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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乡村旅游及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嘉丹
1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衡阳有着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依托这些资源转变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开发乡村旅游产业取得

了一定成果，但是想要实现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进行切实有效的调研和规划。本文主要对衡阳乡村旅

游及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对策进行探讨，指出衡阳应发挥其现有的资源优势，形成独具特色、体系

完善的乡村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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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对乡村资源所进行的深度开发，是在现代城镇化发展浪潮中所催生的一种旅游产业。当人们住进城市钢筋水泥

铸造的高楼时，每天看到的城市景象容易产生疲劳感，而乡村田园成了人们的向往之处，与乡村的土地、植物、山水近距离的

接触，呼吸乡村的新鲜空气，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满足感。乡村旅游主要面向周边城市提供服务，可满足人们周末、节假日的近

郊游需求，路程短、消费低、休闲性强，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游客。衡阳是老牌的旅游城市，其有着坚实的旅游业发展基础，同

时也有很多待开发的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推动衡阳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有效手段。 

1 衡阳乡村旅游资源概况 

1.1自然景观资源 

乡村旅游的核心在于乡村有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这些自然景观在城市是很难见到的，衡阳市地形南高北低，有多样化的自

然景观资源，在开展城市建设过程中，大多优质的自然景观资源都保留在了农村地区。衡山作为全国知名的山脉景观资源，其

绵延的支脉为乡村旅游打造了错落有致的自然景观；湘江两岸有青山，有村落，可以获得丰富的自然风光体验，因此，开发乡

村旅游产业时，这些自然景观资源是最需要得到保护，是发挥旅游效益的基础资源。 

1.2历史文化资源 

在衡阳市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时，还可充分开发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很多乡村保留着原始风貌，具有完整的村落文明，游览

这些村落可以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仿佛可以跨越历史和时空。衡阳自古以来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特别是有着全国四大

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这里一直都是古代培养人才的基地，书院文化也成为了衡阳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

纸术也诞生于衡阳。衡阳各类历史文化资源都可以应用于乡村旅游产业的开发中，关键是要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开

发，让其与乡村旅游的形式结合起来，给游客带来轻松、愉悦、丰富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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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民族民俗资源 

衡阳有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塔山瑶族乡就是重要的代表，这类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于开发乡村旅游具有重要作用，现如

今，塔山瑶族乡已经成为“旅游旺乡”，来这里体验少数民族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另外，衡阳市还有不少民俗文化资源，不

少乡村对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较好，而且传承下来，比如衡阳县揭牌火灯节就是著名的庙会性的民俗节日，届时会有舞龙舞狮、

花灯制作、踩高跷表演等等，这种民俗文化活动就是最为直接的旅游资源。 

1.4生态农业资源 

衡阳地理位置优越，除了山地资源，还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在湘江的滋养下，农业一直是衡阳的重要产业，而且衡阳也是

我国优质的产量基地，在开发乡村旅游的同时，不能对农业耕地造成破坏，而是要将农耕资源纳入到乡村旅游景观资源中，因

此，农业资源本身就是乡村旅游的特色资源。当前，衡阳在发展农业产业的过程中，积极改革创新，注重提质增效，既保障精

细农业的优质产量区域不受破坏，还大力发展其他多种特色农业、养殖业、林业，以建设出绿色高产稻田、特色湘黄鸡养殖、

茶园、脆枣等，因地制宜，发挥出不同乡村的土地资源特色，打造生态农业产业基地，让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形成有效融

合，现如今，衡阳市已经建设了不少具有特色的生态园区，还有一些农村建设了特色的观赏基地，对于发展乡村旅游起到了积

极作用。 

2 衡阳乡村旅游及经济发展现状 

2.1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 

近些年来，衡阳市在推动乡村精准扶贫工作以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积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修路、建

路，打通了城市到各个乡村的路线，不仅保障各个乡村能够通车到城市，而且各个乡村之间也能够通车，以串联起主要的乡村

旅游景观，这为乡村自驾旅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近几年的乡村建设中，各个乡村内部道路也更为完善，并建立停车场

等。另外，乡村网络基础设施也更为完善，实现了各乡村网络的全覆盖，保障农村居民也能够用上网络，避免游客来到乡村旅

游遇到网络不通的问题。乡村还积极为游客建造民宿，为其提供休憩居住的地方，各类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发展乡村旅游提

供了保障。 

2.2制定衡阳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在 2015年时，衡阳就制定了 2016-2030年的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将乡村旅游产业纳入到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中，通过

政策支持的方式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而且为乡村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诸多优惠性的措施，比如乡村旅游产业的税收优惠措

