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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复兴视角下的乡村旅游 

乡村复兴关乎我国建成 

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城 乡二元 结构是我 国社 会经 

济的基本特征 。一方面 ，改革开 

放至今 ，我国工业化 、城镇化 

水平大幅提高。按照常住人口汁 

算 ，我 国城 镇 化率 从 1 9 8 0年 的 

不足20％提高到56％以上。工业 

化和城镇化推动 中国经 济快 速发 

展 ，成为世 界第二 大经 济体。 另 
一 方面 ，城 乡有 别的资源配置和 

城乡分割 的发展模式 ，造成农业 

产业 、农村发展 、农民生活与工 

业化 、城市发展和 市民生活的隔 

离 。近年来 ，随 着以农地改革和 

税费改革为主 ，包括 “三 一乡” 

等在 内的各项惠 农政 策的实施 ，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 

危险”的 『口J题得到 了一定程 度的 

解 决 ，然而农村依然存 在发展 动 

力不足 、社会保 障落后 、公共 服 

务欠缺 、基础 没施不足 、乡村 文 

化 衰落 等问题 。总体而言 ，农 

业 、农村和农民在资源配置和 国 

民收 入 分 配 中仍 然 处 于 不 利地 

位 ，城 乡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 会 

地位等方面依然不平等。 

追根 溯源 ，城 乡二元化结构 

是在增 长主义 、城市 中心论 的思 

维方式 和发展方式下逐步形成并 

不断 强化 的。在城镇化 与工业化 

所定 义的现代化语境下 ，乡村被 

视作 土地 、人 口等生产要素的来 

源地 。城 乡之 间只存在 乡村各种 

宋 瑞 

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乡村 

自身的发展也是以追赶和模仿城 

市 为主 。20世纪 8 0年代 至90年 

代是以乡镇企业 为主要形式 的乡 

村 工业化 ，90年代中后期 则是 以 

农村土地变更为建设用地 、农村 

人 口成为城市流动人 口为主要形 

式并伴以行政撤并和空『日J集中的 

乡村城镇化。经历了这样的发展 

模 式之后 ，乡村 的经济 、社会 和 

空『日J肌理逐步被肢解或 者扭 曲 ， 

出现了较大程度 的衰败和异化 。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 出的，一方 面 

是乡村的衰败，很多地方尤其是 

边 远地区 出现大量 “空心村 ”。 

在城市的巨大吸附力量下 ，乡村 

的人才 、劳动力 、土地等要素 流 

失 ，农 田和宅基地废弃 ，社会结 

构分化甚至面临瓦解的危险 。 
一 方面 是 乡村 的 异 化 ，一些 村 

庄 以 “乡村 之 名” 行 “城 市 之 

实”。除了在行政 、土地制度 、 

产权等方面保留着 “乡村”的头 

衔 外 ，很 多村庄在产业发展 、土 

地 利用 、建筑形式等方面实际上 

与城市相差无几。 

国际经验 证明 ，能 否处理好 

城 乡关 系决定了是否能够顺利迈 

过 “中等收入陷阱”。抛开外 

界 因素 不 谈 ，仅 就 内在 原 因而 

言 ，是 否 妥 善 处 理好 了城 乡 关 

系 ，是导 致 日韩战后经济腾 飞而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 

个重要 素。 日本的 “新 乡村运 

动 ” “一 村 一 品 ” 以 及韩 国 的 

“社 区营建 ”，部促进 l厂经济资 

本 、社会精英 、新的产业要素和 

产业功能 r口J乡村 的注 入，促进 了 

城 乡资本 、要素 、空 『HJ之 的 良 

性循环 ，提升 r乡村在 吲民经济 

体 系中的地位 ，也保障 _r社会经 

济 的快速发展 。而拉美 家的城 

镇化发展 ，!J!fJ是在不断 j虽化的城 

乡二 元落 差体 系中进行 的 ，城市 

犹 如 “黑涧 ”一般虹吸着 乡村 的 

各种要素 ，形成 乡村衰败而城市 

涌现大量 贫民窟 的现象 ，并 由此 

引发 一 系 列 的社 会经 济 题 ， 

由此 陷 入所 的 “L卜I等 收 入陷 

阱” 、 

近年来 中央提 出要推动 “望 

得 见 山 ，看得 水 ， f 得 住 乡 

愁 ”的新型城镇化 ，就是 要重新 

认 并高度晕视 乡村发展住城 

镇化进程 中的重要作川 ，藿新 构 

建城 市和 乡村之 的各种天系 

“卜三五 ”时期是我 实现伞 面 

建 成小康社会 目标 的决牲阶段 ． 

习近平总 书记指 出 ， “小康不小 

康 ，关键看老 乡” “没有 农村 的 

小 康 ，特 别是 没 有 贫 地 区 的 

