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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城游憩带知名乡村旅游景区的周边乡村旅游开发有利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景区旅游活动干扰和旅游环
境容纳量的压力，改善了景区旅游环境。该研究针对环城游憩带知名乡村旅游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开发，提出相应的旅游开发原则、开发
策略。认为在处理景区与周边乡村旅游的关系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在旅游营销上要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推广旅游跨界融合营
销; 要大力发展短途游市场，精心打造高端旅游产品，保障乡村旅游有序进行，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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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round famous rural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the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the cit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alleviat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terference of tourism activities and the pressure of tourism environ-
ment accommodation in the scenic spots，and improving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in the scenic spots． Aim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round well-known rural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the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the city，the corresponding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e-
nic spots and surrounding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s; rely on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in tourism marketing to promote cross-border integrated
tourism marketing; vigorously develop short-distance tourism market，carefully create high-end tourism products，ensure orderly rural tourism，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Key words Ｒural tourism; Famous rural tourism scenic spots; Marginality; Ｒecreational belt around the city

基金项目 新疆自然科学基金软科学项目( 2017D07009) ; 新疆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6D1A023) 。

作者简介 贾风勤( 1973—) ，女，新疆伊犁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植物
生态、生态规划与管理、生态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8－10－22; 修回日期 2018－11－22

2016 年中国乡村旅游从小、中旅游进入到大旅游时代，

旅游发展模式也逐渐趋于多样化。乡村旅游根据模式分类

包括自驾观光、休闲农业、民俗风情、休闲娱乐、学农教育

等［1］; 根据综合分类可分为大景区依托型、城乡互动型、主题

文化村落依托型等［2］。乡村旅游也从最初单一的度假旅游

发展成为体验乡村田园风光、品味乡村民风民俗等的重要旅

游方式。伴随着乡村旅游开发，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户生

活水平明显提高，旅游业作为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替代性

手段之一［3］，对农村地区的自然、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乡村旅游的发展在于解决旅游开发过程中发展主体、产品开

发、经营管理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问题，尤

其是利用分配问题，是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与社区影响的根

源。现阶段，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一批“跟风”和“逐

利”的乡村旅游景区，在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旅游产品单一;

住宿、餐饮、交通、卫生、旅游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注重

短期利益的实现，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的问题［4－5］，并

且大量一哄而上的旅游开发项目，有 80%最终难以成功，二

八定律开 始 显 现。因 此，《中 国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指 数 报 告

( 2016) 》指出的注重创新、文化、品质、区位、品牌和利益机制

六要素的促进乡村旅游良性发展也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关

注的要点。
环城游憩带近域乡村旅游在满足城市居民旅游出行、休

闲需求的同时，也对乡村产业融合、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

展和拓展农村经济多元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疆一

些知名的自然风景区如天山天池风景区、那拉提风景区、天
山大峡谷风景区等都分布在环城游憩带的乡村，但由于风景

区都是由景区管委会管理，虽然风景区和周边乡村在社会、
经济、文化和环境上存在紧密联系，但由于发展规划、管理体

制等诸多原因，导致许多景区与周边乡村的发展并不协调，

没有形成相互促进、合理分工的有机整体［6］，也使风景区旅

游经济发展呈“孤岛”效应，影响景区环境资源有效利用和区

域可持续发展［7］。环城游憩带知名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开发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乡村自身发展; 其次可发挥缓解景区

旅游活动干扰和旅游环境容纳量的压力，改善景区旅游环

境; 最终形成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形成大旅游的发展格局。
1 环城游憩带知名乡村旅游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开发分析

1．1 乡村旅游开发现状 新疆环城游憩带乡村旅游发展主

要以知名乡村旅游景区如天山天池风景区、那拉提风景区等

为依托，采取“社区+农户”“农户自主”“公司+农户”等多种

经营方式，着力打造满足城市居民周末短时短途游憩的休闲

游憩空间。以那拉提风景区为例，其周边开展乡村旅游的乡

村主要包括那拉提镇及所属塔依阿苏村、恰勒阔德村、阿拉

善村等沿 218 国道分布的村镇。其中那拉提镇乡村旅游开

发较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哈萨克族第一村”的阿拉善村

是江苏扬州市对口支援的安居富民示范村，依托那拉提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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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通过“公司+农户”的开发模式已逐渐形成了集特色建筑、
旅游接待、客房住宿、哈萨克民俗文化旅游的特色乡村旅游

