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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乡村旅游新业态模式关键资源要素探析 

俞小娣
1
 

（杭州西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在对杭州美丽乡村新业态的跟踪性案例梳理基础上，提出杭州现有美丽乡村可归纳为特色保护型、

农业生态型、转型升级型、整合挖掘型、红色旅游型等五种类型，并总结分析这五种类型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关键资

源的影响要素。认为未来乡村旅游的规划、建设及管理者要用发展的眼光，根据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实时探索和实践，

及时调整和优化各类业态，使资源趋于平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乡村旅游 新业态 资源要素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建设美丽乡村，农村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令人向往。那么如何让政府花了大力气、大代价打造和整

治出来的美丽乡村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进一步提升品质与展现现代化效果的能力?这就是人们作为美丽乡村建设和开发者所

需要思考的问题。美丽乡村建设既要做好传承和保护这篇文章，又要讲好创新和利用这个故事，最终达到一个生态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平衡。旅游新业态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我完善过程，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课题。作为一名旅游业建设和管理者，本文结合多年的调研资料和工作经验，对杭州美丽乡村旅游新业态建设进行总结分析。 

1 杭州乡村旅游新业态案例分析 

乡村旅游新业态是综合性的旅游方式，是在原有乡村旅游基础上的创新，与其他各种各样的旅游产品的组合方式不一样，

是各种要素重组后产生规模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新形式。 

美丽乡村旅游新业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需要不断地挖掘和探索，但就当前形势下的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

基于浙江省的美丽乡村旅游现状的分析，可以将杭州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归纳为 5种类型(表 1)。 

表 1杭州部分乡村旅游新业态类型分析 

归

类 

类

型 

项

目

名 

产生形式及特点 发展趋势 

整

合

挖

掘

资

源

整

合 

西

湖

兰

里 

无中生有，通过资源

整合，打造产业升级 

结合现代农业产业园概念，打造了以“农耕”教学为主题的兰里乡村学校。整合周边

“良渚”遗址和西湖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农科院等资源形成古法农耕遗址+现在农

业产业+未来农科教育，古代、现代和未来三者相结合的美丽乡村旅游新业态，就赋予

兰里景区以新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1作者简介：俞小娣(1978-)，女，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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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资

源

整

合 

西

湖

灵

山 

文旅资源与美丽乡村

建设相结合，发动群

众力量集体参与 

地处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三江交汇处，是杭州市“拥江发展”连接东西部的重要节

点；周边有浙江音乐学院和中国美院，加上这山水秀美的美丽乡村，与音乐学院和美院

互动联动，相信一定能提升整个美丽乡村的品质，形成更高层次的旅游新业态。 

资

源

整

合 

桐

庐

狄

蒲 

将三种完全不同风格

的村落整合成一个大

概年旅游 IP，实现业

态产业链 

离市区不远，又有整合运营思路和创意，再根据当代人的旅游需求进行不断完善和改进，

相信市场是持久的。(狄蒲花海、深奥古建、画村环溪大整合) 

资

源

挖

掘 

建

德

镇

头 

无中生有，利用一个

水库做好深度挖掘，

形成新的 IP 

将闲置老厂房打造成镇头大队食堂、知青名宿，提供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文化体验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继续以道德模范引领乡村“德”风，以“五种人”的力量抱团谋幸

福，带领全村百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文

旅

资

源 

萧

山

河

上 

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开

展“原有经济+”产

城融合型特色 

2020年开始，河上坚持两轮驱动，一手抓“产城融合”，与国内知名产城融合运营商华

夏幸福合作打造萧山产业新城，加快腾笼换鸟，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2021年 5月 13日，举行产业新城重大项目启动(签约)仪式，总投资额达 49亿元的

