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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对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服务可持续发展进行了阐述，以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作为研究地

区，通过调研团队到当地进行走访、发放调查文卷的形式，了解到水东镇的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对当地

特有的旅游资源和地理优势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运用了SWOT分析法，深入了解和分析了水东镇发

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劣势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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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ountry revitaliz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to declare the Xuanzhou city water district east town as a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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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through investigation team to visit local grant a poll in the form,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o water east town, 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tourism resources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 had certain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method of SWOT,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the water east town advantage dis-
advantage and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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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旅游将农村的优美自然风光和乡土文化等资源转型升级，使农业不再停留在生产作业的原始功

能上，让淳朴的乡村生活方式成为城乡居民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也

要注意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如何做好资源和环境的循环可持续利用，使社区居

民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值得深思。 

2.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现状分析 

2.1. 水东镇人文自然概况 

水东镇地处宣州区东南，北接郎溪、东临广德、南倚宁国，是四县(区)结合的要冲，至今已有 1100
多年历史。2016 年，水东镇文化旅游景区项目入选全国 747 个“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 

2.2.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可分为三种，乡村特色型：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带动城

镇区域农村居民获得国家农业产业和新型城镇化阶段与综合开发国家的生态空间能力，作为信号特征旅

游。可以从生态文化培育产业、综合服务产业方面来凸显乡村旅游的特色。乡村景区型：水东镇结合已

经签约的旅游合作开发项目实际需求，将按照“一花七叶·金道银廊”总体空间布局和人文一体、产城

联动、规划先导、注重细节的基本原则。乡村复合型：采取“旅游+新型农业”模式。大力发展挖掘自然

风光型、农业体验型、休闲度假型、民俗风情型、科普教育型等现代农业休闲模式[1]。 

3.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SWOT 分析 

为了深入的分析水东镇乡村旅游的发展形势和潜力，我们采用 SWOT 分析的方法，从优势、劣势、

机遇和挑战四个方面对水东镇当地的可以供发展的乡村旅游的资源和水东镇当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进行

深入的分析研究，再通过相互组合，从而寻求可以促进水东镇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 

3.1. 优势 

3.1.1. 地理位置便利 
水东北接郎溪、东临广德、南倚宁国，是四县(区)结合的要冲南北向的皖赣铁路与东西向的宣杭铁路

在此交汇，北上接京九、陇海线，南下至杭州、厦门，并且商杭铁路客运专线也即将建成。水东镇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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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皖南旅游胜地中从“后台”变为“前台”，成为池州九华山、太平湖、黄山风景名胜区这“两山一湖”

黄金旅游线路的前沿地带，如此突出的地理位置以及便捷的交通情况，为水东镇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带来了更大的契机。宣城市水东镇地理区位，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map of Shuidong Town, Xuancheng City 
图 1. 宣城市水东镇地理区位图 

3.1.2. 生态环境优越 
水东镇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属季风气候显著的亚热带湿润气候，日照长，温差大，无霜期长。常年

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境内年平均气温 15.9℃，最高气温 40.5℃，最低气温−15℃。 

3.1.3. 旅游资源丰富 
水东山清水秀，古迹众多，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有 4A 级景区 1 个(龙泉洞景区)，3A 级景区 1 个(前

进宗村)，2A 级景区 1 个(水东明清老街)。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4 个，其中省级文保单位 2 个，分别是大

夫第、宋代花戏楼；区级文保单位 9 个。水东镇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Shuidong Town 
图 2. 水东镇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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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劣势 

3.2.1. 资金来源有限，基础设施滞后 
水东镇本身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并且乡村旅游的开发地也是处于乡村地带，经济更是跟不上城区，

因此各种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较仍然比较落后，如个别景区内没有厕所，旅游标识路牌、停车场等也不

够完善，总体上看水东镇当地旅游公共服务设视还较为落后。 

3.2.2. 认知程度不高，推广意识较弱 
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教育背景等条件造成水东镇当地村民对于乡村旅游认知不够，基本停留在游客观

光旅游层面，并且也没有积极宣传的意识，例如当地的佛诞日、观音会、地藏王节，天主教 5 月 24 日、

12 月 24 日朝圣日等宗教节庆活动的宣传也只是停留在宣城市周边，并没走出去做促销[2]。 

3.2.3. 专业人才稀缺，竞争实力不强 
根据以往的历史政策，水东镇当地村民中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也都选择到城市中就业，而水

