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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现状研究1 

无锡太湖学院 许沁乔 

【摘 要】随着乡村旅游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全国各地乡村经济的发展。苏南地区作为乡村旅游早期发展地之一，

要想持续保持其发展势头，就必须重视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本文从产品文化内涵、雷同性、人才培养、区域联动

发展等方面对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提出对策，以期能促进该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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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较早，是我国最早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的区域之一，由于其地处我国经济发达区域，基础设施相对

完善，市场需求较为明显，因此发展至今取得了一些成果，在 2019 年颁布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在上榜的 13 个江苏

乡村中有 6 个是来自于苏锡常的苏南地区。目前，苏南地区的乡村旅游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如何确保有效的可持续发展，乡

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设计是其中的重点内容。 

1 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 

根据苏南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需求特点，其乡村旅游产品目前主要有以下几大类型。 

1.1 观光型 

观光型旅游产品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普遍的大众化旅游产品，这种类型的旅游产品大多具有优美的田园风光、独特的民风

民俗、传统或者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基地等旅游吸引物，能够满足旅游者的观光、休闲、娱乐等旅游需求。从市场发展的趋势来

看，虽然我国正在由传统的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但是观光旅游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苏南地区大部分的乡村旅游产品

皆属于或者起源于这一类型，本地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例如江南水乡风貌、宜兴的竹海景观等都是发展观光型乡村旅游

产品的基础。 

1.2 乡村体验型 

乡村旅游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旅游者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一种体验过程，这个体验过程是以乡村旅游资源为基础，以乡

村旅游产品为载体来实现的。这里主要将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的体验。 

1.2.1乡村生活体验 

这是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的起源，乡村旅游最早就是针对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旅游者而产生的。前往乡村旅游的旅游者大

多为其周边的城镇居民，利用闲暇时间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摆脱工业化、城市化影响下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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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旅游者的主要诉求，也是目前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主要目标。 

1.2.2历史文化体验 

苏南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有历史古迹、名人故里以及古老而传统的江南建筑风格，能够满足旅游者对当地历

史文化的探求，在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时结合其特有的历史文化韵味,让旅游者加深对其历史文化及乡村文化的了解。 

1.2.3亲子体验 

亲子旅游产品是时下最为热门的一种旅游产品，家长们利用节假日带着孩子外出旅游,增长见识的同时以增进亲子关系。现

在的孩子大部分从小生长在城市，对乡村的认识大都来源于书本和网络,带孩子体验乡村生活也成为当代家长的一种生活休闲方

式。乡村亲子体验旅游产品既能够满足成人远离喧嚣都市、体验慢生活的需求，同时也能让孩子实地认识和体验与都市截然不

同的乡村童趣。无锡阳山的田园东方、拖拉机农场就是典型的亲子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 

1.3 度假养身型 

度假养身类旅游产品已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旅游产品之一,将休闲、养生、康乐等旅游形式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以达到旅游者

放松心情、消除疲劳、增进健康的目的。 

苏南地区毗邻太湖，拥有得天独厚的度假养身条件,尤其以无锡和苏州的环太湖旅游度假区最为发达。此外，漂阳天目湖地

区和常州恐龙园内开设的温泉同样是以度假健身休闲为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因此度假养身乡村旅游产品,在苏南乡村旅游产

品中属于较为成熟的一种。 

2 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2.1 乡村文化资源开发深度不够 

旅游资源是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但是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却是很多地方发展旅游业存在的最大问题。在旅游业迅速

发展的当下，旅游者对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需求已越来越明显，但是目前国内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推出的旅游产品仍然以传统

的观光型为主，这显然跟不上旅游者需求变化的步伐，不能满足其对产品文化内涵和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苏南地区的人文旅

游资源相当丰富，许多优秀的乡村人文资源仅限于当地老百姓中流传，并未将其很好地刻画，无法很好地传递给前来游玩的旅

游者，降低了旅游产品的吸引力。例如，对有 3000多年历史的“吴文化”资源，深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的江南水乡文化、丝绸文

化、竹文化、茶文化等为代表的苏南地区特色文化均存在挖掘不足的情况，目前仅停留在对以古建筑为主的江南古镇景观的开

发，其内涵的文化低温并未结合到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中。 

2.2 产品雷同性大 

产品的雷同是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同一区域的旅游产品相似度高。苏南地区的乡村旅游产

品开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该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主要依托山、水、林等自然资源，产品主要以欣赏自然山水景观、田园风光

和参观传统古建筑的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对于新兴市场需求和业态发展的关注不够，导致区域内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较为

明显。例如,苏州的东山和西山,都是以田园采摘类为主，各自特色不够鲜明，导致旅游者对两个地方的乡村旅游没有深刻的印

象，以至于旅游者会将两者进行混淆。同质化的旅游产品，不仅会大大地削弱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分散客流量，而且也容易导

致恶性竞争，因为同一区域内的产品彼此缺乏特色和个性时，就只能依靠单一的价格竞争，就会影响旅游经营者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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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3 缺乏专业人才 

目前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和经营的过程中，大多数的从业人员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学习和培训，主要是由当地居民和传统的

服务业人员构成，缺少熟悉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的专业人才。当下乡村旅游产品普遍存在缺少文化内涵和特色的问题，究其原

因主要就在于缺少高素质的人才。目前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发展依然处于初级模仿阶段，虽然当地政府都想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来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导致即使当地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却始终无法将资源转换成有吸引力的产品。

