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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笔者对柳州市乡村旅游潜在客源市场调查的基础上 , 对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旅游行为偏好和旅游心理特征等3 方面进
行统计和分析 , 并提出了柳州市乡村旅游开发对策 ,为促进柳州市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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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中期的欧洲,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其

带来的负面影响, 加上市场经济营造的激烈竞争的氛围, 导

致城市居民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美好的乡间环境, 乡村旅

游应运而生[ 1 - 3] 。到20 世纪80 年代,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

关注程度的提高, 世界范围的“绿色运动”推动了乡村旅游的

发展, 使其成为发达国家现代旅游者可持续旅游行为的重要

选择[ 4 - 6] ; 另外, 受欧美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也极大地促

进了乡村旅游发展。目前, 乡村旅游已成为现代世界旅游的

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 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我国, 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旅游观念的改变乡村旅游日益蓬

勃的发展起来, 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旅游消费的重要

方式之一。城市居民是乡村旅游的主体[ 7 - 8] 。根据国内外

乡村旅游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柳州市乡村旅游规划的角度 ,

设计调查问卷对旅游地附近城市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消费

特点, 特别是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特点进行研究, 了

解潜在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总体特征, 从宏观方面整体把握

相应的项目与产品设计、营销策略以及乡村旅游规划的基本

依据, 促进柳州市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1  柳州市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1 .1 地理位置 柳州作为广西第3 大城市, 是一座以工业

为主、综合发展的区域性现代都市。下辖4 区6 县, 总面积

1 .86 万km2 , 人口360 万人 , 其中, 市区人口110 万人。作为西

南地区的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 , 柳州还是山

水景观独特的历史文化名城, 民族文化十分独特, 乡村旅游

资源丰富。

1 .2 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近年来柳州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迅

猛, 已经成为柳州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总的来看, 仍处

于起步阶段 , 存在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旅游产品的进一步发展, 影响了全市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

其主要表现为: 品种单一, 关联性差 , 旅游产品不成体系; 景

区规模较小, 未形成规模效应; 对乡村旅游商品的研究、开

发、设计、包装等力度不够 ; 旅游资源利用不够充分, 没有将

某些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 特色方面定位不够明确, 缺乏鲜

明的文化主题。

2  研究方法

该项研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9 - 11] ,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进行调查。在柳州市繁华地段三中路一带对当地居民随

机发放问卷调查, 共发放300 份问卷, 实际收回289 份, 回收

率达96 .33 % , 其中有效问卷281 份 , 有效问卷率为97 .23 % 。

结合问卷调查对居民就乡村旅游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度访

谈。调查主要围绕居民对乡村旅游的认知和理解、居民对乡

村旅游的具体需求、居民乡村旅游消费的行为模式、居民乡

村旅游的意愿及存在障碍等内容开展。

3  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3 .1  性别与年龄结构 从统计数据看, 样本中男女比例相

