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乡村旅游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突

破口，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的新背景为我国乡村旅游

提出了新挑战。本文立足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新背景，

分析了其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机联系；从内循环

带来的新市场格局、新资源模式和新发展需求出发，

阐明了乡村旅游适配的必要性，梳理了内循环格局下

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阐释了国内经济大

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内涵；提出了乡村旅游适配

性的研究框架，重点阐释了四个层级的研究问题，指

出了具有潜力的理论创新，包括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

村旅游适配的理论基础分析、乡村旅游适配性要素及

其组合路径探索、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结

构变动、适配层级分析，以及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

旅游适配路径与模型构建。最终，研究指出了乡村旅

游适配大循环的新领域，包括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发展、

自然与人文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城乡与主客的协同创

新发展、基于资源挖掘与品牌创造的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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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The new background of double cycle new economic pattern puts forward new challenges for China's ru‐

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new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pattern with internal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double circulation driv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ga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Based on the new market pattern, new resource pattern and new development de‐

mand brought by the double cycle,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the adaptation of rural tourism,

comb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new mode of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explains the adaptation connotat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nd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direction of dual cycle rural tourism adapt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frame‐

work of rural tourism adap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ual cycle, and focuses on four levels of research content,

points out the potenti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alysis of dual cycle driven

rural tourism adapt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lements and combination path of dual cycle driven rural tour‐

ism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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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要求，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21 年出

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 2022年中央一

号文件均提出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当下，高质量乡村旅

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2020 年，中央指出要把满

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旅游正是此背景下的典

型领域。

在我国，乡村旅游虽然已有丰富的理论积累，但在

“十四五”规划新时代、国内大循环经济新格局下，传统乡

村旅游面对的市场结构、供需关系以及资源配置方式都面

临着巨大变动，从而引发了新的乡村旅游理论需求，解答

乡村旅游如何适配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将成为有效

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本文从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的

乡村旅游如何适配这一实践问题出发，阐释国内大循环为

主的经济格局下乡村旅游适配性的内涵属性，尝试从不同

层级提出针对该问题的研究框架，并分析未来新的领域如

何助益乡村旅游对国内大循环的适配，研究旨在新经济格

局下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

1 国内大循环格局与乡村旅游的背景

1.1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格局的提出反映出

我国经济发展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需求。1978 年我

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1987 年提出“国际大循环”

理论，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2020年提出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也做出了回应。

研究者分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指出从外部

环境上看，随着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流行，双循环发展格局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挑战的要求[2]；从内部方向上看，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核

心是国内大循环，其基础是国内超大市场及其内需潜力，

并建构高质量的发展模式，以高质量内循环参与国际竞

争[3]，因此需要尽快发挥政策作用，扩大内需，加快创新[4]。

以内循环为主的格局为我国开发国内市场注入了动力，同

时研究者也指出国内大循环经济面临的挑战。例如，政府

会面临技术短板、国内消费量扩大、国内资源优化配置等

问题[5]。陆岷峰指出，经济内循环的关键词是“内”，既指

范围在国内，也指重点是内需，但目前我国内需存在供给

侧结构不合理，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第三产业占比

较低的问题[6]。乡村旅游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在促进

供给侧结构优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1.2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适配的必要性

