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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竹云盖村乡村旅游合作社 

运营机制实证研究 

江雨
1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乡村旅游合作社是一种顺应乡村旅游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乡村组织。本研究以四川德阳市云盖村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当地乡村旅游合作的组织架构、运营机制及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与建议，以期为不同地区同类型旅游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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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至今已有 3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农家乐到乡村休闲旅游的转变过程，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使乡村组织模

式不断谋求转变，催生出了多样化的新型乡村旅游组织模式。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把“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

村旅游合作社”作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重要部署。乡村旅游合作社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层面上升到了国家工作战

略部署层面。随着参与旅游活动的乡村社区居民对个人权益的日益重视和乡村旅游对突破现有模式的越发渴望，一种建立在农

村合作社基础之上的组织模式——旅游专业合作组织（乡村旅游合作社）应运而生。 

1 四川绵竹云盖村概况 

1.1绵竹云盖村概况 

位于四川绵竹市西北部，距成都 90公里，交通便利，属灾后村内异地安置新村，全村整体统规自建，一部分呈现沿路的带

状分布，另一部分则顺山势立体布置，整体形成网状的村落格局。民房风貌统一为灰瓦白墙的川西民居风格。全村辖 3 个村民

小组，共 169 户，410 人，境内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林地 5500 余亩，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山村依山傍水、环境清新，规划

整洁、民风淳朴。 

1.2云盖村民宿游 

云盖村位于绵竹龙门山麓地带，依山傍水，成为夏季避暑胜地，自 2016年起，该村发展民宿吸引游客，一下子就火了，过

去里的矿山村，今日的民宿旅游村。近年来，为了增强云盖村民宿游的吸引力，村上积极增加休闲娱乐和康养元素，除增加传

统休闲娱乐设施，还引导客人早晚开展登山健身、河滨散步、赛车免费骑行等，利用河滩资源打造的儿童游玩沙滩、林中吊床

休闲和露营，夜间吹河风喝夜啤吃烧烤等，把过去较为单一的吃、住、喝茶打牌休闲变成丰富多彩的康养娱乐休闲，带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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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多元发展，为老百姓增收致富找到更多门路。 

截至目前，云盖村的民宿经营户达到 37户，333间客房，森林沙滩露营地 1个，总床位数 536张，带动其他村民从事小吃、

儿童游乐业主 8 户，售卖农产村民 4 户，引进绵竹伴月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上百万元，修建较高档次的民宿，以满足更多

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民宿经济已成一定规模。 

2 绵竹云盖村乡村旅游合作社运营机制研究 

云盖村在“512”大地震前，是一个典型的矿山村，地震后集中村内异地搬迁，村民面临产业转型，关闭小矿山、养鸡场等，

转型发展乡村旅游，村民自发经营民宿，从 2016 年有 12 户经营，市场火爆，完全不能满足游客需求，在镇、村的指导之下，

于 2017 年 5 月成立了绵竹市陪嫁湾民宿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经过两年多的运营实践，从当初发起的 28 人，发展到现在的 37

人。 

2.1制定乡村旅游合作社章程 

乡村旅游合作社章程是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制度。绵竹市陪嫁湾民宿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章程总则中明确了发起人与

法人代表，该社以服务成员、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宗旨。成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地位平等，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定了主要业务范围，设立成员个人账户，规范全体成员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组织成员依法

为乡村旅游提供服务等。 

2.2建立成员大会下的理事会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一套职务及权力关系的形式化系统，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中，成员大会包括本社的全体成员，

作为合作社的权力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成员大会下辖理事会、监事会。其中，理事会负责执行成员大会的决议，监事会

负责监督理事会。成员大会的职责包括：行使职权如审议、修改本社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选举和罢免理事长、理事、执行监

事；决定成员出资标准及增加或者减少出资；审议本社的发展规划和年度业务经营计划等。审议批准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

审议批准年度盈余分配方案和亏损处理方案；审议批准理事会、执行监事提交的年度业务报告；决定重大财产处置、对外投资、

对外担保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重大事项；对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和对外联合等作出决议等。 

2.3实行灵活的经营管理机制 

2.3.1村民直接从事旅游经营或旅游接待服务 

与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和外来企业主导的模式不同，居民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形成了乡村旅游合作社，其参与主体是当地

村民。鼓励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户，依托该村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文化特色，直接建设住宿、餐饮、文化娱乐等设施，

直接从事民宿、农家乐、餐饮店、民俗体验等，成为旅游业经营的业主，通过增加非农经营收入而实现增收致富。对于不具备

独立从事旅游经营，而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农户，可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旅游企业和经营户的经营接待活动中，成为服务人员。 

