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旅游是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 , 以乡村文

化、乡村生活和乡村田园风光为旅游吸引物 , 以当地农

民为经营主体, 以农民所拥有土地、庭院、经济作物和地

方资源为特色 , 以为游客服务为经营手段的农村家庭经

营方式而进行的 , 兼带观光、度假、休闲、体验性质的旅

游活动。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 但经过这段时期的发

展, 已初具规模并逐渐显示出“生命”初始的无限生机。

什川镇位居兰州东北、皋兰东南 , 各距 20km, 是大

峡库区、小峡电站所在地。占地面积 405km2, 因黄河流经

此地戏剧性地转了一个弯 , 形成了什川盆地 , 并将其环

抱怀中。两岸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果树成林, 气候宜人。

什川镇主要以其百年梨树为主要吸引因素吸引游客。从

2003 年开始至今 , 皋兰县政府成功举办了五届“什川之

春”梨花节 , 吸引了兰州市、白银市、皋兰县等的众多旅

游者。

在对什川镇的实地调查中发现, 什川镇的旅游产业

已初具规模。近几年来 , 什川镇兴建了许多规模较大的

度假村 , 如华夏奇园、绿岛、九方圆、太极园、水车园等 ,

小型的农家乐接待点超过 70 家。游客来什川镇旅游的

季节性很强 , 主要集中在四月至八月 , 其中一大部分游

客是为了参加什川的梨花会而来这里旅游。到秋冬季节,

游客流量却很少, 而且客源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何扩大旅

游客源, 增加游客数量, 对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因此, 乡村旅游市场的需求研究便成为影响

乡村旅游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必须深入研究。基于

这样的动机 , 我借助社会实践的机会, 通过调查问卷、访

谈、开座谈会等方法研究了什川乡村旅游的市场需求的

主体类型、结构、数量和消费偏好, 调查了他们的消费趋

向, 从游客的视角评价了什川乡村旅游的需求。

1 乡村旅游市场的主体分析

1.1 游客来源

经过调查发现, 什川镇的客源主要来自于兰州地区

等距离其较近的城市 , 省内其他距离什川镇比较远的地

区以及省外的游客数量非常少( 见图 1) 。

图 1 什川客源结构图

1.2 游客行为

对于兰州、白银等距离较进的城市居民来说来说 ,

什川成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短途旅游目的地。在决定旅

游者出游行为的多种因素中, 收入水平高低是旅游者选

择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

展 , 城市居民的收入也不断提高 , 这就为旅游者的旅行

活动奠定了良好经济基础。但是 , 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

仍然有限。因此, 在周末的时候, 近郊的乡村旅游作为一

种花费较小且时间较短的休闲旅游, 成为我国城市居民

周末旅游的主要趋势。

1.3 游客市场细分

通过对什川的旅游者调查中发现 , 周末来什川旅游

的大部分是教师、学生以及公司企业的职员( 见图 2) 。此

外, 还对什川旅游者的年龄层次进行了统计。来什川旅

游的游客, 大部分是 18～45 岁之间的中青年( 见图 3) 。

图 2 什川游客的职业构成

乡村旅游市场需求的实证研究
———基于什川镇乡村旅游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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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乡村旅游的市场需求出发 , 对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进行了市政调研和深入分析研究。实地调研的选点是兰州

市皋兰县什川镇, 分析了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 , 在此基础上 , 对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进行了预测 , 针对分析结果 , 提出了乡

村旅游如何满足游客需求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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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什川游客的年龄构成

根据什川游客的职业构成和年龄构成 , 可将其游客

细分如下:

1.3.1 周末工薪阶层。这部分客源的出游 , 大多数是以

家庭为单或单位组织、朋友聚会的方式 , 目的是来到什

川放松心情, 旅游活动比较单一。这些游客的数量和规

模通常较大 , 但消费不算很高。但受经济条件和时间的

限制 , 工薪阶级成为乡村旅游最重要而且是最稳定的客

源, 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1.3.2 城市学生。这些游客主要是初高中或大学生。由

