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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旅游产业业态及其发展 

（一）乡村旅游及产业业态

         ——以农村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田园风光、农

林牧渔生产经营活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

化风俗为吸引物，以领略农村乡野风光、体验农村

生产生活、了解农村风土民俗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与

方式。

        乡村景区、农业景观、草场山林、乡村美食、
古村古镇、特色小村、乡村民宿、农家客栈、民俗
节庆、乡村竞技、乡村生产、土特产品、农副产品、
农事活动等等。



    ——乡村旅游是以旅游度假为宗旨，以村庄野外为空

间，以人文无干扰、生态无破坏、以游居和野行为特色

的村野旅游形式。

    ——随着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近几年围绕乡村旅游

提出很多原创新概念和新理论，如：游居、野行、居游

、栖居、第二居所、场景时代、乡愁地等，新概念和新

理论的提出使乡村旅游内容丰富化、形式多元化，有效

缓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日益严重的问题。



         农家乐——农家乐指农户或经营者在自有宅基地

或农村集体土地上利用庭院、池塘、果园、花圃、菜

地等田园景观和自然生态、乡村人文资源，吸引旅游

者，为旅游者提供以农家生活体验为特色的观光、娱

乐、休闲、住宿、餐饮等服务的乡村旅游产品。



   ——农家乐采用星级划分方式。共分为五级，星

级用五角星表示，从低到高依次为：用一颗五角星

表示一星级，五颗五角星表示五星级。星级越高，

表示其农家乐旅游接待设施及服务的档次越高。

          其中，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以餐饮为主，

住宿为可选项目，四星级、五星级则为餐饮与住宿

兼营，但是行业实际中，单一农家乐仍然以餐饮为

主要盈利项目。



    ——能提供观赏性或参与性农村民俗文化活动，不少于1项：参考项目

：戏曲表演、赛龙舟、跑马、射箭、斗牛、歌会、灯会、农户婚嫁迎

娶、节庆礼仪、刺绣、草编、竹编、木雕、石雕、泥塑、农民画等。

   ——能提供体验或参与性的农事活动，不少于1项：

    参考项目：耕作、插秧、除草、收割、扬谷、脱粒、舂米、推磨、施

肥、育苗、纺纱、织布、踏水车、垂钓、捕捞、养殖、放牧、采摘、

挤奶、打油菜、吊井水、摸螺、拾贝、挖笋、狩猎等。





——乡村民宿

        民宿是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或者闲置的房屋，结合当地人文、自

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提供

旅客乡野生活之住宿处所。民宿旅游风潮，创造出另一片管理有序、品质服

务、欣欣向荣的景象，改写了旅游的型态。

        欧陆方面多是采农庄式民宿(Accommodation in the Farm)经营，让一般

民宿能够享受农庄式田园生活环境，体验农庄生活；加拿大则是采假日农庄

(Vacation Farm)的模式，提供一般民宿假日可以享受农庄生活；美国都多见

居家式民宿(Homestay) 英国则惯称Bed and Breakfast(BNB)。



按位置分：城市民宿 和 乡村民宿两大类
按功能分：纯粹住宿型 和 特色服务型两大类

——纯粹住宿型：临近景区，依托周边景区的人气而发展。
       ——特色服务型：自身是旅游吸引物，通常结合周边资源，打造特色主题，
提供农业体验、生态观光多项服务。
       （1）艺术体验型民宿：由经营者带领游客体验各项艺术品制作活动，包
括揑陶、雕刻、绘画、木屐、果冻蜡烛、天灯制作等，游客可亲手创造艺术作
品，体验乡村或现代的艺术文化飨宴。
        （2）复古经营型民宿：其住宿环境均为古厝所整修，或以古建筑的式样
为设计蓝图，提供游客深切的怀旧体验。
       （3）赏景度假型民宿：乃结合自然的景观或是精心规划的人工造景，如
万家灯火的夜景、满天星斗、庭园景观、草原花海或是高山大海等。
       （4）农村体验型民宿：于传统的农业乡村中，除有农村景观提供体认农
家生活之外，并提供农业生产方面的体验活动。
        农业体验是民宿的主要卖点和特色。日本进入劳动时间缩短化后，使得都
市民众的自然生活取向及农业体验取向日渐增强，另一方面农家所得也需要农
游提供新的来源，因此日本农业旅游及农家民宿扮演期许新城乡交流模式。

——乡村民宿



——乡村度假酒店

中国的乡村酒店主要市场
是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城
里人方便到达，并且出行
时间一般不长。
乡村酒店特色就是离开城
市，放慢节奏，感受慢节
奏生活，亲近自然。



