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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hich applied the thinking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s one of the basic directions tha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ural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Taiwan has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 
cultural and creative value is more fully reflect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ijing and 
Taiwan have different policy, culture, resources and other conditions in the creative promo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advantages of mainland lie in the deep cultural diversity,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market and the creative class, as well as government forces, but there are li-
mitations in the land policy, the consciousness and quality of the farmers, and capital strength, etc. 
Beijing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area,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to get out new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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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文化创意产业的思维与生产模式融入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是提升乡村旅游品质与效益的基本方向之

一。台湾乡村旅游的发展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文化创意价值体现较为充分。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北京

乡村旅游的创意提升与台湾存在文化、市场、政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大陆的优势在于深厚多元的文化、

快速成长的市场和创意阶层，以及政府力量等方面，但在土地政策、农户的意识和素质、资本力量等方

面有局限。北京一方面应借鉴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更应发挥自身优势走出新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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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意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旅游需求趋向多样化和个性化，更加注重求新、求知、求奇的参与体验和

具有文化创意的消费选择。乡村旅游作为当今都市消费群体日益倾向的旅游市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

间，但其深度发展还需要文化创意的融入。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可以推动乡村旅游升级转型，

拓展产业链，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动力，实现区域乡村旅游地一体化发展，在这方面台湾走在了前列，

特别是其民宿产品，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品牌。大陆地区在借鉴台湾经验的同时，首先应认识两者

不同的发展背景与条件，从而为发挥自身优势，走出自己的道路打下基础。 
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即是用文化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模式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创新乡村旅

游产品，延伸和扩展乡村旅游产业链，以期满足消费者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的综合效益价值的实现方法。

乡村旅游具有多角度发展方向，如生态旅游注重亲近生态和自然，而创意旅游与一般的乡村景观和生活

方式不同，更强调在多种资源的基础上，深挖核心文化，采用多种加工方式，用现代创意阶层的理想方

式构筑具有美好期许和精神归宿价值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因而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综述 

乡村旅游的创意提升依托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创业的融合，这也给各地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创新性的发展思路和实现手段。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研究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主要针对乡村旅游概念、

动因和实证研究，Thompson 通过对日本某乡村的研究证明现代乡村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认为维护地方

传统、增强地方认同等是当地居民从事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1]。Weaver 以澳大利亚沿海 Tamborine 
Moutain 为例，分析了该乡村地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反映居民态度的差异[2]。Banks 认为在就业方面，

文化创意产业主要促进手工业的就业增长，尤其在影视、剧院、音乐及设计等行业[3]。目前，国外对文

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的研究主要从遗产保护和人类跨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的[4]，Richards 从文化

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角度，认为消费者遗产旅游的需求会随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增加而上升，且受供给

影响更大；在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方面，MacDonald 通过加拿大乡村文化的研究，指出乡村旅游中文化

的重要性，并提出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新模式；Beeton 关于电影对澳大利亚乡村旅游形象影响的研究显

示，如果媒体宣传的乡村形象与当前实际旅游形象不符，不仅会导致游客理解的混淆，而且可能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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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失去某些促销机会，甚至对乡村旅游产生负面影响[5]；Dernoi L. A.对加拿大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的

提升提出了自己看法[6]。 

2.2. 国内研究综述 

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丰富乡村旅游产品，营造创意旅游氛围、延长乡村旅游环节。我国学者厉无畏等

认为创意旅游是一种发展模式，是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锻

造旅游产业链[7]。目前，国内对于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和实证个案的分析，尹

振华认为开发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应注重农耕文化，提高文化品位，采取“农旅结合”的复合性开发策

略[8]；王桂霞界定了创意农业旅游的概念，认为创意农业旅游是集创意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创意旅游

商品生产与游人参与创意农业、参与农事劳作、体验乡村情趣、获取农业知识为一体的新型创意旅游活

动；王琼英、冯学刚认为今后乡村旅游发展应注重对乡村旅游者、旅游资源、经营管理、产品项目开发、

品牌培育、市场营销及旅游六要素的研究[9]；段晓雪提出乡村创意旅游产品的创意生产模式，认为通过

创意的激发，可以将乡村创意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10]；诸丹、袁力认为创意农业能够为乡村旅游发