于资金很有限, 只能产生就近的低消费型的旅游行为。

同时 , 乡村是一个教育学生的大课堂、一部百科全书 , 能

使学生从中认识自然、认识历史、认识城乡关系。因此,有

针对性地开发周边城市的中学以及高校修学需要的旅

游项目, 寓教育于审美, 寓教育于娱乐, 也是乡村旅游开

发值得探讨的问题。

1.3.3 家庭结伴出游。以家庭为单位 , 利用各种假期到

乡下旅游 , 让全家能够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举行特别的家

庭聚会 , 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家庭享受天伦之乐的一种重

要生活方式。

1.3.4 城市个体、私营工商、服务业的业主。这些比较富

裕的游客群体到乡下去 , 除了放松身心外 , 主要是利用

乡村的环境和地理优势, 用以招待客户和联络感情。在

出游形式上 , 这部分客人大多自己有车, 经济宽裕 , 是目

前乡村旅游客源市场非常重要的客源对象。

1.3.5 离退休人员。目前居住在城市中的老年人有很多

是来自农村的, 他们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还有那些

虽出生并一直工作在城市里却喜好乡村宁静环境的离

退休职工, 都是乡村旅游不可忽视的潜在市场。此外, 老

年人渴望回归自然, 也有益于身心健康。现在我国人口

还处于老龄化阶段, 老年人的基数非常大。所以, 如何吸

引老年游客来旅游度假 , 把握好这一客源 , 也成为乡村

旅游的一个重点。

2 乡村旅游的需求分析

对去什川农家乐的游客进行调查发现 , 旅游者对

农家乐的需求集中反映了他们以下一些要求。

旅游者的农家乐需求内容

调查中可以看出, 游客对于乡村旅游的需求可以大

致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

2.1 渴望回归自然。长期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希望通过乡

村旅游暂时远离喧嚣的生活环境, 寻求一种回归自然的

享受,并通过参与各种农事活动获得身心的放松和娱乐。

2.2 更多注重康体娱乐。城市的人们来到乡村, 希望能

够享受城市的环境所不能带来的精神上感受及物质上

的需要。因此, 他们会更加注重农村的生态环境是否良

好、食品是否绿色卫生等。同时, 在这里进行一些体育活

动, 强身健体。

2.3 主动参与意识增强。随着旅游者的日益成熟, 他们

要求变过去的被动观看为主动参与 , 而乡村旅游产品往

往体现出旅游者的主动参与的特点。游客在农村不但可

欣赏田园风光 , 品尝当地特产 , 而且还可以亲自干农活

等, 主动的参与更能加深游客对乡村生活的体验。

2.4 了解乡村文化的需求增强。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 , 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能够了解当地的文化习

俗、民间艺术等, 拓宽视野, 感受文化艺术之美。

2.5 求知、体验的要求。当今社会, 长期生活在都市的人

们特别是少年儿童缺乏对于农村、农事和大自然的基本

了解 , 这就促使许多都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参与

到乡村旅游中来, 以求扩大知识视野和陶冶情操。

3 乡村旅游满足客源需求的对策

3.1 发展适应游客需求的乡村旅游模式

为了更好地明确什川旅游的开发重点 , 我们通过对

游客的意向进行了调查, 结果见图 4。从结果中看出, 不

同的游客对什川的意向是有所差异的。

图 4 游客对什川镇旅游模式的意向

农家乐要素类别 具体内容 游客需求

自然景观环境 天然植被、地形、水体、农田、气候、动物 景观优美、环境宜人

乡村景观风貌 建筑、街路、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乡村情调、天人合一

居住 农家客房的特色、格局、用具、卫生 朴素、安全、卫生、方便

饮食 农家日常饮食、节日饮食、特色饮食 简单、天然、可口、

农业生产 农艺、农产品收获、有机农业、特色养殖 学习、有趣

文化习俗 历史、歌舞、节庆、婚俗、礼仪 学习、有趣

乡村工艺 酿造、农具制作、陶艺、剪纸 、 学习、有趣

乡土特产 绿色食品、药材、手工艺品、日用器具 健康、纪念、实用

乡村文体活动 民间戏曲、歌舞、民间体育、登山、散步、 学习、有趣、健康

慢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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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陷入了发展困境。2006 年学校积极与临

夏县扶贫办、农技站、先锋乡政府协商研究 , 共同制定了

何堡村产业结构调整计划 , 把发展温棚种植作为何堡村

农业产业发展的新途径 , 学校把何堡村确定为农民创业

培训基地 , 2006 年指导建设 280m2 温室 40 栋 , 2007 年

建成 700m2 温室 100 栋 , 种植西红柿、蕃瓜 ; 讲师团深入

基地 , 系统讲授了育苗、整地、定植、温棚日常管理 , 病虫

防治及采收知识 , 亲自示范 , 对每一位学员手把手传授

操作技能、温棚小气候的测定与调控 , 并抽调实践能力

很强的老师长期蹲点指导, 全年进行培训跟踪服务 , 平

均单茬纯收入 7 500 元, 最高达 10 000 元。通过一年来

的创业培训和服务 , 农民参加创业培训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 , 已经全面带动了周边张梁村和鳌头村农民参与到创

