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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根据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科学、旅游开发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以第五次人
口普查数据和贵州典型旅游村寨调研数据为基础资料，采用数理分析统计法、层次分析法、投入产出
法等方法，分析贵州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现状，以及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发展及劳动力转移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研究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的关系、乡村旅游产业链与就业渠道、旅游业对乡村就业的
影响等核心问题；提出农村劳动力有效地向旅游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旅游专业师生、旅游科研人员、旅游规划设计人员、旅游行业管理人员和旅游
景区中高层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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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绪论1.1研究依据1.1.1发展乡村旅游是贵州农村现实条件的需要贵州是我国西南地区喀
斯特最集中连片的区域，喀斯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3%，全省仅有4个县基本没有喀斯特分布。
虽然喀斯特构成了贵州“独特的文化摇篮”（屠玉麟，2000），但其生态环境脆弱性强、敏感度较高
、系统稳定性较差，人类一旦有不合理的利用，就会对其生态系统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其生态系统一
经破坏，恢复时间较长。
研究数据表明，喀斯特地区的成土速度一般为每形成1cm厚的土层需要2500～85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
每年平均仅能生成0.0025mm厚的土层，因此，贵州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不具备良好的地质条件。
发展畜牧业，如果过度放牧和超载，牲畜对地表草被和土壤的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容易造成土壤流
失而呈现石漠化景观。
旅游业是环境和资源利用兼顾的产业，它不仅能实现农村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和持续利用，同时其科学
合理的发展可以达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优化。
贵州是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份，高原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5.1%，地面崎岖破碎，且山高
坡陡（表1-1），坡度在25°以上不适宜耕作的陡坡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5.07%，因此，贵州的适耕资
源相对匮乏。
贵州耕地零星分散，旱地和坡耕地多，且交通不便，不利于机耕、灌溉和规模管理，从而使农业劳动
力及资本等投入多，导致单位面积产量低下，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的预期收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
差距。
尽管贵州喀斯特分布区地形、地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但是这里的奇山秀水、溶洞瀑布、
原始森林和峡谷、温泉湖泊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的喀斯特文化和民族风情等构成的贵州各地神奇而
美丽、原始而古朴的乡村景观，以及“一点一景，一村一貌”的多彩乡村，为贵州发展乡村旅游提供
了良好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使贵州农民参与旅游发展成为可能。
1.1.2乡村旅游开发突破了传统旅游的开发模式乡村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其旅游
产品的内容和结构都与传统旅游有很大的不同。
它是以农村资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强调农村资源的重要性，与农村资源和环境息息相关，因而其
发展也必然带动农村各产业的发展。
同时，乡村旅游把农民纳入主要参与对象，农民是主要的利益主体之一。
乡村旅游在国家旅游扶贫政策实施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它不仅使农产品及很多农村资源就地
直接转化为货币，并且能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乡村旅游与传统旅游在旅游开发的主体、关注的利益主体、示范作用、农产品转换以及旅游开
发对社会及村寨等所带来的效益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表1-2）。
同时，乡村旅游开发可以改善增收难的状况，改变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民不
愿种地、消极抵触的心理；改变农产品货币价值转化环节多、转化难、转化慢的方式，减少农产品价
值转化过程中的剥离，实现其价值最大化，提高农业生产投资的回报。
乡村旅游专门技术容易掌握，对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而言，易于入门，而且其产业关联
度较高，带动面较广，能通过相关产业链建设有效地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多元化的
就业渠道。
1.1.3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
施，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样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手段。
魏小安（2005）认为，在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体现农业多功能，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有助
于农村培育第三产业，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有助于就地形成市场，帮助农民向非农产业转化；有
助于招商引资，帮助农村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助于农民观念的
转变，提升农业人口素质，保护传统文化。
因此，在我国目前特殊的国情下，发展乡村旅游对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与作用。
首先，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增加“三农”收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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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农户直接与间接参与旅游管理与经营的参与式旅游，是农户受益程度最深、受益面最广的
行业，在经济收入上表现较为明显。
据统计，在“十五”期间，贵州有63.03万人通过发展旅游摆脱了贫困①。
其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链的延伸。
乡村旅游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产业，其关联度大，是农业的后续产业和替代产业。
它可使农产品的价值实现最大化和多样化，充分发掘农村资源的使用价值、观赏价值、美学价值以及
经济价值等，从而使产品结构最优化，并实现就地销售而降低转运的成本损耗。
同时，发展乡村旅游还可实现农村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农产品加工生产、工艺品制作、土特产品生产
等行业兴起。
再次，扩大农村就业途径。
发展乡村旅游业，能吸引农民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使许多农民告别传统的农业生产，通
过向旅游交通、餐饮、旅游接待、工艺品制作、土特产品生产等行业提供劳动力而实现大量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地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农户收入
。
最后，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真正意义的脱贫是经济脱贫和文化脱贫，因此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还应提高其素质。
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农民是主要的参与对象之一，这就必须要求农民要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相关的
服务理念，从而促使他们多学知识，以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从外在动力因素来看，旅游开发必然带来地区间的开放，间接引入了现代文明和先进的文化。
同时，不同背景旅游者的来访，使新的信息、观念和文化不断涌入乡村旅游地，在碰撞、交流和磨合
中，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思想会更加开放，观念会更加新颖，从而促进乡村文明的发展。
1.1.4发展乡村旅游是缓解贵州劳动力就业压力的一种途径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人口年龄结构的迅
速转变严重影响着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状况，今后20年是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
资源的供给总量超过8亿人，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超过1000万人。
如此规模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新增就业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既是巨大的优势，又是巨大的挑