我国旅游业最初以吸引外汇为目的作为发展起点，近

年来逐渐从入境游向国内游和出境游发展。但无论是最初

的“入境”循环，还是后来“出境”循环，旅游业都处于

被裹挟的地位，入境时代是“引资创汇”的政策工具，出

境时代是“消费外溢”的市场渠道[7]。在过去几十年间，我

国乡村旅游经历了农家乐阶段、休闲旅游阶段、度假旅游

阶段，当前已进入以满足城乡居民不断提升的旅游需求为

目标的品质发展期[8]。在此过程中，国内外乡村旅游产业研

究已积累了大量成果，主题从初期的收益分析拓展至更系

统的产业融合[9]、乡村旅游发展模式[10-11]，以及产业空间分

析[12]等，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和带动效应分析也日益增多[13]，

典型的例如旅游扶贫[14-17]和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18]的研究

等。进一步，基于乡村旅游而拓展的可持续乡村旅游[19-20]以

及旅游城镇化[21]等概念对乡村旅游理论进行了新一轮更新。

目前，以高质量发展为理念的全域乡村旅游的建设[22]和旅游

推动下的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重点[23]。

新阶段发展重点与国内大循环新格局相融合，促使乡

村旅游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乡村旅游发展承担的

责任更加多维，不仅需要促进乡村经济收入和产业经济发

展，还要有助于生态优化、扩大内需、文旅融合、区域协

同，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24]。第二，乡村旅游需打破对传统

市场供给的依赖，打破政策和市场的二元循环，探索内生

动力，在内循环背景下重塑旅游业地位，通过市场导向与

创新驱动助推乡村旅游产品升级，即供给侧的改革[25]。第

三，新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长久以来的潜在问题更加突出，

包括农旅融合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无法满足消费升级

需求[26]；现行税收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旅游等服务业帮扶措

施[27]；乡村旅游项目粗放，缺乏对当地旅游资源的精深挖

掘、开发整合[28]等。要解决以上问题和其他潜在挑战，探索

国内大循环中乡村旅游的适配性尤为重要，亟待理论更新。

2 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内涵

2.1国内经济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

国内经济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产生了新

的互动模式与逻辑关系。图 1 通过 A1—A4、B1—B2 和 C1—

C2的路径关系对其进行了说明。

图1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

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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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国内大循环格局下的乡村旅游来说，一方面，

大循环为乡村旅游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由于大量的远

距离或出境旅游者转换为近距离的乡村旅游者，国内需求

增大，为乡村旅游带来了强力的国内市场机遇 （A1）；但同

时，市场对乡村旅游产品在数量、质量、形式和多样性上

的要求日益增加，乡村旅游需求结构较以往发生变动[29]，同

质化的乡村旅游势必要进行不断更新与差异化调整，并实

现高效、高质量以及可持续供给。乡村旅游市场面对结构

性的变动，同时市场主体对不同乡村目的地差异化的需求

增加，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挑战 （A2）。因此，乡村目的

地必须在这一过程中精准定位自身特点，寻找差异化，突

破原有的相似性，寻找创新路径。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正

是迎合旅游市场需求、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30] （A3），内循

环为主的经济格局为乡村旅游带来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并

且开始产生从高端旅游消费到大众旅游消费等不同的市场

层级，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在量上的增长和多样化上的发

展。在不断激发和满足新需求的同时，保证乡村自然与社

会生态[31] 的可持续成为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问题

（A4），因此产生了全新领域的理论需求。

乡村旅游与国内大循环相适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2]。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突

破口 （B1），能够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可以通过“一业带多

业”的模式延伸产业链[33]，促进新业态[34]，乡村旅游内循环

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力 （B2），二者适配联合，共

同驱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A）。从乡村振兴过程看，乡村产

业、生活、文化的系统振兴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联动多

产业、多主体的契机 （B2），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从资源依

托型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35]；同时，乡村振兴进程为国内

大循环提供了有效的空间支撑、资源支撑和精神支撑

（C2）。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新型农业供给体系，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6]，是基于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建构

以应对疫情与国际局势挑战的有效措施，亟待理论探索。

2.2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

在国内经济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的适配性是指其

产业和产品结构与内循环带来的新市场及其需求相适应，

二者互为促进，协同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服务于“十四五”

规划的大目标。对于乡村旅游产业来说，内循环经济格局

下的市场结构发生变动，潜在消费者群体发生变动，消费

需求快速更替，产业融合和集成模式不断面对新的挑战。

因此，要适配新的经济格局，需要从对消费市场的适应性、

供给体系的匹配性、产业结构的适调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在消费市场的适应性方面，内循环为乡村旅游

带来新的旅游者群体，一方面，以往的潜在出境旅游者转

投国内市场，成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新客源，该类客源的

乡村旅游需求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当下我

国农村市场广大，农村居民对休闲旅游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意愿不断提升[37]，也会成为新的乡村旅游者，去“他乡”体

