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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旅游作为一项绿色产业快速成长起来。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烟

台市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烟台市近年来的旅游统计数据的方式，研究分析烟台市

乡村旅游现状，并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破坏、粗放式开发经营、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

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变革发展模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等发展路径，以实现烟台市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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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urism as a green in-
dustry has grown rapidly. This paper takes rural tourism in Yantai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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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Yantai City by referring to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ourism statistical data 
of Yantai City in recent years, and aims at the problem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struction, ex-
tensiv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imperfect tourism infra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de-
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Yantai City, the au-
thor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paths, such as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forming 
development mode, perfec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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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人类文明走过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面对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问题，社会开始向生态文

明时代演进。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

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低耗能、低污染的绿色产业，不仅是推动乡村振兴

的一条重要路径，更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 
一方面，乡村旅游有利于充分调动乡村优势资源，在开发利用中保护乡村自然环境、传统文化。游

客选择乡村旅游，目的是远离城市、回归乡村、体验别样的文化。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多样化需求，政府、

企业、居民等社会各界自发的进行环境保护，保护古村落、修复古建筑、传承民俗文化。乡村旅游比其

他旅游形式更注重本土性、体验性、参与性，使社会上更多向往乡村生活的专家学者、文人艺人以及大

学生志愿者走进农村，寻求返璞归真的体验。同时，他们也为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

[1]。 
此外，乡村旅游的开展有利于推动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旅游是一个低投入、高收入的产业，

而且门槛低，对其它产业带动性强。发展乡村旅游，吸引外来资金注入乡村，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而且带动了交通、住宿、餐饮等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让闲暇在家的妇女、老

人等重新就业，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烟台作为国际葡萄酒城、国家历史国际名城、全国最佳休闲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被誉为“山海仙

市”。在地理位置方面，地处北纬 37 度纬线上，与潍坊、青岛、威海相连、与日本、韩国、朝鲜隔海相

望。此外，烟台苹果、莱阳梨，大樱桃享誉海外，还拥有海阳大秧歌、蓝关戏、胶东花饽饽等各式各样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拥有众多农业旅游示范点、旅游强乡镇、旅游特色村，星级好客人家农家乐，

乡村旅游发展态势良好。 
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给乡村造成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冲击。目前，烟台市的乡村旅游处于

粗放发展阶段，不系统合理的旅游规划、游客的不文明旅游现象、从业人员环保意识淡薄、过度的商业

化城市化等问题摧毁了乡村原有的风土人情，损坏了农村的自然环境，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

了冲击。 
因此，要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基础上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归还乡村的青山绿水，让旅游成为真正的

绿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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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 

2.1. 乡村旅游概念界定 

乡村旅游开始于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最早起源于法国，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人

们开始追求田园生活，但是当时的乡村旅游没有平民化，只有贵族才能享受，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乡

村旅游才开始蓬勃发展。 
其有如下几个特征：乡村性[2]：是乡村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它包括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农村生

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参与性：乡村旅游区别于一般的旅游活动，其体验性强，游客到乡村可以参

与农事活动、居住传统村落建筑、感受别样的节气活动等；特定的活动对象：乡村旅游的主要消费人群

是来自城市的居民，由于闲暇时间多、收入水平高、闲暇时间多等原因，促使他们远离城市繁华，激发

了对乡村原生态生活的憧憬。 
近些年，中国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专家学者们对乡村旅游进行全方面的研究分析，尽管他们对乡

村旅游内涵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依托，为城

市居民提供一系列的休闲、体验、游憩等娱乐活动。 

2.2. 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旅游理论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专家学者们纷纷开始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1995 年，在《生态民主》一书中，美国教授罗伊莫里森

提出了“生态文明”一词，并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3]。2007 年，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生态文明”被首次提出，并汇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与

自然是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这是对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最好的概括。人与自然

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

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从本质上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生态旅游就是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

础上，实现不断地成长。可以说，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旅游的成长

提供了保障。在经济建设上，生态文明倡导绿色发展，以不牺牲后代人的生活为前提，科学合理地开发

利用自然，构建发达的生态经济基础，以期加大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

重，形成生态文明的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4]。生态旅游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

将绿色发展贯穿于旅游的全过程，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另一方面，生态旅游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

可靠路径。相比第一、二产业来说，旅游是一种低耗能的绿色产业。在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对

农村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效保护。生态旅游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教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

生态文明理念。 
总而言之，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兴的价值观，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区域都有它的身影，已经渗

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既转变了人类的思想，又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人类应该坚定不

移走下去的康庄大道。 

2.3.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1972 年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后来，随着这一理论的不断传播，

被拟定出来的定义有 100 多个。《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拟定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是被广泛接受认可的，

它将可持续发展一词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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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最优先考虑的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限制，利用技术和社会组织对

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加以限制。”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不断发展，专家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旅游可持续理论。1999 年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旅游理事会和地球理事会将旅游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旅游满足现代旅游者和旅游地区的需要，