这种情况一方面会对当地乡村旅游的宣传营销带来难度,因为无法找到强有力的吸引点，另一方面即使旅游者前往该地旅游也无

法从现有的产品中充分领悟当地的乡村文化,而影响到旅游者对当地乡村旅游的评价。因此，要想开发出有文化内涵、具有当地

特色、能够满足旅游需求的乡村旅游产品,首先就应该具备一批懂乡村旅游、懂了解旅游者需求和熟知当地文化的专业人才。 

2.4 联动性不强 

苏南地区历来是经济发达和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早，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依

然呈现点状发展，彼此之间的关联度不高，各地经营者“单打独斗”的发展方式，难以形成集聚性的规模效益，导致对旅游者

的吸引力不足，无法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各地乡村旅游缺乏清晰长远的规划,盲目跟风建设，

导致无论是苏州，还是无锡和常州,开发的旅游产品大都是以采摘、垂钓等活动为主，相互之间缺乏区域联动性，大多处于小、

弱、散的状态，真正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较少。其二，缺少“景村联动”。苏南地区很多乡村都毗邻知名的旅游

景点,但是在其发展乡村旅游时并未充分运用这一优势，只局限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中，这其中既有政策规划上的不足，也有基础

设施不完善的问题，使得景区的发展与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脱节,没有形成很好的互助作用。例如，宜兴拥有善卷洞、竹海等知

名老牌景区,但是其多年发展并未与当地乡村旅游很好地联系，导致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宜兴，乡村旅游发展却不如一些周边其

他县市。 

3 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对策 

3.1 加大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 

在现代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想满足旅游者对产品文化内涵的追求，就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将本地特有的文化元素

转变为乡村旅游产品。无论是当地的传统建筑、农耕生活、特色饮食,还是特色风俗、传统节庆、历史传说等，都可以加以利用

成为乡村旅游产品的吸引物，让旅游者从中获得新的体验和感悟,满足其对乡村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方面的需求。 

苏南地区的民间文化极具特色，既有历史悠久的以“泰伯奔吴”“范蠡西施”等典故为代表的吴越历史文化，又有以“小

桥流水”为主的民居建筑文化,以桑蚕、稻米、茶叶为主的农耕田园文化,还有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代表的民间传说文化，

同时还有以昆曲为代表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丰富且兼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作为乡村旅游经营者都可以将其作为元

素与旅游产品相结合，也可以将其作为主题，围绕开发乡村旅游产品。例如宜兴地区，既是以出产紫砂壶而久负盛名的“陶都”，

又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中故事主要发生地，其在开发乡村旅游产品中就可以充分结合这些人文资源，将“陶”文化和“茶”

文化相结合作为主题进行开发，同时当地盛产竹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竹”文化与前两者相结合,让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体

会古代文人雅士在竹林中品茶的乐趣。 

3.2 突出产品特色，丰富产品开发类型 

地方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灵魂，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要在原有基础上深入挖掘乡村特色。苏南地区虽然受区域大环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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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地理环境和民俗文化上差别不大,但是各地之间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例如无锡阳山镇以盛产水蜜桃闻

名，近年来其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就以“桃”文化为核心打造旅游产品。从每年 3—4月的“桃花节”，到盛夏的水蜜桃评比、采

摘活动，同时投资、规划、建设桃文化博览园，使“桃”文化成为阳山镇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精心策划打造的“阳山国际桃

花节”正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经贸交流活动，每年都吸引众多的旅游者，同时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水蜜桃的销

量，真正实现了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的目标。因此苏南地区各乡镇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必须结合本地特色，摆

脱以往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真正实现“一村一品”、特色各异。 

3.3 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除了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之外,还需要有专业的人才。苏南地区地处经济发达区域,区域内和

周边城市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这非常有利于人才的引进。应加强与高校的人才合作，引进或合作培养乡村旅游发展所需

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要对现有员工队伍进行培训。一方面邀请国内乡村旅游领域的专家进行讲座授课，提高员工的素质;邀请

熟知当地传统文化的人士为员工进行授课，加强外来工作人员和年轻人对当地历史文化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要结合本地文化

特色对其进行专业上的培训。例如:对乡村传统手工艺人一绣娘、采茶员、船娘等极具江南特色的工种进行重点扶持，引导他们

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扬，也能加强产品的吸引力。同时还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注重人力资源的管理，真正做到能够吸弓 I

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 

3.4 加强区域联动发展 

苏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就要基于全域旅游的视角下，加强区域联动发展，进行整体的规划，实现区域

协同发展。首先要实行错位发展。要想增强苏南地区乡村旅游的竞争力，就必须充分挖掘区域内乡村旅游不同的文化特色，形

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例如同样处于环太湖区域，结合各地不同的资源优势，无锡可以依托自然山水风光和宗教文化，苏州则可以突出江南民俗

风情文化，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另外要充分发挥知名景区的优势，带动周边的乡村旅游。政府要起到引领作

用，将景区和乡村联合起来，加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便旅游者在景区与乡村之间往返。通过景区的知名度吸引旅游

者，完善的乡村旅游设施可以提高旅游者的留宿率，延长旅游者在本地的停留时间，从而进一步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4 结语 

苏南地区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当下及未来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需求变化，与当地特色文化充分结合，深入挖

掘文化内涵，打造不同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在以政府引领为主导下，加强城市、乡镇间的区域联动，

充分发挥知名景点的优势，最终实现该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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