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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the rise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has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Since 1999, Rizhao rural tourism represented by Rizhao “fishing house music” has 
flourished, and Rizhao folk tourism reception center has become the largest folk custom in Shan-
dong Peninsula. Based on the new urbanization as the backgroun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Rizhao 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zhao City’s “fishing house”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tourism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urism products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izhao’s “Fishing Jiale” folk custom tourism.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
ation of folk tourism, and on the basis of rural tourism in Rizhao City, especially the “fisher house” 
rural tourism, with the new urbanization as the background, some sugges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men’s music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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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后期，我国乡村旅游兴起，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自1999年以来，以日照“渔家乐”为代表

的日照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日照民俗旅游接待中心已然成为山东半岛最大的民俗接待基地之一。本文以

新型城镇化为背景，结合日照市乡村旅游发展状况，从日照“渔家乐”民俗乡村旅游现状出发，从旅游

资源、生态环境、旅游产品以及综合服务等方面分析了日照市“渔家乐”民俗旅游的现状，并在此基础

上对日照市乡村旅游特别是“渔家乐”乡村旅游，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提出了部分加快渔家乐发展的

思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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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界学者对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逐渐成为热潮，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乡村旅游产业的成长支应了强大的动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融合互动，

是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有效助力之一。乡村旅游是旅游业与当代农业乃至渔业创新结合的新型旅

游形制，是以休闲度假为目的，以广大的农村及渔村为活动空间，融入农业(渔业)生产、农民(渔民)生活

和农村(渔村)生态，依靠城镇周围的乡村景观、田园风景和农村资源，向城乡居民开发的集旅游、休闲、

观光、体验的旅游类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及迅速普及，人们对城市景观产生一定的“审美疲劳”，渴

望实现心灵旅行，宁静质朴的乡村自然风光成为首选。近年来，国家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

旅游扶贫、旅游富市相关政策层出不穷，对于第三产业的开发扩大规模提高重视，使得旅游业得到大力

发展，已然成为许多地区的重要产业。乡村旅游不仅能够促进城镇居民了解乡村习俗，还能促进城乡发

展项目的融合，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国各地市都在竭力挖掘自身旅游潜力，力图促进旅

游的潜在能量落实为经济效益。“渔家乐”是乡村旅游的类型之一，是以当地渔村的渔民为旅游接待者，

为城镇市民提供吃、住、游、玩、娱等活动，它体现了现代乡村旅游自然、宁静、淳朴的特点，满足了

城镇居民走出城镇、回归自然的心态[1]。 

2. 日照“渔家乐”旅游的发展现状 

2.1. 日照乡村旅游现状 

日照市 1999 年试点“渔家乐”民俗旅游，通过不断发展，当下日照市民俗旅游村已到达 30 个，民

俗旅游户 3000 户、床位 8 万多张，单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就已经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下六个。目前，日照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俗旅游接待基地，旺季日接待过夜游客近 20 万人次，“渔家乐”民俗旅游成为日照

市旅游业的一大品牌，在 30 个民俗旅游村中有 14 个民俗旅游度假村属于“渔家乐”性质，分别是任家

台民俗旅游度假村、吴家台民俗旅游度假村、李家台民俗旅游度假村、张家台民俗旅游度假村、大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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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度假村、王家皂民俗旅游度假村、乔家墩子民俗旅游度假村、北苗家村民俗旅游度假村、前滩

西民俗旅游度假村、后滩西民俗旅游度假村、路家村民俗旅游度假村、大陈家村民俗旅游度假村、肥家

庄民俗旅游度假村、桃花岛民俗旅游度假村；目前日照“渔家乐”旅游度假村正在转型的重要时期，王

家皂民俗旅游度假村、乔家墩子民俗旅游度假村、北苗家村民俗旅游度假村、前滩西民俗旅游度假村、

后滩西民俗旅游度假村已经拆除，吴家台民俗旅游度假村正在拆除。在日照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日照市

沿海旅游度假岸线已然占据重要地位，详见图 1。而 2015 年日照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100 亿元，相当于旅

游总收入的 38%，由此可见，日照市乡村旅游、渔家乐旅游已经成为日照市旅游业收入中最重要的经济

增长点之一。 
 

 
Figure 1. Rizhao city master plan-coastline utilization plan 
图 1. 日照市城市总体规划–岸线利用规划图 