验旅游，对该市场的开发需要探索差异化发展的要素与

路径。

其次，在供给体系的匹配性方面，随着消费市场的多

维化发展，创新供给系统的必要性凸显。要素层面，产品

供给的创新性需求增加，需更多融入特色文化要素；渠道

层面，供给方式的灵活性和弹性需求增加，线上线下双渠

道供给成为必然趋势；供给网络层面，在内循环为主，外

循环为辅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共同体成为居于全球化和本

土化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重要性变得显著。疫情防

控常态化时期，全球安全和政治要素的变动使得原有的国

际旅游市场展示出明显的区域模式。例如，中国与新通道

贯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在旅游产业中具备稳定基础，

能够内外联动构建旅游联盟和产业链[38]。因此，内循环经济

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适配过程将是以可持续理念为基础的，

综合多产业、多区域、多资源的，并在人才、技术和创意

上不断更新的过程。

第三，在产业结构的适调性方面，在传统的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融合研究基础上，需进一步分析社区参与[39]、

文化赋能、数字技术等产业增值要素如何高效融入乡村旅

游产业网络，适应经济内循环对居民福祉和文化传承的要

求。此外，需进一步探索城乡协同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人力

资源和技术能力中的重要性[40]；数字技术对旅游产业结构化

创新的动力作用，例如以人工智能、数字化、区块链等新

技术赋能旅游业[41]；在制度层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探索扶贫旅游[42]等特色旅游产业领域。

3 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研究框架

3.1乡村旅游的适配性的理论基础问题

面对新的经济格局，首先需要梳理国内大循环经济格

局下乡村旅游适配的理论基础体系，该体系包含三个层级

的内容。一是厘清国内大循环经济模式和产业模式理论，

定位乡村旅游在新宏观模式中的作用、地位和潜力，明确

适配理论的嵌入点。例如，国内大循环下的循环产业体系、

产业融合体系、生产要素跨领域融合等理论如何在乡村旅

游发展中进行匹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税收、融资、信贷

等领域研究如何关注乡村实践以更好地解决乡村旅游经济

发展的实际问题。二是梳理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适

配新经济模式和产业模式的实践需求及其理论缺口，为理

论创新确定方向。例如新经济和产业模式需要相应的基础

建设、人才建设和技术支撑，尤其是青年人口外流过程中，

如何为乡村旅游发展获取人才和技术支撑。三是挖掘国内

大循环背景下有潜力阐释乡村旅游适配路径的经济、产业

理论、治理模式基础、理论需求和创新方向。现有经济理

论和产业理论是对以往宏微观情境的分析，新的经济格局

会产生理论的创新需求，乡村旅游作为独特的经济情境，

其理论创新有助于反哺宏观经济理论系统。

3.2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适配性的要素与路径问题

要实现高质量适配，需探索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环

格局的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该过程涉及乡村旅游适配经济

格局的不同维度。这些维度既包含传统的资源、市场、分

配等产业要素维度，也包含新的居民参与要素维度[43]、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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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维度、生态优化维度、文旅融合维度、人才引进、城

