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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的乡村旅游产业自萌芽到重点培育，经过20多年的积极探索，建立起具有北京特色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乡村旅游“北京模式”，为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大都市乡村旅游发展道
路。
北京市乡村旅游在整个北京旅游产业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对北京郊区农民脱贫致富起了关键
性作用。
截至2009年，全市共有13个区县开展了乡村旅游工作，形成了“一区（县）一色”的区域特点各异的
产业品牌；形成了北京乡村旅游的新产品体系（乡村景观类旅游产品、民俗旅游村、休闲度假村、观
光农业示范园以及民俗节庆类旅游产品等）；制定了《乡村旅游特色业态标准及评定》，总结推出了
八种全新乡村旅游业态（乡村酒店、国际驿站、采摘篱园、生态渔村、休闲农庄、山水人家、养生山
吧、民族风苑）；形成了政府公关、社区营销的新营销模式，实施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营销活动（
城乡社区，互动营销；目的地主题社区，品牌营销；网络虚拟社区，网络营销；舞台社区，节庆营销
等）；形成了北京乡村旅游行业管理特色鲜明的模式（规划引导，标准管理；部门联动，政策集成；
景观保护，社区参与等）。
北京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北京市旅游局推动建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品创新机制。
积极收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信息和旅游市场变化动态，主动革新现有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的内容、档次
、类型，并积极推动乡村旅游的升级换代。
从“民俗村”、“民俗户”升级到“一区（县）一色”、“一沟（村）一品”、“一村一业”、“八
大业态”、“休闲产业聚集区”等。
“生态”+“休闲”逐渐成为游客最主流的追求，目前北京市旅游局积极把握机遇，以生态旅游度假
区为未来郊区旅游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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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市的乡村旅游产业自萌芽到重点培育，经过20多年的积极探索，建立起具有北京特色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乡村旅游“北京模式”，为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大都市乡村旅游发展道
路。
　　北京市乡村旅游在整个北京旅游产业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对北京郊区农民脱贫致富起了
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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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国内学者也对乡村旅游的定义做了大量研究：马波（1995）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
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
杜江、向萍（1999）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
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
吕连琴等（2000）则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乡村旅游：广义地，乡村旅游包括所有在城市市区
以外、乡村地域范围内，以其有旅游价值的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为对象展开的旅游活动；狭义地，乡
村旅游指在乡村地区，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农业生产及其环境为基础开展起来的旅游活动。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的定义更多是从乡村旅游依托的资源的角度及目标市场的角度
。
2004年在贵州举办的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在乡村旅游的内容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
全面的看法：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并以此提高其品位和丰富性；农民应
成为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应主要以城市居民为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
归自然、体验民俗的愿望（付方东，2006）。
本文也以此定义为研究基点，但是，本文认为纯粹形式乡村旅游只是对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城市
旅游和野外旅游——的根本特征的概括，在发展中，旅游产品具有多样性和发展性。
尽管乡村旅游主要体现的是“乡村性”，可是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的目的已从过去单纯简单的乡村观
光为主，逐步转变为集观光、教育、娱乐和度假等多样的旅游消费目的，旅游消费对乡村旅游产品的
需求更多的是强调乡村旅游的体验型旅游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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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乡村旅游"北京模式"研究》是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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