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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现实困境，如何优化与升级乡村旅游产业链是亟需解

决的关键问题。面临产业融合的时代背景，本文通过分析共生理论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中的嵌入框架，探

索共生视角下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运行机理与内涵，进一步探讨不同层次下乡村旅游产业链管理的关键点

及对策，以期提升我国乡村旅游不同层次产业链系统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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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practical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is a key issu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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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ly needs to be solved. Faced with the era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by analyzing the embedding framework of symbiosis theory in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key poi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management at different level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system at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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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旅游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抓手，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1]。2024 中央一

号文件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部分提出：“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培育生态旅游、森林

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推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提升品质”1。社会多样化需求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助

推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延伸逐渐导致其系统脆弱性凸显和管理效率

低下，主要表现在乡村旅游经营模式“千村一面”、组织结构和制度不合理、专业管理人才匮乏等[2] [3]。
对此，本文基于共生理论视角，探讨如何加强乡村旅游产业链管理以提高其系统竞争力和韧性，对多重

市场风险下乡村旅游产业链分层次管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研究文献回顾 

2.1. 关于旅游产业链理论研究 

旅游产业链是对旅游产业的深化与扩展，已有对旅游产业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价值链、旅游供

应链及旅游产品链三个方面。对于旅游价值链，部分学者认为旅游产业运作过程中的基本活动是其价值

増值的源泉，且消费者在价值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在旅游供应链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变的

市场环境下旅游供应链的更新与调整，一方面应提高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求运营商

采取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策略[5]。旅游产品链的实质则是不同相关行业旅游产品和服务构成的系统，探索

旅游产品的销售渠道，将旅游产品和相关服务进行联合创新来满足消费者需求[6] [7]。 

2.2. 关于乡村旅游产业链管理研究 

聚焦于乡村旅游产业链管理这一研究议题，现有文献更多将政府管控作为其主要的宏观优化策略[8] 
[9]，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乡村旅游组织内部管理策略的优化[10]。然而，有研究指出乡村旅游产业链是

各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系统，必须考虑其顶层设计[11]，共生理论开始运用到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研究中，

用以探讨管理低效率产生的根源及其生态系统创新[12]。 
乡村旅游产业链管理“失灵”的主要方面不仅在于共生理论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瓶颈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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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冲突[13]，文旅融合的地区异质性难题和环境健康指数“非均衡性”调控也是重要原因[14]，且乡村旅

游相关产业在面临市场风险(如新冠疫情等)冲击时的无效防御也使管理“失灵”[15]。此外，我国乡村旅

游产业链组织归各级部门管理，乡村旅游“圈层辐射”发展带来的管理责权归属不明也是管理无效率的

动因[16]。 
综上，在产业融合背景下，共生理论在乡村旅游产业链多层次管理中作用机制如何，已有文献尚未

给出充分的解释。因此，本文基于共生理论，深入研究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形成机理与内涵，并分乡村旅

游核心产业链、依托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多层次探讨各产业链管理的关键点。 

3. 共生理论嵌入乡村旅游产业链中的基本框架 

“共生”理论逐渐从自然领域延伸到经济管理领域，聚焦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三大要素

[17]，后融入共生界面与共生能量，并逐渐形成以合作共赢和协同创新为发展目标的系统理论。乡村旅游

产业链则是主要以组织链、信息链、物流链、价值链等链条[18]并结合食物链、服务链、创新链等构成的

现代产业链系统。 
首先，共生单元主要包括各乡村旅游资源要素以及形成的各产业链节点，各要素与节点之间通过利

益、网络、协同等相互共生，直接影响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形成与优化。其次，共生单元中的组成要素借

助共生纽带和共生机制形成特有的共生模式，再结合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禀赋、政府政策及营销策略等形

成独具特色的各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再次，共生环境主要由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供给端和以消费市

场为主体的需求端组成，生态系统创新的供给端是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化升级的根本与源泉，以游客为中

心的消费市场直接决定乡村旅游产业链拓展与优化的方向。最后，共生界面的优质与共生能量的强弱直

接体现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整体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而影响乡村旅游各产业链及节点之间的共生关

系。共生理论嵌入的基本框架如图 1 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3.1. 嵌入主体 

乡村旅游业目前逐渐朝着活态化、体验化、科技化和艺术化方向发展，涉及的产业链共生单元主要

包括政府、旅游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并逐渐发展成包括“合作社 + 农户”、“企业 + 农户”、“合

