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16, 6(1), 65-71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16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dx.doi.org/10.12677/sd.2016.61008  

文章引用: 尹继清. 腾冲县和顺镇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J]. 可持续发展, 2016, 6(1): 65-71.  
http://dx.doi.org/10.12677/sd.2016.61008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n Heshun 
Town, Tengchong County  

Jiqing Yin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an. 8th, 2016; accepted: Jan. 24th, 2016; published: Jan. 29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Rich tourism resourc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an accelerate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by using the urbanization mode of tourism propulsion type. Heshun 
township of Tengchong county is a famous tourist town of the country,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the 
dominant part in economy, and the town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urbanization mode of tourism 
propulsion typ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ur-
banization process, find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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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资源丰富的村镇，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加快城镇化步伐，采用旅游推进型的城镇化模式。腾冲县和

顺镇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小镇，旅游业是和顺经济的绝对主导，和顺镇就是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的一个

典型例子。本文分析了和顺乡村旅游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找出了和顺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实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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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和顺镇位于腾冲县城西南 3 km 之处，面积约 16 km2，现有人口 6000 余人，共由三个行政村落组成。

这里旅游资源丰富，周围群山环绕，有“世界著名翡翠之乡”、“丝绸古道上最大侨乡”的美誉。加之

和谐整洁的村貌与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形成的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于 2005 年当之无愧的荣获

“十大魅力名镇”大奖，此外还相继荣获“全国环境优美镇”、“国家 4A 级风景旅游区”、“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旅游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十佳古镇”、“中国最美丽的十大乡村”等

荣誉称号。和顺镇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本文通过实地走访调和查阅相关资料进行

分析，发现和顺镇城镇化的进程与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指出和顺镇乡村旅游与城镇化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措施，促使该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2. 乡村旅游与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 

乡村旅游是基于乡村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乡村生产活动作为旅游目的地，融合了观赏、娱乐、购

物、学习、度假、休闲于一体的旅游活动。它整合了乡村旅游资源，生态保护，农村城镇化，增加农民

收入于一体，以乡村旅游推进城镇化协同发展[1]。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的比重下降，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上升的过程。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

结构和功能转变的一种历史过程[2]。 
对于欠发达的西南边陲地区，特别是旅游资源禀赋优越的腾冲县和顺镇地区，旅游业发展成为推进

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被理论界归纳为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3]。该理论与经典的工业化推动城镇化模式

不同，大量的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实证表明，该区域的工业化不仅没有加速，反而还相对缓慢或者停

滞，而城镇得以发展是依靠第三产业，主要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主导[4]。该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的

最终目标是形成具有极化效应的城镇，随着时间的推移，涓滴效应将显示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缩小，

并且涓滴效应将大于极化效应[5]。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正是城镇化理论与增长极理论的交汇、结合与

应用的结果。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形成具有极化效应的城镇，并且逐步增强其聚集辐射效应，促进劳

动力、资金、收入等要素的流动和广大乡村地区发展，从而推动区域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3]。 
腾冲县和顺镇就是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和顺镇是腾冲县重点开发的旅游景区，

该地旅游资源丰富，于 2005 年当之无愧的荣获“十大魅力名镇”大奖，随着 2008 年驼峰机场通航后，

接待旅游人数激增，2009 年游客量突破 300 万人次，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政府为协调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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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乡村城镇化的进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乡村旅游，例如鼓励开设“乡村居民旅店”、“农

家乐”、“农田变花田”等主要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据统计，2009 年接待游客数为 330.5 万人次，

2013 年接待游客数为 551.79 万人次，是 2009 年的 1.67 倍；201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从 2009 年的 25.8 亿

元增加到 49.73 亿元，增长了 200%，2013 年旅游业占第三产业比重达 75.78%，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占

据了主导地位。2009 年乡村旅游总收入为 4000 万元，2013 年旅游总收入为 10037.2 万元，是 2009 年的

2.5 倍；2009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12834 元，2013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20549 元，是 2009 年的

1.6 倍。旅游的带动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此地居民安居乐业，旅游推进型城镇化

模式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和顺镇面临着乡村旅游与城镇化进一步协调发展的

问题。 

3. 和顺镇乡村旅游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3.1. 和顺镇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3.1.1. 和顺镇文化旅游的开发现状 
和顺镇集休闲度假、自然景观、古迹、摄影、建筑、博物馆、城市风光、古镇村落、文化游、纪念

