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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制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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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对乡村经济发展也愈发重视。在乡村发展中，受限于各种环境条件的

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发展较慢，乡村振兴也成了人们重点关注的话题。对于乡村振兴而言，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其主要方向

之一，通过建设美丽乡村，合理开发旅游资源，能够有效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乡村自然环境优势，促进经济收入水

平的提升。基于此，根据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建设目标，结合乡村振兴工作要求，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与解决

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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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total nation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s also increasingly valued. In rural development, limited by vario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low,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 key topic of concer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s one of its main directions. By building beautiful villages and reasonably developing tourism resources,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fully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rur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income levels.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goa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straints and solution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引言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得到大力

支持，成为了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农村地

区而言，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潜力有限，且随着年轻劳动

力的大量流出，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众多阻碍。在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中，原本不受重视的乡村自然资源能够得到

充分利用，通过统筹农村资源，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能

够有效增加农村住户的经济收入，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然而对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依然存在众多的限制

因素，产业发展的无序化不仅会逐渐减少乡村旅游产业优

势，还会导致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从而透支

农村经济发展潜力，导致乡村振兴目标难以实现。因此，

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也需要明确相关制约因素，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管理和规划，为实现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1 乡村绿色旅游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乡村是指城市建设外的乡镇、农村地域综合体，是现

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建设主体。乡村绿色旅游是指

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推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在旅游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传承乡土文化的一种发展模式。乡村绿色旅游的核心理念

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强调“绿色环保、低碳出行、体

验农事、品尝绿色食品”，在实现农业旅游和休闲娱乐的

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态环

境是乡村绿色旅游的核心，保护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

前提条件，在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应该避免过度机械化

开掘，以免破坏自然生态结构。为实现乡村绿色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需要在充分利用和合理开发农业生态旅游资源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环境保护、绿色有机农业生产与食品

加工以及乡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途径。政府和企业

应该协同推进乡村绿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大政策扶持，

提供技术支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绿色旅游

的发展中来，打造更多的农家乐、庄园、农业科技示范点

等旅游项目，扩大乡村旅游的规模和影响力
[1]
。 

2 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特点 

2.1 生态可持续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保障乡

村旅游基础的重要因素。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乡村旅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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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低碳、环保为资源开发原则，通过适度开发和保

护，尽量保持原生态的乡村风光。在对乡村自然环境进行

开发时，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念，注重保护地区生态环境

的多样性。与此同时，在对传统村落进行改造时，也需要

尊重地方人文环境和传统习俗，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以确

保旅游开发符合地方自然人文环境发展需求。 

2.2 产品可持续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产品的可持续性是保障其市

场前景的关键。地方旅游产业发展应该提供多元化的旅游

产品，确保产品具有地方特色，能够代表地方品牌。在乡

村旅游产品的打造过程中，应当坚持市场差异化竞争，注

重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从而获得更多市场竞争优

势。与此同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还需要注重基础旅游服

务产品打造，通过为游客提供常规的旅游住宿、交通、购

物等产品，确保能够满足游客的基本旅行服务，由此来建

设完善的旅游产业量，增加产业附加价值。 

2.3 人才可持续 

对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而言，还需要注重产业人才的

可持续发展，通过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保障，以满足地方

旅游产业发展需求。对此，地方政府部门也应当重视对旅

游行业人才的培训，通过牵头企业与高校合作，加强旅游

产业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专业人才供给。在旅游人才培养

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实践提供岗位，充分

利用乡村旅游发展资源，实现人才到市场的快速对接，由

此来促进专业实践教育水平的提升，确保能够为乡村旅游

产业提供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 

3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旅游产业缺乏科学规划 

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中，产业规划不科学是其主要制

约因素之一，往往会导致产业的无序发展，甚至出现恶性

竞争情况。对于有限的乡村旅游资源而言，缺乏科学规划

容易导致旅游开发过度、无序，无视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

和环境保护的需要。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资源可能导致

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破坏原有乡村生态环境，影响可持

续发展。在乡村旅游的商业化阶段，可能会导致乡村文化

丧失，不合理的旅游发展可能给当地社会带来不平衡的经

济发展，增加社会矛盾。在旅游产业开发中，科学规划能

够合理控制旅游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实现规模效应，而缺

乏规划可能导致旅游业规模过大或过小，影响资源利用效

率和经济效益。另外，规划工作的不足还可能导致片面追

求某种旅游形式，忽视其他潜在的产业发展机会，限制了

乡村经济的多样性和持续性
[3]
。 

3.2 旅游服务管理水平较低 

旅游服务管理水平的低下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重要限制因素，服务质量较低、游客体验不佳、安全

风险增加、社会经济影响以及社区融资困难都会影响乡村

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乡村旅游地区，通常依赖于当地

居民和小规模企业提供旅游服务，缺乏专业的管理和培训，

导致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不足。服务管理水平低下可能导致

游客在乡村旅游中的体验不佳，如缺乏清洁卫生的公共设

施、不规范的导游服务、低效的交通运输等问题可能影响

游客的满意度，减少对乡村旅游的兴趣和再访意愿。此外，

旅游服务管理水平低下还可能增加安全风险，缺乏安全管理

和培训可能导致事故和意外事件的发生，给游客和当地居民

带来潜在的危害，影响乡村旅游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4]
。 

3.3 旅游环境保护力度不足 

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环境破坏是其重要限制因

素，生态破坏、水源污染、土地资源消耗、文化遗产丧失

等都会导致旅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下降。在乡村旅游地

区，通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景观，但如果对这些

资源的保护不够重视，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可能导致生

态系统的破坏，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旅游

活动中产生的污水、垃圾等排放物可能导致当地水源的污

染，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威胁。而大规模的旅游开

发可能导致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农田、森林等资

源受到破坏。另外，在乡村地区常常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文化传统，但如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够，旅游开发