作社 + 企业 + 农户”、“农户 + 农户”等共生模式。政府对乡村旅游产业链进行顶层设计和资源要素

整合，在招商引资、土地流转和乡村文化建设起到协调与监管作用，政府与旅游企业、农户及合作社形

成纵向一体化的共生关系，同时地区乡村旅游业的繁荣已经成为众多乡村地区综合经济发展的“代名词”，

直接影响政府绩效、农户生活水平及旅游企业的经营利润。为实现规模优势，乡村旅游产业链同类经营

主体横向之间也缔结为密切的共生关系，形成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形成良好的生态黏性，促进旅游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各经营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与生态环保

责任。共生环境与共生能量也会因共生主体差异而动态变化，对嵌入主体特征的深入分析有利于扩大对

称性互惠共生模式的发展，也有利于共生界面的搭建与优化。 

3.2. 嵌入层次 

共生理论通过国家、省、市和县等不同层次嵌入乡村旅游产业链中。一方面，共生单元本身处于不

同行政层次之中，且相互之间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不同层级共生能量的扩展导致乡村旅游产业链所

处的共生环境变化，进而促使乡村旅游要素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此时对不同层级乡村旅游产业链组织的

动态性和突变性进行考察以免导致管理错配。另一方面，现代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共生单

元之间的信息与能量流动，此时必须延长共生界面来消除共生阻碍，进而提高产业链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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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加强“水、陆、空联动”等基础设施建设来拓宽乡村旅游产业链的有形共生界面，还是通过

文旅融合方式来拓宽其无形共生界面，均涉及到共生能量的分层嵌入及共生边界要素流通的分层障碍与

瓶颈，因此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分层管理与创新尤其重要。  

3.3. 嵌入领域 

共生理论从经济、社会、生态不同领域嵌入乡村旅游产业链中，并通过一定的食物链和信息网形成

共生纽带，使所有共生单元及其附属系统保持共生关系。从经济领域来看，乡村旅游产业链的重要经营

主体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在共同利益驱动下通过智慧契约、大数据及相关政策结缔为共

生体系，通过“看不见的手”激励乡村旅游产业链组织为社会提供绿色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提高当

地经济效益和税收收入，直接获益的共生主体将会进一步加大乡村旅游资源要素整合与整体规划，乡村

旅游产业链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经济共生机制下的良性循环。从社会领域来看，乡村旅游产业链

的繁荣造就更多创业与就业机会，减少摩擦性失业和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产业链相关企业上下游就业

岗位之间具有明显的“共生”或“寄生”关系，产业链关键节点断链将影响整个乡村旅游产业链发展，

同时将直接损害农户的生计与福祉，旅游企业的发展前景受限，进而降低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游

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受到极大挑战，社会整体效益难以提升。从生态领域来看，由共生主体与共生能量共

同营造和维护的共生环境是乡村旅游产业链组织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共生主体进行资金、信息、技术

协调、整合与创新的平台。绿色共生环境不仅是乡村旅游产业链各经营主体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政府

和游客期待的社会生活环境，因此从供给端与需求端来看，乡村旅游产业链各核心利益主体只有保持稳

定的生态共生环境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Figure 1. Embedding logic of symbiosis theory in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图 1. 共生理论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中的嵌入逻辑 

4. 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运行机理与内涵 

乡村旅游产业链是以乡村生态自然资源、农耕文明和乡土特色文化为依托，借助信息网络及政府规

划发展起来的休闲与度假等综合服务型旅游产业链。不同层次要素构成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内涵及其形成

的共生纽带具有较大差异，为深入探讨不同层次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运行机理和内涵，本研究将乡村旅游

产业链内涵分为基本层次和衍生层次两类，如图 2 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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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图 2. 共生视角下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形成机理与内涵 

 
从基本层次看，食、住、行、游、购、娱等产业及其相关服务构成乡村旅游产业链内涵的基本层次。

乡村优美景色和特色乡土文化吸引游客前往观赏与游玩，旅游收入的增加促使政府、旅游企业及农户等

共生主体加强旅游景区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景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进一步看，日益增多的

广大游客促进了交通运输产业(航空、铁路、公路等)及其衍生品产业(房产、汽油等)的发展，带动了食物

产业链及其衍生品产业(纪念品、土特产、日用品等)的消费，同时也加速了景区酒店、民宿及文旅事业的

发展，实现了共生繁荣。总之，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增加了现代游乐园、休闲设备的创新与供给，乡村旅