39个项目集中开工。一手抓“乡村振兴”，依托山水资源优势，积极挖掘本地民俗文化、

古镇古村等资源禀赋，植入乡村旅游项目，推出个性化旅游线路，已成型的包括红色凤

凰坞精品游、乡村振兴考察游、文创体验游等。 

红

色

旅

游

型 

红

色

文

化 

建

德

千

鹤 

深度利用毛主席“妇

女能顶半边天”的思

想发源地为概念做文

章，并引进民营资本

的参与 

建德市梅城镇与浙江联众乡村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联众千鹤文化和旅游产业

综合体(暂定名)的项目协议，借千鹤村独特的村庄文化和平台资源，进一步整合强化旅

游基础和景观资源，培育乡村休闲产业新兴业态，促进梅城美丽城镇和乡村振兴“以点

带面，示范引领”持续发展。 

红

色

旅

游 

淳

安

下

姜 

红色旅游概念型基

地，脱贫攻坚案例典

范 

作为浙江省四任省委书记的的基层联系点，下姜村寄托着上级领导的殷切期望和要求，

先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美丽乡村”称号，“下姜逐梦”

荣膺千岛湖旅游新十景，2015年顺利通过国家 AAA级景区验收，2016年下姜挂牌为浙

江省委党校现场教学示范基地,2017年挂牌成为杭州市“红绿蓝”三色现场教学基地。 

转

型

升

级

型 

转

型

升

级 

桐

庐

合

村 

利用山体自然资源，

建设本地区稀缺型项

目 

潇洒桐庐，钟灵毓秀。在杭州市委领导领衔帮助桐庐县合村乡进一步统筹规划全域发展

模式、加强产业发展对乡村经济的带动的背景下，由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旗下宏逸投资

集团、杭州生仙里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股东合作发起设立的杭州生仙里冰雪运动发

展有限公司于 2018年成立，是一家集滑雪、户外运动及高山度假开发等为一体的大型

国有控股体育运动项目开发企业。独特的山水资源，深厚的文化沉淀，造就了这里独特

的开发潜力，如今合村乡已经是杭州首个乡村全域国家 AAA级景区，未来，生仙里投资

公司将对标新西兰皇后镇，打造中国版极限运动探险小镇，从而进一步带动一二三产融

合，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转

型

升

级 

萧

山

戴

村 

结合自然优势，开展

郊野运动项目 

建设郊野运动小镇，让美丽城镇动起来。一是完善旅游设施配套。在硬件方面，建成 80

公里国家级登山健身步道、20公里骑行道、14公里彩色林带，打造集多种运动休闲项

目于一体的户外运动公园；在软件方面，自主开发戴村旅游手绘地图和电子语音讲解系

统，逐步完善乡村旅游导视系统，进一步丰富小镇客厅功能，提供更为便捷多样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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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二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先后成功举办了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全国航模公开

赛、山地马拉松、山地越野赛、山地自行车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吸引国内外选手超过 3

万人次。同时积极举办登高节、水上嘉年华、亲子帐篷节、亲子郊野运动嘉年华等各种

体验休闲活动，基本做到了“月月有活动、季季有大赛”。三是招引体旅产业项目。构

建文化风景观光与运动健身玩乐相融合的旅游发展体系，进一步丰富游客综合体验。 

特

色

保

护 

特

色

保

护 

芹

川

古

村 

徽派古镇古村建筑文

化保存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芹川的静谧、与世隔绝，没有嘈杂、没有叫嚣，有

的只是村民的笑声和鸟儿的歌声。适合“走小而精”的路线，在保护好古迹的同时，挖

掘周边产业已达到保护和利用的平衡。 

农

业

生

态

型 

现

代

农

业 

富

阳

东

洲 

结合原有农业生态，

运用现代高科技手

段，开展休闲游、采

摘游、电网销售等项

目 

整合生态农业、休闲农庄、科技农业等业态功能，在做好原有农业环境保护的同时，通

过互联网、现场采摘、科普基地等手段进行产品的销售，升级包装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

的。 

 

1.1特色保护型 

主要是指那些本身就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村寨、传统建筑集群、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等自然文化

资源型美丽乡村。通过深挖原生文化，做好传承保护的同时，结合创新和补充，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例如桐庐深奥古村、淳

安芹川(徽派古建)。 

1.2农业生态型 

包括生态农业、休闲农庄、科技农业等农业生态功能较好的乡村。这类乡村在做好原有农业环境保护的同时，可以通过互

联网、采摘游、科普基地等手段进行产品的网络销售，打造升级，转型包装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其中也包括渔业生态和

