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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制约研究 
柏  银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陕西西安  712046 

摘  要：乡村旅游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深入研究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

旨在为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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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lin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rural tourism has great potential，which can promote economic prosperity，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goals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refore，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and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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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是近年来我国着力推进的国家战略，旨在实现乡村经

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部分，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它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村收入，还能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然而，乡村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却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不仅威胁着乡村

旅游的发展，也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深入研究乡村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寻找解决之道，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的落实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关系 

（一）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政府自 2018 年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旨

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加速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

兴不仅涉及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了文化传

承、环境保护以及农村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实现多方面的目标，如增

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传承乡村文化等。 

（二）乡村旅游的概念与特点 

乡村旅游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旅游形式，它将游客引向远离城市

喧嚣的乡村地区，提供了一种与自然环境和农村社区深度互动的机

会。与传统的城市旅游相比，乡村旅游具有独特的魅力和特点，使

其在旅游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首先，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来

自于乡村地区的自然风光。这些地区通常被赋予了壮丽的山水、广

袤的田野和清新的空气，这些元素构成了乡村旅游的自然背景。游

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大自然的美丽，享受宁静和放松。其次，乡村

旅游注重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体验。乡村地区通常富有丰富的历史和

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在乡村旅游中得以展示和传承。游客有机会参

观古老的建筑、品尝传统美食、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等活动，深入

了解当地文化，增进对乡村历史的理解。另外，乡村旅游强调与农

村社区的亲近联系。与城市旅游不同，乡村旅游通常允许游客与当

地居民互动，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种互动可以包括参

与农业活动、与村民交流、入住民宿等，有助于游客更深入地融入

农村社区，感受当地的人情味和热情款待。同时，乡村旅游还强调

休闲度假的元素。游客来到乡村地区，通常是为了逃离城市的忙碌

和压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内心的宁静。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

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机会，游客可以在乡村度过悠闲的时光，远

离城市的喧嚣和污染。 重要的是，乡村旅游注重可持续性。它不

仅追求经济效益，还注重保护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促进

农村经济增长、保护自然环境、传承文化遗产和改善居民生活，乡

村旅游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赢局面，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典范。 

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政策因素 

政府的政策和法规直接塑造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环境，它们可以

激励乡村旅游业的繁荣，也可能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障碍。首先，

土地使用政策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些地区

可能因土地使用规划不合理而导致土地资源过度开发，从而威胁到

自然环境的完整性。政府需要制定和执行土地使用政策，以保护农

村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确保乡村旅游能够长期受益。其次，税

收政策的不合理性可能导致乡村旅游业面临不必要的财务压力。政

府应该制定税收政策，鼓励乡村旅游企业的发展，例如提供税收优

惠或减免，以促进投资和就业的增长。 

（二）资源因素 

乡村旅游的独特吸引力常常源于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这

些资源包括壮观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历史悠久的文化

景点以及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然而，资源因素也可能成为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首先，资源的不足可能限制了乡村旅游

的发展潜力。一些农村地区可能缺乏具有吸引力的自然景点或文化

遗产，这会限制游客的吸引力，降低了乡村旅游的竞争力。因此，

需要探索并发展新的资源，可能需要投资于景区建设或文化保护。

其次，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可能导致可持续性问题。过度开发或滥用

资源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减少景区的吸引力。例如，过度采伐

森林、滥用水资源或者大规模建设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

响。这种情况下，资源的破坏可能会对乡村旅游产业长期发展构成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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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因素 

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常常源自于自然环境的美丽和纯净，因此保

护和维护环境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然而，环境问题可能成为乡村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威胁着游客体验和生态平衡。首先，

水质污染是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一些乡村旅游地区可能受到工业

废水排放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不当的影响，导致水质恶化。水质污

染不仅损害了自然景观的美丽，还可能对游客的健康构成威胁。因

此，应该采取措施加强水质监管和改进污水处理设施，以确保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其次，垃圾处理问题也是乡村旅游面临的挑战。