游产业链多功能和一体化服务逐渐成为常态。 
从衍生层次看，以现代信息网络及游客多样化需求衍生的学、商、研、体、情、养等产业及其相关

服务构成乡村旅游产业链内涵的衍生层次。在乡村旅游产业链基本层次的基础上，部分游客逐渐将兴趣

向乡村山水、古文字画转移，乡村文化历史及其发展变迁也逐渐成为游客及部分科研工作者感兴趣的焦

点；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的背景下，农耕体验、乡村运动、乡村服装贸易等衍生产

业日益繁荣。此外，恬静优美的乡村景色不断加速“蜜月村”产生与崛起，且越来越受到更多年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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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捧和热爱，现代城市居民的养生心态也加速了“康养村”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与创新，加之网络直播

等现代网络宣传媒介直接促进乡村旅游产业链向多层次、高质量、多元化、智慧化方向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链的内涵更丰富、更具有层次感。 
总体而言，乡村旅游产业链组成要素具有显著共生性质，产业链上下游旅游资源必须实现协同优化，

方可提高乡村旅游产业链系统竞争力与韧性。就产业链具体构成而言，基于共生关系的乡村旅游产业链

的形成主要以食、住、行、游、购、娱等主要产业为基础，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及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衍生为包括学、商、研、体、情、养等衍生产业，基础产业与衍生产业联合网络、价值、生态、信息、

文化、金融等形成共生纽带，并在国家相关政策等外嵌的共生环境下，政府、旅游企业、合作社与农户

等共生主体通过制度创新、景区改造、网络宣传、技术链创新、管理模式优化、专业人才培养等进行资

源整合，进而形成内涵巨大共生能量的乡村旅游产业链系统。 

5. 不同层次下乡村旅游产业链管理的关键点及对策 

现代乡村旅游产业链是集食、住、行、游、购、娱、学、商、研、体、情、养等产业构成的利益相

关体，同时也是集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及共生能量形成的共生系统。为深入探究乡村旅游产

业链管理“失灵”的根源，在共生理论下，结合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发展情况，将其划分为旅游核

心产业链、旅游依托产业链、旅游相关产业链[19]，从不同层次乡村旅游产业链进行问题甄别，具体分析

如下： 

5.1. 乡村旅游核心产业链 

我国乡村旅游核心产业链主要包括乡村景区观光业、乡村旅游住宿业、乡村旅游餐饮服务业等。核

心产业的发展是优化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关键，目前我国乡村旅游核心产业链发展亟需解决不少问题。 

5.1.1. “线上 + 线下”驱动乡村景区观光业发展 
从乡村旅游景区开发来看，首先，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将热点娱乐项目作为拓展突破口，但由于权

责归属模糊，特色娱乐项目的吸引力随即递减，主要表现为对地元素挖掘不足、旅游产品同质化、营销

推广困难以及人才短缺导致的服务质量低下产业链横向延伸受限。其次，景区结构设计雷同化严重，部

分地区乡村旅游组织过度追求“城市化”而损坏乡村古舍，缺乏深度挖掘，导致缺乏乡村地域特色。 
针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政府应明确相关娱乐设施的监管责任，同时鼓励并推动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

项目。各共生单元应深入探索当地独特的文化，以此为基础，通过“线上 + 线下”模式实现经济和环境

效益的共同提升。具体而言：利用大数据技术，各共生单元可以联合研发智慧旅游管理服务平台，通过

平台上的多个功能模块，不仅能够创新体验乡村的云上模式，而且使游客深度参与到乡村生活和休闲活

动中，从而实现“线上 + 线下”的有机融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地需要全面考虑游

客的旅游动机、自身的资源条件以及运营模式，明确游客的真实需求，并据此选择适当的数字技术来支

持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例如，以观光为主要目的的乡村旅游地，导览和解说系统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对于以度假休闲为主的旅游景区，则需要重点关注服务的便利性和舒适性。 

5.1.2. 完善乡村住宿业监管力度 
从乡村住宿业发展来看，一方面，乡村住宿安全保障机制不健全，部分乡村民宿通过线上平台出租，

游客对居住条件和环境并不熟悉，安全问题难以消除。另一方面，当前缺乏关于民宿发展系统具体的政

策法规，虽然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赋予乡村民宿发展的部分许可和权限，激发了乡村

