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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赵彦彦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7 

摘  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符合总体目标的要求、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结合的趋势，需要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不

过当前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着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较差、乡村旅游产品创意性不足、乡村旅游市场作用没有完全发挥、乡村旅游人才短

缺、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突出乡村旅游特色并寻求产业融合、加大乡村旅游产品营销宣传力度、激发乡村旅游市

场导向作用、培养高素养的乡村旅游管理与服务人才、利用政策法规健全乡村旅游接待体系，希望可以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Yan-yan zhao 

Shandong Union College，Shandong Jinan  250107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tourism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verall goal，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the combin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which need to receive enough attention and attention. However，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tourism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poor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lack of creativity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the 

lack of full role of rural tourism market，shortage of rural tourism talents，and low quality of rural tourism services. To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and seek industrial integration，strengthen rural tourism product marketing propaganda，stimulate rural tourism market 

guiding role，cultivate high quality of rural tourism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ersonnel，use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improve the rural tourism 

reception system，hop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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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得到了广泛践行，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效

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可

能性明显提升，有助于进一步地推动我国乡村经济、文化以及政治

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现如今针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越来越

多，形成了很多的改进措施，加速了乡村旅游产业革新与变化。我

国十分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高度关

注，推动了具体工作的开展，相关政策与法规也在不断地完善，本

文在这些信息和内容的基础之上作了深入分析。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作用 

（一）促进乡村文化的振兴 

我国拥有很多优秀的乡村文化，但是由于乡村经济、政治发展

水平较低，乡村文化的发展路径较为狭窄，降低了乡村文化的影响

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的振兴具有了可能性，不过由于

乡村振兴积累的经验仍然比较少，可以利用的资源有限，乡村文化

的振兴目标还未达成。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逐渐产生，为乡

村文化的振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符合乡村文化

振兴的需求，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意味着加快乡村旅游产生的形成，

为此可以拓展乡村文化的影响范围。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可以更加广

泛地应用乡村资源，突出乡村文化的魅力，发挥乡村风土人情的作

用，为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发扬创造有利的环境。 

（二）实现乡村旅游扶贫 

我国城乡差距一直比较大，此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导

致农村地区的人们没有享受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意味着我国着手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乡村旅游作

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其进行深入地开发与创新，可以加

快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确保乡村扶贫目标快速实现。乡村旅游转型

升级在政策与法规的作用下速度加快，结合乡村扶贫政策，为乡村

旅游的壮大与发展增加了动力。很多地区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

是旅游业发展速度缓慢，实现这些地区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目标，

才可以利用乡村旅游达到扶贫目的[1]。 

（三）保护乡村生态环境 

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些地区为了发

展经济，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乡村旅游相较于其他经济

发展方式具有不同之处，加速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则可以促使乡村

旅游资源的经济效益 大化，同时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科学合理

地规划、使用乡村旅游资源，属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实践中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建立乡村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可以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创造有利的条件。反过来乡村旅游

转型升级也可以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注入新的活力[2]。 

（四）加深乡村文明程度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能够改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时地解决各

种不足与问题，提升乡村文明程度。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与

城市之间的差距具有了缩小的可能性，但是仍然需要不断地努力。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受到的关注越来越

多，而且也形成较多的经验。很多乡村文明程度在乡村旅游转型升

级之后明显提高，乡村旅游收益增加，为乡村文明建设提供了经济

基础。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促使乡村旅游规范性增强，提高了乡村旅

游业的吸引力[3]。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 

（一）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较差 

从乡村旅游产业规划的情况来看，总体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所在地区政府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综合管理能力较差，乡村旅游产业

的统一性不足，无法促使乡村旅游产业有效融合。很多地区的乡村

旅游产业存在较多的矛盾，没有充分地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与魅

力，整体吸引力不够。乡村旅游的核心要素是文化、生态，但是乡

村旅游产业在融合时没有将这两个要素加以考量，产生的乡村旅游

资源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比较低。从乡村旅游产业链的

角度来看，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存在盲目性，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

增加了风险。加之部分地区的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过程缺乏监督、管

理，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与矛盾，导致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长期处

于较差的状态。 

（二）乡村旅游产品创意性不足 

很多地区的乡村旅游产品缺乏创意，不具有吸引力。乡村旅游

品牌形象本身还没有建立起来，乡村旅游产品的经济价值不高，缺

乏好的市场。很多地区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长期缺乏创意，而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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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问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产品没

有被利用起来，以至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着较大的困境。值得

注意的是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速度加快，乡村旅游产品受到的关

注度增加，但是由于宣传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导致部分地区的乡村

旅游产品形象不仅没有建立起来，还受到了负面的评价。在这样的

情况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缺乏动力，加之物力、财力不足，乡村旅

游产品创意感的提升缺乏可能性。此外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性问题

较为严重，很多地区的乡村旅游脱离实际，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3]。 

（三）乡村旅游市场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乡村旅游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其功能作用的发挥效果不明

显。乡村旅游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但是部分地区的乡村旅游市

场规模都比较小，市场中的旅游产品缺乏创意、吸引力，不符合当

前消费者的需求。当前人们的消费水平提升，对消费对象的质量要

求越来越高。乡村旅游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探索出富有特色的

道路，对于本土资源经济价值的挖掘力度不够，乡村旅游市场的丰

富性不足，很多消费者无法在乡村旅游市场中获得良好的体验。乡

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对乡村旅游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