小 康 ，就没 有 全 面 建 成小 康 社 

会 ” “中国要强 ，农业必顶强 ； 

中 要美 ，农村必须美 ；中 要 

富 ，农民必须富 ” 乡村的发 

与复兴直接关系到我 全面建 成 

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 

乡村复兴需要三个重要条件 



 

乡村是一个兼具生产性、生 

活性、生态性、社会性、行政性的 

载体，具有不同于城市的属性、特 

征、自我价值和内在规律。乡村复 

兴涉及乡村经济的振兴、乡村治理 

体系的重构、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 

生态的重塑 、乡村公共环境的整治 

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复杂的制度 

安排和系统的规划设计。就其核心 

而言，乡村复兴至少需要三个重要 

条件。 

一 是在 理念上 ，重视 乡村 的 

自在价值。乡村在食品生产和供 

应 、生态保护 和改善 、文化寄托 

和传承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重 

要作用。对于一个人 口大 国而 

言 ，土地安全 、粮 食安全 、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乡村的 

农业价值首当其冲。乡村作为一 

种延续数千年的聚落形态 ，具有 

家园价值，附带了集体的文化记 

忆 ，社会变迁越快 ，城市扩 张越 

大，人们越容易患上 “乡愁”， 

一 个繁荣复兴的、可以寄托文明 

归属的乡村具备不可替代的人文 

价值。乡村作为低密度 、亲 自然 

的一 种人居环境形态 ，在环境保 

护和 改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乡 

村作为城市腹地 ，在 经济 、生 

态 、社会 、人口等方面具有支撑 

和缓冲作用 。 

二是在 组织上 ，对 “三农 ” 

要素进行 重新定位和 交叉组合 。 

传统上 ，农业 、农村 、农民 “三 

农”高度统一 ，即农民住在农村 

从 事 农 业 。 随着 社 会 的发 展 ， 

需要而且也有可能对 “三农”进 

行 多 元 、灵 活 的组 合 。从 事 农 

业生产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 

农民 ；农业不仅仅 是传统 的单一 

的种植业 ，各种现 代的技 术 、手 

段 、业态都可以结合；农民不再 

是一种社会 身份 ，而是一种职 

业 ；乡村超越 了传统 意义 上的农 

村概念，是城乡连续谱系中不可 

或缺的、低密度的、具有独特文 

化与景观价值的特定人居形态。 

三是在制度 上 ，实现城 乡之 

间资本 、人力 、知识等各种要 素 

的相互流动。要把工业与农业 、 

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 

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通 

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 

乡在规划建设 、产业发展、政策 

措施 、环境保 护 、社 会事业 、公 

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 

一 体化，实现城乡居民在政策上 

的平等 、资源利用上 的互补 、国 

民待遇上的一致 ，使整个城乡经 

济社会实现自由的双向流动以及 

全面、协调的发展。 

总之 ，要实现 乡村复兴 ，就 

不能走原来乡村工业化 、乡村城 

镇化的老路，而应当是基于并彰 

显乡村 自身的独特价值，实现三 

农要素的重新定位、组合和各种 

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复 

兴的重要形式 

从乡村复兴的三个条件——重 

视并挖掘乡村的自身价值，对 “三 

农”要素进行交叉组合，实现城 

乡之间各种要素的相互流动——来 

看，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复兴的一 

种重要方式。 

乡村旅游在我国最早出现于 

20世纪80年代初。30多年来，政府 

部门在规划、财政、金融、人才、 

组织 (即合作社 )、土地等方面对 

乡村旅游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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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逐步成为城市居民旅游、度假、 