游客数量的增加通常伴随着大量垃圾的产生，如果垃圾处理不当，

将导致景区环境的恶化。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垃圾

回收和处理系统，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 后，生态破坏

是乡村旅游可持续性的一个潜在威胁。过度的开发、采矿或道路建

设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危及植物和动物物种。 

（四）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

涵盖了乡村社区的参与度、居民态度和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这些

因素直接影响着乡村旅游产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需要得到充分重

视。一方面，乡村社区的参与度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社区居民的参与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源、文化传承和就业机会，同时

也有助于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然而，如果社区参与度

不高，居民感受不到旅游业发展对他们的实际利益，可能会引发不

满和抵制。另一方面，居民的态度和意愿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居民的支持和积极态度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旅游环境，提高

游客体验。然而，如果居民对乡村旅游持消极或抵制态度，可能导

致冲突和合作困难，制约了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后，文化传承是

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容易受到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冲击。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保护和传承乡村的独特文化资源，以

维护乡村旅游的根本吸引力。 

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策优化 

为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着关

键的角色。以下是一些政策优化的建议：1.土地利用政策的调整：

政府应审慎制定土地利用政策，确保乡村旅游项目的合理布局。这

包括了保护自然景观和农田，避免大规模土地开发，以免破坏乡村

环境。政府可以建立严格的土地规划，将乡村旅游与农业、生态保

护相协调，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2.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政府可以考虑为乡村旅游业者提供税

收优惠，鼓励他们投资于乡村旅游项目。这可以包括减免税收、提

供财政支持、设立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等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激发

投资热情，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3.旅游管理政策的改进：政府需

要强化乡村旅游的管理政策，确保景区的有序运营。这包括了加强

环境保护、管理游客流量、规范旅游设施建设和维护、提高服务质

量等方面。政府还可以鼓励乡村社区参与管理，以确保旅游业的可

持续性和社会责任。4.建立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政府可以制定全面

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政策措施和资源分配。这一

规划应该与当地社区、企业和专业机构紧密合作，确保制定出符合

实际情况的发展路线图。同时，规划也应考虑到可持续性因素，保

护和传承乡村的自然、文化和社会资源。 

（二）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 

为了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

文化遗产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建议：1.加强资源管理：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的资源管理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监测、评估

和保护措施。这涉及到建立环境保护标准，明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限制，以及制定有效的执法机制来防止资源的滥用和破坏。2.可持

续开发规划：政府可以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明确资源的开发方

向和节奏。这需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文化遗产的传承，确

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规划也应该与当地社区协商一致，充分尊重

当地居民的意愿。 

3.鼓励农村社区参与：政府可以鼓励农村社区积极参与资源保

护和管理。社区居民了解当地资源和文化的内涵，可以发挥关键作

用，帮助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资源。政府可以提供培训和支持，

建立合作机制，使社区成为资源管理的合作伙伴。4.教育和意识提

升：政府可以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游客和当地居民对资源保

护的意识。这包括了关于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旅游的

教育，以引导游客的文明行为，减少不良影响。 

（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企业和游客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以减少环境影响并促进可持续性。1.垃圾处理与资源回收：政府和

企业应建立有效的垃圾处理系统，包括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设施

的建设。游客和当地居民也应被教育和鼓励参与垃圾分类和回收，

减少垃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2.水质保护：为了维护水质，政府需

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和监测，确保旅游活动不会导致水质污染。游客

和旅游企业也应该采取节水措施，减少水资源的浪费。3.生态修复

与保护：政府可以实施生态修复项目，修复受到过度开发和破坏的

生态系统。这包括植树造林、湿地恢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措施，

以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4.绿色旅游倡导：政府和企业可以

倡导绿色旅游，鼓励游客采取低碳出行方式，如公共交通、骑行或

步行。此外，可以推广绿色住宿和用餐方式，减少碳排放和环境负

担。5.环境教育和意识提升：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

提高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这包括了关于生态系统、可持续

旅游和文明游客行为的教育，以培养大家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意

识。通过这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措施，乡村旅游可以在保护自然

环境的同时提供丰富的旅游体验，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区受益提供

坚实基础。政府、企业和游客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实现乡村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为未来的世代留下绿色、美丽的乡村景区。 

结束语： 

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可持续发

展面临着众多制约因素。本文通过分析政策、资源、环境和社会等

方面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和建议，以促进乡村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有信心乡村旅游将继续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作出积极贡献，并为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发

展机会。同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具体案例和更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更为可持续的农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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