东镇内的群体中年龄普遍偏大也错过了受专门教育的年龄。若水东镇当地想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单单

依靠这类人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缺少相应的意识和能力，不宜于水东镇的乡村旅游的开发。2018 年

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hart of average annual salary of urban non-private Sector Employees by sector in 2018 
图 3.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图 

3.3. 机会 

3.3.1. 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巨大，一直被视为新时期居民休闲度假旅游消费的重要方式[3]。

水东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市场，近年来，先后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

国文明镇、全国生态镇，安徽省卫生镇，并入选 2017 年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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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人文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4]。2014 年~2018 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单位及人员情况，如图 4 所示。2010
年~2018 年旅游业发展指标，如图 5 所示。 
 

 
Figure 4. 2014 to 2018 Nat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 units and personnel 
图 4. 2014 年~2018 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单位及人员情况 

 

 
Figure 5. Tourism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r 2010 to 2018 
图 5. 2010 年~2018 年旅游业发展指标 

 

自 2015 年以来，水东镇探索一系列举措，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共接待过夜游客近 4.5 万人次，散客 15.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900 余万元。2018 年，前进村荣获“首批安徽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称号。

水东镇 2015 年~2018 年旅游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ourism situation table of Shuidong town from 2015 to 2018 
表 1. 水东镇 2015 年~2018 年旅游情况表 

类别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游客情况(人次) 5000 8000 12,000 20,000 

散客(人次) 18,500 27,000 43,000 70,000 

旅游收入(万元) 800 1400 1700 2000 

 
创新开发模式。该镇采取公司 + 民宿理事会 + 农户形式，整合乡村旅游产品，统一营销、统一培

训、统一价格、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管理，打造精品乡村旅游产品[5]。 
其次，强化政策引导[6]。在开发旅游模式的基础上，出台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政策[7]，对按照标准

建设运营民宿进行奖补，共改造民宿 47 户、客房 168 间、床位 332 张、餐位 1930 个。鼓励旅行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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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对接经营，拨付环球旅行社 2015~2017 年营销奖励 85.47 万元[8]。2014 年~2018 年国内游客人

次及其增长速度，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The number and growth rate of domestic tourists from 2014 to 2018 
图 6. 2014~2018 年国内游客人次及其增长速度 

3.3.2. 国家政府大力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既要鼓励发展乡村农家乐，也要对乡村旅游作分析和预测，提前制定措施，

确保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水东镇抓住区域大景区建设发展的有利契机，努力利用好资源禀赋，发挥好资源优势，尽全力把优

势资源转化为优势产业[9]。在“一花七叶、金道银廊”总体格局下，编订了水东旅游大景区总体规划、

生态旅游总体发展规划[10]。完成“甜蜜小镇”、“洞天福地”、“亲心谷”3 个小镇培育方案编制。注

册成立了“甜蜜古镇”旅游开发公司，发起并成立了宣城市宣州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协会[11]。 

3.4. 威胁 

3.4.1. 乡村旅游竞争激烈 
水东镇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文化气息浓厚，无从区位和地理资源以及得天独厚的乡村自身优势来

讲，都更趋于发展乡村旅游，在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了“皖美乡村”安徽旅游“百村”营销行动

“百村拍摄”活动，评选出了 20 条最美的安徽乡村旅游路线中，宣城就有 10 个村庄入选置。如图 7、
图 8 所示。 
 

 
Figure 7. Anhui Provincial Tourism Development Committee organized the “Anhui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hui tourism 
“Hundred villages” marketing campaign “Hundred villages shooting” activity, selected 20 most beautiful Anhui rural tour-
ism routes 
图 7. 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了“皖美乡村”安徽旅游“百村”营销行动“百村拍摄”活动，评选出 20 条最美

的安徽乡村旅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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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Xuancheng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20 most beautiful villages on Anhui rural tourism routes 
图 8. 宣城入选 20 条最美的安徽乡村旅游路线的村庄 

 

如何使得水东镇乡村旅游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外来游客，避免与同行业的旅游景点出现激烈的竞争

同时又可以在乡村旅游点中脱颖而出。如何实现水东镇乡村旅游的高速发展这是摆在当地人面前的一

道难题。 

3.4.2. 同质化现象严重 
乡村旅游同质化现象，顾名思义：附近周边都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而且都是在其本身的优越生态