民宿相关产业链组织的创新活力，但并未对乡村民宿的监管(主要包括民宿注册与登记、管理部门审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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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等)颁布具体行政法令，导致整个乡村民宿监管体系难以建立。完善乡村住宿业监管力度是提升乡村

旅游品质、保障游客权益的关键环节。在当前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民宿的线上出租交易

日益频繁，但也暴露出一些监管方面的不足。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接下来应着重完善民宿线上出租交易的监管框架、信息披露及

追溯机制。首先，构建健全的民宿线上交易监管体制是关键。需要明确监管主体及其具体职责，建立由

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监管机制，共同维护市场的规范运行。应制定并推行民宿线上交易的规则和标准，

以规范市场秩序。通过建立“线上 + 线下”相融合的监管体系，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和协同监管。其次，

完善交易信息披露制度是重点。应要求民宿经营者在平台上发布真实、准确且全面的房源信息，包括地

理位置、设施详情及价格等。通过建立严格的信息审核机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防止虚假宣传和欺诈

行为的发生。定期公开民宿经营者的信用评价和违规情况，以提升市场的透明度。最后，建立交易追溯

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应建立乡村旅游民宿线上交易的数据库，详细记录每一笔交易的各类信息，

包括交易双方的身份信息、交易时间及金额等。这样，在出现争议或违规行为时，能够迅速通过数据库

追溯到相关责任方，便于问题的及时处理和解决。此外，加强与税务、工商等部门的合作，实现信息的

及时共享和联合惩戒，对违规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 

5.1.3. 数字文旅赋能乡村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从乡村餐饮产业链来看，一方面，乡村餐饮监管体系不健全，各类餐饮经营的“精英俘获”现象时

有发生，经营主体恶意竞争而引发的“寻租”问题难以根除。另一方面，乡村餐饮业缺乏层次规划和专

业管理者，乡村地道特色菜系与传统文化联合品牌特色难以塑造，乡村旅游餐饮产业链共生界面模糊且

难以实现纵向突破。 
对此，数字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大型餐饮机构的高价垄断。

食品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明察暗访”方式严管乡村餐饮质量，设立上访投诉监督部门严防“精英俘获”

与“寻租”恶习，通过，严控餐馆、酒店等营业执照过度发放，改善乡村民宿厨房卫生条件。同时，文

旅厅可构建精心编制和更新美食的名录，确保及时收录那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并广受好评的代表性美食。

通过持续与专业协会和专家合作，严格评选并筛选出更多具代表性的旅游美食，使名录更加丰富和全面。

此举将有助于更好地展示当地美食的多样性，并为游客提供更多吸引人的选择。同时，建议政府继续出

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美食在线上线下以及国内外的宣传推广力度。通过创新宣传手段，如美食节、

美食之旅等，将美食展示与销售更加紧密地结合，为游客打造更加便捷和愉悦的美食体验。此外，建议

将“天府旅游美食”作为重点推广项目，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力度，以提升当地美食在国内外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20]。这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品尝当地美食，进而推动乡村美食旅游的发展。针对乡

村美食旅游的独特魅力，建议进一步挖掘和传承当地的美食文化。通过举办美食文化节、传统工艺体验

活动等，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美食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最后，鼓励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点提供丰

富的农产品采摘和乡村美食制作体验，让游客亲身感受乡村生活的乐趣和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 

5.2. 乡村旅游依托产业链 

我国乡村旅游依托产业链主要包括乡村文化娱乐业、乡村康养行业、乡村零售业等。具体分析如下： 

5.2.1. “科技+”与“乡村文化娱乐业”协同发展 
从乡村文化娱乐业来看，乡村文化娱乐业以乡村传统艺术为主要载体，包括民族特色节目、手工艺

展示、民俗活动等。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部分乡土艺术人转移城市，导致乡村部分特色节目缺

乏组织者；另一方面，大多乡村特色“绝活儿”均是祖传，导致该项技术的横向流传难度增加，加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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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材料短缺或成本高昂，手工艺术品宣传力度不够且销售渠道有限，特色手工艺品制作产业链有断链

隐忧。 
在乡村文化娱乐业中，科技的作用日益凸显。例如，可利用在线教育传授乡村传统艺术，吸引年轻

人学习。同时，运用虚拟现实(VR)技术，让城市艺术人才远程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策划，促进人才回流。