长兴开元芳草地乡村酒店为开元集团旗下首家芳草地品牌，坐落于长兴县北侧，距市中
心约15公里水口乡徽州庄村内，依山傍水，自然环境十分优越，酒店总建筑面积1.5万
平方米，拥有180余套特色客房，520位餐位，5个会议室，是集餐饮、住宿、会议、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休闲度假型。占地400亩。设有儿童水上乐园、动物农场、网球场、垂
钓、攀岩、射箭等户外场所，拥有室内恒温游泳池、健身房、乒乓球室、桌球室、棋牌
和KTV包厢等。
    长兴开元芳草地乡村酒店高品质生态旅游度假酒店，以城市家庭客人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环保、生态、体验消费为特色，提倡让客人逃离钢筋水泥都市，摆脱污浊的空气，
回归到大自然。青碧连天中国茶园，极具风格屋顶，独具特色联排木屋，你可以从山水

之间完全拥抱大自然。在这里，一切都让位于人和自然，生态和环保是最高的主题。 



——乡村景区

——农村景区化：乡村风貌成为旅游本底，用景观
的概念建设农村，用旅游的理念经营农业，用人才
的观念培育农民，将乡村装点成旅游度假腹地；乡
村民居成为观光体验产品，乡村民居与本地资源及
文化特色相结合，形成产业型、环保型、生态型、
文化型、现代型发展思路。

——资源产品化：把农村的生产、生活资料转换成
具有观光、体验、休闲价值的旅游产品，并且一定
区域内要差异化发展。具体有田园农业旅游、民俗
风情旅游、农家乐旅游、村落乡镇旅游、休闲度假
旅游、科普教育旅游等模式。







——不全是行政单元的乡镇，城市周边或内部街道社区、大村镇，具有特色产业
导向，景观旅游、宜居益游的项目综合体。

      ——AAA以上景区、产业导向、集聚功能、空间独立、功能聚合

      ——以镇带村、以村促镇、村镇融合发展的  1+N模式

——是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结合自身特质，找准产业定
位，科学进行规划，挖掘产业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形成“产、城、人、
文”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

　　首先，产业定位不能“大而全”，力求“特而强”。产业特色是重中之重。
主攻最有基础、最有优势的特色产业，不能“百镇一面”、同质竞争。

　　其次，功能叠加不能“散而弱”，力求“聚而合”。林立的高楼大厦不是特
色小镇，‘产业园+风景区+文化馆、博物馆的大拼盘也不是特色小镇，让人愿意
留下来创业和生活特色小镇。融合产业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和社区功能”

　建设形态不能“大而广”，力求“精而美”。要‘一镇一风格’，多维展示地
貌特色、建筑特色和生态特色。根据地形地貌，做好整体规划和形象设计，确定
小镇风格，建设‘高颜值’小镇。”

　　最后，制度供给不能“老而僵”，力求“活而新”。特色小镇的定位是综合
改革试验区。凡是国家的改革试点，特色小镇优先上报

——特色旅游小镇



——田园综合体

      “田园综合体”乡村新型产业发展亮点措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支

持有条件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

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

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

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是在城乡一体格局下，顺应农村供给侧结构改革

、新型产业发展，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

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

   “田园综合体”是指综合化发展产业和跨越化利用农村资产，是当前

乡村发展代表创新突破的思维模式。



销售花卉、绿色蔬菜、旅游纪念品

湿地公园、花乡农居、幸福梅林、东篱菊园、
江家菜地、荷塘月色

特色农家乐、咖啡茶室

花乡农居、乡村酒店 

导游服务、商务会议 

 “五朵金花”——盈利模式



——乡村度假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5A级旅游景区之
后又一块体现我国旅游服务业水平的金字招
牌。它与5A级景区分别代表了中国旅游度假
产品和观光产品的最高等级，也将和5A级景
区一样，实施动态管理、退出机制。





滨海度假
是指人们旅游目的地通常是滨海的城市或地区的旅

游行为。游客一般消费和体验滨海地区的岛屿、海

岸和海洋，并在其间进行娱乐休闲活动。

青
岛 •

滨
海
度
假

湖泊度假
以湖泊环境与周边环境景观为载体，在不影响整体景

观美感和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结合滨水地产项

目，打造度假旅游氛围。

三亚•滨海度假

千岛湖•湖泊度假

长
白
山
五
大
连
池



山地度假

乡村度假

山地度假是以山地自然环境为主要的旅游环境载体的

自然景观和山地居民适应山地环境所形成的社会文化

生活习俗等人文资源来吸引游客前来度假，参与山地

攀登、探险、考察、野外拓展等为特色山地旅游项目。

乡村度假是基于乡村田园生活，基于“村”和“农”

的一种度假方式； 是从观光农业到休闲农业再到乡村

度假，可以看作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三个阶段。乡村度

假的业态主要包括旅游商品类、餐饮类、休闲娱乐类、

宾馆住宿类、演艺类和服务配套类六大类。

阿尔卑斯“冰屋”度假区

三亚•人间天堂鸟巢度假村

莫干•山乡村度假民宿
乡村旅游是全域旅游全业态
——安徽省旅游度假区 安吉县灵峰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长兴县图影旅游度假区、南浔古镇旅游度假区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起源于1885年的法国，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乡村旅游在德国、奥地
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具有
相当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乡村旅游对推动
经济出现不景气的农村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乡村旅游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和意义得到了充分证明。在
许多国家，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一种阻止农业衰退和增加农
村收入的有效手段。美国30个州有明确针对农村区域的旅
游政策，其中14个州制定了乡村旅游总体发展规划。在以
色列，乡村旅游开发被作为对农村收入下降的一种有效补
充，乡村旅游企业数量逐年增多。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前东欧和太平洋地区在内的许多国家，认为乡
村旅游业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多样化动力。