点，旅游接待设施集中、完善。游憩带内其他乡镇的乡村旅

游开发相对滞后。
这些知名乡村旅游景区都由独立的景区管委会负责规

划、开发、经营等，与周边乡镇的对接少，景区内旅游设施、产
业链的不断完善、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与周边乡村的社会、
经济并未呈同步发展状态。近年来，乡村旅游作为新农村建

设、统筹城乡发展和拓展农村经济多元化的战略产业，同时

知名景区也面临着旅游容纳量限制、接待设施不足、旅游产

品相对单一等难以满足旅游消费者人数的攀升和游客消费

需求多样化的现状，需要通过和周边景点、资源整合形成产

品功能互补、资源设施互补的协调发展格局。通过把各乡村

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资源与景区整合开发，从而丰富和完

善景区旅游产品，打造景区旅游新形象，形成大旅游局面。
1．2 乡村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2．1 乡村旅游与知名乡村旅游景区对接少。知名乡村旅

游景区如那拉提风景区、天山天池风景区等都有独立的管理

委员会，多采取“政府+公司+农户”的开发管理模式，由于其

集自然资源、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多种资源优势，保证了其客

源的稳定性，与周边乡村旅游发展之间对接少，缺少与周边

乡村旅游的整合与协调。在旅游旺季的 7—10 月，这些知名

乡村旅游景区面临着强客流量的压力，而周边乡村旅游资源

很多处于闲置状态。目前，各知名乡村旅游景区旅游产品主

要是依托其独有的自然资源，旅游者的旅游活动行为也主要

为观光游览，旅游产品较为单一，产品结构有待调整和提升，

这为周边乡村旅游开发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1．2．2 缺乏旅游特色产品，良性互动不足。周边乡村旅游开

发密度大、多以家庭经营为主，旅游产品以餐饮服务等资金

投入量少、规模小的为主。相对于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可省

去住宿服务所必须的空间、洗浴卫生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多

数情况下仅一个毡房、一个厨房、几张桌子就可满足旅游者

所需的餐饮需求，被多数经营者所青睐。但由于餐饮服务提

供的新疆特色菜品、面食等差异不大，同质化竞争明显。同

时在新疆特色餐饮接待上，秉承了传统新疆菜品“色浓、味
重、油大”和传统吃法“吃完抓饭喝口油”的特点［8］，没有针

对不同游客群体需求进行适当改良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不

能满足 50%以上游客数量的疆外游客的饮食需求。在住宿

接待上，多为哈萨克毡房形式的住宿。哈萨克毡房的优势在

于便于安装和拆卸、地点和季节选择自由度高，但缺点是缺

少洗浴等基础设施，不易满足中远距离旅游者住宿需求，缺

乏旅游产品竞争力。就当前的旅游发展而言，参与景区运营

的公司期望得到旅游产业本身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政府期望

依托旅游产业的辐射效应，让当地农牧民最大限度得益。但

当前的情况是，这些依托知名风景区的乡村旅游景区，当地

农牧民或多或少都能参与到旅游业中。以天山天池风景区

为例，三工河哈萨克乡居民主要提供的是在景区内提供骑马

服务、住宿、出售小手工艺品、打扫景区卫生等边缘性工作，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产业的边缘人”，无法深度参

与到旅游扶贫、旅游规范、旅游决策等关键性环节，在很大程

度上割裂了旅游风景区与周边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联系，两

者间的良性互动明显不足。
1．2．3 乡村旅游景区服务有待改善，乡村旅游人才缺乏。在

那拉提风景区、天山天池风景区等知名乡村旅游景区边缘的

乡村旅游产品，已伴随着这些景区的发展经历了十几年的成

长，但基础设施不完善依旧是影响其游客数量的重要制约因

素。在那拉提风景区和巩乃斯林场班禅沟景区间的乡村，多

以提供骑马游玩和新疆特色餐饮等旅游产品服务，已成为游

客的重要旅游地。不过，从服务设施看，在游客骑马游玩的

场所鲜有为游客提供如桌椅、饮水、遮阳等基础服务设施，卫

生状况也有待改善。乡村旅游项目的经营者多为当地30～50
岁的农牧民，旅游服务技能相对缺乏，服务质量达不到旅游

者的需求，造成乡村旅游长期处于轻管理、低质量、低收入的

恶性循环中，这种粗放式经营有待改善和提高。
2 知名乡村旅游景区边缘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2．1 乡村旅游开发原则