当, 分别 占总体的 50 .49 % 和 49 .41 % , 男 女比 例表现 为

1 .02∶1 ; 被调查居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3 ～32 岁, 占总数的

30 .39 % , 其次是 33 ～42 岁和 53 岁以 上, 分别 占总数 的

20 .59 % 和23 .53 % 。

3 .2 职业与受教育程度  根据调查数据, 被调查居民职业

构成主要是公职人员( 包括教师、公立医院医生等) 和离退休

人员, 分别占了30 .48 % 和17 .14 % 。另外, 企事业管理人员

也都占了一定的比例, 达9 .52 % 。另外, 高学历在总体中所

占的比例很大。其中本科学历所占比例最高, 占39 .22 % , 大

专占20 .59 % , 中专占24 .51 % 。

3 .3 收入水平 被调查居民的月收入在2 500 元以上的所

占比例最大 , 为33 .01 % , 其次是1 501 ～2 500 元的比例为

31 .37 % ,500 以下的占2 .91 % 。

4  城市居民的旅游偏好与心理特征分析

4 .1 城市居民的旅游偏好 

( 1) 居民周末休闲方式。数据显示, 居民周末的休闲方式

主要为在家看电视、上网、棋牌娱乐等 , 但有16 .54 % 的居民 ,

即18 万左右人选择外出度假旅行。

( 2) 居民旅游距离偏好。通过相关分析, 受调查的游客中

有37 .39 % 更倾向于远距离旅游, 但有62 .61 % 的居民更愿意

选择时间为1～2 d 的短距离的近郊游。

( 3) 居民出游方式偏好。在出游方式的问题上, 由于乡村

旅游度假将成为朋友、家庭成员缓解压力、相互沟通的最佳

选择, 因此, 各个年龄阶段的群体选择朋友结伴和家庭出游

的都明显高于其他选择, 高达38 .7 % 和30 .7 % , 散客出游的

比例较小, 另有15 .3 % 由单位组织出游( 图1) 。

4 .2 居民乡村旅游心理特征

( 1) 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渠道。从问卷数据来看( 图

2) , 游客主要是通过亲朋推荐、网络、旅行社推荐及广告了解

柳州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的。其中通过亲朋推荐的游客所占

比重最大 , 为63 .7 % ; 其次为广告占48 .0 % , 其中电视广告占

近24 .5 % 。另外, 通过旅行社推荐和网络介绍获知旅游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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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①朋友结伴 ; ②家庭出游 ; ③单位组织 ; ④旅游团队 ; ⑤散客出游。

图1 居民出游方式

居民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传统的媒体宣传方式对

旅游信息传播仍具有重要作用。另外由于互联网的普及, 有

相当一部分人偏好通过网络了解旅游目的地的信息。因此 ,

在今后的营销中应注重充分利用传统的营销广告来扩大景

区的知名度, 并兼顾其他方式, 以使游客能够从多个角度、多

途径及时准确地了解柳州市周边乡村旅游点。

注 : ①亲朋推荐 ; ②电视、报纸广告 ; ③旅行社推荐 ; ④互联网 ; ⑤

旅游宣传册。

图2 居民对旅游地点的感知渠道

( 2) 居民对乡村旅游的认知度。经调查统计 , 被调查居民

中认为乡村旅游感觉很好的占14 .7 % , 认为感觉好的占

39 .2 % , 认为感觉一般的占45 .1 % , 认为较差的占2 .0 % 。多

数认为感觉一般的游客大多是因为乡村旅游交通不便、服务

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说明柳州市周边地区的乡村旅游还是

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但需在今后的开发中应着力于完

善基础设施, 开拓特色产品等。

图3 居民对乡村旅游的认知度

( 3) 潜在游客选择景点的主要标准。调查数据显示( 图

4) , 居民在选择乡村旅游景点时最主要的标准是环境是否清

净、交通是否便利和服务设施是否完善。多数受访者表示 ,

目前柳州市周边乡村旅游普遍存在服务设施比较简陋 , 环境

较差, 规模小, 参与活动单一等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所在地比

较偏僻, 很难找到 , 很容易让外地游客怯步。此外, 各个乡村

旅游点产品雷同, 没有当地特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注 : ①环境 ; ②交通 ; ③服务设施 ; ④景点 ; ⑤亲友推荐 ; ⑥旅游产

品数量。

图4 居民对景点的选择标准

( 4) 居民感兴趣的乡村旅游资源。调查结果显示( 图4) ,

对潜在游客吸引力较大的乡村旅游资源分别为清新空气、田

野风光、乡 村特 色饮 食和 民 族风 情, 分别 高达 53 .9 % 、

50 .0 % 、44 .1 % 和40 .2 % 。

注 : ①清新空气 ; ②田野风光 ; ③特色饮食 ; ④民俗风情 ; ⑤安静环

境 ; ⑥文物古 迹 ; ⑦ 乡村建筑 ; ⑧民族节 庆 ; ⑨农事 体验 ; ⑩

其他。

图5 居民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兴奋点

( 5) 居民喜欢的乡村旅游活动。调查数据表明, 城市居民

兴趣最高的乡村旅游活动为乡野观光, 其次是吃农家饭, 居

于第三的为亲自采摘瓜果( 图5) 。游客感兴趣的活动主要是

与乡村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悠闲的生活氛围 , 农村

特有的文化对城市居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注 : ①乡野观光 ; ②吃农家饭 ; ③采摘瓜果 ; ④野餐度假 ; ⑤古村古

