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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盲目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等，限制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

发展 [3]。在此背景下，兼具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乡村生

态旅游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其强调人地和谐发展的理念

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 [4]，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乡村生态旅

游逐渐成为国内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促进乡村地区生态文

明和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乡村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我国

学界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自谢花林（2002）[5]等发表了第一篇

题名关于乡村生态旅游的研究论文，论述其基本类型、开发意

义、存在问题及对策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研

究内容和主题不断变化并逐步深入，为实际开展乡村生态旅游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本文基于我国1999～2017年间发表

的乡村生态旅游的相关文献，从乡村生态旅游的基础性研究、

主体、客体、开发、管理、产业发展及可持续性7个方面对此

研究进行系统性综述，在阐明我国研究的现状和进展的基础

上为之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建议和引导。

1 文献统计方法

文章选用系统综述法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检索、删选、建

立文献数据库的方法系统性采集了中国乡村生态旅游1999～2017

年相关文献，并据此对研究成果进行整体的总结性概述。

（1）检索。文献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依照文章的研究方向，确定以

“乡村生态旅游”为检索项，“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为关

键词同时进行模糊检索，检索时间为2018年7月16日，文献发

表时间从1999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共得到817篇文献。

（2）删选及建立文献数据库。按照时间线在EXCEL中建立

数据库，录入文献基本信息，同时进行文献的删选工作：去

除著作评述、会议通讯和报刊报道；删除质量差、篇幅过于

简短的论文；删除同一作者重复率较高的论文，整理完毕后

共计得到665篇论文。

2 文献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2.1 文献年度发表量和期刊类别

按照时间序列对检索的文献进行统计，以此归纳出我国乡

村生态旅游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图1）。我国乡村生态旅游研

究大致分为4个阶段：（1）1999～2002年为研究萌芽阶段，文

献数量整体偏少，在2002年第一次明确出现“乡村生态旅游”

前，其研究内容的概念范畴混为一体，未有明确划分 [6]；（2）

2003～2009年为初步发展阶段，文献量稳定上升。这与该阶

段国家的旅游主题大多以乡村、生态有关，学术界也相继开展

了相关主题的论坛，乡村生态旅游得到各界较高的关注度；（3）

2010～2014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关注热度稍有回落，但文献

量整体趋于平稳状态，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4）2015～2017

年为深入研究阶段，文献量稍有攀升，说明乡村生态旅游研究

的重要性仍是学界一大热门研究领域。

文献按照来源分为4类，包括硕博论文201篇、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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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篇、核心期刊142篇、一般期刊297篇。普刊发表最多，核

心期刊量相对偏少。侧面反映了该领域的文献量虽多但有影

响力、认可度高的文献偏少。此外为具体分析乡村生态旅游研

究支撑理论的学科跨度，进一步显现各学科对其的关注度，

对文献的所属刊物及期刊类别进行发表情况统计。期刊类别

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划分的22个大类为准。本文文献

占大类中的12类。

乡村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在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工

