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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投资模式与业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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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关键之一是要培育多种模式的乡村旅游投资、运营和管理主

体，促进乡村旅游各种业态的良性发展和综合效应的发挥。通过对比研究家庭经营、集体经济和工商资本三种投资模

式，分析三种模式的内涵和价值、经营业态和经营方式，研究认为这三种模式各有优势，本质上无好坏之分，应根据

区位、资源、经济条件探索适宜的发展模式，发挥不同模式的特点促进乡村旅游多元化经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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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vestment Models and Forms for Rural
Tourism to Help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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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one of the keys is to cultivate

multiple modes of main bodies of rural tourism investmen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various business model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investment models: fami-

ly-run,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s and values, the business forms

and modes of operation of the three model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each of these three models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that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in nature; th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should be explored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condi-

tions, and exer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modes to promote diversified manage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advance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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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正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三农问题

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

了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旅游业综合性强、带动面广，乡村

又具有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

乡村旅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农旅融合可以

推动乡村产业兴旺，通过生态旅游可以促进乡村的

生态改善，通过景区村创建可以提升乡风文明，通

过旅游业的收入可以达成生活富裕。正是由于旅游

业具有如此显著的产业联动效应和经济乘数效应，

使得发展旅游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乡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20.02.011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年06月

村旅游发展从资源开发到业态运营和管理都需要资

金、人才和技术，而资金又是具有关键作用，研究

乡村旅游投资模式与业态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现状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较多，乡村旅

游和乡村振兴具有高关联度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

持。对二者关联的研究，学者们使用了不同的研究

工具，如庞艳华（2019）使用的灰色关联度模型 [1]、

马小琴（2019）使用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2]、聂

学东（2019）使用的层次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评价

模型 [3]、何成军、李晓琴、曾诚等（2019）用的耦

合动力系统模型 [4]、李志龙（2019）则构建了乡村

振兴评价系统和乡村旅游评价系统[5]，这种多视角

多研究工具使二者关联的结论更加具有可信度。对

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主要是从人才战略[6]、文化

引领[7]、生态环境[8]、城乡一体化[9]、村民参与[10]、产

业融合[11]等角度出发，研究成果也不乏令人耳目一

新的观点。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促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现，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有效模式，而

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与乡村战略的关联度上，

在路径选择上则呈现较为片面的状态。实际上乡村

振兴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构建一个系统

框架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模式和路径[12]。但

对乡村旅游投资模式的系统研究目前成果较少，本

文通过系统比对家庭主体、集体经济和工商资本三

种投资模式，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乡

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制度创新层面等相关研究和政策

提供参考。

三、投资模式与业态比较

（一）家庭主体模式

1.模式与价值

家庭作为一种投资的主体是指以家庭为出资主

体、以家庭成员为主要经营管理主体的乡村旅游投

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以自家院落、农林资源为

基础，依托乡村田园的生态资源、核心旅游吸引物

或商贸、交通枢纽等资源从事相关旅游业经营活

动。从旅游体验的角度，家庭经营主体通过原生态

的展现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生存面貌，满足游

客对农业、农村、农民好奇心、审美心和求知欲，

从而了解农村的本真状态，并获得审美、求知、交

流等多种旅游体验。

家庭主体经营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多重价值：一

是家庭主体是旅游业经营中的最基本单位，这是个

体经济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典型表现，是促进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的积极的力量；二是家庭通过发展

多种业态的旅游，增加旅游供给、丰富产品形态，

从而通过劳动致富并带动乡亲致富；三是从旅游消

费的本质看，家庭经营保存并构建农村的生产、生

活、生态原真风貌，活态传承了农村文化，基于此

意义，家庭主体经营本身就应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

资源加以保护。

2.形态与方式

以家庭主体的模式在业态上有不同的形式，常

见的形式有农家乐、民宿、乡村美食、家庭农场等

不同的业态。

农家乐是以农业田园风光为依托、以有机食品

为核心吸引力，集吃、住、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形式，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

家乐”为主要内容。农家乐最早发端于成都，在国

内开创了一种新旅游模式。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最

早形态和典型形式，也是城乡互动发展的最早尝

试，通过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消费反哺农村发展。

作为最早的乡村旅游业态和典型的家庭经营模式，

那种认为农家乐是一种落后形态的观点值得商榷，

如果以资本介入或以旅游形象、标准经营为由对农

家乐进行千篇一律的升级，反而与见山、见水、见

乡愁的初衷相背离。

民宿作为一种乡村住宿设施越来越显示了其生

命力。根据2019年文旅部发布的《旅游民宿基本要

求与评价》（LB/T 065—2019）旅游民宿是一种小型

住宿设施，要满足以下要求：一是资源要求“利用

当地居民等相关闲置资源”，二是规模要求“经营

用客房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m2”，三是

强调服务特色“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

地自然、文化与生活方式”。上海地方标准中指出

民宿是介于农家乐与旅馆业之间的餐饮业新型业

态。可见，虽然民宿对于资金来源并不限于家庭，

但是都在强调“主人文化”，而这种主人文化就是

乡村原生态文化，家庭自主经营的民宿天然具有这

样的优势。

家庭农场一般是指依靠家庭劳动力经营管理的

微型经济组织。从乡村旅游角度来看，家庭农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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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依托农村的自然环境以及田园风光，向游客展示