馆、购物于一体。并依附其特有的文化资源禀赋形成了了文化和旅游结合的发展方式。自 2003 年昆明柏

联集团进驻和顺以来，确定了“以文化为灵魂，以文化和顺为特色，发展健康旅游”；并提出了“保护

风貌、浮现文化、适度配套、和谐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即“和顺模式”。柏联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完

善了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成了滇缅抗战历史博物馆，现有 7000 多件藏品，展现了滇西抗

战文化，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建成了和顺人家、水上人家、和顺茶馆等设施。而后，柏

联集团斥资着力打造了“侨乡文化游、马帮文化游、田园风光游”，研究和开发和顺的军屯文化、宗祠

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东南亚、欧洲文化交流，重现和顺的历史文化。 
2006 年《和顺古镇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并得到省政府批准实施。2010 年 3 月 26 日，省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云南省和顺古镇保护条例》，并于 6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该法律规定对和顺古镇原建筑、

原风貌、原景观进行保护的基础之上，建成和顺小巷，再现和顺人“走夷方”的历史，向中外游客展示

了腾冲翡翠文化、古法造纸等民间民俗艺术，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了民间民俗文化[6]。 

3.1.2. 和顺镇乡村旅游与经济发展现状 
依据《和顺古镇保护与发展规划》对古镇居民日常的行为规范，实施全员参与保和顺居民积极参与

旅游、服务旅游，并从中得到利益。同时，加大的和顺的宣传力度，配合旅游企业，包装、打造好和顺

魅力名镇品牌，把遵循客观规律与尊重农民意愿结合起来，坚持因地制宜，在发展好旅游文化产业的同

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例如，农村居民的农田改造为油菜花田，居民在规定的季节栽种油菜花，同时政

府给予高额的财政补助；农田改造为草莓园，农民增产增收；农田改造为荷花池观赏地，夏季可供游客

观赏，秋季可采摘莲藕增加收入；水上游憩项目增多，可容纳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此外农村居民住宅转

化为农村小旅馆，一方面可在旅游旺季减缓住房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使游客更为深刻的体悟当地的

民俗风情，不仅经济实惠，还在增加居民收入，取得了良好成效，当地居民好评如潮。和顺镇“农家乐”

一改以往的经营模式，坚持响应中共十八大的号召，坚持集约型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

经营模式，倾力打造“特色农家乐”，逐步探索出一条农业与休闲旅游有机结合的道路。目前，当地居

民开办民居旅馆、家庭餐馆 100 多家，从事旅游运输 50 多户，发展莲藕、草莓、红花油茶等特色农业发

展的 600 多户，从事藤编、果脯等旅游产品开发的 20 多户。2013 年，全镇共接待游客 553.68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为 19000 万元，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的比重中占 42%，旅游业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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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增收致富的支柱。 

3.2. 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 

3.2.1. 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这是基于 2008 年腾冲驼峰机场航线开通后统计的数据情况，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和顺镇综合经济实力

有了显著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9~2013 年和顺镇旅游的年接待增长率都保持在 10%以上，

甚至 2011 年增长率超过了 15%；旅游业收入情况除了 2010 年和 2013 年增长幅度较小以外，其余年的增

幅都在 30%左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也较大；2009 年到 2013 年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占据

着主导地位，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推动城镇化作用最为明显。 
对于和顺镇的发展而言，第三产业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随着和顺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带动

当地居民或参与从事旅游的人员超过 2900 多人，旅游就业和旅游收入已成为当地居民增收致富的一个主渠

道。全镇共有民居餐馆 58 户、旅馆 153 户、2500 多个床位，景区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可以

满足高中低端不同层次旅游接待的需要。2013 年有居民 2063 户，共 6616 人，农业人口比重 35%，农民人

均纯收入 2921 元，城镇人口比重达 65%。农业城镇化偏离以农业为本，以社会资本为依托开发旅游景点；

景区带动发展的方式；开发特色小城镇发展方式，强化社区参与，实现企业、居民共同富裕。遵循因地制

宜，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变粗放型为集约型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多元结构发展。 

3.2.2. 促进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了适应乡村旅游的发展，和顺镇加快了交通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