乡联动，以及区域协同等维度。对于不同乡村目的地来说，

其资源基础、市场需求、发展方向不尽相同，以上各维度

的重要性所发挥的效用存在差异。因此，需对不同维度在

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环过程中的作用地位进行验证与分

析，并探索各维度的具体影响因素，不仅是对单变量的影

响力进行分析，也要对新旧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不同层

次的要素配合等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建立多要素

模型，系统性探究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环的要素效用，

并依据不同乡村旅游地的具体特征，分析不同的区域要素

组合差异，基于以上，需要发现新要素，创新乡村旅游适

配要素效用理论和乡村旅游适配路径差异理论。

3.3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结构变动、适配方向问题

国内大循环的新格局下，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发生了变

动，再加之疫情影响，远距离国际市场份额下降，国内市

场和经济合作区市场规模增加，产生了新的供需结构。对

于国内市场来说，不仅要探索如何在近郊、远距离的城市

市场中满足游客需求，同时也要探索如何打开新的乡村市

场。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乡村旅游地差异化建设尤为重要，

以往千篇一律的乡村旅游景区审美、体验和活动需要进行

因地制宜再创新，在适配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市场层次进行

差异化的产品开发。同时，也需要考虑国际区域化中的市

场变动，在国内大循环驱动下，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第

一个外圈层即已与我国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区域经济体，

例如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等地区客源市场，针对该市场需

要探索其独特的文化和体验需求特征，建立线上线下多形

式区域联动。在该领域的分析过程中，因涉及区域层次复

杂，需针对不同乡村的特殊性，探索国内大循环驱动下乡

村旅游市场结构与产品需求变动，探索以旅游产业为核心

的乡村多产业联动模式，探索因旅游业发展而引发的乡村

社会响应方式，分析新供需关系中的产业链、社会环境、

政府政策，以及居民接受度和参与度等的适配机制，探索

不同区域适配方式与机制，最终综合分析，探索乡村旅游

业创新发展与供给侧改革的相互作用力。

3.4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适配路径与模型构建

在影响因素与适配层级基础上，最终需探索乡村旅游

适配国内大循环格局的维度，从产品出发，定位其受众与

类型；分析适配过程中乡村产业、居民、资源协同方式，

探索适配路径；构建乡村旅游适配模型，厘清不同区域适

配方式的适用性及适配效益。首先，针对不同的乡村旅游

地，定位特色乡村旅游产品结构；深度探析在适配过程中，

乡村旅游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高质量可持续开发潜力与创

新需求，从而定位乡村旅游产品更新模式和改革方向。其

次，分析乡村产业、居民、游客的多维协同方式，探索经

济与社会的综合适配路径。该过程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

将社区与居民深度纳入乡村旅游发展的创新和参与机制中，

从经济和社会两个角度分析供给侧更新方式。研究需将旅

游业带动的乡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和幸福感提

升视为一个系统，对现有多产业组合和联动方式进行分析，

对传统的产业“加和”模式进行优化，通过利用新技术、

新传媒、新理念，在传统的产业组合基础上实现基于产业

融合的乘数效应。第三，探索乡村旅游适配性的模型机制，

包括供需机制 （供需矛盾识别机制、供需关系动态机制、

供需匹配保障机制） 和产业机制 （资源整合创新机制、产

业社区协同机制），以及通过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

机制。从政府、资源、产业、社区的角度，基于乡村旅游

适配的理论基础，探索乡村旅游适配要素的内在关系，构

建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系统适配机制模型，检验乡

村旅游适配模型在不同区域的适用性，分析不同区域适配

方式的异同点，挖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不同区域乡村

旅游适配的多元需求。第四，探索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

环格局共同推动的高质量发展的对策路径。双循环强调以

国内大循环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研究需提炼国内大循环

背景下乡村旅游适配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路径，基于国内

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探索如何在疫情缓解后以高价值、高

文化附加性，以及高度创新性为我国乡村旅游创造国际市

场的高收益。同时，以内循环为核心，在未来基于乡村旅

游发展实现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推动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

国际传播和国际形象的进一步提升。基于以上，研究提出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适配性的研究框架，梳理了

