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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乡村旅游发展迅速 ,但都是围绕城镇居民做文章 ,农民的需求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而农民市场的潜力巨大 ,农民也具有体验乡村旅游的动机 ,加上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配套设施的逐渐完

备 ,为乡村旅游开发农民市场提供了条件。应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加大宣传 ,扩大乡村旅游在农村的影响 ;

要开发符合农村居民需求的产品 ,如以观摩考察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品和具有农村题材的影视旅游产品 ;

要构建完善的交流平台 ,促成各方的共同参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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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tourism develop s rap idly, however, all rural tourism is to aim for urban residents and neglects the

demand of peasants. Peasants have huge market potential and have the motive to experience rural tourism. The imp rovement of rural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 and the perfection of its matched facilities p rovide the condition for develop ing peasant market of rural tourism.

W e should raise the cognition, change the ideas, enlarge p ropaganda and enlarge the influence of rural tourism on countryside. W e

should develop the p roducts fitting for the demand of rural residents such as rural tourism p roducts based on emulation and inspection

and video tourism p roducts of rural subject matters, should construct perfected communication p latform and should p romote mutual

participation and double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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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 ,国内旅游业蓬勃发展 ,以乡村生活、

乡村民俗和田园风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也发展迅

速 ,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是不难发现 ,国内几乎所有的乡村旅游场所 ,都

是围绕城镇居民来做文章 ,农民的需求未得到足

够的重视 ,即使是在乡村旅游开展得比较好的地

方 ,也没有真正考虑如何满足当地和周边地区农

民旅游的需求。同样 ,有关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

也多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笔者认为 ,国内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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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术界都已步入一个误区 ,诚然 ,城镇居民市

场确实是乡村旅游的基础市场 ,但是 ,农民旅游市

场同样不可小觑 ,毕竟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有

着八亿多的农民 ,其潜在旅游购买能力相当庞大。

因此 ,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 ,应结合统筹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关注农民的旅游需求。因

此 ,以农民市场为研究对象 ,分析以农民为市场的

乡村旅游开发的可行性 ,提出针对农民市场的乡

村旅游开发策略 ,无疑为乡村旅游的创新开发开

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基于农民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可行

性分析

1. 农民市场的潜力巨大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加快和农民可支配收入

的增长 ,农民旅游市场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据统

计 ,农村居民旅游人数比例从 2000年的 56%增长

到 2007的 62% ,达到 10亿人次 ,增长率超过城镇 ;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占国内旅游收入的 29% ,占旅游

总收入的 20% ,增长率与城镇相当。[ 1 ]在这一趋势

下 ,高度关注以农民为主体的旅游市场 ,将农村居

民作为未来旅游市场的主要拓展空间 ,已成为旅游

业界的共识。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 ,在满足城镇

居民需求的同时 ,将农村居民的需求考虑进去 ,有

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旅游市场 ,实现乡村旅游的纵

深可持续发展。

2. 农民具有体验乡村旅游的动机

动机是主体行为的驱动力 ,所以 ,农民体验乡

村旅游动机的有无将直接关系到农民是否会参加

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景点是否会对农民产生吸引

力。从农民的特点及其居住环境来看 ,感受农村的

乡土气息、体验“吃农家饭、住农家屋 ”等传统乡村

旅游产品不是农民前往乡村旅游地的主要目的 ,而

交流经验、寻求致富之路、感受富裕农村地区农民

的生活方式应被看做是农民体验乡村旅游的主要

动机。除此之外 ,丰富文化生活、参与周边乡村旅

游点的娱乐活动、观光游览、探亲访友及亲身体验

具有农村题材的影视剧中的农村旅游目的地等也

是吸引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因素。如福建的一些

乡村 ,农民到水果之乡旅游 ,在旅游的同时 ,学习种

植果树的技术 ,“芦柑游 ”、“蜜柚游 ”等乡村旅游产

品等成了农民旅游的新选择。

3. 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配套设施的完

备为乡村旅游开发农民市场提供了条件
长期以来 ,广大农村地区交通工具、路况条件

较差 ,交通站点少 ,“进不去 ,出不来 ”的现象较为严

重 ,交通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居民外出旅游的一个重

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的加快 ,农村的交通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不断改善

