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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乡村是中国的基本组成单

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实现乡村振兴。

2022年，国家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指出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鼓励各地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3]。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增加

农民收入，推动乡村振兴，是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不仅是

乡村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而且是有效激活农村产

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重要途径

之一，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基于乡

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旅游发展策略展开研究，有助于

加快乡村振兴的发展。

乡村旅游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起源于加拿

大、欧洲等地[4]。早期乡村旅游的参与者主要是贵族

阶层，普及性较低。直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意义上

的乡村旅游才开始在西班牙兴起，并逐渐在波兰、美

国、日本等国家盛行，乡村旅游产品也相继涌现[5]。

国内乡村旅游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兴起，形式主要

是通过农民自发举办活动，以吸引来自城市的游客前

往乡村地区观光[6]。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影响

了乡村产业结构、生计方式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具有

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交流等重要作用[7]。然而，

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仍存在硬件、软件等各方面的问

题，需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实践

指南。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游客的旅游需求日益多元

化。传统的乡村旅游模式已无法有效满足游客的多元

化需求。因此，如何推动乡村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议题。

本研究以位于西南地区的千年村落——诺邓为

田野点，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利用SWOT方

法，分析诺邓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优势、劣势和外

部机遇、挑战，并针对诺邓村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以期推动诺邓村乡村旅游

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参

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诺邓坐落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部的云龙

县[8]。诺邓村落之形成，可追溯至汉代[9]，村落已有

一千多年历史[10]，是目前云南省所发现的罕见千年古

村[11]。根据田野访谈可知，诺邓现今共分为15个村民

小组，303户共825人（数据截至2022年末）。村内

最高处为玉皇阁，海拔2100米，最低处海拔为1900

米1，主要产业以诺邓火腿加工销售、古村旅游接待

为主2。选取诺邓村为研究区域主要有以下两点原

因。1）近年来诺邓村名声远扬，曾获“云南省历史

文化名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古村旅游

1　调查资料。时间：2023年7月8日，资料来源为云龙县诺邓村村
民委员会提供的《诺邓村基本情况》。

2　调查资料。时间：2024年1月13日，地点：诺邓村大青树客
栈，报告人：黄续熙（男，白族，91岁，云龙诺邓人，诺邓村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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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诺邓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以期推动诺邓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促进诺邓地区的乡

村振兴提供现实参考。【方法】在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基础上，利用SWOT分析方法，分析诺邓地区乡村旅游

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结果】通过SWOT分析可知，制约诺邓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文化资

源保护不当、基础设施薄弱、产品竞争不足三个方面。【结论】从传承优秀文化，完善基础设施，注重品牌

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诺邓村乡村旅游发展策略，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动力，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诺邓村；SWOT分析



·93·农业信息资源管理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4年第6期

获得一定发展，村中现有46个古院落、57个客栈，部

分群众把旅游业作为主要产业。据不完全统计，诺邓

古村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80万人以上，游客来自全国

各地和40多个国家与地区1。2）诺邓村依托丰富的资

源优势，积极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探索出符合本地实

际的发展路径，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诺邓村的乡村旅游仍面临一系

列亟待解决的挑战。因此，本文通过SWOT分析法探

究诺邓村乡村旅游亟须解决的问题，发展乡村旅游新

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2　研究方法

目前，已有学者使用AHP、DEMATEL、SWOT等

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12]。其中，SWOT分析法是学界

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旨在系统分析研究对象，进而

挖掘研究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

最终根据相关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计划或战略等[13]。

SWOT分析法在旅游研究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

颜照坤和杨祥全[14]、皮鹏程等[15]、郭景福和药劲松[16]

学者通过SWOT分析法，探究了相应研究区旅游发展

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找出影响产业发展的关

键因素，并构建了多维创新路径。本研究基于SWOT

分析法，分析西南边疆诺邓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优势、

劣势、机遇及挑战，旨在为推动诺邓乡村旅游持续发

展和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2　研究区的SWOT分析

2.1　优势分析

2.1.1　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条件会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17]，便捷的交

通条件有利于凸显区位优势，促进经济发展。首先，

诺邓村距云龙县城仅7公里，而“大漾云”（大理—

漾濞—云龙）高速公路在2022年建成通车后，极大缩

短了大理至云龙的通行时长，为诺邓提供了交通便利

性。其次，大理作为西南边疆的热点旅游城市，游客

容纳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向周边区域分流，便利的

交通以及区位优势为诺邓带来了较多的客流量，有利

于诺邓旅游产业的发展。最后，诺邓四面环山，气候

适宜，形成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及生态风光，为旅游业

的发展提供了生态保障。

1　调查资料。时间：2023年10月10日；地点：云龙县诺邓村诺邓
完小；报告人：杨希元（男，白族，69岁，云南诺邓人，诺邓村
民）。

2.1.2　文化独具特色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文化旅游与乡村

发展间具有密切联系[18]，文化的独特性为乡村旅游发

展注入了活力。诺邓原住民为白族村民，千年来煮

盐、经商、赶马、当官的先后有不少人落籍诺邓，他

们分别来自南京、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山西等

地[19]。因此，诺邓是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汉民

族与本地白族深度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盐井文

化、建筑文化、白族本主教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等

独特的文化，还有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节庆活动

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些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诺