施；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的用水、用电、用气等保持民用价格，而不是商用价格；对于乡村旅游相关企业注册提供更为便捷高

效的服务；鼓励乡村开展招商引资；将乡村旅游和扶贫工作联系起来，为贫困乡村、贫困人口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等等。在衡

阳所开展的乡村旅游规划中，坚定以休闲农业为核心，围绕农业打造旅游产业，对全域范围内的乡村农业产业进行整合和重新

布局，形成不同的农业片区和功能片区，同时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体验区，已逐步推进全域生态农业的发展。 

2.3乡村旅游吸引村民“回巢” 

近几年来，衡阳乡村旅游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各村积极开展乡村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的新岗位，这些岗位

给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除了参与农作之外，农民还可以与相关企业达成协议，成为企业的雇员，而且有些工作可

以兼职完成；农民还可以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合作社，甚至自己来开设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等，在乡村就能够实现工作、创业，

当乡村旅游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回巢”，他们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前景，可以依靠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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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家乡，在乡村的收入可能比外出打工收入还要高，而且能够解决乡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一举多得。另外，乡村

文明在村民的维护下能够得以延续，而不是继续衰败下去，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下，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实现进一步的深化，

并促使村民过上幸福生活。 

3 衡阳乡村旅游及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3.1乡村旅游管理分散经济效益低 

衡阳乡村旅游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中，但是乡村旅游属于旅游产业的新形式，乡村旅游和其他的景区旅游在管理方面存

在较大的不同，景区一般是由专业的公司来进行管理，内部的管理制度都比较完善，能够实现规范化的运营，但是乡村旅游的

管理主体为乡镇政府以及农村基层政府，乡村旅游的共同参与管理者为村民，这些主体在乡村旅游方面都缺乏管理经验，而且

不同乡村之间的情况存在较大的区别，乡村基层政府之间的沟通比较少，从某些方面来看，在越来越多的乡村在开发旅游产业

之后，许多乡村之间还出现了竞争关系，比如为了获得更多的游客，在主路路口截流游客，为其推广本村的特色旅游项目等等，

这会使得乡村旅游的管理出现更大的困难。可见，这种分散管理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其无法形成完善的乡

村旅游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相对较低。 

3.2乡村旅游活动存在同质化问题 

衡阳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迅速，许多乡村为了及早赶上乡村旅游的班车，采取了去其他乡村考察学习的方式，回来就直接模

仿其他乡村的旅游形式，打造出乡村旅游的雏形，就开始宣传乡村旅游项目，吸引游客，但是，当前游客虽然对乡村旅游有着

饱满的热情，但是游客对于乡村旅游的期待也比较高，如果乡村在开发旅游产业时只是敷衍了事、缺乏特色，那么游客的满意

度也会大大降低，影响该乡村旅游品牌的口碑，也很难吸引游客的二次到访。在衡阳部分乡村开发旅游产业时已经出现了这种

同质化的问题，比如大多乡村旅游都在围绕采摘、垂钓、赏花、品茶做文章，或者是推出农家乐、民宿项目，对于游客来说，

同类型项目的选择越多，越容易缺乏新鲜感的刺激，而对于乡村旅游来说，由于吸引的主要是周边城市的游客，当同质化问题

越来越严重时，游客重复旅游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乡村旅游经济难以实现持续发展。 

3.3乡村旅游缺乏系列产品的开发 

乡村旅游应是一个完整的旅游产业，为游客提供系列化的旅游产品，除了观光、休闲、美食以及农特产品的销售之外，还

应为游客提供更为多样的旅游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可以让乡村旅游产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衡阳乡村旅游接待的游客数量

越来越多，但是游客在乡村旅游方面的消费是相对较低的，这些消费的项目主要是采摘、餐饮、住宿等方面，还有一些活动项

目的门票收入，但是整体来看，乡村旅游的自然风光资源都是免费的，乡村旅游不能仅仅将产业目光放在传统的“农家乐”旅

游形式上，而是要开发现代化的乡村旅游产业模式，将更多体验性的项目和产品摆在消费者面前，从而刺激消费。 

3.4乡村旅游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乡村旅游需要为游客提供休闲旅游的场所，同时提供一条龙的服务，虽然是在乡村旅游，仍要让游客感受到一定的便利，

比如在硬件设施上需要为游客提供停车场、设置洁净的公共卫生间、提供长椅等短暂休憩的设施、开设便利店、餐厅等等，在

软件设施上，需要为游客提供便利的引导服务、信息服务、网络服务等等。但是就当前来看，衡阳部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

