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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村庄规划如何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钟瑞雪
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Ǔ北京Ǔ100015

摘Ȟ要：本文旨在从村庄规划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规划设计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分析了发展村庄

旅游的前提条件，分析了村庄规划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对村庄规划中设计要素的梳理，探讨在乡村旅游

发展的需求下，村庄规划需着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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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已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推动力。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

等措施。本文将结合本人在工作中的实际案例，从村庄

规划的角度探讨乡村旅游发展的条件、村庄规划对乡村

旅游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针对村庄旅游发展诉求，探

讨村庄规划需着重考虑的设计要素。发展旅游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并非所有乡村都适合发展旅

游业，该村庄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发展乡村旅

游，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盲目的

旅游建设的资源浪费。

1��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条件

1.1  旅游资源
乡村旅游资源是指乡村地区自然、文化和社会资源

中，能够被开发利用，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支撑和吸引力

的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

迹等有形资源，还包括乡村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传

统手工艺等无形资源。这些资源各具特色，为旅游业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体验[1]。

乡村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和地域性特征。各地的乡

村旅游资源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

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特点。乡村旅游资源也为游客提

供了亲近自然、体验民俗、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丰富

了旅游体验。

乡村旅游资源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为旅游业带

来了无限的发展潜力和机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

护是推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2  交通区位
交通区位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

交通条件可以显著促进乡村旅游的繁荣。便捷的交通缩

短游客到达时间，提升出行意愿。良好的交通条件扩大

客源市场，吸引更多游客。良好交通条件提升游客满意

度，增加重游率。交通便利提升旅游资源价值，可以吸

引更多投资。

浙江莫干山，便捷的交通使其成为上海、杭州等城

市居民的热门度假地。云南丽江，航空和高铁的发展使

其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可见交通区位对旅游发展的至

关重要性。

1.3  客源条件
客源条件是影响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充足的

客源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充足的客源为旅游发展提供市场基础，促进产业繁

荣。客源地与旅游地之间的距离影响游客的出行决策。

客源地人群的旅游习惯和消费力也影响了旅游发展的方

向，例如某些地区的人们对旅游有浓厚的兴趣，旅游已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2]。客源条件是可以优化的，通过精准

市场定位、开发特色产品、加强营销推广、提升服务质

量和完善基础设施，可以优化客源条件，促进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

1.4  土地条件
发展乡村旅游，就需要有能承载旅游产业的空间。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土地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4.1  农业用地政策的遵守
乡村旅游项目必须遵守国家对农业用地的相关政

策，确保用地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这包括耕地、园地、

林地、牧草地等农业用地的使用和管理。

1.4.2  用地申请与规划
项目需向当地政府提交用地申请，明确用地范围、

用途和期限，并根据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进行开发，确保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不破坏生态环境。

