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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发

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出现了诸多可实现精准

扶贫目标的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以旅游产业为主的产业

融合”方法。运用该方法可以将乡村资源转化为特色旅游资源，

再进行乡村旅游产品设计，借助产品设立岗位、从业渠道，让村

民都参与乡村致富工作，使村民逐步脱贫，乡村地区逐步脱贫，

能解决乡村贫困的根源问题。乡村旅游产品设计是实施该方法的

前提与关键环节，若无法进行设计或设计不当，该方法就无法发

挥应有的效用，因此对乡村旅游产品设计应保持重视。本文将对

此展开研究，重点论述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求，并提出设计方

法与注意事项。

1  乡村旅游产品设计要求

1.1突显乡村资源特色

在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中，无论采用什么设计手法、设计理

念，都必须保障推出的设计成果具有鲜明的乡村资源特色，否则

设计成果就不能被称为“乡村旅游产品”，就算能够得到大众的

青睐，但产生的效用很难作用到乡村地区的每个居民身上 [1] 。

如某旅游企业的产品设计人员在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中引入了诸多

城市元素，使得产品本身的乡村特色大幅淡化，最后产品确实得

到了大众的青睐，但获得的收益基本都是该旅游企业的，仅有很

小一部分落入了村民的口袋。因此，乡村旅游产品设计必须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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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资源特色，这是此类产品的基本要求之一。

1.2产品必须是村民能高度参与度

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中，如果产品推出后开展的活动无法让村

民高度参与，同样会导致产品经济效益向旅游企业偏转。因此，

设计人员必须保障产品能让村民高度参与。乡村旅游产品可以不

是实体类的产品，可以是旅游场地内的一些活动项目，或者是衣

食住行方面的服务项目，而这些项目需要工作人员支持，因此，

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成果必须保障村民可以成为项目下的某一类

工作人员，这样村民才能从中获益。

1.3不能破坏乡村环境

乡村环境是乡村地区的特色，对习惯了“灯红酒绿”环境的

城市民居而言，乡村环境是吸引他们前来旅游的一大要素，同时

乡村环境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如果乡村旅游产品设计

会破坏乡村环境，那么无论设计成果多么优秀，其都不符合游客

的要求，还会导致村民的生活受到影响[2]，甚至影响精准扶贫

目标的实现，损害乡村本身的经济产出能力。

2  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问题的成因

2.1创新能力不足

游客们去乡村旅游就是为了感受乡村独特的人情风味，而旅

游产品就是乡村文明和风土人情的载体，但是众多乡村的旅游产

品千篇一律，就大大降低了乡村旅游产品对游客的吸引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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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太行山古村落中，石头建筑是绝大部分村的特征，并称之

为特色。实际上，石头建筑成为了这些古村落的共同产品，所谓

的特色在这种环境下反而是共性，因此失去了独特性。

2.2管理粗放

首先，政府关于乡村旅游市场秩序管理粗放。目前乡村旅游

经营主体的产业规模小且分散，加大了资源整合的难度，而且一

些经营主体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无序开发乡村资源，不仅破坏了

乡村生态环境，还会引起恶性竞争，甚至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而且旅游产品开发没有实现层次上的升级和种类上的差异化

