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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探讨
韦春媛　陈翠玉　陈水华

（广西生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4）

摘要：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是基于生态学、滨水生态科普旅游和景观生态学等理论进行的自然生态区域规划及资源开发研究。在当

代人居环境建设中具有突出意义，生态科普旅游规划与建设的项目的选择必须基于其生态科普资源的保护，同时应该发展乡村区域的生

态经济学。如何在保护性开发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同时，从而推进乡村的经济发展。研究如何盘活乡村经济其保护目的是进行促进乡村

环境建设，文章通过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探讨，融合乡村旅游开发，促进乡村环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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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研究理论背景

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是基于景观生态学、生态学、植物学、

滨水生态科普等理论进行的乡村生态科普资源的开发研究。乡村

生态科普挖掘与开发研究对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人居环境，

保证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特定乡村区域生态功能虽然

涉及的面积不算大，但其功能处理与优化和一般功能区规划程序、

要求一样，都必须通过区域资源调查并对生态安全格局进行识别，

运用生态敏感度、生态适宜度等对环境评价，由此所规划出的技

术方案或研究成果才具有科学性与现实性。乡村自然生态区生态

保护规划是针对乡村生态环境生保护之需要开展的，目的是对通

过生态功能规划，融合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生态科普，实施不同

等级和层次的功能区实施级别保护，从而确保自然生态资源的生

态安全，实现乡村振兴，保护性的开发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态

资源，认真参照国家生态功能规划技术规范，依托用地范围内现

有森林生态觉源类型和景观资源现状，实行生态保护与旅游拓展

相结合、村貌保护与生态乡村建设务发限、乡村传统文化展示与

综合示范村电建设共彰显，以良好的生态布局，推进乡村自然生

态区生态科普、旅游发展、提高乡村经济，优化乡村环境。

（一）对乡村生态科普旅游的概念和内涵缺乏统 - 的认识

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础概念“生态科普旅游”尚缺乏较为 - 致

的概念界定。目前理论界对生态科普旅游的认识大都还受传统大

众旅游认识和思想的影响，大部分研究文献所反映出来的研究观

点和认识方法都带有较为明显的“观旅游”认识痕迹。现有研究

文献所给出的生态科普旅游概念，大都只认识到了生态科普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享受生态效益”的生态

科普旅游出游这 -- 核心目的。

（二）对乡村生态科普旅游资源缺乏明确的定位

目前我们对于乡村生态科普旅游资源缺乏深刻的认识，如何

加强乡村生态科普旅游的定位：（1）在保护的前提下，对当地的

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发挥当地自然资源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2）重突出生态区景观框架

构建及生态景区功能区划，提出功能区生态保护技术方法，景观

规划方案；（3）探讨生态区内乡村人文环境的建设与社会经济发

展，体现对现代新乡村良好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视。（4）运用乡村

生态人居旅游规划理念及生态环境地理学理论对特定乡村区域景

观资源进行调查剖析，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乡村环境建

构，以生态规划原理与生态文化理论形成丰富生态景点规划，特

色鲜明。

（三）目前缺乏使用适用的乡村生态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体系

和乡村生态科普旅游区开发建设标准

目前使用的乡村生态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体系，一方面仍然还

应用传统观光旅游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不能够充分的展现乡

村生态科普旅游的“生态科普”性质，所有不能满足评价要求；

二是大都太强调旅游资源的自然属性但是忽视了其效益性，换言

之、都严重地忽略了生态科普旅游项目开发的“经济发展”最终

目的，所以这些建设标准的缺点是缺乏分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分类体系的操作性不能解决现实需求的问题。如何获得经济利益，

生态保护效益、社会效益这些都是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环境发展

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四）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在国内属于较领先的位置

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更注重乡村生态资源的原生态、完整性、

系统性的利用，更具有契合度，所以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在国内

是处于较领先的位置。它是基于乡村生态学、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学、

植物学、建筑学等理论进行的自然生态区域规划及资源开发研究，

目标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达到乡村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完整

性与延续性，挖掘乡村生态科普的市场价值，加大乡村生态科普

旅游的开发，形成完整、高效和多功能的中国新乡村风貌，使生

态保护和乡村经济、乡村环境和科普效益的协调发展。其综合考

虑了乡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改善之间协同发展的内

在联系和内在过程。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经济发展互动融合的创新发展

当乡村振兴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时，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

对当地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发挥当地

自然资源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重突出生态区景观

框架构建及生态景区功能区划，提出功能区生态保护技术方法，

景观规划方案；探讨生态区内乡村人文环境的建设与社会经济发

展，体现对现代新乡村良好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视。

如何保护性的开发乡村的生态旅游资源，是乡村经济发展的

重要手段和途径。乡村的原有古建筑，民间竹编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乡村的宝贵财富，生态科普旅游

的开发是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经济发展互动融合的创新发展。

（一）乡村生态科普旅游的发展促进乡村经济的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提高，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有了新的定义，乡村