通体系，驼峰机场有大巴直达和顺；腾冲有两个客运站，旅游客运站和城东老客运站，昆明、大理、丽

江、保山、梁河、盈江、瑞丽、芒市都可直达腾冲；到县内共有第 6 路和第 4 路公交车可直达和顺；从

县城到和顺的出租车较为便捷一般为 7~8 元；县政府和腾越文化园可租到双人自行车[6]。 
教育投资经费增加，2013 年共投资 1369.8 万元，用于腾冲县第二中学的改扩建工程，新建综合楼教

学楼、餐厅。文化建设也在不断推进，文化活动蓬勃发展。按照“十个一”的标准着力打造了大庄“文

化惠民示范村”并顺利通过了市级验收，镇文站的“文化育民、文化乐民、文化富民”创建活动取得良

好成效。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断加强，新农合参合率达 100%，半年共减免门诊、住院 11466 人次，减免

资金 33.23 万元。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2013 年共计发放各种民政救灾救助资金 85.83 万元，组织为 
 
Table 1. Data of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eshun town in 2009-2013 
表 1. 和顺镇 2009~2013 年旅游与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指标                     年份(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年接待游客数量(万人次) 330.5 380 440 501.2 551.79 

增长率(%) 14.50 11.30 15.80 13.90 10.10 

旅游收入(万元) 4000 4800 6283.2 8160.9 10037.2 

增长率(%) 29.60 20 30.90 29.90 23.10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12834 14246 16097 19010 8.10 

增长率(%) 9.80 11.00 13.00 18.50 8.10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25.8 30 35 42.8 49.73 

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 44.4 43.5 40.1 40.7 42 

旅游业占第三产业比重(%) 64.36 62.40 58.26 65.79 75.96 

资料来源：腾冲国民经济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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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1 万余元[6]。 

4. 和顺镇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 乡村旅游经营方式有待优化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总体上处于盲目、自发、低层次的发展状态。和顺镇发展情况也不例外，由于缺

乏工商管理部门和卫生管理部门合理的规章、制度、法律条例，在旅游目的地一些摆摊的小商小贩没有

规定的乱摆摊，影响旅游地的景观格局。此外一些当地的特色小吃经营疏于管理，卫生质量也得不到保

证，政府的资金投入不到位，一些有营业执照的小吃店设施水平不高。不能长期吸引回头客，也不能满

足高消费水平游客的高层次消费需求[4]。此外，由于没有政府统一的规划引导，当地销售玉石的商家颇

多，但是珠宝玉石加工工艺粗糙，缺乏市场竞争力，客源市场比较单一，没有形成特色产业链，商家的

货物水平参差不齐，经济效益低下，市场的开拓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4.2. 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 

城镇建设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吸引游客览胜观赏，而旅游环境保护是为了使旅游资

源和生态环境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得到永续利用。城镇的开发建设，使得人类在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之

间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7]。目前和顺的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比较好的，人文景观与原生态自然景观配搭得

非常协调。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于旅游目的地疏于管理，随着对旅游区的开发建设接待的游客日益增多，

旅游目的地景观受到部分游客破坏，影响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例如：柏联企业进

入和顺过后，对于和顺原有建筑拆迁、翻修过于严重，使古镇失去原有的风貌。和顺的“千手观音，游

人对随手折枝留念的现象严重，毁坏了原有的景观风貌。和顺人在河边上修建了许多洗衣亭，为洗衣、

淘菜的家庭妇女提供了遮阳避雨的方便。但是近年来这些洗衣亭由于当地居民胡乱排放废水、污水，使

得陷河的自净能力减弱。 

4.3. 经营观念落后，旅游产品缺乏创新 

在和顺镇乡村旅游推进城镇化发展模式过程中，农业没有与旅游业很好的结合。和顺镇在旅游地的

开发方面对乡村旅游的概念理解有偏差，一方面错误的将“土旅游”“落后旅游”与“乡村生态旅游”

等同起来；另一方面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就是摈弃原有的乡村特色，建立现代化的设施，导致旅游发展滞

后和经营方式粗放。同时，也没有把乡村田园风光和特色文化底蕴与乡村旅游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例