2．1．1 市场依托性原则。目前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的地区多

依托于知名风景区，即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景区。那拉提

风景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合作中心等景区由于其知名度较

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购物资源较丰富，使得游客、资金向

此区域聚集，呈现“一景独大”的绝对极化［9］。当到达一定程

度后，此区域的旅游扩散作用显现，形成溢出效应［10］。景区

边缘很多乡村旅游点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产品质量低等

劣势环境下依旧享受着来自知名景区的客源输送。在乡村

旅游开发过程中，目前虽然这种初级服务和设施还可满足

中、低旅游市场游客需求，但着眼于中远期旅游市场的需求

逐步提高，乡村旅游必须依托区位优势和市场规模，开发适

合不同客源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与景区形成产品功能互

补、资源设施互补的旅游市场。
2．1．2 旅游有效供给原则。旅游供给是在一定时期内，旅游

经营者以一定价格水平向市场提高的旅游产品或服务［11］，

也就是说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被全

部或部分排挤掉。这种过剩导致的旅游产品供给就是无效

供给，反之就是有效供给。现阶段这些乡村旅游景区旅游供

给状况正如有些学者研究所得: 精品不足、创新能力不够，高

端消费者没有兴趣消费，中低端消费者认为不值得消费，结

果高、中、低端市场都无法得到满足［12］。因此，乡村旅游需

主体突出，在旅游产品开发原则方面要保持与景区旅游供给

的互补性，做到有效供给。在开发过程中要保持乡村原有的

真实面貌，做到“守旧创新”［13］。
2．1．3 农户和社区村委会参与性原则。乡村旅游开发是在

乡村环境中进行的，农户不仅是旅游开发的载体和主体，也

是旅游开发的受体［14］，旅游发展始终和当地农户最直接的

利益联系在一起，经营过程中也必将对当地社会、经济和环

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因此要让农户在旅游活动中受益，这

种受益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也包含对利用公平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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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的诉求。当农户缺失参与旅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时，其

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会显著下降，逐渐趋于“边缘化”，这

会加剧农户生计资本的分化，影响村中邻里间关系与社会稳

定。社区村委会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着“社区约束”的效

力。在相当多的乡村旅游开发初期，很多农户完全处于自主

旅游经营阶段，这种“无约束的放任”造成了经济利益驱动的

部分旅游经营户间恶性竞争、一味追求经济收入，导致社区

贫富差距加大等负面效应。社区村委会在乡村旅游发展中

对农户旅游参与和旅游发展规划实施监管，有利于引导和保

障农户利益分配，有利于吸引和监督外部力量开发和运营乡

村旅游景区。
2．2 环城游憩带知名乡村旅游景区边缘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2．2．1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多种开发管理模式并存。所研究

的几个环城游憩带知名乡村旅游景区从行政划分上看都属

于农村社区，因此景区与周边乡村存在密切关系，景区周边

乡村旅游发展需要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或景区管委

会是引导和保障农牧民旅游经营、社区旅游发展的“顶层设

计者”。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多种角色: 带领农户

参与旅游开发、旅游发展规划实施监管的开拓管理者; 倡导

农户参与旅游开发、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防
止出现旅游发展负面效应的引导保障者; 为解决失地农户生

计问题，引导农户自主参与旅游服务业的领导监督者。对于

该研究中的乡村旅游区域，政府通常作为领导监督者的角色

出现，这种无外部管理理论引入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易出现

旅游无序竞争。经营不善的农户受到排挤，一旦政府的监管

减弱或失效必然会出现盲目开发、破坏生态环境、贫富差距

扩大等不良影响。因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入“政府主

导+公司( 基层社区) +农户”“公司+农户”“股份制”“社区主

导”等多元化旅游开发模式，通过加强监管效力和外部力量

的有效介入，构建“政府( 投资者) —社区—农户”的三方协

商与利益分配机制，保障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2．2 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推广旅游跨界融合营销。传