但是当前乡村旅游市场作用停留在表面，很多乡村旅游市场推出的

产品不符合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整体商业气息太浓厚，影响了消

费者的体验感[4]。 

（四）乡村旅游人才短缺 

乡村旅游发展历程较短，还需要诸如新鲜的活力，对于人力、

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的需求都比较大。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乡

村旅游人才短缺，无法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乡村地区的条件相

对复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专业的、优质的人才不具有吸引力。

乡村地区对于人才引进的重视程度不高，没有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

展平台。加之乡村地区的旅游业务还不够成熟，很多专业人才还没

有看到其发展前景。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企业规模比较小，一些地区

甚至没有旅游企业进驻，专业人才无法在这样的地区开展业务、实

现职业发展目标。 

（五）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不高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过程相对混乱，提供的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较

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达不到预期。很多地

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较弱，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乡村旅游

发展的成效较差，很多政府和单位不愿意再投入资金。加之部分地

区的乡村旅游资源缺乏科学地管理，很多资源存在浪费与搁置的现

象，限制了乡村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乡村旅游业受到的监督管理不

足，很多资金并未真正地应用到乡村旅游产品、业务的拓展中。乡

村旅游现有的基础设施设备明显不完善，无法接待更多的游客，游

客也无法获得良好的体验。乡村地区的旅游景点相对偏远，交通网

络体系缺乏健全性，同样降低了其服务质量。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策略 

（一）突出乡村旅游特色并寻求产业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当尽快地挖掘乡村旅游的特色，抓住乡

村旅游产业融合的方向。乡村旅游特色的突出需要从乡村旅游价值

着手，针对乡村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挖掘，形成富有创意

的旅游产品，在此基础之上寻求产业融合机会，则可以促使自然资

源与文化资源相互融合，提高乡村旅游产业的吸引力。现如今互联

网技术飞速发展，为乡村旅游特色的打造以及产业的融合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拓展了乡村旅游的宣传渠道。比如自然资源可以与所在

地区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也可以与所在地区的茶文化、美食文化相

融合，吸引更多的游客[4]。 

（二）加大乡村旅游产品营销宣传力度 

乡村旅游产品营销宣传力度要持续加大，以尽快建立起乡村旅

游品牌形象，增强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从乡村旅游资源的实际

情况着手，精准地把握特色资源，形成富有特色的旅游产业。例如

可以打造旅游康养产业，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旅游除了要提

高乡村的知名度之外，还需要保障服务的质量，不断地强化乡村旅

游转型升级的效果。利用电商直播、自媒体平台等营销、宣传乡村

旅游产品，突出乡村旅游产品的差异性。实践中可以与相关社会组

织搭建乡村旅游宣传平台，促使乡村旅游产品可以被更多的人认

识。成立专业化的乡村旅游服务团体，保障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为

乡村旅游产品的营销、宣传打下有利的基础。 

（三）激发乡村旅游市场导向作用 

激发乡村旅游市场的活力，促使其发挥导向作用，推动乡村旅

游项目的开发。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程度不同，激发乡村

旅游市场的导向作用，可以抓住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重点，将资源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化。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的乡村旅

游市场发展原则，打造新的乡村旅游格局，促使乡村旅游产业可以

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状态。乡村旅游＋的市场模式形成后，自

然资源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可以带动各种项目形式的创新与运用，使

得乡村旅游市场中提供的旅游产品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尽可能地

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5]。 

（四）培养高素养的乡村旅游管理与服务人才 

为了促使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目标的达成，要尽快实施人才培养

与人才引进计划，充实乡村旅游人才队伍。实践中可以积极地构建

完善的人才招聘、培训以及激励机制，吸引优质人才进入到乡村中

开展业务。针对所在地区的乡村旅游业从业人员开展培训、考核工

作，使得乡村旅游业的规范性得到充分地保障。旅游管理相关专业

人才对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具有必要性，要深化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的作用和价值，加快乡村旅游模式的改革创新，为旅游管理与服务

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要积极地发挥职能作用，对人力资

源采取科学合理地配置措施，完善乡村旅游管理与服务体系。 

（五）利用政策法规健全乡村旅游接待体系 

尽快完善乡村旅游相关的政策法规，推动乡村旅游的转型升

级。政策法规的健全化可以为乡村旅游接待体系的完善指明方向，

可以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的挖掘与保护，打造出富有特色的旅游产

业。针对乡村旅游接待体系的健全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政策法规加

以落实，并采取监督管理措施，防止资金被挪用。利用人力、物力

以及财力资源完善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以及乡村旅游景点的基础

设施设备，比如住宿、卫生、餐饮等条件的完善。在这样的基础之

上则可以进一步地适应消费者的需求，突出乡村旅游接待体系的特

色，促使乡村旅游产业得到拓展与壮大。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

旅游转型升级围绕着乡村旅游接待体系的健全化展开，可以产生较

为显著的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速度加快，为

乡村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需要利

用各个方面的条件，吸收积极的力量和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下人才、

财力、物力以及政策和法规都处于不断地发展的状态中，乡村旅游

转型升级从这些内容出发，寻求突破与进展，则可以获得更好的转

型升级优势，创造更加突出的成果。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需要一定的

时间，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乡村旅游特色、产业融合方向，建构乡村

旅游转型升级体系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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