可能导致原有的传统和文化特色丧失，破坏当地独特的文

化环境。如果旅游地区的环境质量受到严重破坏，游客对

乡村旅游的需求可能会减少，由此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 

4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措施 

4.1 重视乡村旅游项目规划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应当重视对旅游项目的科学规划，以更符合可持续发展需

求。对此，相关管理部门与开发单位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

调研与分析，对目标乡村地区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状

况、旅游竞争力等方面的评估，以了解该地区的旅游潜力

和可行性。根据调研与分析的结果，制定乡村旅游项目的

发展目标，与当地社区和居民的需求和利益相一致，同时

也要考虑可持续性的原则，包括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和经

济发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项目内容和范围，

包括确定旅游景点、设施与服务、活动与体验、交通与交

流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乡村旅游项目的规划应强调社区参与和合作，

与当地居民和社区进行广泛的沟通和合作，听取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确保项目的规划与社区的实际需求相符，并为

农民提供发展机会和利益分享
[5]
。 

4.2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筹规划景区建设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向乡村

旅游。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给

一些景区带来了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乡村旅游景区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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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理环境和条件，发展空间有限，缺乏完善的规划和管

理。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统

筹规划景区建设。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与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市内交通管理等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景区

间的链接效应。这种“政府主导、各单位配合”的合作机

制，可以集中协调各方面力量，完善乡村旅游线路，丰富

旅游产品。在景区开发中，还应当加强古建筑保护、景点

开发、旅游线路设计等方面的工作。古堡、庙宇、古民居

等古建筑是乡村旅游的一大特色，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开发单位可以聘请文物修复专家，对于受损的古

建筑进行修复和保护。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民宅庭院

维护和开发的重视程度，通过建设展馆等方式，保护并盘

活资源，使古宅焕发新活力。通过“老”景点带“新”景

点的旅游线路规划方式，发挥知名景点的带动效应，串联

各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此外，乡村

旅游景点的开发应逐渐形成“多中心”的格局，以分散旺

季庞大的客流量，同时通过旅游业带动其他城镇产业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应该注意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不仅仅是景区的资源开发，还需要在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保护、文化挖掘等方面做好规划和管理。 

4.3 整合农村资源开发利用 

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应当加强整合农村资源的

开发利用，以打造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增强品牌效应。

相关部门单位应当对农村地区的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

评估，包括自然资源（如风景、生态、水资源等）、人文

资源（如历史、文化、民俗等）、农业资源（如农田、农

产品、农业文化等）以及社区资源（如人力、社区组织等）

等方面的资源。在此基础上，根据资源调查与评估的结果，

制定整合农村资源的策略，明确资源整合的重点和优先发

展方向，为后续的资源整合工作提供指导。农民作为农村

资源的主要拥有者和参与者，他们的意识和参与是整合农

村资源的关键，需要通过宣传工作开展以激发其参与农村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农民主体的农

村旅游发展模式。在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中，应重视资源

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避免过度开

发和破坏，保护自然与环境资源，保留和传承农村地区的

文化与传统。除此之外，还需要优化资源的配置和整合，

根据资源的特点和需求，合理规划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方式，

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开发，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4.4 加强旅游服务管理培训 

相关部门单位应当加强培训投入，根据地方旅游特点、

旅游产品和市场需求，确定各个层级的培训需求，包括从

基层从业人员到管理层的培训需求。与此同时，要制定具

体的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间和培

训地点等。为保证培训的质量和效果，还需要寻找合适的

培训机构和专业人员，选择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培

训机构，以及具备相关背景和能力的培训师资，能够提供

高质量的培训服务。通过建立培训网络和平台，开展在线

培训和提供培训资料等方式，促进培训资源的共享和交流，

提升乡村旅游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质量，推动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 

4.5 做好旅游环境保护监督 

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中，环境保护监督尤为重要，

相关部门应当完善环境监管机制，明确监督部门和责任，

设立监督岗位和职责，建立监督流程和制度，以加强对旅

游环境的有效监管。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需要制定旅

游环境保护的监督标准和指标，明确对各方面的环境影响

进行监督和评估，包括自然资源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传承、

生态系统的保护、环境污染的控制等方面。通过加强对旅

游目的地的巡查和检查工作，发现旅游活动中可能存在的

环境问题。设立巡查和检查的频率和范围，对旅游项目、

景区、酒店、餐饮等进行全面的环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和违规行为。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社区居

民、企业组织和旅游从业者的合作与沟通，通过宣传和教

育，提高参与者对旅游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加强旅

游环境保护力度，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通过乡村旅

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有效满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建

设需求。对此，相关部门也需要重视对乡村旅游产业的发

展规划，通过整合资源利用，加强服务管理培训，加大环

保监管力度，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促进乡村经济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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