学、农学、林业工程学、管理学等主要核心期刊中都有所体现

（表1）。《农业经济》《安徽农业科学》《生态经济》《旅游学刊》

《广东农业科学》是发表的文献数排前五的期刊。这些期刊研

究内容依托了经济与管理科学、农业科技、宏观经济管理与可

持续发展、旅游学、工程科技等学科的研究，说明学界对此的

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得到多个领域的关注。

根据期刊类别比例来看，从经济学和建筑科学角度研究的

乡村生态旅游文献比重位居前列，分别为84.51%和9.17%，说明

这两类是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政治类、农业科学类、环

境科学类的学科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完善。但是从哲学类、地

理科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等视角展开的研究仍比较欠缺，而

这些研究有利于推广乡村生态旅游相关观念和产业模式，促进

产业联动及科学规范管理，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2.2 研究区域

根据我国行政划分的八大区域和省域进行文献统计。删

除无具体研究区域和以全国为研究地域的文献，对于跨区域

的文献分别对应省域和区域各计算一次，共得到500篇，其

中有4篇跨区域论文（图2）。西南地区的文献位于首位，占

25.6%，这与该区五省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起步早，同时具有丰富

且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有关。华东、华中、华南地区数量位于

第二梯队，华北、东北、西北位列第三，港澳台区数量最少。

总体来看，地域分布南多北少，符合我国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态

旅游资源分布的基本情况。

以省域为尺度来看（表2）：四川省居于首位，是中国农家

乐的发源地，与自身是乡村生态旅游大省的身份相对应；广西、

湖南、浙江、云南、贵州紧随其后，其他省份数量相差不大；

数量最少的是甘肃、天津和台湾省；宁夏、青海、港澳区还未

有研究先例。

2.3研究方法

通过对数据库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发现运用定性分

析方法的文献共547篇，占82.26%，定量分析的共118篇，仅占

17.74%。说明我国学者在研究分析乡村生态旅游的方法以理论描

述的定性分析为主，以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为手段的定量研究

分析比较缺乏，这限制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定量研究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表

3）。定量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游客的满意度分析、旅游资

源评价、旅游地综合评估等方面。定性分析使用率最高的是

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和SWOT分析等，其研究的主要内容

表1 文献所属期刊及其类别分布情况

核心期刊名称 数量 一般期刊名称 数量 期刊类别 数量 比例

农业经济 29 安徽农业科学 23 经济类(F) 562 84.51%

生态经济 17 旅游纵览(下半月) 10 建筑科学(TU) 61 9.17%

旅游学刊 8 商场现代化 7 政治类(D) 11 1.65%

福建茶叶 5 广东农业科学 7 农业科学类(S) 10 1.50%

商业时代 5 产业与科技论坛 6 环境科学类(X) 7 1.05%

广西民族研究 4 旅游论坛 5 科学研究类(G) 4 0.60%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4 农业考古 5 工业技术类(T) 3 0.45%

江苏农业科学 4 生产力研究 5 生物科学类(Q) 2 0.30%

改革与战略 4 特区经济 5 历史、地理类(K) 2 0.30%

经济地理 3 湖北农业科学 5 地理科学类（P） 1 0.15%

其他核心刊物 59 其他普刊 219 社会科学总论(C) 1 0.15%

核心期刊总计 142 一般期刊总计 297 哲学类（B） 1 0.15%

注：核心与一般期刊划分标准参考2014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表2 文献研究省域统计

