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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旅市场深度细分与乡村全面振兴双重背景下，探究微文旅理念下都市近郊乡村实践路径，对促进城

郊融合类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研究首先阐释微文旅的内涵与特征，其次结合都市近郊乡村的资

源禀赋与现实困境，分析其发展微文旅的价值优势，最后围绕微品牌IP、微业态集群、微社群平台以及

微运营模式探讨其实践路径，以期为都市近郊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微文旅，周边游，都市近郊乡村，乡村振兴 
 

 

Research on the Valu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Developing  
Micro-Tourism in Suburban Villages 

Peng Xu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 9th, 2025; accepted: May 14th, 2025; published: May 23rd, 2025 

 
 

 
Abstract 
Amid the dual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growing seg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tourism 
market, this study explor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suburban villages under the concept of mi-
cro-tourism, offering insights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zones. The re-
search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and key features of micro-tourism, examines the spatial conditions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of suburban villages, and identifies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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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dvantages of applying micro-tourism approaches. It further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 
building locally distinctive micro-tourism brands, fostering multifunctional micro-industry clusters, 
constructing co-creative micro-community platforms, and promoting light-asset-oriented micro-
operating model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suburba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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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加快发展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促进文旅、康养、生态、农业等多功能深度融合，提升乡村空间的综合承载力与产

业支撑力。作为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枢纽，都市近郊乡村被赋予连接城市与乡村、承接都市功能外溢、

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战略任务。 
然而，都市近郊区乡村现普遍面临空间碎片化、文化认同弱、发展路径依赖等结构性难题，制约其

可持续振兴能力。微文旅依托于小规模、轻资产、重体验的开发模式，契合了都市近郊乡村的空间特征

与消费市场需求，能够有效激活乡村碎片化空间资源，推动多元文旅业态的柔性嵌套与社群共建共治机

制的落地，有望成为推动都市近郊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探究微文旅理念下都市近郊乡村

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与实践指引意义。 

2. 概念阐释 

2.1. 微文旅 

(1) 微文旅的内涵 
微文旅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城乡空间重构与文旅市场深度细分所提出的一种新型文

旅开发模式。与传统大规模、重资产、集聚式的旅游开发方式不同，微文旅聚焦于碎片化乡村空间的弹

性化、精准化开发，强调对乡村闲置地块、空心村落、边角空间等微型空间单元的灵活利用，构建以低

成本投入、高空间效率、强体验交互为特征的文旅空间体系，满足都市居民日常化、即时化的休闲旅游

需求。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微文旅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共识，但从供需两端均呈现出明确的发展趋势。从需

求侧看，伴随都市工作压力增加和生活节奏加快，都市居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旅游消费特征发生显著转

变：旅游距离日益缩短，从远程长途旅行向周边近程旅游转变；出游频次趋于提升，从计划性的周期出

游转变为即时化、碎片化的“说走就走”；体验需求不断深化，从表面的“走马观花”向深度文化体验与

慢生活转变，更加关注旅游地的人文历史与文化故事。从供给侧看，当前文旅市场竞争激烈，大型旅游

项目趋于饱和，新建项目普遍面临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为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降低投资风险、灵活应

对市场变化，文旅开发主体积极寻求更为敏捷、高效、弹性的开发模式，而微文旅所主张的小规模、渐

进式、轻资产的开发路径，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已逐渐成为文旅市场创新探索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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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进一步厘清微文旅的内涵与外延，还需将其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相似概念进行清晰界

定与比较分析。乡村旅游一般以整个村落或较大区域为开发单元，强调整体旅游配套服务与景区化开发，

具有规模化、综合化特征；而微文旅则聚焦于村落内部分散的小尺度空间，以灵活嵌套、微型场景化的

方式展开，着重满足都市居民短距离、即时性、深度化的体验需求。与休闲农业相比，休闲农业的核心

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参与式体验，突出生态观光、采摘、农事互动的农业本体娱乐性；而微文旅则更强调