邓村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景观。

2.1.3　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旅游资源是指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各种客

观事物[20]，旅游资源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诺

邓村历史悠久，村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

的资源，是诺邓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诺邓村

自古以盐为生，所形成的盐井文化资源是乡村旅游的

一大特色；盐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员的跨区域流动，中

原文化传入边疆，构建了诺邓丰富的建筑文化资源，

以玉皇阁、万寿宫、龙王庙等2为代表的建筑资源是

中原和边疆交流的生动体现；此外，诺邓还建有两个

家庭生态博物馆，馆内陈列了文物、地契、盐焗文物

等诸多代表诺邓地方文化的资源3，为乡村旅游业的

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

2.2　劣势分析

2.2.1　旅游产品形式单一

游客在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活动过程中，其所

需的各种服务的总和即为旅游产品[21]，旅游产品质量

对旅游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相较于人流量较大、热

度较高的大理苍山、洱海及喜洲古镇等旅游景点，诺

邓目前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已有旅游资源所形成

的单一的观光型旅游产品和服务，旅游资源的内涵及

功能未得到充分挖掘和有效展示，旅游产品缺乏创新

性。此外，诺邓的旅游路线较为单一，缺乏对村内盐

马古道旅游线路的设计，也未能从盐业资源中挖掘制

盐体验等附加产品，旅游产品较为单一，无法满足游

2　调查资料。时间：2024年1月18日，地点：诺邓村火腿店，报
告人：杨天鸿（男，白族，58岁，云南诺邓人，诺邓村村民）。

3　调查资料。时间：2024年1月20日，地点：诺邓村古井客栈，
报告人：黄奇昌（男，白族，82岁，云龙诺邓人，诺邓村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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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多样化旅游需求，难以留住游客。

2.2.2　旅游专业人才短缺

人才问题是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困难[22]，

人才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整体来

看，诺邓乡村旅游在大理州及云龙县的指导下，取得

了较快发展。但从微观上看，诺邓村以老年人为主，

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才流失严重，具体表现为：

诺邓村了解旅游产业发展的人才较少；缺乏具备开发

高质量旅游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基础性人才；也缺乏能

提供旅游路线策划和旅游产品规划的专业性人才。这

导致当前诺邓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存在产品开发、产业

管理、资源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专业人才紧缺不利于

诺邓乡村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

2.2.3　基础设施薄弱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包括交通、接待服务、环卫

及信息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旅游

业的发展。诺邓村虽拥有丰富且独具特色的旅游资

源，但其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未能充分服务

于旅游产业的发展。从交通设施看，诺邓村村口所设

置的停车场面积较小，在节假日无法充分满足游客的

停车需求；从接待服务设施看，景区民宿数量较多，

但民宿所提供的住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影响游客入

住体验。从环卫设施看，景区公共卫生间、垃圾桶较

少，卫生环境有待提升。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与游客需

求紧密联系，完善好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是发展乡村旅

游的保障。

2.3　机遇分析

2.3.1　相关政策支持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23]，旅游产业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逐渐受到党和国家的关

注。近年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发展乡村旅游，出台

了若干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云龙县也重视旅游

产业，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

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进行培育，在2018年编制了《云

龙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21年出台了《云龙

县坚持绿色主导加快推进百亿级全域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实施意见》1，这些政策不仅为云龙县乡村旅游明

确了发展思路，而且为诺邓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政策支

1　调查资料。时间：2023年7月8日，资料来源：由云龙县文化
旅游局提供《云龙县文化旅游局关于云龙县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报
告》。

持。

2.3.2　多元主客宣传

旅游产品具有特殊性，游客无法实时感知，最

终是否购买依赖于各类宣传手段[24]。诺邓村在网络媒

体、游客、旅行社、导游及村民自身的多元宣传下，

知名度逐渐提高，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市场。一方

面，诺邓村已获得“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村落”“中

国传统村落”等国内多项荣誉，扩大了诺邓知名度，

《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也极大提升了诺邓的热

度，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游客也会

通过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媒体发布有关诺邓的内容进

行宣传，旅行社及导游也会在导览及讲解过程中对诺

邓进行推介，更重要的是，游客会与村民主动沟通，

购买有偿讲解服务以了解村落文化，村民和游客的多

维互动构建了和谐关系，为诺邓的多元宣传提供了渠

道。

2.3.3　消费观念转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发生了

转变，更倾向于追求原生态的旅游体验。换言之，旅

游者在以往倾向于前往人流量大的网红景点，以“打

卡式”旅游服务供给为主。近年来，随着旅游消费转

型升级，旅游者更倾向于选择小众但具有特色和文化

底蕴的旅游景点。位于西南边疆的诺邓，保持着较为

完整的原生态旅游环境和众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诺邓

村民淳朴热情，诺邓村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符合旅

游者追求原生态旅游、追求深度旅游而非商业化旅游

的需求，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下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