同时保护和增加未来人的机会的旅游[6]。展开来说，就是要在保证文化完整性，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满足人类的旅游需求，同时，又为后代的旅游发展提供可能。 
推动乡村旅游的不断成长，将农村的自然环境、民俗文化、生产活动与旅游联动发展。没有优美的

自然人文环境，乡村旅游则不能发展；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可

以说，乡村旅游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3. 烟台市乡村旅游问题分析 

3.1. 生态环境破坏，参与者环保意识薄弱 

乡村旅游的发展依托的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但是就目前烟台乡村旅游发展状况来看，在开

发乡村资源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破坏，由于缺少合理系统的规划，

在开发景区时，会人为的进行建桥、开山、修路等活动，对生态完整性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加上从业人员经营水平的落后，乡村失去了原本质朴、自然的风貌，众多自然资源和人

文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乡村旅游开发者大势修建宾馆、饭店，大量城市车辆、人口涌入到乡村地区，

导致出现各种污染物[7]。既对农村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又冲击了乡村文化，破坏了文化完整性。同

时，旅游开发商只注重利益，忽视环境承载力，制约了乡村旅游的不断成长。例如，长岛作为一个小渔

村，渔家乐发展态势良好，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但由于环保意识不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导

致店主或者游客直接将生活垃圾扔置道路上或海边，再加上海岛环境具有脆弱性，遭到破坏后很容易造

成整个长岛县生态环境的失衡。 
与此同时，不管是旅游从业人员还是游客，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不足。在开发建设旅游景区时，垃

圾桶、环境保护标识等物设置不合理，导致景区内纸袋、塑料瓶、卫生纸等垃圾随处可见。同时，游客

更倾向于选择私家车这种高耗能、高排放的出行方式，而不愿意选择公交车、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不能遵循贯彻环保理念。致使环境污染严重，破坏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3.2. 粗放式开发经营 

旅游是一项与人休戚与共的活动，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接触获得旅游体验。由于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

层次偏低，从业人员主要是当地农户，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旅游服务水平普遍较低，而且其中的大多数未

受到正规的培训，导致其管理能力低。在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中，由于季节性和经营成本等问题，许多乡

村旅游企业大都不招揽太多外来员工，而是由家族内的人来经营，很多景区的管理人员由缺少管理知识

和经验的村干部兼任[8]。他们往往对乡村旅游缺乏正确的认识，忽视了游客真正的需求。 
从而导致了烟台市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体验性差，各地方大都普遍采用农家乐、采摘园等形式，

各区域乡村旅游产品组合十分相似，引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对于挖掘当地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

提高旅游活动的趣味性和游客的参与性等方面做的远远不够，各地区缺少体验性项目、缺少文化内涵、

缺少精品项目，难以满足当今游客的深度需求，造成了游客重游率低，游客消费支出少等问题。 
而且烟台市与青岛市、威海市距离近、旅游资源相似，加上开发产品缺少创新性，没有利用好海岛

资源优势和乡村资源优势，没有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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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近几年来，烟台乡村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其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但是大多数乡村旅游景区地理

位置较为偏僻，部分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无法满足广大游客的基本需求。停车场建设不够完善，车辆

缺乏规范性管理，公共厕所、垃圾箱等设施数量不足，食宿条件相对较差等等问题，都会给游客带来不

好的旅游体验，未能为游客带来愉悦感和幸福感，导致游客的重游意愿不强，不利于乡村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 

4. 烟台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4.1. 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旅游资源 

党的十九大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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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

了充分的满足，引发了人们对更高层次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生态资源的短缺，成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绿水青山是发展生态产业的基础资源，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健康体闲、生态

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优势，使绿水青山转化成为金山银山[9]。 
首先，要加强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烟台作为一座山水皆有的城市，环境保护尤为重要。加强对海域

水质的保护，对源头污染进行严格控制，针对沿岸企业的污水排放加大监察力度，必须达到国家标准才

可排放。对于森林资源的开发，要做出合理完整的规划方案，切实保护森林的生态完整性，采取切实可

行的措施，做好防火工作。同时，还要保护好乡村的田园风光、传统村落、民俗文化等资源，在保持村

庄原有肌理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 
其次，要整治乡村的环境风貌，在乡村小路、水边、山脚等处开展美化、绿化活动。对于废弃物处

理，应加强垃圾和粪便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的投放；在规划区域内设置充足的公共厕所和垃圾

桶，并分类回收垃圾[10]。 
最后，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不论是旅游在业人员还是游客的角度上，都应该树立保护生态环境这

一意识。定期举行环境保护教育活动，在旅游景区设置标语，对于破坏环境的游客进行处罚，并列入旅

游黑名单等，都是切实有效的措施。 

4.2. 变革发展模式，向特色化、精品化方向发展 

4.2.1.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推出特色产品 
首先，要为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提供切实保障。烟台有着丰厚的民俗文化资源，除栖霞市不靠海外，