播媒体是旅游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也是旅游发展过程中

用以推广旅游目的地、吸引旅游者支持并参与旅游活动等信

息发布的载体。不同传播媒体在旅游者获取旅游信息的实

际效果上呈显著差异，其中，亲友推荐、旅游网站、网络论坛、
搜索引擎、旅行社推销、电视广告等新媒体贡献的信息数量

最多，其次为亲友推荐、电视新闻等也在旅游营销过程中取

得较好的实际效果，电台广告、电台栏目、巴士广告、墙体广

告、报刊等传统媒体无论在旅游信息量和实际营销效果方面

均处于劣势［15］。不同的传播媒介会受时间、地点等环境条

件限制，在旅游营销过程中，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整合使用，

能够推动旅游地意象传播中的信道整合，以最大效用发挥传

播媒介在感知旅游环境、了解旅游服务、认知旅游资源等方

面的作用。旅游跨界融合营销如“旅游业+互联网”“旅游+
体育”“旅游+金融业”等所产生的“裂变效应”［16］，使总价可

能是几千元的门票以几百元甚至更低价格促销，看似损失很

大，但可吸引超过通常销售量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购买量，通

过增加购买量实现旅游企业纯利润的增加。通过政府、社区

或外部力量引导乡村旅游以跨界整合方式，加强旅游与互联

网、新闻、金融、房地产间的跨界融合，促进旅游资源价值最

大化。
2．2．3 大力发展短途游市场，精心打造高端旅游产品。研究

表明，环城游憩带内各景区的主要客源来自于中心城区居民

的周末近程旅游活动，其游客主体为中心城区居民。在研究

中，通过调查统计得到环乌鲁木齐市乡村旅游景区天山天池

风景区来自新疆的游客占游客总数的 14．1%，天山大峡谷景

区占 57．1%，杜氏旅游度假区占 94．1%; 环伊宁市乡村旅游景

区那拉提风景区为 21．17%，中哈霍尔果斯国际合作中心为

41．98%，表明新疆环城游憩带乡村旅游景区疆内游客市场份

额较小，周末选择在家做家务、看电视和充分睡眠的市民要

远多于希望“在市区内或周边景点旅游”的人数［17］，这可能

与当地市民消费水平、消费观念等有关。因此针对消费者在

旅游过程中多处于经济实惠的考虑，环城游憩带乡村旅游景

区应针对城市居民大力推出低价的旅游产品，为城市居民短

途旅游市场从时间、空间、休闲游憩和消费等方面创造有力

条件。同时对城市居民中高收入人群也不能忽视，高价位、
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应从整体

优化的思路出发，精心打造高端景区和乡村旅游景区旅游产

品，在景点整合、细节服务等方面做足功夫，使游客在旅游全

程尊享高端旅游产品带来的尊贵和享受。
3 结语

从注重创新、文化、品质、区位、品牌和利益机制六要素

入手，依托知名乡村旅游景区的辐射带动，挖掘周边乡村旅

游的区位优势、旅游资源、民俗文化优势，对知名乡村旅游景

区进行空间梳理、组织旅游路线、完善基础建设配套设施，这

不仅有利于景区资源、环境和客源的保护，也有利于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随着乡村参与旅游发展阶段的不同，需要吸引

包括政府、企业、第三方力量、乡村居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参

与并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保障乡村旅游开发有序进行，

从而减少或避免旅游资源掠夺式开发和农户边缘化的旅游

开发，保证农户公平分享旅游经济利益、适当与有效利用自

然旅游资源，实现乡村旅游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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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挥发物的成分和相对含量分析，以丰富花椒窄吉丁生物

防控信息素种类。该研究对筛选出的挥发性化合物并未进

行野外大田试验验证，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实现对花椒

窄吉丁进行野外试验验证，从而筛选出最佳复配化合物诱

芯，为进一步揭示花椒窄吉丁寄主侵害机理提供理论依据，

为筛选和制备花椒窄吉丁生物防控引诱剂和驱避剂提供理

论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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