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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乡村旅游客源的市场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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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调查及数据统计,对珠三角地区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地域结构和游客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乡

村旅游客源市场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市场稳定,游客群体以收入和文化程度都较高的中青工薪阶层为主.珠三角乡村旅游在

今后的发展中,需要优化保持珠三角主体市场,重点拓展粤东西北和港澳台入境客源市场,合理发展其他省份和地区潜在市

场.同时,要注重企业上班族、公职人员、求学学生、中产阶层以及离退休职工这5大细分市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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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假日经济”的启动,国内的旅游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专线旅游在减少,短线旅游和

城市周边旅游在增加[1],特别是随着私家车拥有量逐年增加,近距离的自驾车出游市场增长迅速.研究表

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中40%以上的目的地是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巨大的市民周末游

憩市场在近距离出行规律的作用下,频繁地指向郊县(区)[2].乡村旅游作为环城游憩带的重要组成,在旺

盛需求的带动下进入了一轮高速发展期,在一些城市已形成固定的乡村游客群体[3].
珠三角乡村游发展势头、火热程度均高于全国各地.清新的空气、乡土的气息、民俗的风情、田园的风

光吸引着珠三角地区居民走向理性出游消费,更多人选择了在节假日避开人流高峰的近郊短途旅游[4].同
时,乡村旅游也逐渐开始占领该地区旅行社出游市场,在旅行社的旅游产品中,乡村游占据的比例以约

10%的速度逐年上升,2008年乡村游的产品数量已占总产品数量的40%左右.分析客源市场地域结构和

游客特征可以为该地区主体市场的深度研究奠定基础,有利于客源市场的科学定位和进一步的开拓.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市场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以此作为对珠三角乡村旅游市场游客特征

分析的数据基础.选取了珠三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田园风光旅游地、农业园区、乡村度假村、古建筑古村落

和民俗风情村五大类乡村旅游景点作为调查点.调查对象为到上述各景点旅游的游客.调查共发放问卷

1500份,回收1387份,有效问卷为1178份,有效率78.53%.调查结束后,笔者通过 Excel进行数据统

计,并对该地区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地域结构和游客特征进行了分析.

∗ 收稿日期:2012 05 21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6B70103029;2011B070300069)
作者简介:郭　丽(1981 ),女,四川宜宾人,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和乡村发展研究

通讯作者:章家恩(1968 ),男,湖北广水市人,华南农业大学热带亚热带生态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生态学、农
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E-maile:jeanzh@scau.edu.cn.



2　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地域结构分析
乡村旅游客源地及其结构取决于2个方面:(1)乡村旅游现实的客源地市场及其地域结构;(2)机会市

场的拓展.在乡村旅游现实的客源地市场体系中,一些地区并不是现有市场的主要客源地,但对乡村旅游

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此类市场为乡村旅游的机会市场.

图1　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地构成

从本次的调查结果来看,珠三角乡村旅游地的

游客主要来自广东省内,其中496人是来自目的地

所在市区,占42%,有349人来自珠三角地区,占

30%,167人来自粤东西北地区,占14%.港澳台以

及其他省份和地区的游客分别只占了总人数的8%
和6%(见图1).统计表明,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地

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占72%),粤东西北地区、
港澳台以及较远距离的其他省份客源的游客数量相

对较少(注:图中标注数字均表示该选项人数所占总

人数的百分比,下同).
调查数据和分析表明珠三角地区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客源稳定.在未来的一段时

间里,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地域结构仍将由以下几大类构成:
(1)珠三角主体市场.据有关研究表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占到总接待人数的40%~60%,便为其一

级市场或主体市场.目前,本市及珠三角地区占据了该乡村旅游市场的72%,是珠三角乡村旅游发展的主

体市场,未来也必将由这一主体市场支撑和带动发展.
(2)粤东西北地区以及港澳台湾二级客源市场.作为广东的先富地区,尤其是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及乡

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吸引了粤东西北前来参观和学习的大批人群.而港澳台与广东毗邻,许多居民原籍珠

三角,因地缘、亲缘关系,他们经常回乡祭祖、探亲旅游或是进行经贸交流,成为了珠三角地区乡村旅游的

重要客源.
(3)其他省份和地区三级客源市场.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区,在经济、文化、科技、金融

业和服务业都位居全国前列,很多省份和国外的人都希望来珠三角参观学习,这也就形成了来珠三角学习

交流的庞大队伍.而珠三角优越的生态状况、优美的自然景观以及与之相异南国风情对他们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这是珠三角乡村旅游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市场.