省份 数量 省份 数量 省份 数量

四川 44 安徽 17 海南 6

广西 43 湖北 17 内蒙古 6

浙江 43 河北 16 上海 5

湖南 41 河南 13 吉林 5

云南 37 江西 13 西藏 5

贵州 31 北京 11 甘肃 3

山东 21 辽宁 11 台湾 1

广东 19 重庆 11 天津 1

福建 19 黑龙江 10 宁夏 0

江苏 19 新疆 10 青海 0

陕西 19 山西 7 港澳区 0

表3 文献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方法 频次 定性研究方法 频次

问卷调查 72 描述性分析 277

AHP层次分析法 26 案例分析 249

SPSS分析 8 SWOT分析 58

定量模型分析 6 PEST分析 2

模糊综合分析法 5 五力分析模型 2

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
系

4 LR-CO分析 1

因子分析方法 3 其他 13

其他 16

集中在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和对策、产业联动、基础性研

究等方面。

2.4 研究内容

通过对文献归纳概括后可知研究内容集中在乡村生态旅游

的基础理论、开发、产业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主体

及客体这7个方面（图3）。具体来看，乡村生态旅游研究内容

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主题随国家战略变化表现出多样性。

经济视角是主线，乡村生态旅游开发研究贯穿始终，其中开发

对策、模式类研究成果较多；其在产业发展和基础性理论研

究领域也有数量可观的成果，其他的研究主题也进一步深化、

丰富、补充了乡村生态旅游研究内容。

3 文献研究内容

3.1 基础理论研究

乡村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

概念内涵的辨析以及特征的总结。张洁 [7]是最早进行辨析的

学者，认为乡村生态旅游是乡村旅游内容的一部分，生态旅

游的内涵及外延则比前两种旅游类型更广。也有学者认为农

家乐和乡村生态旅游等是乡村旅游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旅游

形式 [8]。刘德谦 [9]提出乡村旅游与生态是不能厚此薄彼的关系，

认为保护乡村原生态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必然趋势。邱云美 [10]分

析了乡村生态旅游产生的背景和供需发展条件，并将其界定为

一种新型的乡村旅游形式，即指发生在乡村地区可以满足游客

2 2. 文献研究地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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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篇、核心期刊142篇、一般期刊297篇。普刊发表最多，核

心期刊量相对偏少。侧面反映了该领域的文献量虽多但有影

响力、认可度高的文献偏少。此外为具体分析乡村生态旅游研

究支撑理论的学科跨度，进一步显现各学科对其的关注度，

对文献的所属刊物及期刊类别进行发表情况统计。期刊类别

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划分的22个大类为准。本文文献

占大类中的12类。

乡村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在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工

学、农学、林业工程学、管理学等主要核心期刊中都有所体现

（表1）。《农业经济》《安徽农业科学》《生态经济》《旅游学刊》

《广东农业科学》是发表的文献数排前五的期刊。这些期刊研

究内容依托了经济与管理科学、农业科技、宏观经济管理与可

持续发展、旅游学、工程科技等学科的研究，说明学界对此的

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得到多个领域的关注。

根据期刊类别比例来看，从经济学和建筑科学角度研究的

乡村生态旅游文献比重位居前列，分别为84.51%和9.17%，说明

这两类是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政治类、农业科学类、环

境科学类的学科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完善。但是从哲学类、地

理科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等视角展开的研究仍比较欠缺，而

这些研究有利于推广乡村生态旅游相关观念和产业模式，促进

产业联动及科学规范管理，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2.2 研究区域

根据我国行政划分的八大区域和省域进行文献统计。删

除无具体研究区域和以全国为研究地域的文献，对于跨区域

的文献分别对应省域和区域各计算一次，共得到500篇，其

中有4篇跨区域论文（图2）。西南地区的文献位于首位，占

25.6%，这与该区五省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起步早，同时具有丰富

且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有关。华东、华中、华南地区数量位于

第二梯队，华北、东北、西北位列第三，港澳台区数量最少。

总体来看，地域分布南多北少，符合我国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态

旅游资源分布的基本情况。

以省域为尺度来看（表2）：四川省居于首位，是中国农家

乐的发源地，与自身是乡村生态旅游大省的身份相对应；广西、

湖南、浙江、云南、贵州紧随其后，其他省份数量相差不大；

数量最少的是甘肃、天津和台湾省；宁夏、青海、港澳区还未

有研究先例。

2.3研究方法

通过对数据库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发现运用定性分

析方法的文献共547篇，占82.26%，定量分析的共118篇，仅占

17.74%。说明我国学者在研究分析乡村生态旅游的方法以理论描

述的定性分析为主，以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为手段的定量研究

分析比较缺乏，这限制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定量研究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表

3）。定量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游客的满意度分析、旅游资

源评价、旅游地综合评估等方面。定性分析使用率最高的是

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和SWOT分析等，其研究的主要内容

表1 文献所属期刊及其类别分布情况

核心期刊名称 数量 一般期刊名称 数量 期刊类别 数量 比例

农业经济 29 安徽农业科学 23 经济类(F) 562 84.51%

生态经济 17 旅游纵览(下半月) 10 建筑科学(TU) 61 9.17%

旅游学刊 8 商场现代化 7 政治类(D) 11 1.65%

福建茶叶 5 广东农业科学 7 农业科学类(S) 10 1.50%

商业时代 5 产业与科技论坛 6 环境科学类(X) 7 1.05%

广西民族研究 4 旅游论坛 5 科学研究类(G) 4 0.60%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4 农业考古 5 工业技术类(T) 3 0.45%