中，所能为游客提供的服务设施并不完善，一些乡村虽然有多种多样的旅游项目，但是对游客来说，在不熟悉路线的情况下，

没有旅游攻略信息的指导，可能会耽误较多的时间，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 

4 衡阳乡村旅游及经济发展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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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注重上下联动，兼顾效率效益 

衡阳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应加强对乡村旅游资源以及项目的管理，注重上下联动，兼顾效率效益，走出一条全域乡村旅游

产业化道路。衡阳有着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这些资源不应被随意开发、无序利用，而且要打造出衡阳乡村旅游的特色品

牌，依托衡山旅游基础，打造出山水风情、人文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乡村旅游的规范化发展，让游客能够对衡阳乡村旅

游布局形成明确的认知，从而做出准确的乡村旅游计划。可见，在发展衡阳乡村旅游时，不能只顾发展速度，而是要从上层规

划设计入手，合理协调衡阳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做好乡村旅游战略发展局部，对不同乡镇区域适宜发展的乡村旅游形式进行规

划和论证，注重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投资，也可以减少对乡村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时，要发挥出旅游的周边辐射作用，打通宣传渠道，让衡阳乡村旅游可以辐射到市外、省外，吸引更多的游客资源，增强乡村

旅游的经济效益。 

4.2坚持一村一品，创新旅游形式 

针对衡阳部分乡村出现的旅游项目同质化的问题来看，应坚持“一村一品”的原则，将乡村旅游特色和乡村名称进行绑定，

每个乡村都有其特色项目，这样就可以减少同质化的竞争，从而分散客流，更加精准地定位游客群体。为了实现“一村一品”，

各个乡村要从自身出发，挖掘和开发乡村内部最具价值的资源，而不是去模仿别人。比如塔山瑶族乡就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典型，

其瑶族特色就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开发亮点，虽然大多数乡村没有少数民族风情，但是可以开发乡村民俗风情，打造民俗体验乡

村、历史文化乡村、原始村落或者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优势开发各类户外活动，比如漂流、骑行、攀岩、蹦极、越野车拉力赛等

等，通过利用形式的创新，开发一些高品质的项目，可以吸引一大批消费群体。另外，当前衡阳乡村旅游积极开发旅游节的形

式，但是旅游节往往只能带来短期旅游热度，不能达到持续的效应，所以，应将旅游节拓展为常态化的体验项目，比如制茶体

验、桑蚕体验、造纸体验、书院文化体验等等。 

4.3推动产业融合，开发特色产品 

衡阳有着先进的工业产业资源，在开发乡村旅游产业时，可以尝试与现代工业产业进行融合，开发出更多样的特色产品，

而不仅仅是让游客带回去一些土特产品。比如，衡阳乡村旅游可以基于各地的农业特色，开发农产品的深加工，实现农产品的

增值，这对于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比如石鼓区每年都举办玫瑰节，除了玫瑰观赏、玫瑰花茶、玫瑰蜂蜜、玫瑰饼

等初级产品之外，还可以开发玫瑰护肤品系列产品，比如玫瑰精油、玫瑰面膜、玫瑰沐浴露。玫瑰润肤乳等等，以及相关的玫

瑰礼品，比如玫瑰永生花，又如依托衡阳的非遗造纸文化，可以开发纸类的工业衍生产品，游客除了体验造纸过程之外，还可

以购买到具有当地特色的明信片、笔记本等等，不仅可以自己使用，还可以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而且这类工业衍生产品可以

销售到全国各地，促进地方乡村经济发展。 

4.4建设网络平台，完善服务体系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乡村旅游体验，提升游客满意度，获得人人称赞的好口碑，衡阳在开发乡村旅游产业时应进一步完

善服务体系，同时，有必要建设网络平台，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旅游服务。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出行之前一般会通过网络来了

解目的地的信息，规划出行路线等等，由于乡村旅游一般都是自驾游的形式，游客本身比较分散，所以，其更需要得到一定的

信息来指导和规划出游安排。衡阳市可以统一设置一个共享的乡村旅游平台，将各区县、各乡镇的乡村旅游项目进行集中展示，

并提供各乡村旅游的特色项目介绍等等，以便于游客做出选择。同时，开发旅游产业的乡村也可以通过开设微信公众号为游客

提供信息服务。当游客到达乡村之后，应尽可能为游客提供免费的停车场，多种完善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保障游客能够有休闲

旅游的良好心情，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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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乡村旅游则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旅游的机会，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发挥城

乡经济互补的效应。衡阳市乡村旅游产业正在逐步完善，应坚持挖掘各乡村的特色，走一村一品的开发道路，注重加强规划和

管理，促进乡村旅游的产业化发展，提高乡村旅游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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