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环的理论体系逻辑，在各层级的理

论探索中，皆存在不同的具体领域 （图2）。

4 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环的新领域

在国内大循环新格局和乡村振兴的新背景下，乡村旅

游面对新的创新需求，呈现出新的实践方向。第一，竞争

主体与竞争方式变动，即原有的乡村旅游供给方既需要面

对来自其他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同时需要迎接与其他

类型旅游目的地 （例如城市旅游） 的竞争，因此在竞争方

式上需要寻求突破；第二，市场结构与消费需求变动，乡

村旅游目的地将面对维度更为复杂的新市场，包括传统乡

村旅游者的新需求和新乡村旅游者的潜在需求，针对不同

消费者的需求及其结构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开发；第三，产

业模式与供给网络变动，原有的单一乡村旅游产业将更深

入地面对城乡产业融合，旅游产品供给方的网络结构更为

复杂；第四，乡村旅游面对的发展要求与发展路径更加多

维，不仅要在经济收益上突围，也要同时兼顾文化、生态

和民生的可持续发展。

在以上挑战中，乡村旅游适配研究存在以下领域蕴含

着创新动能，需要在发展工具、发展维度、发展主体和发

展理念多层级进行理论探索，呈现出多个学术研究方向

（图 3）。第一，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发展研究。国内大循环格

局下，面对国内市场中具有共同中国文化背景的旅游者，

不同乡村旅游目的地需综合使用多要素追求差异化，精准

定位自身文化特征，并进行文化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

亟待探索数字化文旅发展在乡村文旅资源数字化保护、乡

村文旅的产业创新机制、文旅产业推广以及基于创新的乡

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路径。第二，自然与人文

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内循环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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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规模扩大，消费者结构更加多样，其环境意识和

环境保护行为也存在不同层级。乡村则是一个自组织、自

调节的人文与自然资源的共生系统，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式

涉及土地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等多种层

面。因此，乡村旅游生态包括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以

及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在不妨碍乡村农业发展存量

的前提下，需探讨如何在增加生态空间、生态功能的同时，

解决土地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问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

同时提升村民的人居质量。因此，基于土地资源分析探索

乡村价值，持续提高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水平和实践能

力，探索乡村旅游绿色发展之路，打造特色生态区域，带

动生态文明建设，是未来乡村旅游可持续生态发展方式与

转型路径。第三，城乡与主客的协同创新发展研究。内循

环背景下旅游者和居民面对更为多样化的互动网络，对资

源协同和创新的要求增加。因此，联动城乡资源，探索城

市人才和技术在乡村的应用，探索主客共同参与的创新模

式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理论需求。基于城乡与主客的协同

创新发展研究能够为实现乡村旅游韧性的生态发展方式提

图2 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研究框架

Fig.2 Rural Tourism Adaptation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A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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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环的新研究领域

Fig.3 New Field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供理论基础，为推进城乡和主客联动，探索具有创新特征

的韧性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四，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格局

下，不同乡村旅游地之间的竞争性增强，消费者对不同乡

村地差异化需求增加，因此，需探索基于资源挖掘与品牌

创造的差异化发展理论。在内循环为主的驱动下，乡村旅

游的市场不仅是城市居民，也包括“他乡”居民。因此，

不同乡村旅游地差异化需求增加，因此需打破原有的千村

一面风貌，真正探索本地特色资源。例如革命老区乡村地

区的红色资源与特色生态和当地人文综合，基于特色资源

延长产业链[44]，进行特色乡村旅游品牌开发等[45]。同时，在

实现乡村旅游差异化的过程中需基于大众的创新平台机制，

激发自下而上的乡村文旅创新路径。要发展创意经济部门，

探寻新旧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在新实践需求

与新理论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新格

局下的乡村振兴。

5 结论

国内大循环新经济格局为乡村旅游的适配提出了新的

要求，需要精准地识别乡村旅游适配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

格局的关键维度及其具体要素，也需要未来研究者在国内

大循环的新供需关系下，从多元影响因素出发，基于产业、

社会和乡村居民的综合系统探索乡村旅游的创新适配机制。

本文旨在学术发展、国家需求的共同作用要求下，对国内

大循环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适配性进行探讨，为未来研究提

供可能的框架。此研究框架下，不同层级的具体分析能够

厘清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适配现状，基于新供需结

构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参照；进而构建乡村旅游适配的

影响要素结构，为乡村旅游因地制宜选择最佳适配路径提

供理论框架；探索国内大循环格局中乡村旅游多产业多主

体的适配机制，探索新时代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最

终建构出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驱动下实现乡村旅游的发展

路径。以上研究框架与方向的探索，有助于乡村旅游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与创新发展，乡村价值链、产业链、供

应链的有机衔接，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最终为推动

乡村振兴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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