如，从事莲藕、草莓、红花油茶等特色农业发展的 600 多户，从事藤编、果脯等旅游产品开发的 20 多户。

这些农户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乡村农业产业链，发展效益不是很好。长期来看，不利于农民收入

的提高，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的增长率较低。 
乡村旅游的开发处于初级阶段，乡村旅游的开发集中体现在以观光农业为主的观光旅游阶段，旅游

活动除了采摘，大部分停留在吃农家饭、喝茶、聊天、搓麻将等“土活动”上，乡村旅游目的地成了名

副其实的“茶馆”，这样的开发层次和结构使得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质量低，难于满足游客的高层次的

消费需求，不利于旅游业的集约化经营。 

5. 和顺镇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5.1. 加强政府对和顺镇的监督、保护与管理 

旅游业推进城镇化发展已经成为和顺镇发展的必然措施，然而政府是旅游业成为和顺镇镇城镇化发

展的支撑产业的主要推动者。要进一步加强和顺镇政府在政策、资金、管理、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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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作用，以保持和顺镇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持续地发展。以争创“5A”级景区为契机，积极争取

项目和资金支持，重点对古民宅、古建筑等进行保护、修缮和改造。争取早日在石头山适宜片区建成与

古镇风貌一致、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古镇新村[6]。引导企业发展特色经济，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动力；

引导群众树立“保护古镇就是守住财富”的意识，切实加强对古建筑等人文旅游资源和的自然生态景观

保护力度；统一规划城镇建设，对古镇旅游区所有经营户实施证照管理，切实维护古镇市场经营秩序，

积极学习经营管理理念，提高服务水平，保证游客能够有序的开展旅游活动；依法加大对破坏古镇风貌、

扰乱市场秩序、影响环境等不良行为的整治和惩处力度。进一步规范整顿巩固好景区摊点经营，坚决依

法整治超高、超层等违章建筑。通过保护旅游资源，统一规划城镇的结构和功能，达到旅游与城镇化协

调发展的目的，实现“双赢”的局面。 

5.2. 依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以政府为主，企业和个人为辅，通过认真落实政府的各项规章制度，引导城镇居民全民参与旅游目

的地的保护，杜绝乱排放污水。提升旅游从业者的素质，实施好生态保护、古镇保护等重点保护工程项

目，积极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加大对水源地、和顺河、大盈江河等流域的水环境综合整治，尤其

是对流经和顺镇地区的河流进行保护[8]。此外，应提高当地居民及游客素质，杜绝随意毁坏旅游地的人

文及自然景观。大力实施好节能减排工作，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理念。积极开展石头山和顺面

山绿化荒山行动。还和顺镇这一片山水佳园，做好村容村貌的保洁工作。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古镇观光

游览，满足大都市居民对乡村自然、田园风光的精神和身体的需求，成为和顺镇乡村经济的新增长点，

扩大自身收入来源，促进当地居民增产增收，以保证旅游业与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5.3. 全方位抓实旅游产业发展 

应加强对和顺镇的监督管理，彻底更正居民对于乡村旅游的错误理解。抓住腾冲县政府倾力打造“极

边第一城”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工程的契机，协调“天下和顺”项目建设。对当地山地、坝区、水塘进行

旅游产业开发建设，坚持做特色农业、做优环境与做强旅游相结合，不断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形成特色

产业链，进行集约化经营。维持和创造地方收入，拉动就业增长，为城镇化提供经济和社会基础。使现

代观光农业与农耕文化、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加大农业科技培训力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行动，发展

壮大协会组织，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经营化程度，提高农民抗风险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稳定农民

收入，为城镇化提供动力。 
在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旅游容积率，增强景区服务能力，让广大群众参与旅

游就业，增加收入，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提高城镇人口比例。努力争取项目和资金扶持，在古镇核心

区集中规划打造特色街巷文化，鼓励村民以“家庭店”的形式，在自住房内进行特色旅游产品销售、旅

游配套服务，促进乡村结构向城镇结构转化。加强与高端媒体和影视制作公司的合作提升和顺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当地经济的腾飞，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私营企业应发展特色

经济，大力开发翡翠、藤编、刺绣、果脯、火山石饰品、木制工艺品等本土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旅

游资源内涵，提升旅游文化产品附加值。增加企业收入，使企业做大、做优，为城镇化提供经济保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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