田园生活情趣，并实现经济效应的旅游模式。2008
年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2013 年和 2015 年中央

“一号文件”都提到家庭农场，休闲旅游和家庭农

场的融合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出推

动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

品工程。“旅游+家庭农场”形成的“休闲家庭农

场”就是以农业为核心，利用自然田园生态资源和

景观资源，开展休闲旅游、采摘、体验、购物、生

态教育等休闲体验活动，将游客吸引到农场，进行

就地消费，这是提高农业附加值、增加旅游供给、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和经营方

式。台湾地区的休闲型家庭农场作为先行者，形成

了观光果园、教育农园、休闲农渔园、民宿等多种

形式。从农场特质看，家庭农场可以分为传统农

业、特色农业和特色养殖三种类型的家庭农场；从

体验的类型看，有观光家园、教育农园、市场家

园、劳作体验农园和科技体验农园。一项对杭州

19 家休闲型家庭农场研究发现，从体验项目上采摘

和风味餐饮是最为常见的休闲项目，其次为垂钓和

烧烤、农作体验，再次为住宿 [13]。相对于“农家

乐”来说，家庭农场是一种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发

展方式，从“农家乐”的食住属性转变为农事活

动、乡村风俗、田园观光、民宿、特色餐饮融合一

体的旅游体验属性，这显然更加符合现代旅游业的

发展趋势，即以“体验”为主。

乡村美食是以提供乡村有机食品和传统烹制技

艺为主的餐饮业态。对乡村美食体验一直是游客的

重要旅游体验，乡村美食逐渐演化成为一处独具特

色的旅游吸物。乡村美食游在发展过程中，既可以

作为一种独立业态存在，也同时与农家乐、民宿和

休闲家庭农场融合发展。

（二）集体经济模式

1.模式与价值

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实行乡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三级所有。集体经济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合作经济，主要分为劳动联合

和资本联合，体现着共同致富原则。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显得尤其重要，

一是农村人均农业资源较少，分散资源和分散的经

营不利于现代化、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二是在乡

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由于参与水平、

参与能力的不同会形成新的发展差异，发展村集体

经济有利于提高共同参与能力和享受集体发展的利

益；三是基于地域与血缘形成的村集体，具有协调

个人与集体、整体与局部利益的优势，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发展动力的有力保障。

2.形态与方式

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产

权、产权变股份、股份变分红，实现乡村旅游产业

大发展。从乡村旅游集体经济的从收益模式上看，

可以分为租赁收益、分红收益和服务收益；从乡村

旅游集体经济的组织模式上看，可以村旅游发展公

司和乡村旅游合作社两种模式，目前大部分是以乡

村旅游合作社为基础性模式推进的。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产业，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

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乡村旅游合作

社就是农民通过自发联合，成立专门的机构以应对

市场需求的经济组织。乡村旅游合作社是在农村合

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是以种植业或者养

殖业为主，但随着旅游业逐步走入乡村，原农村合

作社也开始转型升级为乡村旅游合作社。

从合作社经营模式上，目前各地乡村旅游合作

社已经初具规模，以乡村合作社为纽带，形成政

府、景区、农户、企业之间的联动，出现了多种不

同的发展模式。但不论采用哪种发展模式，合作社

在其中处于关键位置（图 1）。第一种模式是“农

户+合作社+景区”，这种模式下，景区作为核心旅

游吸引物，为合作社吸引客流，合作社组织农户通

过民宿、农家乐等形式为景区提供基础服务设施，

两者相得益彰，这种模式适用于具有独特旅游资源

禀赋的地区。第二种模式是“农户+合作社+企

业”，企业的加入带来了资金和规范化管理，合作

社的农户成员在龙头企业的带动和示范下进行统一

运营、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改造，同时企业也成

为协调农户成员之间矛盾的“润滑剂”，这种模式

适用于连锁民宿、农产品基地、养殖基地等农家体

验旅游。第三种模式是“农户+合作社+政府”，政

府的扶持对于旅游合作社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通

过扶持、政策激励等方式，鼓励农户参与合作社。

第四种模式是“农户+合作社+政府+企业”，政府在

该模式下主要是监管企业行为，同时起到扶持合作

夏正超，项小伟：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投资模式与业态比较研究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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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作用，企业负责资金投入和运营管理，合作社