的交通条件为农民出游提供了方便。

同时 ,近年来 ,国家对农村实行的一系列调整

农业结构、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农村城镇化建设

等配套改革措施 ,提高了农村居民经济收入 ,减轻

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及劳动时间 ,为农民外出旅游提

供了经济和时间的保障。另外 ,农村电话通讯的发

展 ,也增加了农民旅游的积极性。

农民一旦有了外出旅游的愿望 ,就会根据各自

出游的动机 ,结合自己的旅游需求 ,在旅游目的地、

旅游产品、旅游方式等方面作出选择 ,这也必然包

括对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产品的选择。从这

点看 ,以农民为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是可行的。

4. 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使农民市场的开

发成为可能
当前 ,我国进入了大众化旅游阶段 ,广大乡村

成为旅游新热点。目前 ,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测算 , 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

接待游客超过 3. 85亿人次 ,乡村旅游收入也达到

573亿元 ;农民直接就业达到 495万人 ,间接就业、

季节性就业达到 1 840万人。[ 2 ]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各乡村旅游地的专业

水平不断提高 ,在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服务质量、

服务水平、营销策划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不断增强 ,

旅游软硬件也趋于成熟 ,这些都为乡村旅游发展中

农民市场的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网络的

发展 ,也将促进针对农民市场的乡村旅游产品的销

售 ,激发农民旅游消费的潜力。

三、基于农民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1. 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

虽然 ,中国的乡村旅游经过了 20多年的发展历

程 ,但是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还是会有这么一种意

识 :乡村旅游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 ,不包含农村居

民。这种意识不只是存在于很多旅游者当中 ,很多

的乡村旅游企业也存在着这种意识 ,导致目前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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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中对农民市场的重视不够。

为使乡村旅游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转变观念 ,

提高认识是关键。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

第一 ,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市场引导 ,提高对农村

居民旅游市场开发的认识 ,使农民旅游市场的开发

成为促进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新方向。第二 ,乡村

旅游企业要改变以前忽视农民旅游需求的做法 ,正

确认识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地位 ,把农村居民旅游

市场的开发当作壮大产业规模、营造品牌的一条有

效途径 ,积极引导农村居民改变消费观念 ,开发有

针对性的乡村旅游产品 ,强化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旅

游的意识。第三 ,转变乡村旅游只是针对城镇居民

的观念 ,重视农村居民的旅游需求 ,将乡村出游市

场 ———农村居民市场纳入乡村旅游发展的范畴。

事实上 , 2009年 7月 ,国家旅游局网上公布的《全国

乡村旅游发展纲要 》(征求意见稿 )中已经有此

提法。

2. 开发符合农村居民需求的产品

以往的乡村旅游产品 ,如乡村观光系列、乡村

生活体验游系列、乡村度假游系列等 ,大都是面对

城市居民开发的旅游产品。这些产品对农村居民

而言 ,不具有吸引力。针对农村居民的乡村旅游产

品应围绕农村居民体验乡村旅游的动机 ,体现地域

性、先进性 ,要以观摩考察学习旅游产品开发为主

导 ,以专项旅游产品建设为支撑 ,突出行、游、购三

要素 ,形成一批适应农村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

的乡村旅游产品。具体而言 ,当前可面向农村居民

推出的乡村旅游产品主要有两大类 :

(1)以观摩考察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品

农民旅游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考察与旅游相结

合 ,目的性比较强。除了游览秀丽山川外 ,还想通

过旅游 ,看一看发达地区、沿海省份的农民是如何

科学致富的 ,学习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同时 ,因受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有些地方 ,如重庆、四川等的