寨 ; ⑥历史古迹 ; ⑦民族节庆 ; ⑧体验耕作。

图6 居民对乡村旅游产品的认知度

5  人口统计特征差异对旅游偏好的影响

5 .1  性别与活动偏好 柳州市潜在乡村旅游者的男女比例

呈现为1∶1 .14 , 与调查样本性别统计有比较大的差异。究其

原因是男女在出游动机和目的上的不同: 男性更倾向于到大

自然中探险、猎奇、健身游览等活动, 而女性则更倾向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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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休闲度假等乡村旅游活动。

5 .2  年龄与活动偏好 由调查数据的结果来看, 潜在乡村

旅游者的偏好不论是在出游方式、偏好, 还是感兴趣的旅游

资源以及旅游活动方面都呈现出较大的年龄差异。在出游

方式上, 年轻人多为朋友结伴和散客出游, 中年人出游多由

单位组织和家庭出游, 而老年人则多以家庭出游; 在旅游项

目偏好方面 , 中青年人富有朝气, 精力旺盛, 体力充沛, 喜欢

探寻体验异文化, 因而倾向于选择具有刺激性、探险性的旅

游活动。但在风光景色秀丽的乡村度假休闲也是一部分青

年客源市场和商务旅游客源市场不错的选择。老年人闲暇

时间较多, 并且文化意识和健康意识强烈, 他们旅游的目的

主要是欣赏自然风光和瞻仰历史遗迹等, 因而集自然风光和

历史遗迹为一体的乡村旅游自然成了老年游客们经常光顾

的地方。

5 .3 受教育程度与活动偏好 不同文化层次间接的造成了

旅游者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以及需求层次等方面的明显差

异, 而旅游属于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 而追求较高层次需

求的人往往自身的文化素质也较高。因此, 调查样本中潜在

乡村旅游者因文化层次的不同, 呈现出不同的偏好, 尤其表

现在感兴趣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活动的选择上。

6  乡村旅游开发对策

通过对柳州市居民的抽样调查, 得出柳州市乡村旅游潜

在客源市场潜力的研究结论, 结合柳州市及周边地区的相似

景区景点的开发经验, 针对性的提出以下开发对策与建议:

( 1) 柳州每周大约有近20 万的市民寻求外出旅游, 按照

每个景区日接待能力1 万人的标准考虑, 需要有20 个相关的

旅游景点才能满足其需求; 加上桂林市民休闲度假需要, 柳

州市乡村旅游客源市场潜力较大。

(2) 柳州市居民外出旅游以中青年为主 , 占到外出旅游

人数的48 % 以上; 外出旅游对乡村旅游信息了解的渠道主要

是网络、杂志和朋友推介; 旅游强调个性和自由、注重体验 ,

渴望参与性较强的旅游产品。因此, 在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

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中青年人的特点, 设计和规划更多参与

性强、具有体验功能的产品和项目; 同时, 产品和项目开发应

着力于特色产品和项目以满足其娱乐体验和猎奇心理需求。

( 3) 潜在客源市场主要以企事业管理人员、公务员为主。

这部分游客有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 旅游消费潜力大 ,

出游率较高, 但出游时间不稳定。应针对其开发质量高的产

品, 并着力提高服务质量。

(4) 潜在客源的受教育程度以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为

主。高学历游客大多思想开明, 消费观念先进, 出游意识强

烈, 偏爱自然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在开发项目

上, 要着力满足其寻求异文化的心理, 开发民族特色产品。

( 5) 潜在客源市场出游目的以生态旅游、观光旅游、探险

旅游为主, 针对不同的出游动机, 未来应着力于提高乡村旅

游形象感知度、改善道路环境 , 以提高游客的到访率。

( 6) 潜在客源市场的出游方式以家庭自助游为主, 因此 ,

应开发适应家庭市场的产品。结合柳州乡村旅游的特色产

品, 特别是当地民族特色、农家产品的开发, 可以设计中档的

产品, 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同时, 在食宿设施建设上 ,

注意旅游环境和接待设施的卫生标准。

( 7) 潜在客源市场出游所能接受的旅游费用都较低。因

此, 要在景区增加旅游项目, 延长游客居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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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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