1.4.3  土地利用的多样性
农民自有住宅和闲置宅基地：可以利用这些土地发

展农家乐等休闲农业项目，这既符合政策规定，又能降



2

2025� 第7卷� 第1期·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低开发成本。

1.4.4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个人投资进行非农

业建设所使用的土地，如公益事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

等，也可用于乡村旅游开发。

“四荒地”：包括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未利用

的土地，这些土地资源丰富，可通过承包、租赁或拍卖

等方式用于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3]。

以西藏林芝玉麦村为例，旅游资源上，玉麦村紧邻

世界巨柏园林景区（4A），旅游资源独一无二。区位
上，玉麦村极近市区，离市中心仅12分钟。风貌上，旧
村落石墙风貌保持相对完好，风貌独特，居民已搬迁至

新村。自然景观优秀。文化上，玉麦村的工布文化极具

代表性，林芝古称工布，是西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从

历史发展、民族民俗文化、区域交流和生态物产等多方

面研究，工布文化尤为突出，是林芝地区起源文化和主

流文化，也是西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客源条件

上，林芝是西藏旅游的首站，林芝的海拔优势和交通优

势，使之成为西藏旅游的绝佳中转站，并且在旅游旺季

林芝市的住宿供不应求，因此不缺客源。土地条件方

面，玉麦村有闲置的旧村落，并且新村区域的民居院落

面积很大，有闲置的空间，且村民有意愿利用闲置空

间，这些都是作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用地基础条件。

有了这些前提条件，加上当地政府的的旅游发展意愿，

玉麦村特别适合发展乡村旅游。

1.5  产业基础
对于没有突出的旅游资源的乡村，但有一定的产业

基础的村庄，文旅产业助力当地的基础产业发展。

农文旅的本质是以农业为背景，通过旅游手段展示

农业文化、促进农业发展。以农业文化为内容，通过旅

游手段传播农业文化，促进农业文化传承。农文旅融合

实质上是一种“主题旅游”，它的核心就是农业文化。

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需要建立在对农业文化的认识上，

从而凸显农业文化的独特性与价值。

以黑龙江省勃利县奋斗村为例，奋斗村是典型的

“农业产业”深度融合的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大东北

旅游资源同质化严重，勃利县拥有优越农业产业条件，

但旅游资源并不突出，很难融入黑龙江旅游线路，奋斗

村以农业产业为依托，积极探索“农业+合作社+旅游”
模式，历经12年奋斗，现已成功建成了集种植、养殖、
农产品加工、采摘、民宿体验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奋斗村的客源是周边2、3小时车程内的居民，纯旅游的
收入只是很微不足道的部分，以村委书记的话，来一车

游客，只争一人一顿饭钱，临走还要送当地特产。但乡

村旅游的兴起，就像一个体验店，为本村的基础产业做

了最有说服力的宣传，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一跃变身

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全国最美休闲乡村。

对于资源匮乏、交通不便或生态脆弱的乡村应探索

其他的发展路径，例如根据自身条件发展特色农业、发

展手工业、发展电子商务、发展生态产业等，先打好产

业基础，再循序渐进发展旅游产业。

2��村庄规划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作用

2.1  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发展框架
村庄规划明确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

设施建设，为有序发展提供指导。

2.2  统筹优化乡村的资源配置
通过合理规划土地、生态和文化资源，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避免过度开发。

2.3  整体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
规划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接待

能力，同时也改善了村民生活条件。

2.4  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
规划中注重生态保护，注重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

实现乡村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2.5  传承乡村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规划中融入当地文化元素，建设特色文化空间，打

造特色文化旅游产品，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传统的特

色文化是也是乡村旅游的强力吸引核，文化自信是旅游

发展内驱力和文化支撑，而旅游发展是文化自信的重要

载体和传播途径。

3� �乡村旅游发展需求下，村庄规划需着重考虑的设

计要素

3.1  精准定位
村庄规划为乡村提供发展框架，需要根据资源条

件、市场需求等精准定位乡村旅游发展的目标，例如是

适合做旅游目的地，还是城郊微度假，是主打民俗文化

方向、还是农业休闲方向等。

3.2  交通组织
乡村旅游中的交通游线组织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游

客体验和满意度。交通组织应以游客需求为中心，满足

便捷、安全、舒适性。确保交通线路连接主要景点和设

施，减少换乘和步行距离。优先使用环保交通工具、引

入突出当地特色的交通工具，考虑观光线路的打造。

交通方式应多样化。优化外部交通改善乡村与外部

交通连接，方便游客到达。规划设计内部交通，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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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景点分布，灵活选择步行、骑行、电瓶车等方式。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特色交通增加趣味性，如竹筏、