当地返乡农民工 ,很多不会再外出打工 ,而选择在

家乡创业 ,其中一部分人有外出考察学习的需要。

由于乡村旅游的地域范围主要在农村地区 ,观摩考

察类的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会更容易 ,也更有价

值。因此 ,开发多种形式的以观摩考察为主的旅游

产品既符合农村居民的需求 ,又能体现乡村旅游的

特点。

第一 ,开发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产品。在乡村旅

游产品中 ,有的是现成的 ,如乡村旅游景观设计式

样、农家乐经营、农业园区等 ,是伴随着乡村旅游开

发的日渐成熟而形成的 ,无需专门针对农民设计。

对这类产品 ,乡村旅游目的地要做的就是将乡村旅

游产品与考察市场的内容结合起来 ,面向农民市

场 ,由旅行社来设计开发一些以样板农村游、新农

村学习游、农家乐考察游等为内容的乡村旅游线路

产品。可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 ,全国各地

涌现的一大批新农村建设典型 ,如华西村、滕头村

等 ,设计考察学习旅游专线 ;针对农家乐经营户可

推出优秀农家乐考察旅游专线等。

目前 ,有些旅行社已经意识到农民市场的潜

力 ,开始组织参观考察旅游。如山西原平市神州旅

行社所接待的游客中 ,农民占到 60%至 70% ,近年

来 ,该旅行社组织了多批农民游客到山东寿光参观

蔬菜大棚 ,到河南南街村学习新农村建设 ,到江苏

无锡考察农贸市场流通以及学习无锡郊区的大棚

瓜菜种植技术。

第二 ,有针对性地开发以农业节庆旅游、科技

旅游等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产品。随着全国

乡村旅游的广泛开展 ,有些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的

地方已经意识到了这类产品对市场的吸引力 ,在很

多地方已经发展得非常好 ,各种类型的采摘、生态

游很火红 ,但这主要也是针对城镇居民的。而真正

面向农民市场 ,考虑农民需求和意愿的具体做法还

远未到位 ,因而其对农民需求的刺激仍处于浅层

次。对这类产品的开发 ,就应针对农民希望从科普

旅游和农业科技游中学到的东西 ,考虑他们对提

升、对致富的渴求。

对此 ,乡村旅游目的地政府可选择几个特色农

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 ,通过推出农业科技园、农业

博物馆等项目 ,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和科技内涵

为目的 ,对一些特色农作物的种植、加工过程等进

行科学、合理的包装、整合 ,不断利用农业节庆活动

这个载体 ,将农业科学技术的展示学习、农产品的

观赏采摘及购买、农业节庆的娱乐、集贸市场的物

资交流等多种功能很好的组合起来 ,发挥旅游和学

习生产的双重功能。这样既能满足农村居民的近

程出游愿望 ,又可促进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苏北铜山县农民近年来兴起的学习、取经和

生产经营与传统旅游结合的农业观摩旅游方式 ,很

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又如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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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到省内外高效农业科技园区及水果基地开展

的科技旅游 ,让他们受益匪浅。

(2)具有农村题材的影视旅游产品

这里所指的影视旅游主要是拍摄影视作品的

外景地。事实证明 ,大量影视作品的热播带旺了拍

摄地的旅游人气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到影片拍摄地

观光游览。如果说众多热门影视剧覆盖到全社会

大众 ,那么具有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覆盖的受众范

围更偏向农村居民 ,更受农村居民的欢迎 ,该类影

视剧中的生活场景、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 ,农村居

民更加熟悉 ,更容易产生共鸣 ,进而更会产生前往

观光游览的欲望。再加上 ,农村题材的影视剧的外

景地主要在农村 ,以此为契机 ,在本地发展乡村旅

游 ,必然会对农村居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如东北农

村题材电视剧《乡村爱情 1》的热播 ,拍摄地象牙山

风景区招揽了众多游客 ,风景区的所在地松山乡也

成了旅游景点。又如西南农村题材电视剧《绝处逢

生 》反映了贵州乌蒙山区群众如何使被联合国称为

“不适宜人类居住 ”的石山村变为今日山清水秀的

生态村 ,如何使昔日贫穷落后的“光棍村 ”变为今日

幸福和谐的小康村 ,该影视剧拍摄地的村庄也成为

吸引农民前往的旅游目的地。

3. 加大宣传力度 ,扩大乡村旅游在农村

的影响
目前 ,农民的出游地点多集中在国内热门知名

的大中城市 ,且大部分通过亲友介绍 ,有意识地自

发组织前往乡村目的地的农村居民更是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 ,在于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地了解不够 ,