自然环境[12]。同质化现象是目前水东镇乡村旅游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大致原因可归结为： 
在建设乡村旅游之前，只是为了考察而考察，没有真正静下心去思考，没有领悟到项目背后的目的

及意义，只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走一番，拍了几张照片，回来就盲目照搬照抄了，从而导致同质与其他地

方的乡村旅游基本一样，没有了自己的特色。 

3.5. SWOT 组合分析 

根据以上内容，对水东镇乡村旅游的优势(S)、劣势(W)、机会(O)威胁(T)构成水东镇乡村旅游 SWOT
分析模型，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WOT analysis model of rural tourism in Shuidong Town 
表 2. 水东镇乡村旅游 SWOT 分析模型 

优势 劣势(W) 

机会(O) SO 战略：发挥水东镇旅游资源丰富优势，利用外

部机会 WO 战略：利用外部机会弥补乡村旅游发展自身不足 

机会(T) ST 战略：利用水东镇乡村旅游优势规避外部威胁 WT 战略：通过努力减少自身乡村旅游发展劣势，进而规避外部

威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清晰看到水东镇乡村旅游发展所面临的优劣势、机会和威胁，以及得出

相应的战略举措： 
P1：利用水东镇资源优势发展旅游。 
P2：抓住乡村旅游热和国家地方支持机会发展乡村旅游。 
P3：充分利用政策上的支持，招揽人才，申请乡村旅游开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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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向村民积极教育，加强村民对乡村旅游的认知程度。 
P5：完善乡村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P6：利用水东镇区位优势、加大乡村旅游宣传力度。 
P7：突出水东镇旅游资源优势，吸引客源，提高竞争力。 
P8：加镇内具有乡村旅游开发能力但开发力度小的乡村地区的开发。 
P9：在旅游淡季开展丰富的旅游活动，减轻季节性差异。 

4.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 

4.1.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开发路径研究 

4.1.1. 精准旅游扶贫模式 
水东镇可以围绕农产品形成从种植、采摘、加工再深加工的农业旅游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可以开

发出让游客亲身参与的活动项目，让他们自己体会制作，让简单的旅游活动充满趣味。同时，建立健全

旅游公共安全体系，完善一整套旅游基础设施，给游客提供更多更大的便利，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和需

要，从而提升游客的满意度[13]。 

4.1.2. 创新旅游产业，横贯纵融产业链条 
旅游产业链拉长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带动能力就越强。水东镇的经济必须依借旅游产业链的横向

开放及纵向整合。其中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横向打通旅游六要素产业链 
水东镇旅游产业链还不完整，食、住、行、购、娱相对比较单薄，在建造旅游景区的时候应该对餐

饮、住宿、交通、购物、娱乐设施这五个方面要多加注意，融合六大要素建造一个较为完整的景区，加

强旅游产业的发展。 
2) 纵向与一、二、三产业跨界整合 
旅游 + 农业：水东镇同时发展生态旅游与农耕旅游，结合乡村土产旅游及深化乡村旅游体验。 
旅游 + 工业：发展枣木制作工艺，与工业产业相结合。 
旅游 + 文化产业：打造水东古镇氛围，推进非物质遗产文化和微电影文创产业进入景区，从而加深

游客对水东镇旅游的认识，提高其生命力及影响力[14]。 

4.1.3. 打造品牌效应，强化运营手段 
1) 互联网 + 的智慧旅游 
充分发挥网络市场如微信、微博作为营销手段。利用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等产品

给游客带来更大的便利，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制作及宣传水东镇的旅游价值，更好的带动水东镇的旅

游发展。 
2) 多样模式，共享发展 
基于旅游区内省级及县旅游局、县级及乡镇级政府还有村民等一批利益相关者的开发，采取多种开

发、管理和效益模式，协调各方利益相干者，使景区协调可持续发展。 

4.1.4. 完善基础设施与景点建设，提高竞争力 
根据当地旅游发展战略，在“一花七叶，金道银廊”的格局下，制定了水东旅游景区及生态旅游总

体发展规划。完成“甜蜜小镇”、“洞天福地”、“亲心谷”三个小城镇培育计划。在全镇共同努力下，

水东风景区项目被列入国家旅游局 747 个旅游重点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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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4.2.1. 资金保障 
1) 招商引资，寻求资金 
最近几年来，水东镇也开展了很多旅游项目来吸引投资，比如著名的龙泉洞景区。这也吸引了不少