农林生态等形式，例如富阳东洲(农业大棚)、余杭长乐林场等。 

1.3转型升级型 

原本的旅游资源不甚优厚，但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资源，加上合理配套，经过改造升级和创意整治，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产

业带动模式，例如桐庐合村、萧山戴村。 

1.4整合挖掘型 

将原有或现有旅游资源和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打造适合现在人消费理念的旅游休憩场所。比如西湖灵山景区(自然条件优

厚有天然溶洞、水库、铜鉴湖传统旅游资源等)、西湖区兰里景区(自身无特色，但周边有良渚文化遗址和各类优质院校，外有

原操尚有一定影响力但未见成效的的五生现代农业园)。 

1.5红色旅游型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或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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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结合当下老区脱贫致富革命传统教育等概念的村寨为基础发展红色旅游。例如淳安下姜、西溪湿地等。 

这里还特别要指出的是，以上类型仅限于杭州市内特征较为明显的几类，同时，这几种类型的划分并不严格。随着旅游新

业态的不断产生，康养度假、宗教文化、民宿休闲等业态都会产生，不过这几项亦可归为生态、特色等大项中。 

除了上述 5类外，还有另一类型，值得进一步总结归纳。该类型是由热衷国漫文化的 90后、00后新衍生出来的沉浸式演绎

主题旅游景区。景区位于临安河桥镇柳溪新街，于 2021年年初开始对外试营业，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因该项目尚属试验和调

整阶段，所以在此不做详细表述和剖析。 

2 发展中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关键资源要素分析 

从根本上讲，“乡村”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和社会，包含了基础性的自然子系统，乡村居民的意识和行为架构的社会子系统，

以及两者进行交互的的生产、流通、消费与还原的经济子系统。乡村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系统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乡村建

设必然要遵循系统间的复合关系及系统要素的循环规律。 

美丽乡村复合生系统是有机整合自然、生产、文化和生活四大子系统为一体的复开放性系统，其系统协调发展是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环境、生产、文化与生活四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故亟待开展乡村环

境、生产、文化与生活四大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发展乡村旅游，在保障各系统均衡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更要思考经济利益

诉求，以达到循环闭合，保持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杭州市部分乡村旅游发展资源影响要素情况如表 2。 

表 2杭州市部分乡村旅游发展资源影响要素情况 

区

域 

案

例

项

目 

自然条件 生活状况 文化资源 生产现状 经营情况 

西

湖 

兰

里 

最普遍的现代农

村，整治后，整洁

有序 

距离西湖景区约

15公里，城郊结

合，交通便利，

(公交地铁都可

到达)生活条件

较好，村民无土

地 

有“荀子植兰”一说，且无考

证，尚无其他普通农耕以外的

文化文明挖掘。 

2018年引进台湾五生农业

公司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

原住民的土地全都出租给

了五生农业公司，村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于房屋出租 

台湾现代农业并没

有给兰里景区带来

太多经济效益，所

以在西湖区政府财

政投资下，转型开

发以农业研学为主

的科普营地 

淳

安 

下

姜 

全村现有耕地 645

亩，山林 10259亩，

其中以天然林为主

的国家级生态公益

林 7100余亩，森林

覆盖率达 97%。素有

“雅墅峡涧”的美

称 

留守在在村中的

人员大都以老年

人为主，年轻人

基本外出打工，

随着美丽乡村的

建设，生活条件

有了质的改善 

自然山水，尚无传统文化挖

掘，利用红色旅游概念，衍生

新兴下姜文化 

随着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

有部分外出打工人员回归

村寨，开展旅游业配套项目

经营，尚在起步阶段。目前

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旅

游、茶叶、蚕桑、中药材 

红色旅游带来了一

定的积极效益点，

但地处偏远，特色

不足，尚需做进一

步深度挖掘和整合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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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德 

镇

头 

普通的传统型农

村，整治后，整洁

有序，有一个水库

还有点看头 

村居虽然经过整

治，看着挺整洁，

但总体来说偏老

旧，人烟稀少，

见到的多为老年

人 

无明显特色、无优势资源、无

支柱产业 

通过村干部的努力，挖掘镇

头建造水库的故事，提炼

“五种人”“愚公移山”