江苏农业科学 4 生产力研究 5 生物科学类(Q) 2 0.30%

改革与战略 4 特区经济 5 历史、地理类(K) 2 0.30%

经济地理 3 湖北农业科学 5 地理科学类（P） 1 0.15%

其他核心刊物 59 其他普刊 219 社会科学总论(C) 1 0.15%

核心期刊总计 142 一般期刊总计 297 哲学类（B） 1 0.15%

注：核心与一般期刊划分标准参考2014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表2 文献研究省域统计

省份 数量 省份 数量 省份 数量

四川 44 安徽 17 海南 6

广西 43 湖北 17 内蒙古 6

浙江 43 河北 16 上海 5

湖南 41 河南 13 吉林 5

云南 37 江西 13 西藏 5

贵州 31 北京 11 甘肃 3

山东 21 辽宁 11 台湾 1

广东 19 重庆 11 天津 1

福建 19 黑龙江 10 宁夏 0

江苏 19 新疆 10 青海 0

陕西 19 山西 7 港澳区 0

表3 文献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方法 频次 定性研究方法 频次

问卷调查 72 描述性分析 277

AHP层次分析法 26 案例分析 249

SPSS分析 8 SWOT分析 58

定量模型分析 6 PEST分析 2

模糊综合分析法 5 五力分析模型 2

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
系

4 LR-CO分析 1

因子分析方法 3 其他 13

其他 16

集中在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和对策、产业联动、基础性研

究等方面。

2.4 研究内容

通过对文献归纳概括后可知研究内容集中在乡村生态旅游

的基础理论、开发、产业发展、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主体

及客体这7个方面（图3）。具体来看，乡村生态旅游研究内容

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主题随国家战略变化表现出多样性。

经济视角是主线，乡村生态旅游开发研究贯穿始终，其中开发

对策、模式类研究成果较多；其在产业发展和基础性理论研

究领域也有数量可观的成果，其他的研究主题也进一步深化、

丰富、补充了乡村生态旅游研究内容。

3 文献研究内容

3.1 基础理论研究

乡村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

概念内涵的辨析以及特征的总结。张洁 [7]是最早进行辨析的

学者，认为乡村生态旅游是乡村旅游内容的一部分，生态旅

游的内涵及外延则比前两种旅游类型更广。也有学者认为农

家乐和乡村生态旅游等是乡村旅游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旅游

形式 [8]。刘德谦 [9]提出乡村旅游与生态是不能厚此薄彼的关系，

认为保护乡村原生态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必然趋势。邱云美 [10]分

析了乡村生态旅游产生的背景和供需发展条件，并将其界定为

一种新型的乡村旅游形式，即指发生在乡村地区可以满足游客

2 2. 文献研究地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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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休闲娱乐、观光游览、农事学习等需求，兼具生态体验和

生态教育功能的旅游形式。二是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指导思想、

法律法规等进行论述，这一阶段处于研究的中后期。李露 [11]

基于埃比尼泽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成都和位于其近郊的

五朵金花景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开展乡村生态旅游对于保持

乡土性景观特征具有积极意义。一些学者认为乡村生态旅游已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保持其良性发展需要从旅游立法、旅游