展提供多领域价值内涵，倡导农业与旅游的创意融合[11]；杨红通过总结台湾乡村旅游发展经验，提出福

建省乡村旅游应注重智慧化、主题化、精致化等的发展，提升创意能力[12]；卢云亭等探索了创意旅游农

业发展的五种模式，突出文化、资源、市场等作用[13]；刘军结合创意休闲农业内涵，分析了湖南创意休

闲农业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14]；韦丽云基于桂林龙胜发展创意旅游的优势，总结了创意战略下龙胜乡

村旅游的提升路径[15]；钱静认为都市农业、生态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政

府应发挥的职能作用[16]；姚海林通过对北京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总结出北京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对策[17]；苗润莲等从密云创意农业发展的功能定位、优势、现状及存在问题等方面

进行分析，并对其提出创意农业的发展思路和建议[18]；柳迪、姚思佳总结了台湾乡村旅游的类型，主要

有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休闲农场、市民农园、教育农园、休闲牧场等几种类型[19]。 
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创意提升的综合系统研究较少，主要是从文化创意产业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

角度进行，但相关概念、模式和发展路径等并未统一，且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

究。本文基于北京和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进行相关比较研究，以期为乡村旅游的

创意提升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3. 北京与台湾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现状 

乡村旅游由单纯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到注重休闲娱乐、参与体验，其间不断融入文化创意，打造

出许多特色乡村旅游产品，实现了多样化发展。北京与台湾乡村旅游发展起步时间、发展方向及模式等

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了目前两地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的现状。 

3.1. 北京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现状 

北京市乡村旅游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目前处于品质提升阶段，其发展经历了由初期的规模

小、类型少、水平低到现在规模较大、类型丰富、水平较高的过程，现在坚持走“一区(县)一色”、“一

沟(村)一品”的特色发展道路，积极构建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村镇、特色民俗活动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

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格局，通过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融合发展，产品类型日

益丰富，市场结构也日益多元化。 
(1) 特色塑造——从农家乐、民俗村到八大新业态。大陆地区农家乐最早起源于成都，历经自发萌芽

期、推广发展期和规范成型期，其发展主要依托成都市区内的客源，为其提供餐饮、娱乐与休息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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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地区农家乐仍偏于餐饮娱乐型，形成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内

容的消费方式，主要有观光游览、果蔬采摘、垂钓娱乐、休闲养生等各种旅游产品；其凭借良好的政策

支持、独特的乡村文化资源和良好的发展基础优势，与文化创意产业有一定的融合发展，但还处在初级

发展阶段，存在经营规模较小，缺乏统筹规划；忽视文化内涵，品牌意识薄弱；散户家庭经营模式，从

业人员素质不高等制约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的因素。 
有些地区由于条件限制和发展需要，其农家乐主要以村落为标志得到规范和发展，如北京门头沟潭

柘寺镇赵家台。北京市通过评选市级民俗村、市级民俗接待户等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民俗村由村委统一

规划建设、宣传营销和接待服务，平均分配客源，以提高接待规模和服务能力，其一般依托景区，客源

范围较窄。从文化创意产业角度而言，民俗村主要在住宿餐饮方面进行改进创新，如餐饮方面推出饺子

宴、豆腐宴、特色农家菜，有机蔬菜采摘等产品，但受地域发展和创意能力的局限，加之营销渠道较少，

客源不稳定，导致发展水平受到限制。古村落凭借悠久的历史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乡村旅游发

展的重要载体。北京许多保存完整的古村落，通过创意旅游开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旅游产品集中在

观光游览、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形式。如门头沟灵水村、昌平区长峪城村、密云县遥桥峪古堡民俗村

等是典型代表。但由于其日益商业化的空间格局，使有些村落的特色建筑遭到破坏，原始文化底蕴逐渐

丧失，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此外，北京市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也推出养生山吧、山水人家、国际驿站、休闲农庄、乡村酒店、

