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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发展及其影响研究》

内容概要

何景明编写的《乡村旅游发展及其影响研究》系乡村旅游的基础理论著作。以成都市“农家乐”为案
例，分析城市郊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模式、存在问题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策略。全文分12章共计6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背景。包括：第1章，绪
论。阐述论文选题依据、研究方法、论文构思及创新。第2章，乡村旅游研究综述。综合评述国内外
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对发展前景进行展望。第3章，乡村旅游的概念、发展历程及其分类
。在对国内外乡村旅游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界定了乡村旅游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类。介绍了发
达国家、我国台湾和内地乡村旅游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发展特征。第二部分从宏观层面
上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进行研究。包括：第4章，乡村旅游地开发评价。建立乡村旅游资源和
旅游地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第5章，影响乡村旅游需求的因素分析。第6章，乡村旅游的时空
分布特征。分析乡村旅游客流的季节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第7章，乡村旅游地演变与空间竞争。
分析了乡村旅游地演化过程和空间竞争特征。第三部分从微观层面上对乡村旅游经营户进行研究。包
括：第8章，经营模式及其经济学分析。分析成都市“农家乐”的经营模式和经济效益，并进行投资
与收益的经济学分析。第9章，“农家乐”经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在分析“农家乐”投资者行为和
农户投资者降低风险的经营行为的基础上，进而分析了农户行为对“农家乐”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影响
。第四部分即第10章是乡村旅游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分析。分析乡村旅游开发对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
的影响。第五部分即第11章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建议。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第六部分即第12章是结论与讨论。归纳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探讨论文中
未能完成的研究设想。 
《乡村旅游发展及其影响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注重对当前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的系
统总结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地区的乡村旅游作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可供高等院校旅游专业和旅
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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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内地的旅游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旅游学者在涉足旅游领域之初即开展
了对中国旅游资源的评价工作，郭来喜（1982）率先开展了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的定性评价。此后，
先后有许多人如杨冠雄（1982）、尹以明（1984）、杨汉奎（1987）、保继刚（1986）、楚义芳（1989
）、俞孔坚（1989）、程伟民（1994）、于涛方（2002）、郭剑英（2003）等就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的评
价进行过定性和定量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评价方法和结论，使这一方面成为中国旅游研究中
走在前面的部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楚义芳（1989）建立的中国观赏型旅游地的综合评价模型
。 但是，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时间较短，旅游地开发评价研究基本上是“任务带学科”方式，迫于
任务的需要，部分规划人员对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理解不透，存在以下问题：①将旅游资源评价和
旅游地的（开发）评价等同起来，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如在旅游资源进行评价时，评价因子中出现了
非旅游资源因子。事实上，旅游资源评价和旅游地开发评价尽管有密切的联系，但同时又有明显的差
异。旅游资源评价，是对旅游资源本身价值进行评价，以判断其在同类旅游资源中的等级。而旅游地
的（开发）评价则是以旅游资源评价为基础，再加上对旅游资源开发所必不可少的开发条件和客源、
市场等因子，所以旅游地评价的结果往往与旅游资源评价结果有很大差异。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
于没有准确把握国际上已较通用的规范化概念。②没有深入研究旅游资源和旅游地分类和分级问题，
普遍出现以相同的评价因子和权重值来对比评价不同性质的旅游地。例如，在区域旅游规划中，普遍
出现不考虑旅游地的类型（如观光型旅游地、度假型旅游地、运动型旅游地以及宗教、科考等特殊旅
游地），采用相同的评价因子和权重进行评价。另外，在旅游资源评价模型的因子排列中出现了将“
观赏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并列作为评价因子进行评判的现象。把这三种价值并列意
味着评价者要求或假设所有的旅游资源都具有三种价值，所有的旅游地都具有相似的特性——具有观
赏、文化和科学意义，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以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同一旅游资源，
其评估结果可能会有天壤之别。旅游资源的价值是以它适合从事某种旅游活动的程度为衡量标尺的。
此为其一。其二，对于不同性质的旅游地，同一评价因子的重要程度差别很大。即使对同一性质旅游
地进行评价，也是旅游地种类分得越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价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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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景明编写的《乡村旅游发展及其影响研究》在乡村旅游的发展研究板块里，分别从宏观层面（包括
旅游地开发评价、旅游时空分布特征、旅游地演化与空间竞争、旅游地规划设计等）和微观层面（包
括经营模式、效益分析、农户行为分析等）进行阐释，进而对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在乡村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研究板块里，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进行论述。最后，论
文提出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为了实现论文的研究内容，选取了成都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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