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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时期，社会的

深刻变革产生了理想与现实、守旧与超越、现在和

未来等诸多方面的紧张关系，顺应这种趋势，乡村

旅游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在崛起，其本身的价值正

随着市场化的速度迅速凸显。但乡村旅游发展中

的短平快模式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乡村旅游

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乡村风情商业化、乡村民俗异

化、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也对乡村旅游原有

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种种挑战。因此，亟需从全新的

视角对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

2 乡村旅游发展的困惑与探索
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困境、模式、路径等问题，

学术界已有了诸多认识，国外学者Grykie针对波兰

多数存在的小规模农场，提出应该尝试并且鼓励乡

村旅游的多样化发展[1]。Hjalager则研究了农业旅

游产品的多样化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种解

决途径：扩大乡村旅游产品的规模和范畴；由农业

产品导向型生产转向多样化和休闲产品导向型生

产[2]。Loumou指出，发展旅游有助于农业生态系统

向好的方向演进。乡村的现代化和其他经济部门

的发展正在促使人们舍弃那些土壤贫瘠的耕地[3]。

Akpinar指出，农村地区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

发展乡村旅游，使农业以及旅游产业向着良性互动

的方向发展[4]。国内学者尹少华[5]、邹统钎[6]、戴斌[7]、

吴必虎[8]、陈志永[9]、胡敏[10]、李俊峰[11]等也从乡村旅

游经济、市场营销、旅游政策等方面对乡村旅游的

发展模式提出了不同见解。

可见学界已从不同角度为我国发展乡村旅游

提出了见解，但是从理想与现实的两个维度上剖析

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根据探讨乡村

旅游发展的模式的目前尚不多，大多研究仍局限在

不同模式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而较少涉及乡村旅

游发展的本质和乡村旅游的理想维度。从而导致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从市场原则的视角

探讨乡村旅游未来的出路问题。这不仅使乡村旅

游的核心价值不断地被“合理而科学”的市场原则

所冲击，更使乡村旅游资源中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品

质急剧发生异化，形成了资源的不可持续性。鉴于

此，本文试图以多产联动作为研究视角，重构乡村

旅游发展的业态内容，并通过协调这些新业态在区

域空间和时间中的关系，为优化乡村旅游经济结构

提供研究路径。

3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通过旅游业带动旅游消费，再由旅游消费逐步

惠及乡村相关产业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已有效提

升了乡村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能力，如武夷山星

村、黄山西递与宏村、婺源县思溪延村、福州寿山村

等。所涉及的产业包括农业、艺术、教育、养生、金

融等。这些产业和旅游产业整合的主体动力来自

于内外部引自[12]，内部因子包括产业发展的内驱力，

外部因子归结为市场的推动力和政府的引导力，三

个动力因子协同作用推动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形

成一个有机的动力机制系统，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系统

3.1 产业发展内驱力

乡村产业发展的内驱力是指乡村利用本地的

区域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实现相互合作，共

同发展，是乡村生产、消费和商业形成有机统一体

收稿日期：2013-07-02
作者简介：彭夏岁（1981- ），男，福建莆田人，硕士，研究方向: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基于多产联动的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福建水吉镇为例
彭夏岁，许亦善

（武夷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发展迅猛，各地兴建了大量的乡村旅游项目，但目前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满

足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动力机制和产业链的分析，提出了乡村旅游多产联动发展模式，在分析水吉

镇现有旅游资源和市场基础下，通过有效联动、整合及优化区域间及区域内产业要素的多产联动模式，夯实水吉镇乡村旅游发

展基础，推动水吉镇乡村旅游经济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乡村旅游；多产联动；产业发展模式；水吉镇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3）04-0047-05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27卷第4期