休闲的重要场所，成为其体验乡村 

生活方式的重要方式。各种资本和 

创客也纷纷涌向乡村，以各种方式 

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央和地方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发展。 

2007年至今，每年一号文件均涉及 

乡村旅游；2008年至今，大约40多 

份国务院文件都提到了乡村旅游。 

其中201 7年的一号文件用较大篇 

幅对乡村旅游进行了系统表述，明 

确指出要 “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 

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 

用 ‘旅游 +’ ‘生态 +’等模式 ， 

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 

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根据 

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制定的目标，到 

2020年全国将建成6000个以上乡村 

旅游模范村，形成10万个以上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村，300万家农 

家乐。 

在政策 、资本 、需求等因素 

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乡村旅游从 

最早到 “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发 

展到现在包括现代农业 、休 闲农 

场 、乡村酒店、主题民宿 、艺术空 

间 、乡村营地 、农业庄园 、乡土博 

物馆 、古村落以及由外国人在乡村 

经营的 “洋家乐”和艺术家、文人 

经营的 “艺家乐”等在内的复杂体 

系。目前的乡村旅游，既包括了几 

十元一天包食宿的农家乐，也包 

括了万元一晚的乡村别墅；既有传 

统的 “吃农家饭 、住农家院”，也 

有帐篷酒店、艺术创意、野奢度假 

等现代形式；既有农户小家的小本 

经营，也有大资本、大企业的专业 

投入，在一些地方还形成了 “村支 

两委+村民” “政府+公司+旅行社 

+农民旅游协会” “政府+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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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外来企业经营” “公司+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各种模式。 