发展。然而，在市场不能自我调节时，政府对于乡村旅游产品市

场管理粗放，宏观调控力度不强，相关政策和制度还不完善，激

励性政策与监督性政策不能产生良好的对接。因此，乡村旅游产

品在从开发到投放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弊病，整个乡村旅游局面

紧张且无序，终端的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也大大降低了游客对

乡村旅游的期待值。

2.3品牌意识薄弱

创意对乡村旅游产品至关重要，树立产品品牌、维护产品创

意是抑制抄袭和模仿旅游产品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的乡村旅游

经营主体没有足够重视品牌对产品的保护功能，在经营乡村旅游

过程中品牌意识薄弱。具体来讲，太行山古村落中，各个经营主

体并没有树立一个差异化思想和品牌意识来指导特色乡村旅游的

发展，普遍呈现逛古村落、看古建筑、听古人故事、赏古文艺的

活动特征。自恃独特历史资源，虽然传承了历史文化，在品牌设

立和经营模式上却裹足不前，盲目模仿。

3  乡村旅游产品设计方法

3.1多元化开发乡村资源

在以往的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中，很多设计人员的思路不够

开阔，只看到一些实体的乡村资源，如具有民俗特色的房屋或饮

食等，设计工作主要针对这些资源开展。乡村地区的资源实际上

非常丰富，不限于实体资源，如果设计人员的资源开发思路单一，

则难对资源做到全面开发，影响精准扶贫的效率与效果。为避免

这种现象发生，设计人员要拓展自身的资源开发思路，多元化地

对乡村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除了实体资源以外，乡村的文化历史、

名人名事、民俗节日，甚至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农业活动等无形资

源，都可进行开发。如在乡村文化历史资源的基础上，设计人员

可以文化历史的标志特征为主题，设计有浓烈乡村文化气息的纪

念品等。这些产品对游客而言不但具有纪念价值，还非常新奇，

同时因为这些资源是村民非常熟悉的，他们完全可以负责此类产

品的生产与营销。这样就能让村民获益，起到精准扶贫作用。

3.2设计含有乡村资源特色的活动或服务类产品

旅游产品形式多样，除了纪念品一类的实体产品外，还包括

活动类、服务类等没有具体形式的产品。此类产品与游客在旅游

中的需求有很高的契合度，绝大部分游客之所以去旅游是因为他

们想通过活动与服务体会不同的风土人情，所以设计人员一定要

重点设计此类产品，突显乡村资源的特色。以活动类产品为例，

设计人员可以选择乡村地区独有的节日风情进行设计。如在庄稼

丰收后，某些村民会在指定范围内开展活动，类似“祭祀”“跳

舞”等，设计人员可以将此类活动视作一种乡村旅游产品，在

村民开展相关活动时让游客参与其中，切身体会活动内涵，或者

向游客发放文化手册，播放活动视频，让村民作为讲解员营造氛

围，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活动类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再以服务类

产品为例，设计人员可以选择村民居住的房屋来设计民宿，为游

客提供乡村特色住宿服务，村民也可以作为服务人员，获得一定

经济收益。

3.3合理结合乡村资源与城市资源

以上两种方法主要以乡村资源为主体进行乡村旅游产品设

计，设计成果符合旅游产品设计要求，也能实现精准扶贫目标。

但设计人员不要拘泥于以上两种方法，应当将目光放长远，采用

一些新方法来设计乡村旅游产品。如将乡村资源与城市资源结

合，满足部分不太适应乡村生活的游客需求，即部分游客虽然想

体会乡村特色，但并不想因为旅游而脱离自身熟悉的城市环境，

这时设计人员就要将两种资源结合。可以在游客外出活动时推出

乡村特色产品，在住宿等比较私人的空间提供城市住宿条件，游

客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充分刺激游客的消费欲望，提高精准

扶贫效用。设计人员也可以在一些现代服装的版型上加入乡村特

色文化元素，满足游客购买纪念品的需求，借助游客在城市环境

中传播乡村旅游信息。

3.4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发展种类的具体内容

虽然选定了我国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发展应该重点考虑的５

个种类，但本文认为，而应以党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实施乡村休

闲旅游提升计划，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以达到创造新需求促进

国内经济循环总体目标。依据广大旅客的“三类需求”旅游行为

与欲望的综合特点，将这5类乡村旅游产品进行融合性的创新发

展，才能在满足广大游客的“三类需求”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旅

游产品种类，刺激广大游客的乡村旅游欲望，将乡村旅游产业的

“蛋糕”做大做强，促进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将“乡村

自然风景”类旅游产品与“乡村休闲运动”类旅游产品结合起来，

创新构建将“大型健身步道”“乡村公园”等融入乡村秀美山水

之间的假日休闲旅游产品。． 将“乡村休闲山庄”类旅游产品与

“乡村休闲运动”类旅游产品结合起来，进行融合创新发展，创

新构建融入各类体育与休闲运动内容的农村休闲运动山庄类旅游

产品。

结语

现存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问题不利于我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这种局面亟待破解，需要社会各个主体同心协力，不论是

政府还是农村亦或是商业主体都可以为解决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

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需要从各个角度出发参与特色乡村旅游产

品的开发，本文根据相关实例进行对比，在人才、创新、政策和

品牌方面进行陈述，以期有助于解决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问题，

避免“千村一面”，从而可以为乡村旅游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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