业队伍之中。通过培训和引导有 7 户农民大胆创新引进

非洲菊 , 进行日光温室花卉种植 , 提升了农民自主创业

能力 , 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以蔬菜种植、规模养殖致富的

带头人。创业基地形成了全民创业的局面 , 带动了附近

几个村农业产业化发展

3 今后创业培训工作的基本思路

3.1 继续对前两年创业培训学员进行实用技术、市场信

息、创业方向等方面培训和引导, 巩固创业培训成果 , 拓

宽创业范围, 不断提高自主创业能力。

3.2 开展较深层次的调查研究 , 加强创业意识、创业精

神的培养, 帮助农民解决创业思想和创业实际中碰到的

问题; 培养强化市场意识, 增强信息收集与分析、市场营

销、农产品贮藏保鲜与加工等方面的知识培训 , 培养一

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 加快实施现代农

业步伐。

3.3 引导帮助当地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组织, 创建无公害

蔬菜专业合作组织、奶牛业专业合作组织、养猪业专业合

作组织等, 培育具有当地特色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 促

进形成产、供、销、加工“一条龙”模式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带动当地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3.4 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 从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开展农民创

业培训工作 , 提高农民全方位的素质 , 增加农民收入 , 逐

步形成农民自主创业团队, 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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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旅游产品的具体开发方面, 乡村旅游景区应

该开发成为集乡村休闲、乡村风情文化、乡村农业观光、

乡村体验游为一体的综合型乡村旅游景区。

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 , 兴起的诱因不同 , 旅游资

源类型不同, 各地乡村旅游的主题应各有侧重。因此, 乡

村旅游不能只是单一的发展 , 要寻求多种模式共同发

展, 努力适应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 走与生态旅游、文化

旅游、观光旅游相结合、有侧重的道路。

3.2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在我国 , 乡村旅游发展还不够成熟 , 部分地区的发

展还较为缓慢。其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基础设施还

不够完善。首先, 完善交通。一个景区的可进入性是景区

发展的重中之重。乡村由于交通不便, 景区可进入性较

差。这就要求旅游地改善道路, 完善交通网。其次, 增加

娱乐设施。要改变娱乐设施缺乏的状况 , 除了旧有的娱

乐项目 , 还可以设立农事劳动、自主餐饮、歌舞娱乐、观

赏花木、参加集市、夜听社戏、登山越野、捕鱼划舟等娱

乐项目。同时, 还可以因不同人群的需求特点增设服务

项目 , 使得不同年龄的游客都能参与乡村活动。除此之

外 , 还可以通过建设大型的娱乐设施打造“精品”和“名

牌”, 提升乡村旅游的知名度。最后, 改善食宿条件。在食

宿设施建设上, 要注意旅游环境和接待设施的卫生标准。

3.3 打造四季品牌

景区最重要的就是品牌服务 , 乡村旅游也不例外。

确立四时经营主题和亮点也是必不可少的。从横向来

说 , 丰富经营内容 , 使得旅游产品饱满、生动 ; 从纵向来

看 , 确立四时的经营亮点 , 使得旅游产品循环、应时 , 有

新意。因此, 要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特色, 在一年中

不同的季节经营亮点和专题。比如 : 春天 , 组织乡村闹

春、踏青祭祖等相关活动 ; 夏季 , 以消暑纳凉为主题 , 组

织乡村度夏; 秋天, 宜组织中秋赏桂、农事体验 ; 冬天 , 自

助烧烤、过冬至、赏雪景、溜冰等活动。通过确立四时的

经营亮点 , 延伸乡村旅游产品链, 丰富旅游产品内涵 , 由

此展示乡村农耕文化, 打响乡村旅游品牌。

3.4 挖掘乡村资源的文化内涵

乡村资源的文化内涵丰富, 能够反映我国数千年的

传统文化、宗教理念、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关系 、古 朴

典雅的乡村建筑 , 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乡村节庆、农作

方式、生活习惯、趣闻传说。因此 , 乡村旅游应沿着与生

态旅游、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生态因素、文化

因素本来就是乡村旅游得以兴起的根基。
参考文献

[1] 凯文·林奇,项秉仁译.城市的印象[M].北京 : 中国建筑出版社,1990.

[2] 黄进.乡村旅游的市场需求探讨[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9.

[3] 杨旭.开发“乡村旅游”势在必行[J].旅游学刊, 1992,2.

[4] 王兵.从中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对比看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J].旅游学刊,1999,(2).

!!!!!!!!!!!!!!!!!!!!!!!!!!!!!!!!!!!!!!!!!!!!!!!
( 下接 63 页)

53农业科技与信息 54 农业科技与信息

2008 年第 10 期新农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