执法监管和培养法制意识三方面着手来确保完善我国乡村生态

旅游法治保障体系 [12-13]。

3.2 游客特征研究

对乡村生态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研究数量整体偏少。主

要集中在对旅游者的体验感知方面研究，大都通过问卷调查，

运用SPSS软件定量分析游客行为特征和感知需求，从而为旅

游目的地制定出相应的保障机制。郭磊夫 [14]构建出武汉乡村生

态旅游游客感知价值概念模型，分为环境、教育、资源、服

务、成本五大感知维度，证明了游客满意度、忠诚度与各大感

知因子间存在关系。王立龙 [15]则从游客感知阻力因素的角度

出发，从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4个方面归纳了乡村生态旅

游的不同类型游客的感知特征，并提出降低阻碍因素的建议。

杨新军 [16]在区分西安的上王村一般游客与生态游客的前提下，

基于客源结构的人口统计特征、旅游动机、环境态度为当地

的旅游发展提供相关依据。

3.3 资源评价研究

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内容基本

是集中于旅游资源的评价和开发潜力这2方面。胡绿俊 [17]利用

层次分析法对广西两个景区的乡村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分

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在资源开发潜力方面，翟琴 [18]运用

SWOT分析方法和AHP层次分析方法，对双流县乡村生态旅游资

源的现状和开发潜力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综合评价。秦坤蓉 [19]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白马山周边的植物资源进行开发潜力评价，

筛选出适合该地发展生态游的具有食用、观赏、保护功能的植

物资源。部分学者采用定性方法区分了旅游地的生态旅游资源

的类型，进而提出开发对策 [20]。

3.4 旅游开发

开发是为了发掘、改善和提高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吸引

力而致力从事的开拓和建设活动。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

成果十分丰硕，从各个研究区域的区位特征、乡村经济结构、

资源分布、市场等要素基础上提出相匹配的开发模式，为不

同类型的乡村生态旅游提供决策、发展方向与培育机制的依

据（表4）。

学者对开发对策的研究基本就从“现状-问题-对策”这

三方面来论述，同质化问题较严重。各区域开发都存在开发层

次较低、政策法规不完善、缺乏科学规划、旅游人才匮乏等公

共问题。对策基本从宏观层面进行的分析，大都建议开发的利

表4 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作者 发表时间 开发模式

唐承财等 2017 乡村生态农旅／文旅／食旅开发模式

顾婷婷等 2016 嵌套式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共生网络开发
模式

车亮亮等 2012 空心村生态旅游整治开发模式

包文娟 2011 灾区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
（政府／社区／企业主导）

董宁等 2009 广州乡村生态旅游深层次开发模式

项品辉 2008 风景名胜区与乡村生态旅游的联动开发
模式

王茂强 2006 贵州山区农村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王嘉学 2005

云南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城市和大型工矿区依托型／交通依托
型／景区依托型／资源依托型／复合型

地域模式）

的评价指标体系模型。胡雪峰 [25]提出以低碳旅游和乡村生态

旅游契合点来化解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困境，打造其可持续发

展新格局。除此以外，推行循环型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是

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环境与经济可持续的必然选择 [26]。学界对于

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偏少。

4 研究结论

综上所知，在1999～2017年间，虽然我国乡村生态旅游

的研究起步晚，但是其发展迅速，得到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关

注。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区域范围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研究主题内容逐步深入，说明我国的乡村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

已趋于成熟。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如下特征：（1）乡村生态旅游基础性研

究更加全面。学者已在乡村生态旅游概念与内涵、特征等内

容上达成了共识，并逐步开始思考其指导思想、法律法规等方

面，以期为保障良性发展构建理论基础。（2）乡村生态主体

和客体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于旅游者来说，研究虽开始凸显

人文关怀，将视线由乡村地区开发转向游客的感知体验分析，

但缺少对游客出游的内外因素分析。而旅游资源则以自然资源

的评价和开发潜力研究为主，缺乏民俗文化资源的分析。（3）

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多元发展。学者就国家政策与乡村生态旅游

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研究。视角也从单产业路径转向多

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产生了“旅游+”“+旅游”的乡村产业

融合发展的多种模式。（4）乡村生态旅游的开发更加丰富。开

发类的研究成果贯穿始终，内容也随时间推移逐步细化。目

前也开始朝着乡村生态旅游区域开发系统的研究，实现开发由

点到线在成面的蜕变。对人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社区居民或旅

游者，针对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的学者

越来越多。（5）乡村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相对

单一，忽视了营销管理的重要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1）学科关注度高但交叉分析少，