文化创意与社群互动，关注乡村闲置空间的文化活化与微型文旅场景的打造，更突出品牌化的叙事表达、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与多元主体的社群共创。 
(2) 微文旅的特征 
一是小规模开发与分布式设计。区别于传统大规模、集中式旅游开发，小规模主要是按需针对单点

或小范围区域进行小而美、精而优的场景营造，比如转角景观、乡村会客厅、家门口服务延伸点等。分

布式则是指打造的点位分散在不同区域，但从整体上形成高度关联、优势互补的旅游网络。小规模与分

布式相结合，能够有效嵌套乡村边角地、空心村、闲置用地等低效空间，有助于资源精准投放与持续优

化配置，敏捷响应市场需求。 
二是多元业态嵌套与复合功能布局。微文旅注重多样化文旅业态的集成与融合，强调在微型空间单

元内实现餐饮、住宿、展陈、文创、非遗、农业、休闲等多功能复合，打破传统乡村文旅产品“吃、住、

行”单一组合，推动乡村文旅空间向多业态协同、复合化功能的方向转型，满足都市游客多样化、个性

化、深体验的消费需求，提升文旅产品的场景体验深度与产业耦合度。 
三是社群共创机制深化互动体验。微文旅强调游客、村民、企业、创客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通

过打造小型社交空间、建立社群互动机制、引导游客参与产品设计与空间共建等方式，推动用户从单纯

的消费角色向空间共创者、社群合伙人转化，形成用户深度参与、社群持续共创、运营治理协同的互动

机制，增强游客的体验沉浸感、情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四是轻资产运营与运营前置策略。微文旅重视轻资产导向与灵活的滚动开发机制，强调在低资本投

入、低风险开发的前提下，以柔性开发、滚动投资、渐进式扩张的方式，推动空间激活与产品供给。通过

品牌塑造、社群培育、内容共创等运营手段前置，强化开发初期的用户粘性构建与市场口碑培育，依托

低成本、强互动、高灵活的运营模式，构建以运营为核心的空间治理与文旅开发体系，降低开发周期中

的资本负担与风险压力。 

2.2. 都市近郊乡村 

(1) 都市近郊乡村的界定 
“都市近郊乡村”属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所定义的城郊融合类，主要指位于

城市主城通勤 1~2 小时左右交通圈范围内的区域。这些区域由于生活成本较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成

为与都市区发展要素联系最为紧密的圈层，承载着都市区生产生活功能的外溢和辐射。上海市委、市政

府曾在《上海市乡村振兴条例》提出，都市近郊乡村是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是提升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2) 都市近郊乡村的发展困境 
尽管都市近郊乡村在过往发展路径上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势，但从长期发展看，也面临“大

树底下不长草”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空间碎片化与土地效能低下。受城市无序开发与扩张影响，都市近郊乡村普遍呈现空间结构

破碎化、边缘化与非系统化的特征。在长期缺乏整体性空间治理背景下，乡村空间被割裂为大量彼此分

散、形态孤立的边角地、撂荒地与空心化聚落，导致土地资源难以集聚，公共基础设施覆盖不足，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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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产业布局、交通组织与景观塑造的有机联动，制约了乡村空间价值的系统性释放与多元化业态的集

聚承载[1]。 
二是，消费文化侵蚀与乡土文化弱化。随着城市文化向近郊区域的持续渗透，乡村内部的宗族、邻

里与地缘关系体系日益松散，尤其是消费文化的侵入，推动乡村社区向陌生人化、消费型景观化转变，

导致乡土文化空间逐步从生产生活共同体转化为单一的旅游消费场所，原有的公共生活场景空洞化、文

化传承载体功能削弱，村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持续弱化[2]。长期以往，乡村文化景观的