生态渔家、民族风苑、采摘篱园等八种新业态，丰富了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特色塑造是提升乡村旅游发

展品质的重要途径，随着惠农政策、创意资本等的进驻，北京乡村旅游不断发展，涌现出许多特色案例

如柳沟豆腐宴、虹鳟鱼一条沟等，成为京郊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的典型代表。 
(2) 创新开发——节事活动与大型文化项目。乡村旅游节庆活动作为一种特色旅游产品，能够丰富乡

村旅游内容、完善基础设施、扩大客源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优化投资环境。北京各地区乡村旅游发

展充分挖掘自身文化特色，整合资源，创意策划出一系列旅游节庆活动如平谷桃花节、昌平草莓节、大

兴西瓜节等，为乡村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效益。依托北京巨大

的市场和资源优势，各种大型文化项目不断投建如古北水镇，其凭借司马台长城和自然古村落的资源优

势，主推明清和民国建筑风格四合院，打造“长城 + 古镇”的历史人文风景区，成为京郊乡村旅游创新

发展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3.2. 台湾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现状 

台湾地区乡村旅游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转变期和成熟期(至今)。从

发展初期至今台湾乡村旅游的发展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针对各个发展时期出现的问题，及时出

台相关扶持优惠政策，进行规范和引导，尤其是 2001《民俗旅游管理办法》，使乡村旅游各项工作日趋

规范化和制度化。历经 40 多年的发展，见图 1，台湾现有休闲农庄、民宿、休闲农渔业区、观光果园，

还有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市民农园、休闲牧场、休闲农场和教育农园等多种类型，通过完

善的制度法令、成熟的规划管理和高质量的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在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方面，注重创意，使台湾地区的乡村旅游进入到“文化为魂”的深

度开发阶段，已形成主题类型多样、市场结构多元、注重参与体验的发展格局。在众多产品中，台湾民

宿(指利用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与农林渔牧生产活动的家庭副业经营)
通过借助当地文化，创意餐宿氛围，丰富乡村活动、延伸产业链条，提供品质服务，使其成为旅游吸引

的一部分，短短十几年间创造了“新兴旅游市场”，实现了生态可持续、创意品牌化的发展。 
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影响，北京和台湾在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方面存在一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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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tage in Taiwan [20] 
图 1. 台湾乡村旅游发展阶段[20] 

 

异，北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受制于生态修复、政府工程、社区组织等多种因素，较台湾发展显著落后，

但也出现很多创意产业的雏形，如山吧、国际村等，且发展规模、发展品质和创意方式都在不断提升。

台湾地区乡村旅游起步早，发展较为成熟，已形成较有规模和发展基础的创意民宿群，并具有国际化的

品牌知名度。北京和台湾的乡村旅游发展各有不同，但都把创意旅游作为其重要发展方向之一，通过整

合各种乡村资源，聚集优秀创意阶层，创新旅游产品，营造创意体验，注重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实现和塑

造。 

4. 北京与台湾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案例分析 

北京与台湾乡村旅游中出现了一些依托本地优势的创意度假区、创意民宿等，如北京地区的山吧和

台湾地区三茅屋，成为区域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的典型代表。 

4.1. 北京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范例——以怀柔雁栖不夜谷山吧为例 

怀柔区雁栖镇地处京郊，依托独特的发展优势，其乡村旅游的发展不断转型升级，成为区域发展的

成功范例。在发展初期，依托神堂峪景区开展农家乐接待，出现京郊 1 号农家和劳模山庄等，并带动周

边乃至整条沟域乡村旅游的发展；随着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消费需求更加注重文化感知体验和回

归自然，借助外部创意资本和投资力量，在临近的另一条沟域出现了以山吧、枫情山水、泰莲庭、那里

等休闲度假产品，改变了原先简单观光游览的发展方式，而是以生态养生、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为核心

产品实现创意发展，见图 2。无论外部装饰、内部设计还是整体氛围营造、产品细节打造都充分整合了

各种原生态乡村资源，创新了乡村旅游产品体验方式，延伸了由观赏到休闲到度假到深度体验的发展产

业链，用独具创意的思维方式构筑了具有精神慰藉的生态自然氛围，为旅游者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

