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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缺口，明确点状用地的总体需求，解剖“点状供地”

的工作要点、操作流程等；优先研究解决已有乡村旅游

项目遇到的用地难题，结合现实问题出台“点状供地”

实施细则，对其用途、审批、监管等提供操作指引，促

进“点状供地”政策在陕西全面落地，为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

（二）积极推进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建立

完整、高效的土地资源交易市场体系

农 村 产 权 交 易 平 台 是 乡 村 土 地 从 “ 资 源 → 资 产 →

资本”多层次转化的基础性交易平台，也是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通道。通过盘活农户土地承包经营

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等资源要素，使其成为价值可

衡量、可担保的资产，从而有效提升资本下乡、农村金

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2023年农业农村部等十一部委联

合发布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

将“统筹推进省级信息系统建设”提上日程。

从陕西的情况来看，陕西已基本搭建起以县级产权

交易中心为重点、乡镇交易服务站为补充的农村产权交

易市场体系，然而现实工作中受制于县、乡级中心交易

不活跃、缺乏统一标准、交易品种单一、实际运营与配

套服务缺失等问题，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体系未能有效发

挥激活土地要素活力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村

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孤例，即使其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也要面临土地手续办理滞后、无法办理土地使用权

证及再融资困难等现实问题。因此，建议陕西省加快建

设全省统一、市场化运营的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

社会资本下乡和涉农金融产品创新提供更大市场容量，

更加高效便捷、规则明确、标准化的公共配套服务，与

现有的县乡级平台共同构成多级联动、互联互通、功能

互补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放心

大胆地投身乡村旅游产业。

（三）坚持“运营前置”思维，推动乡村旅游产业

可持续发展

“重建设、轻运营”是大量特色文旅小镇“高开低

走”的直接原因，这些项目大多由于市场定位不准确、

文旅基础资源薄弱、文化IP挖掘不足、运营能力欠缺，

导致项目无法盈利、难以持续。针对上述问题，文旅产

业界提出了“运营前置”的解决思路。当文旅产业进入

“运营为王”的流量时代，运营思路成为旅游项目的顶

层设计，而规划建设只是顶层设计后的动作执行。因此

“运营前置”的本质是寻求以用户思维和创造思维打造

更具品质化、专业化、特色化的文化旅游产品。即在文

旅项目开工建设之前，首先应由运营团队进行充分的市

场调研和产业模型测算，进而将结果贯穿于项目整个生

命周期。其内容具体包括基于当地特色资源优势确定文

化IP，基于消费者行为分析及行业分析进行投资—利润测

算，基于投资-利润测算制定项目分期启动策略、资金投

入安排、建设体量与产品布局等一系列决策安排。

建议陕西相关部门厘清认识，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中注重“政府引导与服务+市场开发主体专业化运作”有

效结合，引入专业化且有实力的运营、管理与投融资团

队，将“运营前置”思维全链路贯穿于旅游项目的“总体

规划→景观设计→建设施工→招商→运营→营销推广”，

力争为陕西打造更多高质量、可持续的乡村旅游样板。

（四）加强政策引导、支持，持续推动社会资本助

力陕西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社会资本参与率低是制约陕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国内其他省份情况来看，2022年上

半年四川省文化和旅游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97.75亿元，

其中民营资本投资总额占比64.02%。从国内成功的实践

案例来看，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旅游涌现了鲁家村、高槐

村、林渡暖村等众多典型案例。其中，浙江安吉县鲁家

村通过和外部专业的旅游企业合资成立旅游运营公司，

间接撬动了20多亿元社会投资，2021年接待游客60万

人 次 ， 旅 游 收 入 6 0 0 0 万 元 ， 当 地 村 民 基 本 实 现 全 民 就

业。四川德阳市高槐村引入专业农文旅公司袈蓝文旅，

实现了特色产业的导入和激活，2021年接待游客60万人

次，单日游客量最高达1.2万人次。这些成功案例的共

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村集体、社会资本三方各司其

职，各自发挥专业能力，凝聚各方资源，在不剥离乡村

的生产、生活功能的情况下，用特色吸引客流，实现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建 议 陕 西 各 级 政 府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 有 意 识 地 将 具

有专业运营实力的民营资本吸引到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中

来 ， 一 方 面 解 决 乡 村 文 旅 项 目 前 期 庞 大 的 资 金 需 求 问

题，另一方面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运营保障。对类

似长安唐村这样的“三元共建”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

例，通过完善政策配套服务、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发

放政策奖补资金等予以支持，将其打造为国家级乡村振

兴样板。通过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激励更多社会资

本投身乡村旅游，补齐陕西乡村文旅产业社会资本参与

率低的短板，助力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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