2013年12月

Vol.27，NO.4

Dec.，201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7卷

的动力源泉。如武夷山市吴屯乡以区域特色的稻

花鱼吸引了众多游客，不仅带动了当地渔业、农业

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餐饮业、住宿业、交通业等行

业的发展。

3.2 政府的引导力

国家乡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部分乡村

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一过程的主要引导来

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引导农民发展非农产

业，逐步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政府可通过宏观计

划、投资环境、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区域

间和区域内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如西递宏村在黄山市政府的引导下，将金融业和旅

游业进行连接，推出旅游景点经营权质押贷款业

务，解决西递宏村发展过程中资金难的问题，取得

了卓越成效。

3.3 市场的推动力

市场推动力是指通过市场这一“无形的手”推

动乡村旅游产业链接要素对接，对市场信息进行及

时反馈、分析和处理，构建旅游产业新业态，实现乡

村发展与市场有机结合的产业发展外部影响因

素。如成都五朵金花农家乐针对城镇化发展的需

要，开发了观光果园型、景区旅社型、采摘体验型等

不同的市场类型、不同档次的乡村旅游茶农，积极

对接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近七年年均产

值达1.8亿元。

4 多产联动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旅游和乡村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旅游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包括酒店

业、旅行社业、交通业、旅游地产业、旅游景区、旅游

商品等旅游核心行业，而且其关联性广，涉及到农

业、园林、教育、建筑、金融、广告媒体、政府以及协

会组织等辅助产业和部门。前者是旅游产业链上

的主要行业，后者为旅游产业链的正常运作提供必

要的支撑。

综上，多产联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应是指以旅

游业作为产业核心，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联动发展

农业、教育、建筑等区域特色产业，以达到服务地方

经济、传承区域文化、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而形

成一种新的业态模式的动态发展过程。

乡村旅游多产联动发展模式是一个完整的系

统。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从乡村旅游发展的时间、

空间和新业态等三个维度出发，提出乡村旅游多产

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如图2所示。

从空间维度上看，乡村景观资源丰富，但是经

济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一时无法跟上。这就可以考

虑和中心乡镇或临近的发达城乡进行配套设施和

优质资源共享，实现联动发展。目前，有些乡村在

进行类似的合作发展关系，在北京、上海、厦门等

一、二线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已经得到了验

证，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目前层次较低，未形成特色

鲜明的主题游线，其示范效应仍不甚明显。再者，

对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优质旅游资源进行梳理、整

合，联合内部和周边的旅游资源构建结构更加合理

的“旅游商圈”。如阳朔西街和桂林山水的整合、武

夷山公馆村和武夷山度假区的整合都是比较成功

的案例，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图2 乡村旅游多产联动发展模式

从新业态维度上看，乡村旅游发展在经历了一

系列的改革和发展之后，正在形成一套符合自身发

展规律的发展模式：即以旅游业为龙头，与现代教

育、农业、健康产业、文化产业、物流业、金融、信息

服务业等协作，综合考虑产业内部结构的动态整合

及优化，以实现合理的产业联动、积聚、空间布局和

分工，最终形成农业旅游、健康旅游、文化旅游等多

元旅游新业态，这些新业态的形成使乡村经济摆脱

单一的发展模式，最终有效推动乡村经济结构整体

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从时间维度上看，一个产业的培育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的积淀公共服务支持和不断

地经验总结，成功的产业发展路径应遵循分期发展

的原则，把握产业主次和先后的问题，同时，还应考

虑处理好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

5 水吉镇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转变
5.1 水吉镇概况

水吉镇位于建阳市东部中心，地理位置在东经

118̊14'—118̊25'，北纬27̊31'—27̊30'之间，海拔142

米，东临漳墩镇，西与童游街道办事处衔接，南与小

湖镇毗邻，北连回龙乡。水吉镇交通发达，205国道

纵贯南北，距建阳市区 33公里，距武夷山机场 5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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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宁武高速公路在此设有一个落地互通，到宁

德三都澳良港190公里，只需2个小时，到武夷山半

个小时车程，到白水洋也仅需1个小时车程，区位图

如图3所示。水吉镇山多，平地少，森林覆盖率达

85%以上，林业用地2.2万公顷，毛竹1333.4万多平

方米，每年造林533.3公顷，有“绿色金库”之称。农

副产品方面有蔬菜面积 666.7 余公顷，水果面积

666.7余公顷，其中葡萄近133.3公顷，莲子333.3余

公顷，另外在茶叶、食用菌方面也广有种植。水吉

镇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至今尚存有闻名中外

的宋代建窑遗址（位于后井、池中村一带，遗物分布

面积十二万多平方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水吉镇乡村宗教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有各种