战。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贵州省劳动力资源总量达2001.23万人，占全省人口总量
的56.78%，与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贵州省劳动力资源在10年来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劳动力
人口数量增加，劳动力资源丰富。
10年共增加劳动力人口189.3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8.9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45%。
尽管每年尚有退出劳动力年龄的人口，但进入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远远大于退出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
，这就必然扩大劳动力规模。
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形成劳动力资源供给量充足之势。
其次，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
2000年全省总人口为3524.77万人，与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了8.82%；而劳动力人口同期增加
了189.33万人，增长了10.45%，比总人口增长率高1.63百分点。
从年均增长情况看，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94%，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1%，也比总人口增长率
高0.17百分点。
劳动力的迅速增长，虽然为贵州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如此高速度的劳动力增长已造成
了贵州严峻的就业形势。
贵州农村同样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统计，贵州农村目前剩余劳动力有53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
量的36%，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
到2003年年底，按照国家确定的标准，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625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310.3万，占全国
贫困人口总数的11.5%；初步越过温饱线、年人均纯收入在625～865元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540.1万，这
两部分人口加起来共850.4万，占贵州省农村人口的29.3%（王旭，2004）。
因此，要推动农村发展，减少贵州农村的贫困人口，关键在于转移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乡村旅游正在全国深入推进，2002年全国旅游行业直接从业人口1685多万中，就有1055万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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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农村剩余劳动力（佟玉权，2006）。
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也越来越多，2005年末，共评定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359家；截
至2010年年末，共评定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419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示范点分别达
到32个和103个。
贵州以民族村寨为主体的乡村旅游正在全省全面展开，并把乡村旅游产业作为今后农村产业发展的重
点和推进贵州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中心。
据统计，2005年贵州省全省开展乡村旅游的景点和民族村寨有2660个，接待游客1084.43万人次，占全
省旅游接待游客的34.7%；旅游收入20.99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8.36%，乡村旅游者人均花费193.5
元；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15.53万人，占全省旅游总就业人数的39.76%。
2006年，贵州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683.69万人次，同比增长55.26%，占全省旅游接待量的35.82%，旅
游收入33.58亿元，同比增长59.98%，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已达3192个，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17.85万人
，占全省旅游总就业人数的41.23%（杨胜明，2007）。
2007年，全省开展乡村旅游活动的接待单位有6667家，旅游税金8.68亿元，开展乡村旅游经营的行政
村575个，开展乡村旅游的经营户6184个。
到2008年年末，全省乡村旅游直接从业人数30余万人，带动200余万农村劳动力就地转产和旅游就业，
全省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2930.79万人次，占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数的35.95%，实现旅游总收入105.18亿
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6.1%。
2009年全省乡村旅游总收入137亿元，同比增加30%，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7%。
2010年全省乡村旅游总收入178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16.8%。
乡村旅游开发在推动农村地区创收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黔东南州的南花苗寨为例，该村寨共有811人，人均耕地仅有0.3亩，然而仅2005年，村寨旅游业总收
入达130万元，人均1600元，再加上种植业、养殖业收入人均达1200元，人均总收入达到2800元，比黔
东南州当年农民人均收入1730元多1070元（高出61.8%），比贵州省当年农民人均收入1870元多930元（
高出49.7%），致富效果十分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开发贵州乡村旅游是贵州乡村资源禀赋和农村发展现实的需要。
乡村旅游开发不仅推动贵州乡村的经济发展，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尤其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作用更突出。
因而，本研究认为选择贵州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选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
义。
1.2研究设计本研究主要根据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旅游开发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学科
的基本理论，把人口、劳动力、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在一起进行整体研究；把劳动力与人类的生
产、生活活动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来认识劳动力动态变化过程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存在的相关
关系。
本研究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贵州省主要旅游村寨为基础资料，以GIS与数理统计分析为手段，以
理论分析为依据，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把面上重点调查与点上的全面深入研究相结合、把
实地调查数据与收集资料的综合分析相结合、把时空静态现状研究与动态预测相结合，多角度、多层
面反映研究主题。
1.3研究目标立足贵州“三农”问题的实际，以贵州为研究区域，在理论上，通过旅游与农村产业互动
发展和旅游开发与农村劳动力配置研究，促使乡村旅游地产业链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新的思
路和转移模式；通过定量化分析模型，可从科学上衡量各地旅游开发和农业互动发展能力与潜力，并
从乡村旅游地产业链形成机制中，确立合理的就业结构和建立本地旅游开发与农村劳动力配置理论。
在实践中，分析和预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就业机会、结构的关系，并选择不同类型的样区，着重进
行村寨全方位参与旅游发展的运作机制、政策保障等方面的示范研究，为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示
范并加以总结推广。
总之，本研究力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旅游兴黔”战略，为推动贵州社会经济建设提供重要
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贵州旅游业与农业互动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为农村劳动力的成功转
移、拓展就业渠道和促使农村社区全方位参与旅游开发，提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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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贵州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研究》是殷红梅等继《贵州区域旅游开发》之后的新作，
是一部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的作品。
它的出版会有力地推动贵州农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供高等院校旅游专业师生、旅游科研人员、旅游
规划设计人员、旅游行业管理人员和旅游景区中高层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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