总之，乡村旅游已经形成了极为丰 

富的产业业态、组织形态 、生活状 

态和社会生态。 

实践证明 ，乡村 旅游的发 展 

不仅能 够提商农 民收入 、解决就 

业 、改 善 生 活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会引发人们对乡村价值的重 

新思考 、对 “三农要素 ”的重新 

组 织和对城 乡关 系的重新定位 。 

乡村 ，以其 自身魅 力吸 引着越 来 

越 多的 目光 ，各种资本 、人 力 、 

知识、创意流向乡村。这其中既 

有乡村主体对自身生存空间价值 

的自我觉醒，但更多的是来 自外 

部 的价 值发现和价值利用 。各种 

形态 、各种样 式 、各种档次 、各 

种风格 的乡村 旅游 已然成 为促进 

乡村发展 、实现乡村复兴的重要 

途径 。在 乡村旅游的带动 下 ，I【J 

村环境改善，经济结构转变，业 

态不断提升，村民生活富裕，并 

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乡村治 

理方式 的进步 呵以预见 ，随着 

乡村旅 游的发 展 ，将掀起新的上 

LI1下 乡运动 ，从原来城 市化 中的 

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转变到返 

乡进村，到乡村休闲、度假 、养 

老 、创业 

乡村旅游发展需要特别 

关注四个问题 

就发展 目标而言，乡村不仅 

应该成为风景秀丽，可供城里人休 

、 娱乐 、体验 、 忆 的美丽 乡 

村，也应该是可供 乡村人宜居 、创 

业 、眷恋的美好乡村 。在乡村旅游 

的发展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如下四 

个『U】题 

一 是要 对 乡村 的综合价值进 

行 系统挖 掘。要 以发现 和重塑 乡 

村价值 为根本出发点 ，全面展示 

并综 合利 用乡村 的文化价值 、生 

态价值 、产业价 值 、美学价值 。 

乡村 保 留的 老 宅 大 院 、历 史遗 

址 、美丽 传说 、手工技 艺以及各 

种农耕文化 、饮食文化和民俗活 

动 ，都是乡村文化价值的重要载 

体。原生乡土环境、村落结构以 

及村落周边的古树池塘、水系湿 

地 、田园山林等共 同构筑 r完整 

的乡土生 态系统 。乡村 出产的有 

机绿色农产品、林果 、茶，制作 

精美的手工艺品，是农村产业价 

值的重要体现 ，也是乡村旅游发 

展 的重要依托 。错落有序的 乡土 

肌理 、道法 自然 的民居格局 、L【J 

水和谐 的 乡村 景致 、精美 i井究的 

民居建筑 ，都是 蕴含 qJ国传统 生 

活 艺术 的美学空间 。所有这些部 

应该被纳入到统 一的价 值体系 中 

加以整体规划和综合利崩。 

二 是 重 视 乡村 发 展 的 主 体 

性 乡村 首 先是 当地 人 的 生 产 空 

间和 生活空间 ，其次才是投资 空 

间和 消 费空 间 ．．乡村 旅 游 发 展 

中，不能仅仅从投 资价值 、消费 

场所 、市场价值来看待 乡村 ，而 

应该从促进 乡村 全面发 展的角度 

进行系统的 、社会性的规 划 ，最 

大程度地实现 当地 人的参与和受 

益 乡村旅游不应该是城里 人对 

乡村资源的纯粹 “消 费” ，而应 

该是乡村实现全面复兴的重要途 

径。在乡村旅游发展 中 ，外来 主 

体和资本合理 、恰当的投入 、参 

与不可或缺 ，但要避免反 客为 

主，避免形成城市对农村新的掠 

夺。从 事 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 的 

外来资本 ，除了考虑如何拿地 、 

编 制 规 划 、项 目建 没 、营 销 策 

划 、I{=；『业利润等问题之 外 ，更应 

该考虑如何处理好与乡村 民的 

关系 

三 是 避 免规 划 、建设 的 城 市 

化 乡村旅游发生在 乡村这样 ‘ 

个特定的空 内 ．有着与城 市不 
一 样的环境 ，人们追求与城 市 

一 样的体验和感受 、游客不仅想 

在青LI1绿水『日J享受到 好的环境 、 

好 的 没施 和 好的 服 务 ，满 足 

食住行游购娱方面的需求 ， 期 

待有鸡犬柑闻 ，能够感受 一然之 

趣 、农村之 美 、乡Jxl之纯 、比俗 

之乐 、乡情之润 、乡村旅游的规 

划 、没汁、经营有 自身的规律 ， 

不是简单移植城市的旅游接待服 

务体系和供给方式 

四 是 坚持 发 展 模 式 的 多样 

化 目前各地已经肜成 _r 一些 

型做法 ，包括成都最早的 一7l：朵 

金花” 、北京的 “卜大业态 ”， 

以及德清的 “洋家乐” 、 川I彭 

州龙f】山镇的宝⋯村 、陕 礼泉 

县的袁家付等等 这些模式 受 

关注 ，并住 程度 上二被复制 、 

模仿 ，甚 至夫规 模推广‘ 客观来 

看，乡村旅游的活力、魅力就 

f创意性 、特 色化 、个性 化 ，而 

且每个地 方发 展 乡村旅游l1lI， 

自然 环 境 、 位 条什 、产 业 基 

础 、社会结构等各小 样 婴 

尊荸市场需求 、商业规律的前提 

之 r，实现 多样化 发展 ，避 T 

村 一面 乡村 旅游 ．既不能 

复制其他地方 的成功经验 ，也 小 

能 一味地追求标准化 、姚模化和 

连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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