宗教寺庙六十余所，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就有十余

所，其中以大觉寺最为著名。水吉镇拥有优秀的饮

食文化传统，有众多脍炙人口的民间小吃和地方名

菜，其中水吉扁食已有数百年历史，其扁食的制作

工艺保存至今。同时，水吉镇的“传统踩街”、“晒经

节”以及“浴佛节”等文化节事每年可吸引上万游人

和信徒驻足。通过资源普查和认知，水吉镇作为

“大武夷”旅游区发展的组成部分，其旅游资源结构

表现为以建盏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宗教文化、地方

民俗文化以及农业生产资源为辅的空间特征。

图3 水吉镇区位图

5.2 水吉镇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转变的措施

5.2.1 水吉镇区域内外产业空间结构的整合

通过对区域内外资源的整合梳理，充分利用海

西后花园的区位优势，整合区域内建窑遗址、双塔

公园、太保庙、大觉寺、等优质文化资源、绿色资源

和其他特色农业、创意农业资源，进一步完善旅游

产业结构，大力培育文化休闲、生态休闲产业，做大

做强第三产业，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以打造

闽北、闽南、闽东旅游线重要结点为目标，以建盏文

化、乡村宗教文化和优美山水风景为依托，水吉镇

旅游产业发展总体定位为“建盏艺术之都，海西休

闲名镇”。定位结构如图4所示。

图4 水吉镇旅游产业发展总体定位结构

根据水吉镇产业分布的空间规律，将水吉镇旅

游产业空间结构可以归纳为“一核二连三区”，即

“一核（建盏文化创意产业核心）、二连（连接大武夷

旅游商圈、连接武邵高速路沿途旅游线路）、三区

（滨溪时尚商务休闲产业区、乡村宗教文化朝圣区、

生态农业创意园区），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

备、要素配套的旅游产业体系。其产业发展空间结

构布局如图5所示：一核是指把握水吉镇独一无二

的文化资源优势——建盏文化，围绕该文化建议建

设建盏民俗文化村、建盏遗址风景名胜区、建盏生

产交流基地等相关产业项目，形成建盏产业集群，

并突出生产、参观、商贸、体验、度假功能，打造休闲

体验类旅游产品。二连是指依托临近大武夷旅游

商圈的地理优势，共享旅游资源。同时借助武邵高

速路的开通，串联高速路沿途两个小时自驾车车程

的游线，如白水洋、三都澳等周边知名景点，形成区

域联动。三区是指以宁武高速入口衔接带为契机，

以旧城区为服务集散中心，整合未来迎宾路以及南

浦溪风光资源，打造以新城区、月亮湾湿地公园、老

虎山生态休闲景区等项目为主体的时尚商务休闲

产业园区；合理利用水吉镇丰富、特色鲜明的宗教

文化资源，以太保庙、大觉寺两大朝圣景区为主要

依托项目，突出宗教朝圣、节事、养生、度假等功能，

打造乡村宗教旅游产业园区；整合水吉镇当地的农

业资源优势，植入旅游经营业态，创建太空莲创意

农业示范基地和葡萄庄园集群区。

图5 水吉镇产业发展空间结构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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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水吉镇旅游新业态发展的时间结构优化

水吉镇是建阳市一处较新的旅游目的地，因此

在开发过程中，必须遵循科学合理、突出重点、有序

开发的原则。作为新的旅游区，为了与“大武夷旅

游”既相互响应又突出差异，应重点突出“建盏之乡”