2.2. 日照“渔家乐”旅游发展模式 

2.2.1. 休闲旅馆型 
休闲旅馆，与城镇封闭的环境不同，质朴的生活方式以及平和的生活气氛，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

来观光旅游。日照拥有独具美丽的海洋景观、民俗文化和特色农产品，给广大城镇居民留下深刻印象。

按经营主体分，主要有公营旅馆、民营旅馆等，如王家皂、乔家墩子等村落，渔民通过精心改造自家农

房，接待城镇居民前来旅游观赏，通常可容纳 20~50 人，以地方美食为主，每餐人均消费约 50~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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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地区的休闲旅馆主要以家庭为主，公营旅馆较少。 

2.2.2. 渔业体验型 
渔业体验型，是为“渔家乐”的旅游开发所打造的一种旅游活动，主要是旅游者提供平时难以接触

的渔业劳动机会使游客劳作中接受教育，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现如今来自城市的旅游人群，对旅游

需求不再满足于高楼林立，更多的是一种关于远离喧嚣都市体验浓郁的乡土情怀的错位需求[2]。渔业体

验旅游已成为热门旅游活动的主流之一，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对当地渔民来说，通过接待旅游者

体验活动，可以获取吃饭、住宿等收入，增加了渔民的收入。 

2.3. 日照“渔家乐” 

1999 年以前，所有渔村绝大多数都靠出海捕鱼为生，1999 年以后，大量外来游客涌入日照市，当时

日照市接待外来游客能力有限，基础设施不够齐全，王家皂渔村首先进行旅游接待，王家皂村民把自己

多余的房间以及床位用来接待外来游客，分散了日照市旅游接待的压力。2000 以后，在政府呼吁以及已

经接待游客的村落的宣传下，各个沿海渔村纷纷开始接待外来游客，部分外来人员也进入沿海村落进行

经营渔家乐，并开始经营多样化，日照市的众多渔民村拥有庞大的外来游客接待能力，渔家乐旅游成为

日照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以“吃渔家饭、住渔家屋、享渔家乐、体渔家情、购渔家特产”口号为代表，

渔家乐开始兴起，日照旅游业以渔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在 2000 年以后迅速发展，渔家乐为代表的乡村

旅游从此成为日照旅游业的一大特色。根据海洋旅游活动特点、海洋旅游资源组合、海洋旅游产品的内

涵及海洋旅游需求趋势，在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对我国海洋旅游产品作归纳，

认为目前我国海洋旅游产品开发大致可分为 6 大类、20 小类(表 1) [3]。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oceanic tourism products 
表 1. 海洋旅游产品分类 

大类 小类 

海洋亲水活动 海上游乐休闲、康体健身活动、海底潜水、探险；海滨浴场 

滨海观光、度假 滨海、岛屿度假、海岸、海岛、海上观览 

海洋文化体验 海洋物产工艺品、纪念品、保健品、化妆品及其生产基地；海洋宗教朝拜； 
海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洋科学考察；海洋影视文艺作品；各种形式的渔家乐、海鲜美食 

海洋主题活动 海洋主题公园(包括各种体现海洋科普知识和海洋科技的海洋馆、水族馆)；海洋体育赛事；海洋节庆 

创造性海洋旅游产品 海洋影视基地；大型海港；跨海大桥 

海洋旅游外延产品 海洋气象景观；海洋景观房产；航海(邮轮)旅游 

 
近几年来，日照渔家乐旅游蓬勃发展，到 2015 年夏季结束，共有 9.7 万张床位，14 个民俗旅游度假

村，日照沿海民俗旅游度假村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充分发展[4]。日照市渔家村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有

