完善乡村旅游业的管理制度，导致当地的乡村旅游业在成本、资源开发、经营管理等问题上无章可循。另一

方面，对于乡村旅游业相关管理部门的权责尚未分明，出现部门之间责任推卸现象等。同时，在乡村旅游业在地区资源开发上

缺少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阻碍了龙场镇当地经济的发展，群众对乡村旅游产业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政府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的专项资金欠缺。 

6 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路径 

6.1改善基础设施，增强服务理念 

为了给游客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方便的出行交通，政府要全面统筹发展。要把旅游风情小镇的基础设施和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的“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结合起来，通过对乡镇的道路、供电供水系统、通讯系统、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要

优先发展，改善乡村的基本环境卫生，创造和谐的乡村旅游景点。乡村环境、设施改善了，游客才愿意来此旅游度假。 

6.2强化品牌意识，增强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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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龙场镇有自身的地理优势，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比如：朴实的民俗、优美的歌舞等，都是丰富的文化资源。 

其次，品牌效应。游客们好的评价与口碑会大大提高龙场镇乡村旅游的名气。要有好的口碑，就要重视提高服务人员的服

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 

6.3加强政府监管，合理开发 

目前，对于乡村旅游的开发，要在制度上进行约束，措施上进行监管。对于个别特殊的旅游地点，进行合理评估、开发，

对资金的使用加强监管。加强对项目的科学管理，提高人员素质，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带动村民奔小康，走向致富路。 

6.4促进人才建设，管理体制透明化 

一是提高对旅游管理人员的引进。在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就是旅游项目的管理人员，主要包括：专

业管理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等，提高员工薪酬待遇，制定科学的管理体系，引进优秀人才。二是重视乡村旅游中从业人员的培

训。三是提高村民文化技术水平，加强地区之间的沟通交流，达到优势互补，整体提高乡村旅游业的管理水平。 

6.5加强宣传力度，完善营销渠道 

6.5.1充分发挥传统营销方式的作用。 

因为不同的营销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提高和重视当地经营管理者的营销方式，结合游客的心理，采取多种多样的促

销活动。比如：亲子游、休闲农庄等。 

6.5.2积极开展网络营销，拓宽营销渠道。 

当今网络化信息时代，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网络的营销是品牌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设立龙场镇旅游网

站、微信公众号推广等形式多样的营销模式。 

以龙场镇作为研究标本，深入分析了龙场镇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以乡村旅游的理论作为切入点，对乡村旅游业存在

的不足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业是一项比较复杂的项目，涉及的部门、种类繁多，需要通过多角度对其进行

研究。为了更好的实现乡村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科学的管理体系，思想前卫的方法，政府职能部门作用的发挥，促进乡

村旅游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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