其次，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展示乡村特色和手工艺制作过程，增强观众参与感。此外，采用增强现实(AR)
技术提升民俗活动互动体验，满足游客需求。在保护手工艺方面，数字化技术能记录保存乡村“绝活儿”，

防止技艺失传，而 3D 打印技术则可复制手工艺品，降低成本。科技还能助力产业市场化和品牌建设，

大数据分析可精准定位市场，制定营销策略，提升产品知名度。最后，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科技在乡村

文化娱乐业的应用，并建立合作平台，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5.2.2. 构建“田园 + 康养 + 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从乡村康养行业来看，康养产业市场需求庞大但有效供给不足，且行业信息不对称也加剧了供需关

系紊乱；乡村康养工作者专业技能不高且对相关政策熟悉度不够，专业培训机构和国家质检部门建设有

待加强。 
针对乡村康养行业的问题，构建“田园 + 康养 + 文旅”模式可视为有效方案。此模式响应乡村振

兴和健康中国战略，促进农业与康养旅游深度融合，满足游客多元需求。首先，该模式利用乡村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打造生态体验、度假养生、温泉水疗等多种养生业态，增加康养服务供给，缓解供需矛

盾。其次，针对康养工作者技能不足和政策熟悉度问题，可推动专业培训机构建设，加强培训和教育，

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与质检部门合作，完善质量标准，加强监管。最后，融入医疗、气候等元素，发

展康复疗养、旅居养老等，打造综合养老基地，促进多产业发展和乡村经济繁荣。总之，“田园 + 康养 
+ 文旅”模式能有效解决乡村康养行业问题，增加服务供给，提升工作者技能，发展多元业态，推动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5.2.3. 数字化推动农村零售业态升级 
从乡村零售业发展来看，乡村零售商品特色不突出，政府对乡村零售业资源整合力度不够，销售渠

道较窄；大数据平台及其监测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对有质量问题的零售商品无法追踪溯源。 
为提升零售食品质量，应加大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确保食品信息可溯源。同时，保持乡村特

色，发展线上销售如“直播带货”。乡村旅游地可利用数字技术结合游客体验与产品推广，如通过抖音、

微博等发起话题，吸引游客并转化为宣传内容。利用直播和短视频创造新营销点，结合乡村特色优化内

容，培养直播人才，提升乡村旅游热度，促进消费转化。加强产业链合作，提高资源整合力度。 

5.3. 乡村旅游相关产业链 

旅游相关产业链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血液”与后勤保障，同时也是构成乡村旅游产业链共生纽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相关产业链主要包括乡村旅游交通服务、网络服务、金融服务等产业。从

乡村旅游交通服务看，主要瓶颈在于，水、陆、空等交通联合出行便捷度不高，难以满足游客的适时需

求，且节假日等旅游高峰目的地各项配套辅助服务扩容弹性有限。从乡村旅游网络服务看，农村互联网

普及率较低，乡村数字化产业链不健全，进而导致游客自驾导航和网上购物不便等。从乡村旅游金融服

务来看，保险服务机制不健全，乡村旅游在面临自然或市场风险相关产业链系统脆弱性日益凸显，游客

和共生主体参与保险意识不强，导致金融保险作为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后备力量逐渐被削弱。 
乡村旅游相关产业链的优化需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首先，构建水、陆、空等各种交通出行联合监

测与查询大数据平台，减少共生主体的时间资源错配，对淡季乡村旅游相关产业链进行资源转换防止共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78


赖年根，罗蓉 
 

 

DOI: 10.12677/ecl.2024.132478 3932 电子商务评论 
 

生主体亏损；其次，加快数字乡村的高标准与多元化建设，努力实现乡村“5G”网络全覆盖；最后，健

全乡村旅游相关产业链的财产保险制度及乡村游客人生安全保险，加强乡村市场或自然风险防范措施，

强化乡村旅游产业链条。 

6. 结论与启示 

针对乡村旅游的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共生理论，将不同主体、层次和领域嵌入相关产业链中，形成

内涵巨大共生能量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共生系统。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层次下乡村旅游产业链管理的关键点

及对策。这也为提升我国乡村旅游不同层次产业链系统韧性带来了启示，未来需要重点加强乡村旅游产

业链协同创新，发挥乡村旅游产业链共生主体主观创造性和自律性，激发各产业链经营主体的共生意识，

建立“政府 + 市场”的双重监管机制，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乡村旅游发展共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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