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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乡村旅游产生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中获得较好的成就，

国家在提升国有经济的同时，也在关注乡村经济的人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是促进农业和旅游业结合的重要途径。在新发展

中，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较为落后，且总体处于分散、规

模小、发展力度弱，缺乏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且旅游项目

重复，乡村旅游存在经济整体效益较低等问题。这从一定程度

上分析，我国目前阶段的森林人家、农家乐等项目的承载力不

够，尤其是乡村旅游接待设施发展中，传统接待设施在各种方

面都无法符合现代社会的乡村旅游发展。故本文结合共生理

论，深入分析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挖掘更多乡村旅游资源，

为生态系统创新提供新方向，实现共生发展的目标。

2  共生理论概述

2.1共生单元

旅游产业是将旅游基本资源要素作为基础的共生单元，作

为一项综合产业，以旅游资源为主要结点，在各结点之间存在着

多元化。网络化的错综复杂生态资源网络体系。旅游业共生单元

主要特点在特定的旅游区域，各个单元包括旅游生态中的逻辑起

点和重点，是一项演变过程。本文将旅游产业生态系统中各个单

元之间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视为旅游共生主体，指的是在乡村旅游

生态系统中依赖和制约并存的主体中特定的两个，乡村旅游提供

者是包括乡村旅游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城市旅游需求者包括消

费过程中旅游需求者和乡村考虑有消费中对生态系统创新的资金

提供者。

2.2共生机制

维持生态系统在生物链中长期共生，进而形成一种共生机

制，对称性就是共生机制发展的基础，也是共生生态系统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其目标都是相同的，且是生物界与人类社会共同发

展和生存的基本法则。旅游业生态系统的共生机制是需要旅游经

济、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元化层面共生过程之间的互动，从

多方面出发构建共生生态环境的机制。具体的旅游业创新生态系

统共生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整体的共生机制，

指的是旅游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相合作和协调，该方面的共

生机制对于整个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创新和投资成本的降低都有

一定的作用，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必

要的动力来源。其二是个体的共生机制，指的是核心旅游企业和

政府旅游部门之间参与主体内部行为的协调。个体的共生机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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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促进旅游资源合理配置和连接，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将旅

游技术平台实现紧密相连，促进共生。

目前乡村旅游供给者最缺少的就是旅游者对于旅游资源的

需求，乡村旅游能够对乡村旅游进行需求，根据资源禀赋理论，

如何使得二者之间能够合理、良性的相互依存和发展，以此构

成二者之间的共生机制，也就是如何构建共生机制平台用于平

衡乡村旅游供给者和需求者，以确保二者之间长期和谐稳定的

共生关系。

2.3共生环境

生态环境是生态系统中生物体生存的基础，供给和需求二者

具有统一性和同构性。攻击和需求之间能够形成生态系统，形成

一个生命共同体。乡村旅游资源无法脱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

不可能脱离旅游消费者的需求而独立存在，是促进产品供给与需

求之间的和谐共生。要想促进乡村旅游供给者和城市旅游需求者

长期稳定发展的一切环境因素构成二者共生环境。相关政府部门

通过公共资源创建二者之间的资金流通和信息流通等平台，以市

场经济为基础，形成乡村旅游供给者和城市旅游需求者之间的竞

争和合作，使得二者形成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共赢局面。

基于共生主体、共生环境等共生理论要素分析，乡村旅游供

给者和城市需求者竞争与共生理论基本范畴相符合，需要从乡村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共生，并对乡村旅游资源生态系统进行创新。

3  乡村旅游生态系统创新策略

3.1采用协同共生机制经营乡村旅游资源

乡村旅游生态系统创作中，协同共生机制就是在中小企业种

群和企业经营户种群内部中，同时也会存在于不同的种群中，这

种协同共生机制来源于不同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的竞争和合作

中，最后形成具有协调性和统一性的协调共生机制。因单个主体

的创新性是有限的，需要不同个体之间的互相合作，互相之间利

用彼此的资源和优势，有效提升整体的竞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

上来说，能够有效降低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创新成本，降低创新

过程中的风险。金融机构为乡村旅游经营者提供资金支持，在贷

款利率方面给予优惠，在政策上提供相应的鼓励，包括对乡村旅

游示范村提供现金支持等加大旅游服务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使得企业和个体之间形成互补，实现信息共享，进而促进二者共

同发展。

3.2环境适应机制

在乡村旅游资源生态系统中，外部的创新环境主要包括政策



86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7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于乡村

旅游资源生态系统的创新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导作用，也会

给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包括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设

备、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投入，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同

时对于企业和乡村旅游个体经营者遵循政府的政策指引，顺应

时代的发展趋势，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效率，通过旅游产业

提升乡村经济水平。自然环境是决定乡村旅游资源得重要因

素，生态系统内部主体的发展是需要依靠自然环境，遵循自然

规律。在对乡村旅游资源生态系统所处环境进行适当改造的基

础上，将旅游产业和自然资源进行有效融合。社会环境主要指

的是文化因素，生态系统主体的发展也要依存社会环境，适应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策略进行改变，使得企业

旅游品牌更加融入新社会环境中。科技环境对生态系统主体的

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高效率，拓宽

发展渠道。

3.3利益共享机制

在乡村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创新过程中异质性主体，企业和

个体旅游经营者通过彼此之间的竞合协调发展，政府和中介机

构为旅游产业提供政策和中介服务，相应的高效需要为其提供

合理的规划、优秀营销方案和技术创新，为乡村旅游企业和个

体提供利益增长点，异质性主体构成的生物群落在适应环境

后，整体发展迅速，乡村旅游资源生态系统创新效益加速提

升，而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发展有能促进政府政策的完善、中

介服务质量的提高、高校提供创新意识等，有利于旅游生态系

统的发展，实现共生主体信息资源共享。

3.4协同演化机制

将旅游资源生态系统与自然界进行类比，乡村旅游产业创

新生态系统内部的异质性个体演化是在外部环境的选择压力下进

行的，个体所处的环境不仅包括生物因素，也包含非生物因素。

故主体进化一定会改变组用于其他主体的选择压力，导致其他

主体也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也会引起相关主体的变化。这

样的进化过程中，更多的主体进化会互相影响，进而形成一

个互相作用的协同系统，不同物种互相影响，协同演化，这

种系统演化机制能够提升主体的多样性和适应性，这些特性会

反过来促进主体的稳定性。这样的效果非常有利于促进主体系

统的创新，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的创新起到决定性作

用，提升整体体统的竞争力，有效提升乡村旅游产业的经营

效 益 。

4  结语

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消费升级，乡村旅游逐渐发展起

来，成为市场经济组成成员之一，也是能够促进乡村文化发展

的有效手段。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深化我国旅游行业的重要步

骤，对于落实共生理论、实现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从乡村旅游系统的共生模式层面出发，相关的决策部门要

全面整个乡村旅游资源，促进乡村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我

国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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