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Economic Research 世界经济探索, 2024, 13(2), 188-19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2021   

文章引用: 夏竹林, 葛基媛, 孟雅, 王思雨, 王丹.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产业链旅游资源整合研究[J]. 世界经济探索, 
2024, 13(2): 188-193. DOI: 10.12677/wer.2024.132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产业链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以双一村为例 

夏竹林，葛基媛，孟  雅，王思雨，王  丹* 

安徽新华学院商学院，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0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21日 

 
 

 
摘  要 

全产业链理念的推进对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产业链旅游资源整合能够有效提升

区域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本文将运用全产业链理论，以

双一村为例，通过分析双一村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存在的问题等现状，提出基于全产业链理念的乡村旅

游优化策略，达到提升资源利用率、实现乡村振兴以及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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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concept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developing rural tour-
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Shuangyi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will apply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theory to propose rural tourism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concep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
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so as to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achieve ru-
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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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

展，强化农民增收举措。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乡村的产业发展需要依靠自身优势资源，融

合新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动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

旅游形态，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青睐。乡村旅游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还是

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资源开发不足、品牌效应弱等问题，

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实现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 

2. 全产业链理论与旅游资源整合概述 

2.1. 全产业链理论 

全产业链是中粮集团在中国居民食品消费升级、农产品产业升级、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应

运而生提出来的一种发展模式[1]。从理论渊源上来看，全产业链理论来源于产业经济学，其包含了企业

链、价值链、供需链、空间链等多方面的内容。具体来看，全产业链指的是利用多种产业整合方式，将

某个产业的上游产业、下游产业的资源进行整合，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运行效率，降低产业运营成本，

提高最终的产业效益[2]。如今全产业链的管理理念已经在多个行业得到了应用。全产业链的管理模式并

不是单一地将上中下游企业串联起来，而是将产业的上下游资源进行整合，进行全盘系统化的管理，从

而提高整个产业的运行效率，降低整体的运营成本，提高最终的产出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黄治雁、刘定定通过对肥西县典型全产业链乡村旅游发展的“肥西老母鸡家园”的分析来诠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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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有机结合的全产业链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得出乡村旅游全产业链

的共生、协同发展的重要性[3]。任杲、宋迎昌基于当前农业全产业链“短、散、弱、小”等发展特征，

从延伸和拓展产业链、明晰利益主体职能、推动“三产融合”、促进“四链同构”视角出发，构建了农

业全产业链优化的理论框架[4]。付建生等在阐述全产业链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关县筇竹资源规模、

笋材加工、竹林旅游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指出筇竹产业在思想认识、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和品牌创新等

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筇竹全产业链发展路径[5]。李慧从全产业链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村现

代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实现路径[6]。明庆忠等借鉴链传动理论抽象出“链主”、“链接”、“链条”等三

个产业链的基本维度，对旅游全产业链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旅游体验需求–市场创新能

力–产业融合程度”三维动力取代“产业分工程度–市场交易程度”二维诠释框架，构建起“3 + 3 + N”

旅游全产业链生态系统[7]。 

2.2. 旅游资源整合 

旅游资源整合是将区域内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可以被开发利用而产生社会、经济、文化等效益的

旅游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协调、整理的过程，使其整体效益实现最大化[8]。旅游资源整合是实现乡村旅

游合理规划的有效途径，可以使各种旅游资源要素组合成为具有统一功能的整体，实现区域特色及可持

续发展，实现市场最大效益。 
余楠、张星海通过对河南省茶文化与旅游业特色进行分析，将地方特色产业与文化相结合，探究了

将茶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的策略[9]。胡卫华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梳理，针对其特征和现状，结合

实际案例，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10]。董怡玲等以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西河湾为例，从景观整体优化、服务

配套升级、治理综合覆盖、产业全域联动和成果全民共享五方面构建了西河湾乡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11]。
陈蓬、张振祥以 2017~2021 年间 CNKI 数据库中有关主题为旅游的乡村振兴研究的文献作为数据源，采

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进行了以发展旅游业为实施路径的乡村振兴研究热点分析[12]。李颖通过实地调查马

鞍山市农村地区的旅游项目，定量分析了乡村旅游业对农村手工业、农业、第三产业以及农村发展的影

响[13]。张莞分析了羌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融合基础、融合形态、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

利用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文

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14]。 
基于以上理论背景，本文将运用全产业链理论，以双一村为例，通过分析双一村所具有的自然和人

文资源、现存问题等，提出基于全产业链理念的乡村旅游优化策略，达到提升资源利用率、实现乡村振

兴的目标，推动乡村旅游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3. 双一村旅游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3.1. 双一村旅游发展现状 

双一村，位于浙江省安吉县东南部，坐落在安吉凤凰水库上游，有着丰富的山、水、林等自然资源

及人文资源，是安吉水环境优美村创建试点之一。早在 2010 年，村里就将禁止在山区、林区使用农药写

入村规，并禁止村民开山毁林。近年来，双一村不断加强生态环境管理，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使得发展与生态在

双一村达到了和谐统一。近年来，双一村先后获得国家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绿色村庄、国家森林乡村

等多项荣誉。 
双一村抓住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发展契机，发挥区位优势，相继打造凤凰深呼吸休闲观光、中