负责集体资产的管理与利益分配，这种模式能够更

有效的保障农户的收益。第五种模式是“农户+合
作社+政府+企业+景区”，景区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体

量，作为核心吸引力对游客产生旅游动机、对企业

产生投资价值。企业提供以资金和管理发挥带动作

用，整合村集体资源和农户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与运

营。利益相关者较多，系统复杂且稳定，这种模式

适用于有旅游资源禀赋的地区。

（三）工商资本模式

1.模式与价值

工商资本是指来自乡村外部产业资本，即以

二、三产业的资本反哺第一产业。事实上，乡村旅

游的发展历程当中，长期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这

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会聚焦社会资本对于

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研究的主要原因。目前对于工

商资本投入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势已经基本有了共

识，即工商资本带来的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

方面的提升可以加快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高农户

的收入水平。一是工商资本解决乡村资金不足的问

题，乡村旅游由旅游景点游进入到了旅游区、旅游

带的深化发展，以及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融合进

入“系统一体化”的阶段，都需要工商资本注入以

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二是工商资本引入了先进的管

理模式和管理人才，乡村旅游由先知先觉的一部分

“能人”经济发展到全民参与，无论家庭经营模式

的传承与发展，还是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与运营都需

要人才，而工商资本的进入为乡村振兴引入了管理

与运营人才，并且能够形成一种知识溢出效应，促

进乡村旅游智力水平的提升；三是工商资本带来了

市场，资源、产品、市场是乡村旅游产业链中都不

可缺少的环节，工商资本以其专业化的市场经营理

念能够确保资源向市场转化，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与资产增值。

2.形态与方式

工资资本进入乡村旅游从工商资本与乡村旅游

产业的关联来看有跨越型资本和产业链型资本。一

是跨越型的资本，由于看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或是

出于反哺乡村，跨界投资到乡村旅游业；二是产业

链型资本，即原从事旅游业的资本由于资源整合、

产业链延伸需要进入乡村旅游业。

从资本拥有者情况，一种是外部资本，二是村

民回乡投资。回乡投资是一种体现乡村发展情怀的

投资方式，这种资本也可以称之为乡贤资本，其在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和协调作用上具有独特

的优势。

工商资本进入乡村旅游运营上有项目型和整体

型两种基本模式。一是项目型，即以项目招商形式

导入的项目开发资金。这种模式是以单体项目发展

引入工商资本，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分配主

要以工商资本为主，这种模式的弊端是容易形成乡

村旅游发展的“精英俘获”现象。二是整体型，是

图1 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模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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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村开发模式引入工商资本。这种模式有助于形

成“一盘棋”的格局，从环境和设施、项目和开

发、运营和管理、市场和分配上进行系统谋划，解

决各种矛盾，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实现乡村旅游可

持续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整体型资本在乡村旅游

运营时采取三种基本模式，即公司+农户、公司+村
集体+农户、公司+政府+村集体+农户，在实际运作

中，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应用各种模式。整体

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公司与当地村民（社区）形成紧

密的合作关系，村集体、村民由旁观者、低参与者

转换成为股东、主人和高度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

从而有利于通过旅游业发展走向共同致富。

四、结论及展望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理论

研究与发展的实践表明，乡村旅游可以显著地促进

乡村全面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融资

难是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有效引进资本进行多种形

式的经营和管理事关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和发展质量

的可持续性。家庭、集体和工商资本是三种基本的

投资与运营模式。三种模式各有优势，家庭经营可

以显著调动家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劳动致

富，并且保留了乡村活态的社会生产、生活文化；

村集体将分散的资源进行集中管理，进行统一经营

与管理，协调利益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工商资本

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带来市场，提升经营和

管理能力，实现资本增值。在业态上，村集体作为

资源的代表方，可以集中分散的资源，有效打造旅

游吸引物；家庭作为灵活的力量，可以较广泛涉足

餐饮、住宿和农业等业态打造；工商资本作为资金

和智力输入方可以进行高效的市场化运作。三种投

资模式并无好坏之分，而且在运营模式的制度设计

上三种模式也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交叉

的。乡村地区可以通过公司、集体和家庭不同形式

的合作，进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从而丰富业态和

运营类型，进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同时，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需要各地因

地制宜，因文化制宜，因人制宜，创新不同的投资

和发展模式。从三种基本模式在各地的实践发展情

况的启示来看，后续的研究应该结合相关案例进行

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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