同质化问题严重。因乡村生态旅游的经济特性，大量文献都

仅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相似的学术成果不在少数，而与建筑

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占少量比例，同哲学、地理科学等社

会学科的交叉研究极度缺乏。（2）核心期刊发表量较少，理

论缺乏广泛的影响力和说服力。究其原因是由于定量方法分

析的文献偏少，相关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大打折扣，

得不到核心期刊认可。（3）研究内容存在重开发、轻管理的

益相关者密切合作，注重市场、产品、环境和人才的培育及

规章制度的完善等。少部分学者角度新颖分析了互联网+乡村

生态旅游的影响及开发对策，就如何推动乡村生态游智慧化建

设进行了论述。

3.5 管理与营销

乡村生态旅游的管理是指通过建立规范制度，从而明确

其发展方向、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使得其步入规范化道路。

一般是对环境资源、游客以及当地居民三方进行约束管理。

随着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深入，学者对农产品品牌建设、营销

模式较为关注。因为正确有效地运用营销推广理论知识，对

促进乡村生态旅游的转型发展和农产品品牌建设具有现实的

意义 [21]。要想成功塑造乡村生态旅游区的品牌形象，需要从品

牌定位、媒介创建、设施硬件以及营销渠道四方面着力[22]。以

品牌和精品开发为龙头，打造“生态体验”为理念的营销组

合，有助于扩大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力和提升市场化水平。

3.6 可持续发展

随着乡村生态旅游的火热发展，游客激增对环境带来较

大压力，必须要考虑到其发展是否在合理的生态环境承载强

度之内。章江琴 [23]从综合生态容量、空间容量、设施容量和

社会心理容量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上虞市乡村生态旅游环境容

量，得出该市的设施容量限制了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王钰菲 [24]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隆回县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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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休闲娱乐、观光游览、农事学习等需求，兼具生态体验和

生态教育功能的旅游形式。二是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指导思想、

法律法规等进行论述，这一阶段处于研究的中后期。李露 [11]

基于埃比尼泽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成都和位于其近郊的

五朵金花景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开展乡村生态旅游对于保持

乡土性景观特征具有积极意义。一些学者认为乡村生态旅游已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保持其良性发展需要从旅游立法、旅游

执法监管和培养法制意识三方面着手来确保完善我国乡村生态

旅游法治保障体系 [12-13]。

3.2 游客特征研究

对乡村生态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研究数量整体偏少。主

要集中在对旅游者的体验感知方面研究，大都通过问卷调查，

运用SPSS软件定量分析游客行为特征和感知需求，从而为旅

游目的地制定出相应的保障机制。郭磊夫 [14]构建出武汉乡村生

态旅游游客感知价值概念模型，分为环境、教育、资源、服

务、成本五大感知维度，证明了游客满意度、忠诚度与各大感

知因子间存在关系。王立龙 [15]则从游客感知阻力因素的角度

出发，从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4个方面归纳了乡村生态旅

游的不同类型游客的感知特征，并提出降低阻碍因素的建议。

杨新军 [16]在区分西安的上王村一般游客与生态游客的前提下，

基于客源结构的人口统计特征、旅游动机、环境态度为当地

的旅游发展提供相关依据。

3.3 资源评价研究

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内容基本

是集中于旅游资源的评价和开发潜力这2方面。胡绿俊 [17]利用

层次分析法对广西两个景区的乡村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分

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在资源开发潜力方面，翟琴 [18]运用

SWOT分析方法和AHP层次分析方法，对双流县乡村生态旅游资

源的现状和开发潜力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综合评价。秦坤蓉 [19]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白马山周边的植物资源进行开发潜力评价，