着悠久的风俗文化，有着以渔民为主题的一系列生活特色，如“吃渔家饭、住渔家屋、享渔家乐、体渔

家情、购渔家特产”等吸引了外来游客到日照体验渔民生活。渔民村在早些年前以捕鱼为生，所以渔民

村位置都距离海岸线很近，渔民村都有着天然的沿海风情环境、有着绝佳的旅游地理位置。这种独特的

位置、沿海的风光深深吸引着外来游客。另外，日照拥有丰富优质的滨海沙滩旅游资源，有着独特的岛

礁景观，日照市渔家村都距离滨海沙滩风景区路程很近，形成了沿海民俗旅游度假村，给外来游客提供

了充分体验滨海沙滩生活的机会。根据我国海洋旅游产品分类，目前日照已经较为成熟的海洋类旅游产

品有海上游乐休闲、康体健身活动、海滨浴场；滨海、岛屿度假、海岸、海上观览；海洋物产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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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洋科学考察、海洋影视文艺作品；各种形式的渔家乐、海鲜美食；海洋主题公园(包括各种体现

海洋科普知识和海洋科技的海洋馆、水族馆)；海洋体育赛事；海洋节庆以及海洋景观房产，共计占海洋

类旅游产品五大类，发展较为成熟。 

2.4. 日照地区“渔家乐”存在问题 

目前“渔家乐”经营人员多为农户，缺乏专业指导。旅游从业人员代表着日照旅游的形象其好与坏

关系着整个旅游市场，日照市乡村旅游特别是渔家乐旅游从业经营人员大多都是当地村民，当地村民经

营渔家乐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以及专业素质，他们对酒店型“渔家乐”经营模式并不了解、对旅游业的体

会并不深刻，大多数只是单纯的凭借经验在经营。当地村民经营意识并不强烈，并不具备从事旅游所需

要的专业素质，当地村民的经营模式不能适应现代旅游的发展，当地村民在经营渔家乐的时候很容易出

现问题。因此需要培训大量具备专业素质和知识的旅游从业人员来保证和维持日照乡村旅游业的高速发

展。 
旅游度假村整体环境有待提高。由于日照市民俗旅游度假村是由过去的渔村演变而成，村落里的生

活环境仍然达不到外来游客的要求，比如村落内会有流浪犬只、老鼠等小动物，给村落里的环境带来了

负面影响，村落内的“渔家乐”虽然经过装修，但是住宿环境仍然处于低水平、低层次，当地村民对旅

游环境的重要性体会不深，并不懂得维护好度假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民俗旅游度假村一直处于低端化。 
同类行业竞争激烈。日照处于山东半岛东南部位置，距青岛 150 km，并且与连云港隔海相望，北有

青岛、烟台、威海，南有连云港，所以日照的旅游区位属于弱势，日照受制于其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

青岛、连云港、威海蓬莱等其他山东半岛沿海城市的旅游业发展起步早、规模大，导致了日照旅游业的

发展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 
乡村旅游产品过于单一。日照沿海一带具有近 15 个民俗旅游度假村，每个民俗旅游度假村经营模式

几乎完全一样，产品特色也几乎一致，忽略了地区特色，没有做到因地制宜。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也相

对滞后，不能适应现代旅游的发展。日照海滨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几乎是山东半岛之最，日照市独特的太

阳文化也是其特有的魅力。但这种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并没有开发出与其知名度相适应的旅游产品。只是

一味单纯的开发滨海沙滩，更加促使了沙滩污染。使日照旅游的开发速度远远落后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

趋势。 
环境污染严重。由于日照市沿海一带民俗旅游度假村开发速度过快，给沿海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沿海沙滩以及礁石滩人流量过大，超过了环境承载力，环境破坏速度加快，天然生态环境污染加

快。 
市场恶性竞争，民俗旅游秩序混乱，损害日照市旅游形象。市场秩序是任何一个产业发展的前提，

旅游市场秩序关系到旅游市场能否正常运作、向前发展的关键。日照市民俗乡村旅游开发以来，政府率

先扶持王家皂民俗旅游度假村的发展，政府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扶持试点渔家等方式让王家皂民俗

度假村率先发展，而后乔家墩子等周边村落受到影响，开始进行乡村旅游的发展。在一系列的主动、被

动发展过程中，政府并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进行规范化管理，只是一味的进行发展，导致目前市场恶

性竞争，一味压低价格，使沿海民俗旅游变成低价低质的乡村旅游，步入了恶性循环中。现在的日照“渔

家乐”几乎成了“低价格”的代名词，每个“渔家乐”都参与到了“价格战”之中，使“渔家乐”价格

越来越低，随之成本越来越低，质量也越来越低，使原本富有风俗特色的民俗乡村旅游变成了低价低质

的低端旅游，把日照市的旅游也带进了低端旅游的深渊。市场的恶性竞争损害了旅游者、损害了民俗度

假村内的“渔家乐”、更损害了日照市的旅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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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快渔家乐发展的思考性建议 