商客。对水东镇也是一个良好的宣传。水东政府应该加强对水东旅游项目的包装与宣传，对一些优秀的

旅游资源和景区对他们进行策划与包装以此来吸引客商的投资[15]。 
2) 专款专用，确保资金 
旅游开发者也要充分的发挥政府投资资金的作用，尽可能把投资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建设乡村旅游上，

政府资金的投入每年都要加大，要重点加强水东镇的道路水电，通讯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16]。另外，

还需要加大对水东镇旅游宣传的力度，和投入更多的资金。 

4.2.2. 政策保障 
1) 财税政策 
水东的旅游经营者可以向政府部门申请一些投资等等，如果旅游经营者经营的是农家乐等等项目，

可尝试着向旅游局、县委的宣传部或者文化部去申请建设资金，这类农家乐一般都是去发展水东镇当地

的具有特色的餐饮，民俗文化等等，而如果是经营乡村风景旅游项目等等的，也可以去申请旅游局景区

项目扶贫资金。 
2) 土地政策 
政府如果对一些地区进行旅游景点的开发，如果涉及到部分居民的拆迁或者搬迁问题，政府应该要

积极的和需要拆迁的居民进行沟通并给予适当的补偿款。 

4.2.3. 人才保障 
1) 要加强政府管理和引导 
要提高旅游从业者的整体素质，就要政府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引起重视。从制度层面上加强对乡

村旅游业建设的管理与引导，制定的人才政策要合理，积极的去学习其他旅游地先进的管理经营技术。 
2) 经营者寻找合适的经营模式 
对于水东的乡村旅游业的经营，除了当地政府的投资之外，也会有个体和合资的旅游企业，但是有

一部分的经营者没有远见的目光，对水东的旅游资源开发的不够合理，没有显现出水东旅游地的特点，

水东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去合理规范的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使得审美的视觉与水东文化的内涵互相结合，

不断地去学习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的理念并用在自身的旅游开发上。 
3) 与各大院校合作，引进专业的人才 
水东镇政府和各个旅游企业可以与周边的高校商量合作合作，去培养一些专业旅游人才大学生。也

可以去当地建立一些实训基地，尽可能去培养能够适应乡村的生活并且真正愿意在留在乡村发展的优秀

旅游人才。 

4.2.4. 环境资源保障 
1) 有理有序的对乡村旅游进行管理 
政府要将水东镇的乡村旅游进行有序的管理才能解决环境问题。乡村旅游建设要有序的去开发，积

极的去贯彻生态环境的保护原则，在水东的各个景区的开发和建设都要考虑到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如

果景区要求新建项目，首先政府要对要旅游环境进行系统的环境评估，要严格地去控制各种住宿宾馆、

餐厅、这一类的旅游设施在景区内的发展，在一些必要的地段要实行封山育林，这样才能保护水东各个

景区的生态平衡，促进水东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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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势利导的优化水东旅游资源 
水东自然资源要做到合理利用经过我们调研发现，水东古镇风光是旅游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

没有良好的自然徽派古建筑和环境为依托就没有旅游的可能性。古建筑的保护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在旅

游开发的阶段就要做好科学的规划，尽可能的去避免古建筑等文物古迹的大范围破坏。因势利导的去优

化水东的资源，要做到让现有的旅游景点不被破坏，保障自然资源和人文发展[17]。 
3) 做好对环境承载能力的预警 
要做到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预警水东乡村旅游的环境包含古建筑、农业、和自然环境等等的复合型

环境系统，对水东的旅游环境的承载能力要做好详细的规划方案[18]。水东镇各个景区的环境容量，也包

括对垃圾的净化处理能力与对游客的接待能力。随着游客的增加环境状况也会改变，要对这一点做好监

管，尽可能减少水东旅游景点价值的损失与原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把环境污染降到最低。 
4) 加强本地居民的思想教育 
增强旅游从业者与游客的意识和观念随着水东的旅游开发，打开了水东镇的封闭性，外来的游客带来

的风俗与文化也是对水东乡村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潜在而深远。我们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起

来，加强当地居民的思想教育。要做到把真正的乡村旅游当作是种崇敬自然、保护自然的旅游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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