3　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游客特征分析
市场面的宽窄,反映了潜在市场量的大小,可以通过游客的人口学特征来反映[5].人口学特征(性别、

年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常住地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旅游者的特质.由于每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的

不同,使得他们在认知、情感和活动偏好等方面也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反映到旅游决策过程中,不仅要

受到共性特征(感知环境)差异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个性(认知、情感和活动偏好)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可
以说,人口学特征是旅游市场最基本的特征,调查和分析游客的人口学特征是研究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市

场的首要工作.本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和分析如下:
(1)男女比例特征.一般而言,不同性别的旅游者的旅游需要有很大的差异.在本次抽样调查中,男性

稍多于女性,性别比例均衡,分别为53%和47%(见图2).可见,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旅游景点对男性和女性

都具有吸引力,没有表现出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
(2)年龄结构特征.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由于身体机能和生活阅历的不同,将对不同的旅游方式产生不

同的兴趣选择,因此在相同文化和经济水平条件下,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常常会有不同的旅游选择.调查

结果表明,珠三角乡村旅游者主要集中在19~40岁之间,占69%(见图3).由此可见珠三角地区乡村旅游

对中青年人的吸引力最大.这部分人群以有闲暇时间的大专、本科学生以及有钱的工薪阶层为主,他们对

乡村旅游的意义均有较为明确的理解,是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当中最为重要的旅游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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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珠三角乡村旅游者男女比例结构 图3　珠三角乡村旅游者年龄构成

图4　珠三角乡村旅游者文化程度构成

　　(3)文化程度特征.不同的文化程度客观地反映

了人们所受教育的层次差异,同时也间接的影响到人

们的感知范围以及感知深度.在此次抽样调查中,初
中及以下和硕士以上的游客数量相对较少,分别占

10%和8%,游客群体以大专和本科高文化层次为主,
占了65%,高中及中专的有209人,占18%(见图4).
统计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乡村旅游的游客文化层次

较高,客源素质好.
(4)职业分布特征.职业不同,工作的环境气氛

也不同,所属的团体也不一样,这不仅会影响到人们

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导致人们偏好上的差异,另外,由
于职业的不同直接导致收入水平的不同,最终影响到此类职业从事者的旅游消费水平与消费行为.统计数

据表明,珠三角乡村旅游游客的职业分布广泛且比较均衡(见图5).其中前三位的分别是企业管理人员

318人,占27%,学生176人,占15%,公务员158人,占13%,这与他们的休闲时间及对乡村的需求有关.
离退休人员虽然有充裕的闲暇时间,但仅占总体游客量的8%.因此,对这部分客源还有待于深入开发.

图5　珠三角乡村旅游者职业构成

(5)收入水平特征.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一

个人能否最终实现旅游欲望以及真正实施旅游行为

后旅游消费水平的高低.在本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80%的游客月收入处于中等水平,主要集中在2000
~4000元(见图6)之间.结合珠三角的消费水平,在
职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在2000~4000元之间,
调查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这也说明了珠三

角乡村旅游因距离近程、消费较低等原因吸引着众多

的游客.
(6)游客常住地特征.空间因素对旅游行为的影

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常住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

环境差异,二是市场驻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距

离.常住地对一个人旅游决策行为和偏好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乡村旅游市场细分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本次

调查的结果来看,城镇居民占了珠三角乡村旅游市场的主要市场份额,常住地为市区的为709人,占60%,
常住地为镇的为318人,占27%.来自乡村地区的游客较少,仅占13%(见图7).统计结果表明,久居城市

的居民偏好宁静、休闲旅游地,回归自然的需求比较强烈.而常住在乡村地区的对乡村旅游的期盼不大,少
数人会选择到与本地区民俗风情不同的其他乡村去体验或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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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珠三角乡村旅游者收入水平构成 图7　珠三角乡村旅游者常住地构成

　　本次调查结果以及分析表明,珠三角乡村旅游游客的大部分人口学特征指标都相对集中.从性别上看

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从年龄结构来看,19~40岁这一年龄段的中、青年是乡村旅游的主力军,占了69%.从
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相关度最高的3大指标来看,大专及本科居多,占了65%,高中及中专其次,主要

是因为有一定学历的管理阶层人员或干部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他们的收入多在2000元以上.从常住地来

看,本市及珠三角地区长居城镇的游客最多.

4　结论与建议
4.1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地域特征及优化

珠三角地区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市场稳定.在今后客源市场的开发中应在保证近

距离客源市场的前提下,注意倾向于港澳台及国内高质量客源市场的进一步开发.
(1)优化保持珠三角主体市场.珠三角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旅游逐渐

成为人们生活的必要需求.回归自然、返朴归真成为人们的休闲时尚,人们越来越希望到农村和农业环境

去寻求旅游空间,欣赏田园风光,享受农家欢乐[6].另外,随着休闲制度的改革即“五一”黄金周法定节假日

从过去的3d变为1d,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3大传统节日各放1d,这些都将为历来重视传统的广东

居民提供一个纪念传统节日的短途出游机会.珠三角乡村旅游在今后务必结合这一主体市场的需求特征

来优化发展.
(2)重点拓展粤东西北和香港、澳门、台湾入境客源市场.乡村旅游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扶贫和示范作