的文化特色与主题，通过开发互动性、参与性、体验

性较强的旅游项目，以形成旅游市场的吸引力。

近期，借助“大武夷旅游”品牌的盛名，依托水

吉镇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初步完善旅游产业结

构，推出“世界遗产在武夷、建盏之乡在水吉”的形

象口号，加强区域旅游通力合作，打造一个与“大武

夷”交相辉映的“建盏之乡”互补延伸带。开始整合

水吉镇中心的文化资源，开展“建盏文化交流节”、

“海西闽北美食交流节”等主题节事活动，通过各种

资源的整合以及旅游服务设置的完善，成立建盏文

化研究中心，筹建建盏博览园项目，重修和完善建

窑遗址等早期文化遗存，完善旅游各项功能，初步

形成建盏文化产业聚群。依托太保庙、大觉寺等具

有浓厚地方宗教色彩的众多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推

广“传统踩街节”、“浴佛节”、“大觉寺晒经活动”以

及“中国闽北——乡村宗教文化节”等宗教节事，打

造地方特色宗教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深入开发水

吉镇的生态林区，加大生态竹林园、生态果蔬的种

植面积，让水吉镇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与

旅游的整合，通过开展闽北特产大型交易会，葡萄

采摘体验季，南浦溪垂钓季，海西闽北美食文化交

流节进一步创新整合农业产业链。推动水吉镇旅

游产品结构的布局调整，完善旅游服务设施体系，

奠定旅游业在水吉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初

步构建旅游产业发展新框架。

中期，对水吉镇双塔文化公园园区中的文化体

验功能、综合服务功能，进行较好的诠释；对建盏博

览园进行良好地引导和完善，增加建盏文化研究所

的资金、技术的投入，完善接待设施，初步形成集

“休闲养生、文化旅游、科研教育”为一体的建盏文

化旅游产业园区。与此同时，继续开展“建盏文化

交流节”，加大宣传投资力度，构建产业发展融资平

台，引入建盏文化大观园项目，把建盏文化进行深

入推广。

远期，继续完善和深度挖掘水吉镇的文化资源

内涵，进一步整合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形成一条完

整的旅游发展轨迹，最终将水吉镇建设成为文化资

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设施设备完善、区域形象鲜

明的文化、生态休闲养生区。

5.2.3 水吉镇多元旅游新业态的建构

“业态”（TypeofOperation）一词来源于日本，大

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指“对某一目标市

场，体现经营者意向与决策的营业形态”（《新经济

辞典》）。旅游新业态是指相对于旅游主体产业有

新突破、新发展,或者是超越传统的单一观光模式,

具有可持续成长性,并能达到一定规模,形成比较稳

定发展态势的业态模式[13]。根据水吉镇旅游资源及

特色，水吉镇旅游新业态归纳为四类：①建盏文化

旅游新业态；②生态休闲养生旅游新业态；③乡村

宗教旅游新业态；④休闲农业新业态。

建盏文化旅游新业态主要以建盏文化为依托，

以新建的建盏创意产业园、建窑遗址公园及建盏民

俗文化村等为主要旅游产品的综合性旅游产业集

群。生态休闲养生旅游新业态是指以水吉镇镇域

中心为依托，以休闲商业中心、高尔夫俱乐部、南浦

环镇景观带、湿地公园、老虎山生态休闲景区等为

主要旅游项目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复合体。乡村宗

教旅游新业态是指以水吉镇地域繁荣的乡村宗教

（尤其是佛教）为载体，结合大觉寺“六月六”晒经活

动，浴佛活动、传统踩街等水吉镇传统节事文化，使

宗教活动与旅游进行有机的链接，形成区域特色旅

游新业态。休闲农业新业态是指以创意农业观光

和农耕文化体验为核心，以水吉太空莲、葡萄园、创

意农业观光园及水吉镇周边的农耕人家为旅游吸

引物；以耕作体验“当一天农夫”、果蔬采摘、“自留

地”耕作等为主要旅游活动，凸显休闲与创意主题

的旅游新业态。

6 结论
乡村旅游多产联动发展模式不在于某个产业

的线性发展，甚至也不在于多个产业的全面发展，

而是通过从产业发展内驱力、政府引导力和市场推

动力三个维度，建构一个以旅游为纽带的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通过区域内外产业联动整合优化，构建

乡村新型的乡村旅游业态模式，使乡村旅游成为新

时代人类全新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这样不仅使

得乡村经济得到发展，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保护，更

可以使现代“都市人”在乡村旅游中寻找到业已或

即将消失的精神家园，并最终实现生态文化的当代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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