乡村旅游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 观光项目，城市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
没有特殊服务设施、建筑以及辅助娱乐。游客在农民家食宿，或在
土地上搭起帐篷野营。只收取客人少量食宿费。
    观光阶段： 20世纪中后期观光内容日益丰富，如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花、草，林、木、果、家畜、家禽等皆可入园。农园活动
以观光为主，并结合购、食、游、住等多种方式经营。
    度假阶段： 20 世纪80年代以来，观光农园也相应地改变了其单
纯观光，观光农园建有大量可娱乐、度假设施，扩展度假操作（早
期浙江的建德接待外宾）。
   租赁阶段： 观光度假休闲农庄己有许多成熟典范。租赁一种刚刚
出现新型经营方式。租赁在日本、法国、瑞士及台湾不断出现。即
是农场主将一个大农园划分为若干个小块，分块出租给个人、家庭
或团体，平日由农场主负责雇人照顾农园，假日则交给承租者享用。

（二）乡村旅游发展阶段



二、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及趋势





 旅游发展趋势：

        ——消费层次：大众化。

        ——旅游空间：极-多级-区域化。

        ——市场细分：多元化。

        ——产品体系：多样化。休闲-体验-生
态-度假-文化-康体-乡村-养生-探险-美食-

        ——旅游方式：多样化。自助游、自驾
游、微旅游（点）、慢旅游（朱旺村）---







——201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
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201516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和扶贫开发
做出重要指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发展生态旅游经济、
建设美丽乡村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要把扶贫开发
与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建设结合
起来。



（三）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在
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在依法保护集体所
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
土地经营权，保障其有稳定的经营预期。有权在流转合同到期后按
照同等条件优先续租承包土地。承包农户流转出土地经营权的，不
应妨碍经营主体行使合法权利。加强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引导土
地经营权流向种田能手和新型经营主体。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地
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依法依规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鼓励
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经营方式，探索更
多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有效途径。

（三）构建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扶持体系。完善新型经营主体财政、
信贷保险、用地、项目扶持等政策。积极创建示范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业示范服务组织，加
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承包农户建立紧密利益
联结机制，带动普通农户分享农业规模经营收益。支持新型经营主
体相互融合，鼓励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等联合与合作，依法组建行业组织或联盟。依托现代农业人才支
撑计划，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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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模式



三、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实践
案例分析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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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休闲农场位于宜兰县冬山乡大进村，占地55公顷，海拔250公尺。四面环山

，景致十分清丽。原来只栽种果树，后来逐步增设农产品展售区、乡土餐饮区、品茗

区、住宿度假区、农业体验区及森林游乐区等，而成为一个兼具养殖、采果、观光、

休闲、度假、生态教育等多功能的旅游地。

台湾香格里拉休闲农场——休闲农业



特点： 1、区內有大量涌泉及伏流，如小埤湖、丸山等，属于典型的农场景致；

      2、 结合农业生产与服务，同时出售农产品与服务；

      3、果树区栽种芭药、柚子、金枣、柳丁等多类果树，一年四季轮流开放采果

      4、区內尚有许多处独特而著名的涌泉游泳池，如龙目井、松树门及龙门等；

      5、不定期推出放天灯、打陀螺、搓汤圆等民俗活动。

主要活动与设施：
n住宿：106 间雅致清幽的乡野套房，还设有欧式森林小屋；

n体验DIY：提供天灯制作、阿嫲的菜篮、木烙、大自然彩绘T恤、叶模书签制作、草编、

彩绘陀螺等DIY手工制作； 

n自然教室：农场就是一间最丰富的自然教室，里头的生物种类包罗万象，有猕猴、树蛙

、萤火虫、蝴蝶和各式植物，年紀不分大小，都适合来这里学习关于大自然的珍贵知识；

n拜访萤火虫：农场长期培育萤火虫，夜间可供游人观赏；

n观光果园：农场种有随着四季变化的植物蔬果，可四季采摘；

n民俗活动：农场不定期推出放天灯、打陀螺、搓汤圆等民俗活动；

n其它：配有餐厅、咖啡座、茶室、会议室、KTV、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施。

香格里拉休闲农场





乡村旅游市场研究：结构、空间、竞争

乡村旅游消费行为：消费偏好、消费特征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资源、产品、产业、空间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适宜性、与传统旅游互动发展

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及其社区参与研究

乡村旅游驱动下乡村重构：经济、文化、社会

乡村旅游经济模式研究：影响因素、驱动机制、效应

四、乡村旅游发展研究问题与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