存在乡村旅游只是城镇居民的“专利 ”等诸多认识

误区。要想改变这一现状 ,必须在乡村旅游开发过

程中 ,注重对农民宣传的手段和方式。

首先 ,要突出重点地区。针对农民对乡村旅游

产品的需求特点 ,笔者认为 ,在宣传促销时 ,可以突

出以下重点地区 :一些有丰富乡村旅游资源的贫困

边远地区 ;乡村环境非常好 ,但仍处于“养在深闺人

未识 ”状态的地区 ;农民有致富的欲望 ,却不知从何

做起的地区。第二 ,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可采用电

视、广播、互联网、报纸、义务咨询、散发传单资料、

杂志以及建筑墙体广告等方式。根据不同地区的

农村居民 ,可以选择不同的宣传方式 ,比如互联网

的宣传方式对于富裕地区的农民而言是可行的 ,而

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就达不到效果。如北京延

庆县各乡镇与社区中国网签订协议 ,在社区中国网

“社区农庄 ”版块刊登延庆乡村旅游特色资源 ,展示

各农家独特的游乐项目和服务以及周边游览景点

等的宣传方式 ,就是合适的 ,在吸引北京市民前往

的同时 ,也为周边农民的参观考察搭建了良好的平

台。第三 ,要结合农民的特点 ,加强与农民面对面

的交流。旅行社和乡村旅游中介组织可以派专门

人员深入农村 ,宣传乡村旅游 ,现场为农民答疑解

惑 ,解除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后顾之忧。第四 ,要

注重口碑宣传效应。在农民旅游期间 ,一定要做好

各项接待工作 ,保证农民的旅游服务质量 ,这样 ,农

民兄弟旅游回去之后 ,就会向他的亲戚朋友宣传 ,

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口碑宣传效应。

4. 注重各方的共同参与 ,构建完善的交

流平台
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 ,要想充分开发农民市

场的潜力 ,单靠农民或乡村旅游企业某一方的力量

是很难实现的 ,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和紧密的配

合 ,以实现“多赢 ”。

第一 ,政府应当在引导农民、组织农民参与乡

村旅游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通过打造公共平台 ,

在为农民提供及时且感兴趣的乡村旅游资讯的同

时 ,为农民、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中介组织以

及旅行社之间的交流提供方便 ;也可以先期组织部

分富裕农民、专业户以寻求致富之路为目的外出旅

游 ,起示范作用 ,进而掀起参与乡村旅游的热潮。

目前 ,有些地方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 ,政府在

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方面发挥了作用 ,有一些好

的做法值得借鉴。如江苏新沂市为了解决农民外

出参观学习难的问题 ,各镇政府抽调车辆或包车 ,

免费组织农民外出参观学习。近几年 ,先后有 10多

个镇 2 000多名农民乘坐政府的“科技大篷车 ”,远

到山东寿光、苍山和浙江等地 ,在学习大棚蔬菜、水

产养殖经验的同时 ,也参与了旅游 ,为乡村旅游目

的地的旅游发展作出了贡献。又如湖北秭归县归

州镇人民政府也曾组织六辆面的小车送养猪大户

及村干部 40余人到兴山县峡口镇去“旅游 ”,向当

地的养猪专业户学习养猪经验。

第二 ,乡村旅游企业作为农民市场的开发主

体 ,加强与各方的合作是成功开发这一市场的关

键。目前 ,乡村旅游有很多种类型 ,其中景区边缘

型乡村旅游是依托名胜古迹、名山大川 ,众多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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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企业完全可以与旅游景区合作 ,将乡村旅游产

品与景区产品捆绑销售 ,让农民在观光游览风景名

胜的同时 ,也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来。也可与旅

行社合作 ,共同设计农民旅游线路 ,将乡村旅游景

点纳入旅行社针对农民市场的推荐线路之一 ,这不

失为向农民推广乡村旅游产品的有效途径。也可

与农民所在地区的相关机构“联姻 ”,双方通过座

谈、研讨会、组织考察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交流 ,消除

误区 ,为输送客源和提供良好的旅游服务创造条

件。也可利用在农村建立的流动旅游服务站 ,使乡

村旅游产品深入人心。

第三 ,各类旅行社的参与也是不可缺少的环

节。旅行社作为联系旅游供应商和旅游者的中介

体 ,在农民选择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地销售旅

游产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旅行社可通过在

农村设立的门店或代理销售网销售乡村旅游产品 ,

或者与当地的邮政代办点、村委会、农村团体、乡村

文化服务站、老年人协会、妇联等相关机构合作 ,为

农民提供专项旅游服务。另外 ,目前自发形成于乡

野的“草根旅行社 ”,因其贴近农民出游的个性需

求 ,农民对他们提供的信息更容易接受。充分发挥

这类旅行社的作用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有利于加

强农民对乡村旅游的认识 ,促使农民产生购买乡村

旅游产品的欲望。

总之 ,随着乡村旅游的高速发展 ,在给人类社

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乡村旅游的竞争也愈演愈

烈 ,乡村旅游渴望注入新的血液 ,农民市场的开发

给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福音。只是目前国内对

基于农民旅游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基本上还处于

空白阶段 ,要想让这个构想变成现实 ,还需要许多

人的不懈努力 ,既要引导农民参加乡村旅游 ,体验

乡村旅游的乐趣和魅力 ,也要做好各方面的接待工

作 ,保证农民的旅游质量 ,让他们觉得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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