体验选择，促进了京郊沟域经济和乡村旅游的创意提升发展。 
山吧作为该区最早的乡村度假设施，起初是赵氏兄妹四人因郊区自驾旅游发现该地，为方便家庭休

闲聚会而租下土地和建设成度假区的。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压力的增大，回归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需求

不断增大，山吧经营者们顺势而为，利用周边优美自然环境，主推依山而建的木屋住宿理念，营造出自

由温馨的文化休闲氛围。在创建初期由于乡村土地政策限制，山吧设施被认为是违法建筑，随着后期山

吧知名度和地区综合效益的提升，政府进行政策扶持和相关引导，使其能够扩大经营范围，相继建设了

木屋别墅等餐宿设施，成为京郊重要的休闲度假地。同时，依托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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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政府的鼓励支持，沟域内创意休闲度假设施产品不断延伸，并逐渐形成了

品牌效应，开启了“不夜谷”时代。 

4.2. 台湾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范例——以台湾民宿三茅屋为例 

台湾民宿兴起于 80 年代，见图 3，主要分布在花莲、宜兰、南投、台东、苗栗等县，且有集中在特

殊区域，形成民宿村、民宿群的现象，通过融合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突出主题文化创意，打造出具有不

同特色的民宿产品，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型态。民宿主题涵盖怀旧复古、乡村田园、人文艺术、异国

风情等如以音乐为主题的老英格兰庄园，还有北部的新北市瑞芳区、中部的南投县埔里镇、南部的屏东

县恒春镇、东部的台东县卑南乡等地，观光休闲产业大为发展，民宿遍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致的房

间布置、高品质的服务、优美的休闲环境和主人的亲和力等都成为民宿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

其民宿经营者运用文化和艺术等的创意产业思维整合传统、现代、乡村、城市等各种资源，创新出更具

体验性、文化性和价值性的旅游产品，并深化主题产品开发，延长产业链，如以草莓为主题的民宿会开

发种植采摘草莓以及草莓酒、草莓饼干等的多样旅游产品，提升综合效益价值。通过规范管理专业引导、

提升民宿品牌质量、创意主题风格打造、满足市场多元需求、创新科技营销和整合业主联盟，走出了一

条小而专、小而美的民宿产业发展之路。 
三茅屋位于南投县桃米生态村，以简约欧式田园风格为主，具有 11 年的经营历史，主要是赖家三兄

弟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创办的民宿，对于民宿的经营管理、对外联络、客房管理和餐饮都由他们自家人分

工协作，其综合效益不断提升。由于土地是台湾居民的私有财产，因而具有较大的改造和经营潜力。该

民宿主人以满足顾客期望为目标，对房屋内外部装饰、服务设施、氛围营造等各个细节进行改造，注重

文化创意的融入，通过提供精致早餐、夜间导览解说服务、创意民宿设施、提供旅游咨询等积累感动服

务，并有帮助游客完成梦想、分享专业知识等情感延伸服务，运用科技多元营销。同时，当地政府主管

旅游、卫生、环保等部门每年都要对民宿进行检查和评估，特别是对安全、消防、饮食、服务态度和服 
 

 
Figure 2.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 in Yanqi town 
图 2. 雁栖镇乡村旅游发展变迁路径 

 

 
Figure 3. Development of home stay facility in Taiwan [21] 
图 3. 台湾民宿发展历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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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检查，并颁发许可证。三茅屋凭借其用心服务、追求完美的经营理念塑造了独

特的民宿品牌。 

4.3. 案例对比分析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原因，北京与台湾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起步阶段、创意提升发展

的程度等有所不同，见表 1。 
通过对北京和台湾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案例——山吧和三茅屋，以及上述内容比较可以看出，现