表演化、符号化趋势愈发突出，公共治理体系与社区凝聚力同步弱化。 
三是，依附性路径锁定与产业结构单一。都市近郊乡村因地处城市边缘，长期依赖于城市资本、市

场与资源的外溢效应，形成以土地租赁、初级农业供给与单一休闲旅游为主的依附型、单一化的经济结

构，产业形态呈现出短链条、低附加、低抗风险特征。由于多数乡村自身缺乏系统性产业孵化机制与复

合型业态集聚能力，其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土地红利与城市消费外溢，难以培育面向未来的多元化乡村经

济体系，导致其在区域经济与城乡关系中的角色长期固化为功能性附庸。伴随消费升级与产业融合趋势

加剧，近郊乡村陷入供给端单一、消费端断层、内生动力不足的产业困局。 
四是，粗放开发惯性与生态系统退化。近郊乡村在土地资本化推动下，受制于重开发、轻治理、低

保护粗放式土地开发路径，生态环境遭受系统性破坏与功能弱化。长期以来，大量地产开发、低附加值

工业园区与低质旅游项目的无序嵌入，挤占乡村原有的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导致生态斑块破碎、生态

廊道断裂、水体污染与生物多样性退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形成生态功能下降、景观吸引力减弱、文旅开

发承载力不足的连锁反应。生态空间与开发空间的过度挤兑，不仅破坏了乡村空间的可持续性与生态韧

性，也抬高了后续绿色修复与生态型产业导入的边际成本。 

3. 都市近郊乡村发展微文旅的价值优势 

首先，区位优势显著，具备承接都市近程休闲需求的独特禀赋。都市近郊乡村一般位于城市边缘区，

兼具城市交通网络的辐射效应与乡村生态、文化资源的集聚优势，交通便捷、可达性高，具备服务于都

市居民“短途、高频、深体验”休闲消费需求的区位基础。伴随都市居民对周边游、微度假等短时、低门

槛旅游形式的偏好提升，近郊乡村成为都市消费客群的重要休闲外溢空间。相较于传统乡村或远郊区域，

都市近郊乡村凭借其紧邻大中城市的空间优势，能够快速吸引城市客流，实现都市旅游市场与乡村空间

的有效对接，为微文旅项目提供了稳定的消费客群与可持续的市场支撑。 
其次，空间禀赋多样，契合微文旅小规模、分布式开发模式。都市近郊乡村因长期承接城市发展溢

出效应，形成以边角地、闲置地、空心村为代表的小尺度、碎片化空间格局。这种空间形态虽然难以支

撑大规模、集约化的产业集聚，但却高度匹配微文旅小体量、多节点、分布式的开发逻辑。微文旅通过

灵活嵌套与空间微改造，能够有效盘活乡村存量空间，激活空间活力，提升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

乡村空间由零散、割裂、低效向有机、协同、高效转变，为乡村空间治理与高效开发提供可行路径。 
再者，文化资源丰富，利于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都市近郊乡村位于城乡文化交汇带，兼具乡

土文化的在地性与都市文化的开放性，拥有非遗技艺、乡土民俗、农业景观、历史建筑等多样化文化资

源。微文旅通过微空间、微场景、微叙事的方式，能够深度融合本地文化符号与现代休闲消费需求，推

动文化资源的场景化、体验化转化，为游客提供具有情境感与文化厚度的沉浸式乡村体验，提升乡村文

旅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与品牌辨识度，助力乡村文化的活化、传播与市场转化。 
最后，治理基础较好，能够支撑微文旅项目的协同治理与共建共治。都市近郊乡村社会网络密集，

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健全，村民自治能力相对较强，具备较为成熟的公共治理机制。同时，依托城市资源

外溢优势，近郊乡村能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创意人才与市场主体参与微文旅项目开发，推动“政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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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协同共治格局的形成。微文旅项目作为轻资产、低门槛、强参与的开发模式，能够促进村民、游客、