用,因此,珠三角可以通过建立乡村旅游示范区吸引大批粤东西北地区的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而港澳游客

一直以来都是广东省优势入境客源,占广东省入境客源95%以上.随着粤港澳社会经济联系的频繁、旅游

资源与市场的共享加强以及近年来两岸经贸往来的密切,珠三角凭借良好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特色,港澳台

游客数量与日俱增.珠三角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可以吸引大批港澳台游客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

参与度假型乡村旅游,还可以吸引更多经港澳台的外国人有机会接触到省内一些乡村旅游景区.
(3)合理发展其他省份及地区潜在市场.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的差异,乡村旅

游对80%以上来自城市居民群体具有诱惑性.桂林阳朔地区利用秀甲天下的岩溶山水和热带亚、热带农

家小景,吸引了国内外游客观光休闲;湖南张家界景区内及景区边缘乡村地区的土家风情和家庭饭馆,对
全国甚至全世界游客也显示出了同样效果.对于远距离的省外游客来说,他们一般都是慕名而来的,渴望

体验岭南独具特色的田园风光,乡村旅游地的知名度至关重要.高质量和有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只要经

过精心塑造和有效经营,其他省份及地区这一市场还有可能发展成为二级市场甚至一级市场.
4.2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市场游客特征及重点开发对象

珠三角乡村旅游景点的游客大多为文化层次较高、收入较稳定的中青年,老年旅游者所占比例不高.
从职业构成上来看,企事业单位职员、管理者、公务员与教医职人员、学生是珠三角乡村旅游的主体.根据

以上结论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珠三角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拓展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大细分市场:
(1)企业上班族.在经济珠三角这样快节奏的城市,企业上班族的工作压力不言而喻.绝大部分上班

族认可旅游是缓解压力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到近郊观赏乡村风光、体验民俗风情与文化以及感怀乡土气

息,不但能改变单调的生活,更能使全身心都得到放松.目前,企业上班族是珠三角乡村旅游最主要的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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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
(2)公务员与教、医职人员.这部分人群收入较高且来源稳定,文化层次高,闲暇时间充裕,对乡村旅

游有较多的认识和强烈的需求愿望,他们是珠三角地区最稳定的乡村旅游者.
(3)求学学生.在珠三角地区,家长和学校都特别重视对孩子的全面培养,乡村的特殊性使之具有无

可比拟和替代的教育优势,这种特殊需求可以通过乡村旅游的形式得到满足.在乡村体验旅游中突出农业

科普知识、趣味性、参与性、环保等主题,依托独特的农业旅游资源,开发中小学生春游、郊游等活动,具有

较好的发展前景[7].目前,学生群体在珠三角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部分市场具有数量大、稳定和持

久的特点,发展前景广阔.
(4)中产阶层.城市中文化素养较高的先富者,如企业家、商人及个体经营者.对于这些事业比较成功

的人士,在商场中打滚久了,难免身心疲倦.他们一般会选择到乡村出游,除了能放松身心外,还能利用乡

村优美的自然地理环境,招待客户和联络感情.他们是珠三角乡村旅游非常重要的客源对象.
(5)离退休职工.很多离退休人员都来自于农村,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使他们对农村有特殊的眷恋和

情怀.在退休之后,他们大多希望重新感受乡村生活的气息.因此,乡村旅游对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
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却喜欢乡村自然幽美环境的退休人员,对乡村旅游也是很向往的.这部分人群都有很

好的退休收入,完全是有钱有闲同时又有动机的客源,属于珠三角乡村旅游中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的客源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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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RuralTourism MarketStructureinPearlRiverDelta

GUOLi1,2ZHANGJia-en2

(1EconomicsandManagementDepartment,LuodingPolytechnicCollege,Luoding527200,GuangdongChina;

2.InstituteofTropicalandSubtropicalEcology,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42,China)

Abstract:Somestatisticaldatafromsurveyareusedtoanalyzetheregionalstructureoftouristmarket
andthecharacteristicsoftourists.Itisconcludedthatthesourceoftouristsaregeographicallycentral-
ized,andthenumberoftouristisrelativelystable.Theprimarytouristsourcemarketsarecomposedof
themiddle-agedandtheyoungwageearnerswhoseincomeandeducationlevelsarehigh.Forthefuture
developmentofruraltourisminPearlRiverDelta,itisnecessarytoenhancethekeymarketinthePearl
RiverDelta;toexpandtouristmarketintheeast,westandnorthofGuangdong,HongKong,Macaoand
Taiwan;andtoexploitthepotentialmarketsinotherprovincesandareas.Meanwhile,attentionmustbe
paidtothedevelopmentofthefivekeymarketsegmentswhichareconstitutedbyofficeworkers,of-
ficers,students,middleclassandretiredworkers.
Keywords:regionalstructure;touristcharacteristics;ruraltourism;PearlRiver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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