阶段北京地区乡村旅游创意发展各环节融合不足，存在资源挖掘、产品创新、营销推广等方面局限，制

约了乡村旅游的深度发展和转型升级；台湾地区则结合较紧密，走出一条旅游类型丰富、产品层次多样、

服务质量较高、主题文化突出的小而精的创新发展之路。北京和台湾各有发展优势和存在局限性，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政府作用。京郊乡村旅游发展初期，政府政策较为保守，随着乡村旅游不断发展，政府以积极态

度高度重视乡村旅游服务和发展，出台支持政策、组织大型项目及进行宣传推广，如对山吧建设发展的

支持以及后期雁栖不夜谷的打造。台湾乡村旅游发展早期由政府推动游乐区开发，加之农业委员会 “一

站式服务”，文化建设委员会“社区总体营造策略”等支持政策，环保、消防等各部门协调配合，通过

创新引导和规范开发，打造出民宿品牌。 
(2) 资源基础。北京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丰富，文化根基深厚，从古村落遗址、自然生态、特色民俗

文化到现代时尚艺术、影视动漫、会议会展等都有巨大发展潜力。台湾相比北京地区，资源体量规模较

小，可挖掘和整合类型较少，综合型发展前景和竞争力较弱。相比三茅屋周边自然生态环境，山吧依托

长城和北京国际大都会优势，资源基础优势更明显。 
 
Table 1. Comparative study on rural tourism creative promotion development of Beijing and Taiwan 
表 1. 北京与台湾乡村旅游创意提升发展比较 

比较类别 北京地区 台湾地区 

发展阶段 品质提升期 成熟期 

政策制度 政府宏观政策支持，缺乏行业协会引导，处于自治状态 完善的乡村旅游发展制度、法令， 
专门的行业协会引导支持 

旅游类型 农家乐、民俗村、古村聚落、国际驿站、 
养生山吧、休闲农庄、民族风苑等 

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 
休闲农场、市民农园、教育农园、休闲牧场 

经营主体 农户、村委、外来创意投资者 当地民众、资本企业组织、农民组织成立的联合公司 

产品层次 多元化，由观光游览、果蔬采摘、农事活动、 
民俗节庆向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文化体验等方向发展 

多元化，具有乡村观光游览、农事采摘、 
文化教育、民俗节庆、康体养生、创意体验等功能 

营销手段 以政府推介、旅行社宣传为主，自身网站宣传的较少 行业协会宣传推广，自身网站营销、口碑效应等 

市场结构 以北京市场为主，周边城市为辅， 
市场规模和潜力较大 

由区域性市场向跨区域性市场转变， 
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客源范围较广 

服务质量 餐宿服务质量较低，缺乏统一标准及发展规划 采用星级标准，服务专业化且品质高 

商品开发 
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如延庆豆腐宴、 

怀柔满族风情小镇、国际驿站彩色玻璃、 
蓝调庄园水果制作等 

系列旅游产品深度开发，注重创意化设计， 
如大湖草莓酒庄的草莓伴手礼、姜麻园的姜饼等 

项目策划 民俗节庆活动、文化节、旅游节等 传统节庆、宗教庆典、客家文化 
及特色产业活动、园区体验项目等 

土地利用 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属于集体所有， 
不允许转让和买卖，限制较多 

土地和房屋属于私有财产， 
允许土地流转和房屋转让，自由度较大 

发展方向 投资主体多元化、旅游功能复合化， 
走“一区一色、一沟一品”特色发展道路 

创意主题化、类型多样化，走“小而美、 
小而专”的精致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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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户素质。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原因，台湾农户素质较高，依托自身房屋土地等资源长期开发

经营，更有意识进行创意提升、市场推广和深度开发，如三茅屋民宿的创意打造就依托经营者较高的经

营素质。北京地区农户素质一般较低，不具备独立开展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的能力，因而短期内不能依靠

农户素质的自我提升来促进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只能推广“一村一品”等形式的整体建造开发和创新

引导，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市场推广，如山吧就是外地资本和人才的进驻而不是由本地居民开发建设。 
(4) 市场规模。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大量的国内、国际消费人群，市场快速