2.3.2资产入股参与旅游 

以“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引导既没有旅游经营开发能力，又没有旅游服务能力的农户，尤其是丧失劳动力的群众，以自

有或村集体的土地、房屋、资金等作为股权投入，参与到旅游合作社、旅游公司的经营开发中，通过获取股权分红，从而带动

这部分群众或村集体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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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推进产业融合，开发旅游文化商品 

推进与传统加工业融合，充分依托规划区丰富的农林产品、土特产品和传统工艺技术的优势，鼓励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

群众，开办传统工艺品、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等加工基地或公司，成为旅游商品加工经营户。推进旅游与种养业融合，引导有

条件、有能力的群众，积极发展绿色、生态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形成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并通过向游客出售自家的农副产

品、土特产品而获得收入。推进旅游与互联网融合，积极引导有条件、有能力的群众，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自媒体等，

传播旅游产品信息，接受旅游预订服务，发展旅游电子商务等，不断提高广大农户的科技应用能力和水平。 

2.4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成效明显 

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地区就业。旅游产业是关联性非常强的行业，旅游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机会，社会就能增加 5-7 个

间接就业岗位。旅游的发展使得旅游合作社能为云盖村和周边村镇提供数百个固定和临时就业岗位，增加了村民收入。 

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云盖村通过旅游开发，直接促进了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环境的共同改善。一方面

交通、环卫、医疗、文化等硬件设施的改善，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以节、会、展、演等为主题的节事活动等，将改

变当地居民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提高生活质量。 

提升投资品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并带来信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样有利于

地方投资环境的优化和市场宣传，更好地引进社会资本和项目进入本地投资，进而产生多重收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3 存在的问题 

3.1合作发展的意识不强 

旅游合作社组织的本质是通过合作促进发展。由于乡村旅游合作社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作难度较大且无法给地方带

来直接的税收收入，很多地方政府及村委会等相关决策组织还没能正确认识到乡村旅游合作社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们对乡村旅

游合作社的认识十分局限，更多的只管建立、不管发展，只是跟着旅游发展的潮流做表面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旅游

合作社效率低下、运转困难的局面。 

3.2外部保障条件不完善 

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十分重要，在优惠政策的覆盖面上，还未建立起涵盖税收、信贷、财政等全

方位立体化的政策体系，仅针对个别示范性合作社，对于多数规模不大、刚刚起步的乡村旅游合作社来说，能够享受的扶持很

有限。 

3.3内部运行不规范 

由于乡村旅游合作社成立时间较短，内部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合作社定位往往并不清晰，其组建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国

家资金补助和政策扶持，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和长远的规划。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实际运作大多流于形式，很少见到规范管

理和有效赢利。有的即使制定了规章制度，也存在有章不循、合而不作的现象，基本上只是应付上级检查的摆设。此外，乡村

旅游合作社根本目的是实现社员利益的最大化，在没有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和内部监管部门的情况下，乡村旅游合作社很容易

出现投机取巧行为，个别负责人会借助职务之便为自己谋私利，使广大社员权益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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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服务种类不完善 

随着乡村旅游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将走向多元化，为社员服务的合作社业务也需要扩展系列化。乡村

旅游合作社的系列化服务不仅为社员的生产和经营提供服务，还要在教育培训、信息咨询、社会福利等不同方面开展服务。 

4 对策与建议 

4.1强化合作意识，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地方政府及相关决策者需正确认识乡村旅游合作社建设的重要意义，重视旅游合作社的作用和影响，建立好发展好旅游合

作社，建立和完善章程及内部监督机构，实现社员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4.2加强旅游教育培训，培养乡村旅游合作社专业人才 

通过完整规范、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培养一批具有合作精神和实干能力的高素质合作人才，提升合作社成员的综合素质

和管理水平，逐步建立起一支规模完备、结构全面的乡村旅游合作社人才队伍。 

4.3完善服务内容，提升乡村旅游合作社的水平 

围绕旅游产品开发，为社员提供接待前、接待中、接待后一条龙服务，形成集旅游产品开发、服务标准制定、管理人才培

养、市场开发营销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跨区发展、开放办社，主动为跨区域活动提供服务，引导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合作

社通过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实现做大做强。 

4.4改善经营方式，提高乡村旅游合作社的效率 

乡村旅游合作社要积极转变经营方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现自我服务、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加强产品营销和

市场开拓，积极参加各类旅游展销会、推介会、旅游博览会等，与旅行社、旅游代理机构建立业务关系，逐步形成自己的销售

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社员的收益，提高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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