的选择需求。

2.4　挑战分析

2.4.1　资源保护亟待加强

诺邓村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了旅游产

业的发展。但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如何处理好旅

游发展和资源保护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资源开发与可

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当前诺邓村面临的急需解决

的问题。诺邓村的玉皇阁、提举司衙门、盐井、台梯

子集市等旅游资源，面临着保护不当等问题，不仅会

影响当地的旅游收入，而且可能导致旅游资源被破

坏，进而削弱当地的发展特色和旅游吸引力，不利于

诺邓乡村旅游的持续性发展。

2.4.2　旅游需求多样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旅游者消费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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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的需求趋向于个性化，即旅游者不再单纯追求

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追求深度旅游、休闲旅游等更

多样化的旅游需求。面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诺邓以

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的经营方式，对旅游资源内涵的

深度挖掘不到位，显然无法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

求，为诺邓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2.4.3　产品竞争力不足

诺邓作为千年村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深厚

底蕴及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

源保障，但诺邓旅游产品的开发仅停留在观光型旅游

产品阶段，产品缺乏创新性和竞争力。此外，和大理

其他景区相比，诺邓旅游产品竞争力明显不足，无法

推动旅游业的持续性发展。

3　诺邓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通过分析诺邓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

遇、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3.1　传承优秀文化，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基础

诺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历史文化资

源，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而且为旅游业的发

展提供了资源基础。但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下，如何对这些优秀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进一步发

挥优秀文化的价值，是当下面临的难题。首先，加强

宣传教育，培养文化传承人。教育是文化传承和传播

的重要途径。诺邓村拥有独特的洞经音乐、祭孔仪式

等文化资源，可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增强村民的保护

意识，同时开设传习所等教育场地，培养文化传承

人，推动优秀文化的传承。其次，增强保护观念，修

复传统文化。诺邓村拥有众多的古建筑和文物，例

如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古典道观玉皇阁、汉朝开采至

今的盐井及众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在旅游开发过程

中应遵循保护原则，制定相关规划，高效保护文化资

源。同时，可借助现代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

保护，防止文化失传。诺邓村的优秀文化是旅游业发

展的重要基础，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加强宣传教育，

增强保护观念，采取有效措施传承优秀文化，推动乡

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3.2　完善基础设施，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保障

诺邓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具备诸多优势，也面临

一些不利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基础设施相对落

后，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因而完善基础设施是极

其重要的。首先，完善交通网络，为乡村旅游发展创

造前提条件。交通在旅游业发展中具有驱动作用，完

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乡村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具

有重要意义[25]。诺邓村地处山区，交通是制约旅游业

发展的瓶颈。当地政府应加大资金支持，完善停车

场、公交站等交通配套设施，以改善交通条件，提高

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其次，建设服务设施，提升

游客旅游体验。诺邓应重视建设公共卫生设施，关注

景区环境卫生，增加路灯、垃圾桶等设施供给量，为

游客提供舒适的旅游环境。综上，完善基础设施是推

动诺邓村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改善交通、

公共服务等设施，有效提升游客旅游体验，促进乡村

旅游健康发展。

3.3　注重品牌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动力

旅游品牌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诺邓村作为

西南边疆地区的千年村落，民族特色明显，文化资源

独特，提升自身品牌能有效增加旅游产业的市场竞争

力。首先，可以通过实地访谈、田野调查等方式挖掘

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可以对具有民族特色的民

间故事进行收集整理，充分展示村落文化吸引力。其

次，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当下乡村旅

游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诺邓作为盐马古道的必

经地，可打造以古村落为背景的盐马古道文化旅游线

路；同时，诺邓独特的气候条件为诺邓火腿的生产制

作提供了自然环境优势，故可推出诺邓火腿旅游产

品，借助《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中有关诺邓火腿的

推介模式和拍摄视角，以宣传片等形式展示火腿的生

产制作过程，以民族美食等方式呈现火腿产品。最

后，加强品牌的推广和营销。品牌建设好后，需通过

推广、营销等手段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诺邓而言，

可利用相关网络平台推出诺邓的旅游产品，展示诺邓

的民俗文化活动，吸引潜在客户流入。同时，可与旅

行社等旅游经营者合作，开展联合营销活动，增加客

源。品牌建设是诺邓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推力，通过

挖掘文化底蕴、打造旅游产品和服务、加强品牌营销

等方式，提升诺邓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吸引客源流

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4　结束语

本研究以诺邓村乡村旅游为例，采用SWOT分析

方法，全面分析实地访谈和田野调查获取的资料，发

现诺邓村乡村旅游具有区位优势明显、文化独具特

色、资源丰富多样及政策支持、多元宣传等优势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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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促使诺邓村旅游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旅游承载力不断增强，旅游人流量逐年增加，市场需

求较大，经济发展效益较好。同时，诺邓村乡村旅游

也存在旅游产品形式单一、专业人才紧缺、基础设施

薄弱、资源保护不当、旅游需求多样化满足不足、产

品竞争力不足等劣势和威胁。本研究在 SWOT分析方

法指导下，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下，诺邓村乡村旅游

发展的具体实践路径，以期为诺邓村乡村旅游发展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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