3.1. 进行整体规划并扩展农业功能 

日照民俗旅游的吸引力已经得到证明，但快速开发的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客观存在。协调好开发

与保护的关键点在于科学规划。日照市共有 30 个民俗旅游度假村，以沿海一带 14 个渔家民俗度假村为

主，应尽快对各个度假村进行整体规划、整体包装，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渔业体验休闲游，打造出不同层

次、不同规格的度假村，以吸引各种消费水平各种层次的游客。对度假村内的住宿环境、周边环境进行

整体设计、统一标准。合理开发旅游产品，规划好各种外来游客的需求层次，真正从经济上实现可持续

发展。 

3.2. 建设主题度假村，挖掘渔业文化 

民俗旅游产品没有地方民俗特色就没有了生命力，发展当地民俗旅游，就要突出当地特色，设计出

具有竞争力和综合吸引力的产品。要使旅游度假村“标准化”与“个性化”相结合[5]。目前以沿海一带

为主的渔家度假村产品单一，各个度假村经营模式以及经营产品几乎相同。比如日照市沿海李家台度假

村距海较近，可以打造成“观海村”、“海景村”；比如日照市桃花岛度假村沿海一带盛产海鲜，可以

以“海鲜宴”为主题打造成特色村[6]；再比如日照市任家台度假村曾拍摄过《老渔村》电视剧，可以把

任家台度假村打造成渔村影视基地，总之，一定要把当地最有特色的东西拿出来进行挖掘和开发。日照

民俗旅游的重点应该在“海”与“渔”上，重点研究日照海洋文化、渔民文化，如生活习俗、社会组织

民俗、节日民俗、渔民特色、海洋特色等。仅从“渔”文化上就应该从开光到上杠、从接海到拿行，这

些渔业民俗无论是信仰民俗还是物质民俗都应该加以认真研究[4]。建设不同主题的民俗度假村，使日照

乡村旅游差异化，丰富民俗度假村的文化内涵。除了在渔家吃住之外，还应该设计一些渔家周边产品，

使“渔家乐”旅游模式更加丰富，使外来游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比如“渔家乐”周边的篝火晚会、“渔

家节”、“海洋啤酒节”、出海捕鱼等周边项目。 

3.3. 培养民俗旅游度假村专业经营人员 

日照沿海旅游度假村“渔家乐”经营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高，应该对经营人员进行大批量培训，让

“渔家乐”经营人员全面了解日照市旅游业，提高经营人员的专业知识、专业素质，使经营人员从思想

上转变、从宏观上考虑日照旅游业发展方向，使经营人员正确面对民俗旅游度假村内存在的问题[7]。意

识到低价低质的“渔家乐”旅游给日照旅游带来的不良影响、意识到日照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 

3.4. 改善旅游度假村周边环境 

日照市旅游之所以发展，是因为日照拥有天然的海滨风光、优美的自然环境。日照市的环境质量是

发展日照旅游业的基本前提条件[8]。近几年来，日照民俗旅游度假村接待外来游客数量猛增，客流量的

急剧增长给日照民俗旅游度假村周边的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沙滩污染、礁石减少，严重破坏了日

照市天然的滨海风光[2]。日照市政府应该对日照民俗旅游度假村周边的滨海旅游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分

区管理，保护和改善旅游度假村周边天然环境[9]。 

3.5. 加强日照旅游度假村的市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随着日照民俗旅游度假村规模的不断扩大、“渔家乐”经营人员的不断增加、外来人员经营“渔家

乐”人数增加，日照民俗旅游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一系列的主动、被动发展过程中，目前市场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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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严重，一味压低价格，使沿海民俗旅游变成低价低质的乡村旅游，使原本富有风俗特色的民俗乡村

旅游变成了低价低质的低端旅游[10]。日照市政府应该对市场加以管理和规划，不能一味的放任其发展，

市场秩序对于一个产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日照市政府在鼓励民俗旅游发展的同时应该加以宏观管理，

保证民俗旅游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旅游质量、脱离日照民俗旅游低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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