成长且消费力较高、注重精神回归和文化价值体验，这为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吧等

创意性乡村旅游区的发展即是依托北京强大的市场资源。台湾地区总体经济发展体量和人口消费规模与

北京有较大差距，因而在市场竞争力方面存在劣势。 
(5) 外部力量。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的发展不仅依靠本地农户开发建设，更需要外部力量如文化创意投

资人才的参与经营，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拥有各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人才，与台湾相比，在科技力量、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各有所长，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北京在文化艺术、影视产品等方面超

过台湾，且具备更强人力、资本等的发展储备。 
(6) 土地政策。土地和房屋利用政策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北京地区土地利用和房屋流转

受到限制，不利于外部力量的进入和开发经营，制约了产业的深度开发和规模发展，如山吧度假村建设

初期曾因与土地政策不符而受到限制。台湾地区土地房屋属于私产，便于长期深度开发经营，且注重传

承性，为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这也是区别两地乡村文化创意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 
(7) 经营主体。北京地区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主要是农户自主开发，随着市场需求品质的提升，出现

了外部文创旅游人才的进驻，通过租赁土地房屋，进行创意化开发设计，提升发展品质；同时以村为单

位进行统一开发经营成为重要的发展形式。台湾地区发展初期主要是农户依托自身土地房屋和周边资源

开展乡村接待，发展到资本企业进入的多元休闲业态经营，到为避免企业财团过渡干预，相关农民组织

联合成立公司参与经营的新方式。 
总之，乡村文化创意旅游发展需具备多方面条件才能更具竞争力，北京地区拥有良好的文化根基、

市场和文创人才等优势，也存在制度政策、经营模式等的限制因素；台湾地区拥有精细化运作模式等优

势，也存在市场空间、资源体量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两地区在乡村文化创意旅游的发展中虽处阶段不一

样，但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5. 结论 

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渐成为消费者回归自然、愉悦身心的重要消费选择，在文

化创意经济时代，通过北京与台湾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比较，探索乡村旅游的创意提升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5.1. 尝试农村土地政策的局部突破 

根据具体区域的产业发展条件，在局部地方进行有限的土地政策调整改革试验，吸引有关资金和技

术进入乡村旅游领域，带领乡村旅游的提升发展。当前的农村土地和房产等政策不利于集中经营、扩大

面积，也不利于外部投资者的投资进入，仅凭农民自身的资金、意识和能力，以及分散的状态(东部地区

的农家院落普遍只有四分地甚至更小)，很难实现充分的发展提升。 

5.2. 充分发挥政府和集体的作用 

发挥政府行政资源较多的优势，从整体发展上多做工作。做好整体规划、营销和生态环境治理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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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成立专门负责机构，进行规划引导，加大从业者教育培训，

突出农民参与性，加强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合理调整土地制度和房屋利用政策，通过

土地流转加强以村为单位的整体开发建设，或吸引外部投资主体参与经营；开发大型标志项目，吸引多

方投资，加强营销推广，开发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产品，重塑精神回归和文化体验的休闲聚集区。 

5.3. 注重文化的挖掘和创意开发 

系统整理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时尚文化和现代需求相结合，整合乡村旅

游发展资源，提升文化创意内涵，创新科技产品体系，打造主题化、创意化休闲旅游产品。综合利用区

域资源优势，加强乡村多种产业链间创意融合发展，增加附加值。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消费者休闲需求，

注重参与体验，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和活动项目，增强吸引力。将“一村一品”、“沟域经济”等的创新

开发推向深入，赋予独特的人文内涵。 

5.4. 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创新市场营销 

文化与市场是北京与台湾地区相比较的两大核心优势。应运用多种营销手段如网上订购、口碑营销

等，注重科技创新，走品牌营销之路；加强跨区域产业互促，共享市场资源，形成序列产品，实现融合

发展，如北京蔡家洼生态观光园是台湾地区投资者开发建设和经营的，在北京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

势和发展潜力。同时，北京可借鉴台湾注重主题和创意的发展理念，结合自身资源和条件，精细化适度

集约化，扩大经营范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升，乡村旅游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更加注重主题多元

化、服务标准化、体验参与化、营销多样化和设计创意化，从而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形成持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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