等水库精神，梳理一批“镇

头故事”，建成浙江省第一

万家文化礼堂、镇头水库文

化馆、小人书馆、故事长廊

等文化配套设施，并成功承

办了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形成了有故事、有文化

IP、有特色产业的“三有”

村 

主要还是以种植柑

橘、翠冠梨、白茶

的优势，鼓励村民

发展特色农业，总

体经济效益有待改

观 

 

合

村 

山清水秀，人烟稀

少，民宅也不多，

合村乡有 6座小型

水力发电站在建设

之中，成为名副其

实的“小水电之

乡”，这里还有第

四纪冰川遗址的地

址奇观 

地处桐庐县最偏

远山区，常年交

通闭塞导致发展

落后，被列入列

入该县帮扶对象 

唐朝宝应元年为昭德县所在

地，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挖

掘：相传陈后主曾旅居数年于

合村乡陈村自然村，并于现玉

瑞寺修心养性，该寺庙更是唐

朝诗人杜牧所称“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楼台言语中”的

寺庙之一，可见当时合村乡当

时民间生活丰富、宗教文化盛

行。由于长年发展落后，家中

妇孺常制履贩鞋，久而久之形

成了合村绣花鞋的非遗文化；

引入杭商旅投资后，定位打造

中国版皇后镇，形成了极限探

险运动小镇文化。 

立足土特产深加工(番薯

干、青笋干等)，造纸、纸

箱、针织等企业生产效益显

著；全乡有四大农产品种养

业：桑叶地 1077亩，板栗

2085亩，菜竹 3500亩，番

薯 2100亩，另外还有养牛

场、养猪场、高山养鸡场等

产业 

2018年 5月 10日，

杭州生仙里景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在

桐庐县合村乡揭

牌。开启合村全域

旅游重点项目建

设，共规划十个游

览项目，以山水观

景、水上运动、休

闲娱乐、民宿、酒

店等业态为主，呈

现多元化、生态型、

全客群覆盖的旅游

体验特色 

萧

山 

戴

村 

享有全国环境优美

镇、中国三清茶之

乡、省级生态镇、

省级旅游强镇、浙

江省避暑胜地等诸

多美名。山水林田

湖要素齐聚，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到

95%以上，森林覆盖

保持 60%以上，水域

水质保持Ⅳ类水标

准 

戴村的区位优势

明显。时代大道

南延工程已经开

建，戴村作为杭

州城市中轴线的

“南启点”，接

轨主城区的时空

条件完全具备，

承接产业红利的

空间优势充分凸

显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

出，是巾帼英雄沈佩兰、抗战

烈士郑振庭等名人的故乡。境

内东晋越窑青瓷窑址、明代千

年古刹云门寺、明清古建走马

楼、道教圣地三清殿等文物古

迹星罗棋布，古法造纸、茶亭

伤科、传统马灯、手工竹编等

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

生辉 

山地运动项目，赛事经济带

动，网红滑翔伞等 

主要依托自然资

源、地形地貌开发

山地运动项目，开

展轻资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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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表明，杭州的美丽乡村，在自然条件上都有发展旅游业的基础。首先，生活现状明显改善，已经脱贫摘帽甚至达

到小康；其次，很多美丽乡村即使自身没有传统文化资源可深挖，也可以整合周边和自身现有资源发展旅游新业态；再者，生

产现状方面有所依托，乡村原有产业可以转型升级，新型业态项目开始植入。但是从经营情况来看，目前尚属投入阶段，并没

有规模化的效益回报数据显示。 

目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旅游是解决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未来农村的

规划者、建设者、管理者和从业者等要用发展的眼光，根据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实时探索和实践，及时调整和优化各类业态，使

资源趋于平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地方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逐步开展，对第一、二产业发

展方式提出更高的“质”的方面要求，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的同时，更需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处理好

各方面利益诉求，做好包括土地资源(耕地红线)，产品策划(业态创新)、文化传承、人力培养、营销渠道、交通资源、数智运

用各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工作，同时还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地改进和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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