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治理转型，提升乡村治理

的灵活性、协同性与参与度，增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治理韧性[3]。 

4. 都市近郊乡村发展微文旅的实践路径 

4.1. 打造凝聚地方特色的微品牌 IP 

品牌建设是微文旅项目激发文化价值、提升市场吸引力的重要策略。微品牌 IP 不仅承担着文化传播

与市场营销的双重功能，更成为乡村文旅产品差异化定位与文化认同重构的关键支撑。微品牌聚焦于小

尺度、情境化与沉浸式表达，强调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叙事结构搭建与消费场景塑造，建立紧密结合乡

村文化底蕴与现代旅游需求的品牌体系。具体而言，首先，进行文化资源的深度梳理与评估。以乡村在

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记忆、传统民俗、农业景观等资源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社区访

谈等手段，构建具有丰富细节和文化内涵的资源数据库，明确品牌打造的文化根基与内核。然后，提炼

并设计品牌 IP 符号。以梳理后的文化资源为基础，筛选出最具地域辨识度与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形成

独特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通过具有地方特质的图案设计、色彩体系与标志组合，增强品牌 IP 在市场上

的视觉辨识度与传播力。再者，构建品牌叙事体系。围绕提炼出的核心文化符号，结合乡村的历史故事

与时代脉络，设计贯穿“故事–场景–体验”的多层次品牌叙事结构。开发沉浸式微型旅游产品和互动

式场景体验，使游客能够深入感知品牌背后的文化价值和乡村内涵，进而提升游客的情感联结与品牌粘

性。最后，建立品牌的线上线下互动传播体系。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与社交平台，搭建品牌的数字传播

矩阵，实现品牌的多维立体传播。同时在线下打造一系列与品牌叙事相呼应的空间场景，如品牌主题展

陈、微型文创市集与互动式消费空间，推动品牌 IP 从抽象的符号向具象的消费场景转化，实现文化认同、

消费体验与社群互动的有机结合。 

4.2. 培育功能复合的微业态集群 

微文旅强调以小体量、灵活化、多元化的业态布局，打破乡村文旅项目中业态单一、空间低效、体

验趋同的问题，推动乡村空间激活与产业体系升级。依托都市近郊乡村小尺度、分散化、碎片化的空间

特征，微业态集群通过微型化、模块化、可迭代的业态组合，提升空间利用效率与产业复合度。具体地，

首先，开展空间资源摸底与适配性评估。针对乡村现有的边角地、废弃农舍及闲置公共空间进行全面梳

理，建立空间资源台账，分析各类空间的改造潜力与业态匹配度，为后续微型业态布局提供科学依据[4]。
在此基础上，制定精准的业态组合规划。结合前期空间评估结果，遴选最适合本地市场需求与空间特点

的微型业态，包括精品民宿、共享市集、文创工坊、乡土餐饮等微型服务单元，设计模块化、可组合的布

局方案，以实现多业态联动与高效空间利用。随后，推动微业态的跨界融合与创新设计。引导乡村文旅

业态打破传统单一消费功能的限制，积极探索“农业 + 文旅”、“康养 + 创意”、“文创 + 休闲”等

多样化跨产业融合模式，提供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内容，吸引都市游客深度参与，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长，

提升经济效益。最后，以试点示范与渐进扩展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落地。优先选取空间利用潜力较高、市

场反馈积极的局部空间开展示范项目建设，在小范围内快速检验业态设计的市场适配度，随后根据市场

反应与运营数据动态调整布局与产品组合，逐步实现多节点协同联动，最终形成网络化的微业态集群布

局。微业态集群不仅具备高灵活性、低门槛、强互动的开发优势，而且能够有效激发乡村空间的公共活

力与治理韧性，成为都市近郊乡村推动产业融合、空间优化与社群共建的重要抓手。 

4.3. 搭建多元共创的微社群平台 

社群多元共创是微文旅区别于传统文旅开发的重要特征，微社群平台不仅是微文旅空间、产品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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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互动的连接枢纽，更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核心机制。依托乡村空间的微型化、