马车、滑索等，增加趣味性。

交通管理方面：引入智能化管理，提供实时交通信

息查询服务，方便游客规划行程。考虑季节性调整，根

据季节和客流量调整交通线路和班次。注重安全保障，

加强安全管理，制定应急预案。

还是以玉麦村为例，我们在规划中详细考虑了乘旅

游大巴来的、搭出租车来的、自驾来的的三种不同的到

达方式如何落客、停车、换乘村摆渡车入驻民宿，设计

了不同的线路。

3.3  空间布局
规划中需要考虑旅游产业空间的需求。旅游产业空

间一般包含：核心旅游空间、配套服务空间、产业延伸

空间、生态保护空间、主客共享的社区参与空间等。

核心旅游空间指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展示、民俗文

化体验、农业体验等空间，是吸引游客的核心要素，是

主要的“景点”，公共空间。餐饮、住宿等服务空间，

是游客的主要活动区域。农业观光、农产加工研学、休

闲农业体验等空间，满足游客休闲需求。配套服务空间

包含道路、停车场、落客点等，确保游客出行便利，配

套服务空间还包含住宿设施、餐饮设施、购物设施等，

民俗活动、文化演出等娱乐空间。产业延伸空间包含农

产品加工、手工艺制作、文创产业等空间。生态保护空

间，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是村庄最具吸引力的场域环境，

应保护为主，适当提升优化。在主要景点空间的空间连

接上考虑生态景观廊道，提升整体的村庄环境质量。社

区参与空间包含村民活动中心、乡村文化展示空间等，

不仅提升村民生活质量，还能增强文化自信。

此外，空间布局，要考虑原住民生产、生活空间以

及游客游览空间的相互协调，尽量减少对原住民生活空

间的干扰，注重主客共享空间的营造。合理规划、设计

和建设这些空间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4  可持续的生态设计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

线，不越线。连接生态斑块，维护生态系统的连通性，

构建生态廊道。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平衡。资源节约利用，节约用地、用水、

能源。合理规划村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

广节水技术和设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推广清洁能

源和节能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措

施，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

放。生活垃圾处理，推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减少

垃圾填埋。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减

少化肥农药使用。建设绿色建筑与建设绿叶基础设施，

采用节能环保材料和技术，降低建筑能耗。以人为本，

注重功能和合适的尺度。避免一些没有实际功能，只在

乎形象的建设内容，节省空间资源和投资成本。发展生

态产业，生态农业推广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促进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双赢。

无锡田园东方项目为例，阳山镇为了生态发展做出

了勇敢的抉择。他们关闭了138家污染企业，为建设美丽
乡村铺平了道路。田园东方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

是一个与当地文旅产业融合、人与自然生态融合的田园

社区。

3.5  留住村庄的原汁原味
村庄规划中最大限度的保留村庄的原汁原味，保持

了村庄旅游的独特风貌的吸引力，也节省了建设成本。

无锡田园东方为例，阳山镇拾房村在2013年村民搬
迁后，许多房屋被拆迁或倒塌。为了尽可能保留村庄的

自然形态，田园东方综合体在建设中精心修缮和保护了

十座老房子，同时保留了村庄内的古井、池塘和原生树

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村庄的原汁原味。并且利用

这些修缮的老房子，引入了花间堂民宿、餐厅、乡村集

市等新的旅游业态。

3.6  鼓励多方参与
规划工作中，鼓励村民、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规划与建设。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鼓励村民参与规划

决策，增强主人翁意识。鼓励企业投资乡村旅游项目，提

供资金和管理、运营经验。利用企业市场运作能力，推广

旅游产品。协助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结语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未来将继续在政策支持、

模式创新和科技赋能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村庄规

划与乡村旅游发展相辅相成，科学规划能够促进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而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将为村庄规划注入

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谢志强,戚敬渊.价值共创视角下乡村旅游产业运行
逻辑与前进路向研究——以吉林省西夹荒屯为例[J];湖南
社会科学,2021,48(05):101-102.

[2]宋晓蕾.农业多功能视角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研
究.河南农业大学[J].2024(03):104-105.

[3]杨璐 ,滕任飞 ,黄韫慧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旅游振
兴：发展、问题与对策[J].农村经济,2022(18):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