烟台其他地区皆有山有海，还有大面积的农业耕地，因此造就了山区、平原和沿海地区大不相同的生产

方式与饮食习惯。当今，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的民俗文化随着这一进程逐渐消失，失去了乡村本

身的色彩，所以要对文化进行保护，保持乡村的真实性。 
其次，深入发掘乡村文化，合理的开发利用农村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增强游客的体验性。例

如，烟台的石雕、刺绣、面塑，莱州的玉雕、草编等民间工艺，年画、剪纸、玩具等民间艺术，这些民

间工艺和民间艺术可以开发成为参与性和教育性的活动项目，让游客感受别样的文化内涵。 
最后，打造独有品牌，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延长产业链，提高旅游收入。对传统文化的最好的保护

就是把传统文化融入到产品中，使其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在市场中体现文化的价值[11]。烟台物产富饶，

有丰富的农产品和果品资源，农产品种类齐全，还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除了常见的鱼、虾、蟹，还

有天鹅蛋、西施舌、蛏子、八带蛸、琵琶虾、牛毛菜等特色海鲜，海兔酱、虾酱、牡蛎酱等腌制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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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干鱼、干贝、海米等干海产品。农业生产、果业生产等更是习俗众多，海上捕捞的方式、种类、工具

也五花八门。对此可以开发成一条龙服务，游客在农场或海边观赏美丽风景，听当地村民介绍生产风俗，

并进行耕地农作或者海上捕捞，收获的产品可以进行购买，或者进行深加工做成旅游纪念品。这样既满

足了游客深层次的需求，又能保护传统文化。 

4.2.2. 增加宣传力度，创新营销渠道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对乡村旅游形象进行包装和塑造，利用互联网将线上、线下的协调起来。一方

面，在线上要使游客心中对旅游地有鲜明的认识，可以通过塑造旅游形象标志和宣传口号实现。对最能

代表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民俗文化进行提炼，以特色化、差异性来吸引游客。同时，与当下年轻人常

用的 APP，例如微博、抖音、微信、美团等，进行深入合作，推送旅游信息。还可以针对当前的热点进

行创意营销，如张家界版江南 style、针对电影《流浪地球》制作的宣传海报等。另一方面，要加强线下

旅游地的建设，使其基本与线上宣传相符合，这样才不会使游客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提高游客的满意

度，增加重游率。 
加大与旅游门户网站的合作成为当今旅游地营销的一个重要渠道。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游客越

来越趋向于网络订票、自助旅游，将旅游地的单项旅游产品、组合旅游产品在门户网站上进行售卖，游

客结束旅途后，还可在网站上撰写游记、旅游体验等，再一次的对旅游地进行了宣传。 

4.2.3. 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服务质量 
一方面，针对旅游从业人员，要树立他们的服务意识，全面提升服务质量。首先，制定行之有效的管

理考核制度，坚决抵制宰客、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其次，由于目前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多为当地村民，

村里可以定期组织村民进行培训，提高村民的服务意识，加深对本村历史文化和特色景点的认识；最后，

对从事旅游业的村民实施考核上岗制度，规范从业人员制度，全面提升他们的管理意识和服务水平[12]。 
另一方面，要着力培养高素质人才。首先，乡村旅游所在地可以与烟台各地的专业院校、全日制大

学积极进行合作，根据需要设置与乡村旅游相关的专业，培育符合乡村旅游需求的应用型人才。通过校

企之间的合作等途径，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保证人才储备充足。同时，政府制定激励性政策，对回乡

创业、就业的大学生，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为乡村旅游吸引专业化人才。 

4.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始终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大力推进城乡交通设施建设，

鼓励推行绿色交通，开辟公交专线，方便游客出行。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这使得更多人选择自驾

游的方式游玩，合理规划旅游目的地与市中心、汽车站、火车站等地的交通干线，为游客出行提供便捷。 
积极推进乡村基础设施与旅游设施建设，完善旅游集散中心、旅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生态停车

场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打造旅游安全保障网，为游客出行保驾护航，完善乡村供水、排水、电信、电

力等设施，确保无线网全覆盖。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公厕对乡村旅游的形象和满意度会产生直接影响。干净、卫生、无异味是旅游

厕所的首要要求，尽可能满足游客的人性化需求，在公厕配备卫生纸、洗手液等必需品。同时，旅游景

区在开展“厕所革命”过程中，还应当秉承人文关怀理念，推进打造第三卫生间，有效解决家长带异性

小孩或者儿女带长辈上厕所尴尬的问题，真正意义上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13]。 

5. 结论 

乡村旅游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之间息息相关。通过分析烟台市乡村旅游的现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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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烟台市自然资源丰富多彩、民俗文化各具特色，各个区域依托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形成了多元化的乡

村旅游模式，从整体来看，发展速度快、态势良好，但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旅游

参与者环保意识薄弱、缺乏系统的规划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针

对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加大政府扶持、保护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借鉴先进经验

等路径与对策，旨在实现烟台市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烟台市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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