分布式与弹性化特征，微社群平台能够在多层级、多维度下搭建以合作、共治为导向的社群网络，助力

乡村实现由单向度消费空间向复合型社会空间的转型[5]。具体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建设与实施：首

先，以深入的用户需求调研作为切入点。通过访谈、问卷调研及社群互动，精准了解游客、村民、文创主

体等各方的真实需求，明确社群平台建设的功能定位与互动机制，确保后续建设与用户需求高度契合。

其次，科学布局社群空间载体。结合乡村闲置空间与游客体验需求，在村落内选址建设多功能交互空间，

如乡村共享客厅、非遗体验工坊、农家书屋等微型公共空间，打造游客与居民共享、互动、共创的物理

场景平台[6]。同时，推动数字化社群平台同步构建。搭建以社交媒体、线上社群、内容共创平台等为主

体的线上互动体系，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空间限制，实现游客与居民间的即时互动和长期联动，促进文

旅产品的共创设计、品牌内容传播与文化资源整合。最后，建立社群共创激励机制与长效互动机制。制

定激励措施，鼓励游客、村民及文旅主体积极参与微文旅产品设计、文化活动策划及空间治理过程，定

期组织社群互动活动，如故事征集、文化沙龙、设计工作坊等，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深度联动与情感纽带

构建，形成社群平台的长期活力与持续发展动力。概言之，微社群平台通过整合多元资源、搭建协作机

制、激发社群活力，成为都市近郊乡村微文旅实现社会治理与产业协同共进的关键支撑，为其可持续发

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4.4. 探索轻资产导向的微运营模式 

轻资产导向的微运营模式强调在有限资源与低风险投入下，灵活实现微文旅项目的空间激活与市场

落地。具体实施可以遵循分阶段、渐进式的路径：首先，灵活选址与快速空间搭建。针对乡村闲置土地、

废弃庭院、空心村落等微型空间，选择低成本、易装卸的模块化建筑，如集装箱改造空间、临时快装展

厅及移动文创空间等，以快速灵活的形式完成空间功能初步布局，有效降低初期资本投入与试错成本。

其次，实施柔性化的滚动开发机制。以初期搭建的微型空间为试点，通过市场反馈数据及游客互动体验

情况，动态调整空间布局、功能设置及业态组合，实现空间与产品的持续迭代优化。逐步由单一试点向

多节点、网络化布局拓展，实现空间的弹性开发与逐步扩张[7]。再次，推行运营前置与市场预热策略。

在空间建设初期，即开展线上品牌推广、用户社群培育与互动传播活动，通过“品牌前置”策略提升目

标市场关注度与潜在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利用社交媒体、新媒体传播等方式实现市场有效预热，为项目

的全面落地奠定市场基础。最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群协作运营模式。整合村民、游客、外部投资

者、创客团队等多元主体，通过社群共建、众筹合作、创意征集等方式，鼓励各方共同参与微文旅空间

的日常运营、文化产品共创与市场推广，形成以社群治理为核心、低成本高活力的运营生态，确保微文

旅项目在长期运行中保持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与社会效益。轻资产导向的微运营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激活

都市近郊乡村碎片化空间，降低开发周期中的资本负担，还能够提升项目的柔性开发能力和快速响应市

场变化的能力，同时促进村民、企业与游客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为乡村空间治理、产业协同与社群

建设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5. 结语 

都市近郊乡村作为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枢纽与功能外溢的承载地，现面临空间治理、产业升级与社

会重塑的多重转型需求。微文旅凭借其对碎片化空间的精准嵌套、多元业态的复合布局、社群机制的深

度参与以及运营模式的灵活多元，展现出对近郊乡村空间特征与消费需求的高度适配。展望未来，微文

旅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近郊乡村文旅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也将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激发乡村内生

活力以及培育新型乡村产业生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面向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践，如何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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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微文旅的政策支持体系、投融资机制与社区治理模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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