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September  2023 25广东经济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主题，并提出要“扎

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体要

求和前进方向。实现县镇村高质量发展，产业是关

键。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打造

一批产业强县，通过做强县城龙头、做实乡镇节点、

建设和美乡村抓好城乡建设……不断缩小城乡区域

差距，加快把短板变为潜力板。” 发展以保护与

开发良好生态环境资源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原则的生态旅游成为了助推广东省乡村振兴与

“百千万工程”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此背景下，基

于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点区域——云浮市的

生态旅游发展实践，识别出生态旅游推动乡村振兴

进程的具体路径，对其作用机理进行剖析，并总结

其发展经验，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上取得新突破打造新样板。

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可持续发展为宗

旨的生态旅游业是促进乡村生态振兴与产业振兴，

推进当代乡村繁荣的重要支撑。

生态旅游（Ecotourism）这一概念最早于

1983 年由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

提出。此后，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的消费

模式迅速普及全球。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旅游的概念正式引入中

国。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生态旅游已成为一种增

进环保、崇尚绿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旅

游方式，并在我国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及湿地公园、沙

漠公园、水利风景区等为主要载体的生态旅游目

的地体系①。2021 年，据国家林草局统计，全国

林草系统生态旅游游客量为 20.83 亿人次，超过

国内旅游人数的一半②。生态旅游产业关注目的地

环境和生态的同时注重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恰

好与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方面总体战略

目标相契合。

乡村振兴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备受国内学术界

关注，学者针对其理论逻辑、实践途径等方面进

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2018 年，王国华、朱代琼

基于多源流模型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乡村振兴

被纳入国家政策议程的耦合逻辑，并指出国家领

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的执政理念对政策制定

具有强烈的导向以及激发作用③。而在战略的实施

层面，廖红伟（2019）④、张晓岚（2023）⑤、熊

易寒（2023）⑥分别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

农村数字经济转型、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不同角度

分析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要求以及政策实

施的理论逻辑。

关于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目前

研究多集中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旅游业发展模

式的探究。张赛、赵佳鹏（2023）从乡村振兴背

探索生态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唐珮莹  赵苑妤  庄伟光

——以广东云浮市为例

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发展乡村旅游要有大作为。近年来，随着乡村产业结构变迁，乡村旅

游正成为旅游产业和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手段。基于此背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基于广东省云浮市乡村振兴和生态旅

游业发展的具体实践，探讨生态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

代化的广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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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出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视域

五个方面提出了乡村生态旅游“五位一体化”建

设路径，并阐释该建设路径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⑦。

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在云浮的实践

云浮市位于广东省中西部，地处珠江三角洲以

西，为西江南岸山地丘陵区，西江、南江、新兴江

流经境内。下辖云城区、云安区、新兴县、郁南县，

代管罗定市，土地面积共 7785.16 平方千米。云浮

市属于广东省“北部生态发展区”，广东省“一核、

一带、一区、一湾”全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中的广

东北部生态旅游区，毗邻沿海经济区、广佛肇经济

圈、珠三角核心区，内联珠江 - 西江经济带、西江

黄金水道贯穿全市，是链接广东和广西两省区的重

要枢纽。

云浮生态环境优良，具有以“三山两江一盆

地”⑧为代表的显著生态资源禀赋优势。2022 年，

有耕地面积 7.4 万公顷，林地面积 51.65 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 68.33%，活立木蓄积量 0.32 亿立

方米，是珠三角的重要生态屏障，是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全市共创建国家森林乡村 28 个，

省级森林小镇 1 个、省级森林乡村 56 个，绿美古

树乡村 11 个（其中古树公园 6 个）。2022 年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97%，西江云浮段水质常年保

持Ⅱ类及以上，已被列入广东省首批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 

2022 年，云浮市年末户籍人口 301.43 万；

常住人口 239.65 万，其中乡村人口 131.7 万，占

比为 54.95% ⑨，是广东省乡村人口占比最高的城

市，也是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焦点区域。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云浮市向东打

开“融湾入海”高质量发展新天地，向西开辟融

入 RCEP 和“一带一路”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赛道，

生产总值呈现上升趋势，随着当地旅游业、服务

业的发展，产业结构逐渐走向合理化、高级化，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逐渐提升，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已接近 50%。（如图 1）

凭借自身文化、生态资源特色，旅游业已成为

云浮市重点支柱产业。如图 2 所示，2020 年之前，

全年接待过夜游客数与旅游收入均呈现上升趋势。

2019 年全年旅游总收入为 345.46 亿元，旅游增加

值占 GDP 比重高达 16.86%，远超广东省平均水平

（6.7%）。目前，全市共有 15 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其中包括 AAAA 级景区 3 处，生态旅游目的地 8 处。

依托当地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建设规划了 12 条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乡村旅游业正成为继续带动全

市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的重要推手。

图 1   2012-2021 年云浮市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占比
数据来源：2022 年云浮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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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作用实现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包括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

这与生态旅游强调生态环境资源保育、维护当地社

区概念的特征相辅相成。总的来说，生态旅游对

乡村振兴进程的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可持续发

展、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三大方面，

具体实现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 2   2012-2021 年云浮市旅游业发展趋势

图 3   生态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数据来源：2012-2022 年云浮市统计年鉴

（一）生态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旅游产业自身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其涉及