筛选出适合该地发展生态游的具有食用、观赏、保护功能的植

物资源。部分学者采用定性方法区分了旅游地的生态旅游资源

的类型，进而提出开发对策 [20]。

3.4 旅游开发

开发是为了发掘、改善和提高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吸引

力而致力从事的开拓和建设活动。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

成果十分丰硕，从各个研究区域的区位特征、乡村经济结构、

资源分布、市场等要素基础上提出相匹配的开发模式，为不

同类型的乡村生态旅游提供决策、发展方向与培育机制的依

据（表4）。

学者对开发对策的研究基本就从“现状-问题-对策”这

三方面来论述，同质化问题较严重。各区域开发都存在开发层

次较低、政策法规不完善、缺乏科学规划、旅游人才匮乏等公

共问题。对策基本从宏观层面进行的分析，大都建议开发的利

表4 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作者 发表时间 开发模式

唐承财等 2017 乡村生态农旅／文旅／食旅开发模式

顾婷婷等 2016 嵌套式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共生网络开发
模式

车亮亮等 2012 空心村生态旅游整治开发模式

包文娟 2011 灾区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
（政府／社区／企业主导）

董宁等 2009 广州乡村生态旅游深层次开发模式

项品辉 2008 风景名胜区与乡村生态旅游的联动开发
模式

王茂强 2006 贵州山区农村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王嘉学 2005

云南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城市和大型工矿区依托型／交通依托
型／景区依托型／资源依托型／复合型

地域模式）

的评价指标体系模型。胡雪峰 [25]提出以低碳旅游和乡村生态

旅游契合点来化解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困境，打造其可持续发

展新格局。除此以外，推行循环型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是

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环境与经济可持续的必然选择 [26]。学界对于

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偏少。

4 研究结论

综上所知，在1999～2017年间，虽然我国乡村生态旅游

的研究起步晚，但是其发展迅速，得到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关

注。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区域范围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研究主题内容逐步深入，说明我国的乡村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

已趋于成熟。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如下特征：（1）乡村生态旅游基础性研

究更加全面。学者已在乡村生态旅游概念与内涵、特征等内

容上达成了共识，并逐步开始思考其指导思想、法律法规等方

面，以期为保障良性发展构建理论基础。（2）乡村生态主体

和客体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于旅游者来说，研究虽开始凸显

人文关怀，将视线由乡村地区开发转向游客的感知体验分析，

但缺少对游客出游的内外因素分析。而旅游资源则以自然资源

的评价和开发潜力研究为主，缺乏民俗文化资源的分析。（3）

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多元发展。学者就国家政策与乡村生态旅游

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研究。视角也从单产业路径转向多

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产生了“旅游+”“+旅游”的乡村产业

融合发展的多种模式。（4）乡村生态旅游的开发更加丰富。开

发类的研究成果贯穿始终，内容也随时间推移逐步细化。目

前也开始朝着乡村生态旅游区域开发系统的研究，实现开发由

点到线在成面的蜕变。对人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社区居民或旅

游者，针对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的学者

越来越多。（5）乡村生态旅游的管理和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相对

单一，忽视了营销管理的重要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1）学科关注度高但交叉分析少，