旅游业正在以迅速发展的趋势占据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乡村生态

科普旅游是乡村旅游业的重要组成板块，如何在规划乡村生态科

普旅游的同时发展好乡村经济，提升乡村环境，一是在详细规划

前应进行概念性规划，提出了概念规划理念与指导思想，而且所

提理念都很先进，为后续的设计提供了技术方向。二是乡村项目

的建设投资主体也应该是民营公司，并且可以得到政府支持，村

委重视，有亮点的乡村生态科普旅游项目吗，加之有个体主体参

加建设，因此能做到以点带面，让群众感受到生态科普旅游开发

有利于村民经济收入，提升生活居住空间和品质。三就是景区建

设必须考虑旅游开发中投资人取得效益，能从项目建设中取得成

果。基于此，开发商才有积极性与兴奋点。四是度假村建设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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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乡村的环境资源，而是先保护，才适当开发，体现原汁原味，

其建设民居修旧如旧，原村寨沿坡造势应该层层处理不改变原有

层次，房前屋后植物资源应保持原样，让游客感受到生态乡村的

意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观光园、菜地采摘园等新型发展的休

闲旅游模式逐渐显现，乡村生态科普旅游的方式选择性增多，沉

浸式科普，同时增加了城乡居民工作机会。乡村生态科普旅游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形成生态、环保、文明、健

康的旅游发展方向，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生态科普旅游的关系

自然生态区的生态科普旅游资源较丰富，但因缺乏统一的规

划，旅游线路性不强，景点零散，不利于游客有限时间内很好的

安排，且有些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同时有些景点

由于没有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合理的规划开发，目前处于

停业状态，或旅游价值日益衰退。目前政府对很多自然生态区的

旅游开发、经济发展投入一定的财力和物力。然而，仅仅从旅游

开发、经济发展角度理解乡村自然生态区的价值和意义是远远不

够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乡村自然生态区进行开发和规划的过程中

不能破坏它自身的生态性，整体性，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

整体规划、开发利用，才能在利用旅游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三）乡村生态科普旅游行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促进

建设乡村生态科普旅游行业能够有效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

加大建设乡村基层基础设施的力度，为乡村发展积极培养技术水

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农业队伍，提升开展三农工作的效率，使乡

村经济在财政支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当前乡村生态科普旅

游行业建设已经有一定成效，乡村振兴战略也在不断发展过程中，

但当前乡村大部分的资金还需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后续的维护

工作还需要加大力度，保证乡村的设施水平与成本能够达到发展

目标。因此，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就需要开展乡村的经济建设，

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进而提高乡村的经济水平。

乡村生态安全保护及生态功能发挥是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

对当地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发挥当地

自然资源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我们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是突出生态区景观框架构建及生态景区功能区划，提出功能

区生态保护技术方法及旅游景观规划方案；探讨生态区内乡村人

文环境的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对现代新乡村良好人居环境

建设的重视。

三、如何利用乡村生态科普旅游优化环境提高乡村经济的发

展

（一）保证村落建设风格

注意景区整体建设风格，要按规划设计方案实施，不得改变

融安县浪溪江流域自然生态区民居固有风格，该砖墙就砖墙，该

木质材料就木质材料、该石板就要石板、该灰瓦就灰瓦。同时要

推进新街区整体建筑外观装饰，按景区风格进行处理。传统乡村

风格是核心，务必高度重视。要提高项目环境意识，加强对景区

自然生态空间格局的保护。

（二）有效使用建设资金

项目建设需要资金，资金要按期分项目投入，提高使用效果。

尽快起动生态停车、景区厕所、污水处理、旧会馆（文化节展示

馆）、湾塘堤坝、老街修缮、客服中心、特色路灯配光等项目建

设，配套的旅游设施必须有序建设。项目建设需要有前瞻性眼光，

景区特色生态农业产品要向高端有机无公害发展，重视融安县浪

溪江流域自然生态区传统保健养生吸引物发掘。

（三）重视技术人才支撑

景区急需专业管理人才，要根据开发进度及生态科普旅游层

次不断引进技术管理人员。一方面可从高校中引入，一方面向社

会招聘有技术经验的能人师傅，对招聘进来的新员工要进行针对

性培训。

一些特殊岗位更需要重视选用技能人才，如古民居建筑匠师、

民间作坊能人、专项建筑（塔寺）师傅、园艺师、漂流教练、汽

车维修技师、特色高端厨师、野外急救医生、康体护理师等。

（四）扩大项目营销途径

建立营销优秀团队，做好市场调研，制定营销方案，着手景

区产品推介。要注意营销手段网络化、信息化，突出景区乡村自

然生态风貌，老街传统建筑民居、自驾生态营地、浪溪江体育休

闲活动、特色名优生态种植产品等功能的宣传。同时做好景区名

优特生态农业色产品包装设计，做好知识产权、商标权的申报与

保护，注重产品形象维护。

（五）培养效益共享理念

要紧密联系当地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及丰富的人文文化，坚持

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人文理念顾及乡村群众利益，要以功能综合、

产品特色、景区优美、民心所向而区别于其他乡村生态科普旅游点。

要引起当地各级政府的关注，多请各层次各级别相关领导、专家

及各类媒体到景区考察，形成项目建设氛围，以寻求政府支持。

同时，要营造“乡亲感恩”“乡情脊恋”“离人心上秋” 的“乡愁”

氛围，通过亲情文化，培育浓浓的乡村情感。

四、结语

乡村区域生态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是生态经济问题，这问题的

核心内容是寻求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来提升产业效益，解决的本

质问题是在不破坏资源的情况下扩大经济收益面。结合到区域进

行探讨，就是在特定区域内如何体现生态环境的协调有利于地方

经济的发展。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不是矛盾的，保护

不是严封不准，开发也不是什么都不管，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有

利于地方综合实力的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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