行业较为广泛，几乎涉及第三产业所有行业以及第

一、第二产业的部分行业⑩。一方面，地方发展生

态旅游业势必要完善当地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餐

饮宾馆等相关配套行业。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旅

游 + 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已成为旅游业升级

发展的大趋势，旅游业对传统农业、工业等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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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作用不断加强。旅游业在带动三产融合、多重

经济业态协同增长的同时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

位。正是其强带动性、强关联性的特点决定了旅游

产业高附加值高收益的产业特征，强调绿色协调的

生态旅游业成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助力。

在云浮，生态旅游业的带动效应对推进乡村产

业结构高级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产旅融合发展模式助力下的当地主导优势产业

既包括肉桂、象窝茶等当地特色传统农业，也包含

石材工业、健康医药产业等第二产业。这种融合发

展的模式有利于当地调整优化现代农业产业结构，

打通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同时实现融链、延链，使

种植养殖为主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融合发展，

产供销一体，打造三产融合发展生态，以带动乡村

百业兴旺。

（二）生态旅游支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环境是生态旅游产业得以存在和发展

的一切外部条件综合，是生态旅游活动的载体，乡

村生态旅游资源是吸引生态旅游者回归自然的客

体，是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⑪。发展生态旅游业有

助于倒逼乡村居民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加大乡村群

众对人居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绿化意识，进而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此外，生态旅游

业强调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利

用，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农村居民过度开采利用自然

资源等行为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从而更好地提升

当地最大环境承载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环境

的恢复能力。

随着当地开发布局生态旅游，绿色发展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2020 年，云浮市全面实施《云浮市

打赢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工作计划》，全面推

进全市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全市 2020 年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小区）772 个，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利

用设施 771 个，配套比例为 99.87%，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达 88.55%。在人居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各地乡村结合本地特有文化发展特色旅游项目，如

田园综合体、农家禅院等，在乡村美的基础上实现

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建设有山有水有底蕴、宜

居宜业宜旅游的新乡村。

（三）发展生态旅游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

过去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多放在了经济与环境

上，但随着人们对脆弱性、持久性不平等以及种族

歧视等社会问题的认识不断增强，社会可持续性被

视为增长和减贫的核心要素。目前社会可持续性系

指构建公民拥有话语权且政府作出回应的包容性和

韧性兼具的社会。此类社会能够为未来发展和减贫

提供支持⑫。

一方面，乡村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将经济发展

的机会赋权本地居民，带动村民共同参与、利益共

享，共同推动传统农业农村生产转型升级，极大地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另一方面，在生态旅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地

区的特有文化与内在价值再次被挖掘，对当地特色

文化与传统以及地域遗产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

时也加深了当地居民对所在地的认识，增强其自豪

感、归属感，建立地方认同，从而加强乡村社会可

持续性，推进乡村文化、组织振兴。位于新兴县的

悦天下生态旅游区是省级旅游度假区，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紧扣“生态优先、

突出特色”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建设生态保育示

范区，以水上威尼斯系列亲水体验项目打造亲水业

态标杆，以亲水文化、南药文化、温泉文化、禅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创造高品质生活，提升了乡村居民的

自我认同感。

经验启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发展生态旅游

并发挥其赋能作用的经验主要有：

（一）依托本土特色产业与文化，促进各类资

源互融发展

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业经济效益的过程

中，有赖于生态资源、产业资源、文化资源的高度

整合。发展生态旅游业通过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路

径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赋能时，应当融合当地

特色产业优势、文化习俗，合理推进区域旅游资源

的有机整合，进而实现旅游收入形式的多样化。旅

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产生广泛的行业关

联效应，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旅游业

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就能为社会提供五到七个间

接就业机会，应推进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充分发挥

旅游业的乘数效应⑬。在最大环境承载量内进行综

合型生态旅游景区的开发设计的同时，应当打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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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生态旅游产品与目的地，满足各类游客不同

的旅游消费需求，丰富推进乡村振兴进程的生态旅

游业态形式，进一步加快建设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的新农村。

（二）尊重乡村社区特质，同时加强乡村主体

动员

推进乡村振兴进程的生态旅游业发展需要结合

旅游目的地的社区特性，因地制宜地进行开发。社

区作为政府和乡村居民的利益联结团体，在旅游资

源开发和巩固乡村振兴成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

区参与程度越高，越能保证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⑭。乡村社区居民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中通常

承担着资源利用主体和资源本位主体的双重身份，

其对生态旅游业开发的参与意愿与参与程度是影响

该产业带动效应的重要因素。基于经济、社会、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考量，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保护需要以村集体作为连接桥梁，保障最终利益要

着落于村民，拓宽村民的参与渠道，提升村民的旅

游参与程度，使村民感受到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经

济与社会效益，产生对所在地的认同感与荣誉感，

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更多潜在动能。

（三）各方政府部门共同参与，营造良好政策

环境

政府政策支持对于我国乡村生态旅游资源潜在

价值实现以带动相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汇

聚起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从而更充分有效

利用各类资源，更好发挥其带动效应与关联效应。

发展生态旅游业推进广东省乡村振兴与“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共同

参与。只有各方积极联动，共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

境才可以使不同旅游资源禀赋的地区都享有稳定的

外部发展环境，这对于发挥生态旅游业各方面赋能

作用的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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