同质化问题严重。因乡村生态旅游的经济特性，大量文献都

仅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相似的学术成果不在少数，而与建筑

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占少量比例，同哲学、地理科学等社

会学科的交叉研究极度缺乏。（2）核心期刊发表量较少，理

论缺乏广泛的影响力和说服力。究其原因是由于定量方法分

析的文献偏少，相关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大打折扣，

得不到核心期刊认可。（3）研究内容存在重开发、轻管理的

益相关者密切合作，注重市场、产品、环境和人才的培育及

规章制度的完善等。少部分学者角度新颖分析了互联网+乡村

生态旅游的影响及开发对策，就如何推动乡村生态游智慧化建

设进行了论述。

3.5 管理与营销

乡村生态旅游的管理是指通过建立规范制度，从而明确

其发展方向、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使得其步入规范化道路。

一般是对环境资源、游客以及当地居民三方进行约束管理。

随着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深入，学者对农产品品牌建设、营销

模式较为关注。因为正确有效地运用营销推广理论知识，对

促进乡村生态旅游的转型发展和农产品品牌建设具有现实的

意义 [21]。要想成功塑造乡村生态旅游区的品牌形象，需要从品

牌定位、媒介创建、设施硬件以及营销渠道四方面着力[22]。以

品牌和精品开发为龙头，打造“生态体验”为理念的营销组

合，有助于扩大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力和提升市场化水平。

3.6 可持续发展

随着乡村生态旅游的火热发展，游客激增对环境带来较

大压力，必须要考虑到其发展是否在合理的生态环境承载强

度之内。章江琴 [23]从综合生态容量、空间容量、设施容量和

社会心理容量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上虞市乡村生态旅游环境容

量，得出该市的设施容量限制了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王钰菲 [24]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隆回县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3 3.  1999～2017年文献研究内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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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游客体验和旅游资源、环境容量可持续的研究单一

且相关文献偏少。

5 研究展望

（1）旅游者情感体验。我国乡村生态旅游已发展到转型

升级阶段，提升旅游者的满意度和情感体验是乡村生态旅游

价值的现实需求。关于乡村生态旅游者感知影响因素的理论已

较为成熟，但从游客情感体验的内外因素方面分析应成为接下

来学界的研究重点，以便深入了解游客对于旅游地动机的情感

要素。通过游客反馈体验有针对性提高服务质量，促进乡村生

态旅游良性发展。

（2）人文旅游资源挖掘。乡村生态旅游的吸引物不仅仅是

环境的优美，最关键的还是其独有的文化资源。目前，学者

集中分析其自然资源的评价和开发潜力，还未有对其民俗文化

资源的研究先例，鲜有对乡村生态文化资源有所挖掘的文献。

故接下来学者可从其文化资源的内涵、影响、保护传承等方面

入手，以期使内容更加完整全面。

（3）营销管理提升。我国已不再是普遍开发的时期，为

避免旅游资源闲置和开发后继无力的现象，其管理营销应是

成为研究的重点方向。目前相关研究理论浅显、分散，接下

来学者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开发模式、地域特征、利益相关者

等总结系统的营销管理模式，进一步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品牌

建设的发展。

（4）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体验经济大热，学者们也将它们与乡村生态旅游结合相分析，

有了初步研究。虽小有成果，但影响力不够广泛。故学者应

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不可忽视的还有“互联网+乡村

游”的研究，乡村生态旅游智慧化也是未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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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京近代园林是南京园林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兼具地域与时代特色。本文通过文献查阅与

实地调研，梳理出1840～1949年间南京近代园林的类型及代表，结合近代南京自然山水格

局与社会人文环境，对南京近代私家园林、公共园林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功能内涵

与艺术形式的演变进行分析总结，探究其源与流的关系。进而通过分析典型案例，研究南

京近代园林的选址布局、掇山理水、建筑营构、植物配置等设计手法与特征。

关键词

南京近代园林；调查；营建；特征

Abstract

Nanjing modern garden is a signi� cant transition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Nanjing garden, which has both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combs out the type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Gardens in Nanjing from 1840 to 1949,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Nanjing natural 

landscape pattern and social,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functional conno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art forms presented by Nanjing's modern private gardens and public garden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above,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source and � ow. Th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the study of Nanjing modern garden site layout, Rockery-Pile and Water-Scenery-Building, 

buildingsorganizationwithgardenlayout, planting, and other design techniques an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anjing modern gardens(1840-1949); survey; construction; character

南京近代园林调查及营建特征研究

王佳慧  朱  蓉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 of Modern Gardens in Nanjing

WANG Jiahui  ZHU Rong

园林设计是艺术、科学与技术三者的整合，园林因时而变，不断发展。江

南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因而发展出独特的江南山水园林

文化。近代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园林发展亦呈现出新的艺术面貌。南

京作为近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最早提出建设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并积

极开展园林实践。近代园林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兼具历史与艺术双

重价值。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南京六朝、明清时期的古典园林以及南京现代园林

与生态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对南京近代园林的研究多限于历史背景研究、特

定园林类型及园林个案分析，对不同类型园林营建特征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甚

少，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纵向梳理南京近代园林的发展历程，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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