国竹文化展示馆、“立家风、树家规、传家训”、乡村记忆基地等多个特色旅游项目。休闲旅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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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多家特色农家乐及充满当地风情特色的民宿；文化体验方面，有朱氏祠堂、电视剧《青恋》场拍

摄基地、古民居和南宋古道；休闲养生方面，有大毛竹园区生态体验、李村古树名木观光区和凤凰水

库景区。 
双一村现拥有山林面积 2.5 万亩，其中毛竹林 1.5 万亩，是安吉面积最大的毛竹产出村。村部里有展

室展示双一村的毛竹生产历史，各种竹编器件将双一村的历史与毛竹的生产史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双一

村周边群山叠嶂，蕴藏着丰富的毛竹资源，村集体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毛竹产业。 

3.2. 双一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3.2.1. 特色不足，缺乏品牌效应 
景点设计雷同，缺乏特色，不能体现旅游的趣味性和互动性，直接导致其吸引力减弱，游客体验不

足，也就难以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目前双一村仅仅以毛竹为主的自然资源开发居多，山、水

等资源并未得到良好开发，且毛竹旅游产业有较强的季节性，这也导致双一村旅游收入的波动幅度比较

大，村民的收入不稳定。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会造成其在市场吸引力降低，带来收入的降低，从而导致缺

少资金去开发新的自然资源，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潜力。 

3.2.2. 布局不合理，旅游体验感不好 
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与设计，运作模式不够清晰，从而导致双一村旅游布局不合理。缺少规范的规

划标准，使得双一村在旅游布局编制规划时缺乏通盘谋划，存在农旅衔接不够、功能融合不够等问题。

并且双一村的景点布局分散、景点与住宿等服务区距离甚远，游客体验感不好，对后期的游客宣传效果

低下。另外，人员服务质量意识不强，专业人员储备不足，缺乏专业培训和服务标准，也制约了乡村旅

游的进一步发展。 

3.2.3. 产业链不完善，缺乏区域合作 
以全产业链理念来看，双一村的乡村旅游缺乏资源的有效整合。一是旅游内容重复性高，难以有持

续的影响力，影响了产业链的发展。二是缺乏核心企业支撑，在全产业链理念下，需要有一个核心企业

进行全盘的资源整合，而出于市场和地理的因素考虑，大型旅游企业很少涉足乡村旅游，导致旅游资源

难以有效地得到整合，影响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升。三是与其他区域的合作较少，在全产业链理念下，

乡村的旅游发展必须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才能做到相互间的资源共享，以规避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配套资源不足的窘境。 

4. 双一村全产业链旅游发展的优化对策 

4.1. 重设乡村旅游概念规划，延长产业链条 

结合双一村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因素，深入调研分析，挖掘本村旅游资源，结合山、水、林和文

化特色，进行乡村旅游概念规划设计。基于双一村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旅游资源整合与综合配置，探索

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即“名宿旅游 + 古村落”开发。一是打造具有当地特色文化建筑的民

宿和毛竹名宿，将传统的建筑、文化、民俗等元素与旅游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双一村旅游发展模式，

打造品牌效应。二是可以结合当地的特色文化以及毛竹资源，发展旅游文创产业，例如可以开发毛竹编

织文创产品，充分调动村内剩余劳动力，提高村民就业，实现村民增收。三是在双一村的古村落开发中

要挖掘提炼古建筑文化、农耕文化、非遗传统文化在内的三大核心文化，应结合地方古村落文化特色，

持续落地一批适合游客体验的旅游产品，真正活化古村旅游发展，例如可举办一些主题活动，丰富游客

体验，摆脱过去走马观花式的初级旅游阶段，增强游客的精神愉悦和深度体验。同时，通过积极引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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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古村落特色文化产业，带动村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激发村民采取相应的保护

行动，提升古村落保护的内驱力。 

4.2. 加强当地专业人才培养，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做好人才培养的规划与设计，才能更好地提供优质的服务。一是加强村民对当地本土风情、民俗风

情及文化遗产的了解，结合旅游服务和管理方面的培训，提高服务质量。二是鼓励村民发展家庭旅馆、

农家乐等业态，提供原汁原味的乡村体验。三是通过内部培育或外部引入，在当地培养导游人才，特别

是具备一定历史知识和讲解能力的导游。四是加强与当地学校合作，尤其是与艺术设计类、旅游类、经

济管理类等专业的合作，深度推进产学研一体化。通过人才引领，打破当地特色旅游发展的局限性，提

高服务质量，注重旅游产业发展的持续性。 

4.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示范样板 

重新规划以及完善双一村的景点路线以及公共设施，改善交通网络，确保游客能够方便地到达和游

览双一村。一是升级公共设施，如修建停车场、公共厕所、休息区等。二是提供良好的网络覆盖，便于

游客分享体验并促进直播等在线营销。三是依托当地一些独具特色的古村落的地理位置、环境布局、民

俗文化等特点，打造出本地示范性的样板村，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

全面振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新画卷。四是

建立反馈机制，定期对旅游发展进行效果评估，收集游客反馈，及时调整不足之处，从细节完善，不断

优化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旅游幸福感。 

5. 结语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做好全产业链的布局规划尤为重要。深入挖掘特色资源，丰富双一村

的旅游景点和旅游产业链，充分利用其独有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创新营销策略，从而

推动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同时，也要注重生态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现生

态、文化和经济的多重发展。 
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为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提高服务水平，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注重群

众参与，持续改进和创新，打造出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创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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