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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采用重要性 - 绩效表现分析法（IPA），

从游客感知的角度，对株洲市周边乡村旅游地属性的 12 个指标进行调查，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地的优劣势。

研究结果显示：游客对乡村旅游地的自然环境、可进入性、消费价格持肯定态度，但旅游基础设施和

食宿旅游要素仍是乡村旅游的短板；总体看来，游客对乡村旅游地各属性指标的满意度低于其重要性，

且差异显著。依据 IPA 方格图中的分析结果，株洲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采取继续提升、重点改进、

努力拓展、适度调整等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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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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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perception, makes an assessment about the 12 perceived items of Zhuzhou rural 
tourism by adopting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ural tourism.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t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ccessibility and consumption price, but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nd accommodation factors are 
still the weak points of rural tourism.In an overall view, the degree of tourists’ satisfaction to each attribute 
index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s lower than its importance, and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 of IPA,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Zhuzhou should adopt such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continuous promotion, focused improvement, hard expansion and moderate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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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 年

上半年）》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

总人次达 15.1 亿次，同比增长 10.2%[1]。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旅游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

遇。然而，在乡村旅游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

了低端同质产品过剩、实质活动内容体验缺乏等

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旅游供给与需求的失衡。

提升乡村旅游供给质量，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需以资源和市场为导向。那么，在乡村旅游

目的地中，哪些要素是游客所看重的，哪些因素

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换而言之，

乡村旅游目的地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才能对游

客产生吸引力，这是乡村旅游发展需要深入研究

的课题。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重要性 - 绩效表现

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

对乡村旅游游客感知的重要性（I）和绩效表现即

满意度（P）进行研究，并基于游客视角评价乡村

旅游地优劣势，据此提出相关对策，以期对乡村

旅游提质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

参考。

一 研究背景

游客感知是“旅游者对整个旅游消费过程中

产品属性及其表现与其投入，在契合其欲望和期

望的程度方面的综合评价”[2]。旅游感知对重游意

愿和推荐意向有着重要影响，是旅游地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目前，游客感知研究成果较为丰硕。部分

学者对不同主题旅游活动的游客感知进行了探讨，

如会展旅游 [3-4]、红色旅游 [5]、民俗旅游 [6]、节事

旅游 [7-8] 等。一些学者对具体旅游目的地或旅游景

区的游客感知进行分析。如董爽等人结合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主题模型方法，确定了国家矿

山公园游客感知维度及其构成因子 [9]。李根等人

从旅游要素（食住行游购娱）角度，对桂林旅游

目的地的游客感知进行了 IPA 分析 [10]。游客感知

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研究内容主要是根据旅游

情境设计量表对游客感知进行测评，研究方法多

采用 IPA 分析法进行比较评价。

目前对乡村旅游地的游客感知研究比较有限。

部分学者对乡村旅游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如粟路

军等人以长沙市周边乡村旅游景点为例，从景点、

住宿、餐饮、交通、娱乐、购物、服务等方面调

查了游客的满意度，并分析了其对游客总体满意

度的影响 [11]。周杨等人以广东省四个地区乡村旅

游点为例，对乡村旅游各构成要素（环境、支持

系统、吸引物、服务、投诉便利性）的满意度进

行了分析 [12]。张腾等人调查了金岭村乡村旅游地

的游客整体评价，建议做好“四全一高”的提升，

强化旅游体验深度 [13]。此外，部分学者对乡村旅

游游客感知的某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如胡烨莹等

人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分析，认为

乡村公共空间感知维度包括物理性功能特征和心

理性感知特征，乡村公共空间对游客地方感形成

有积极意义，心理性感知特征的正向影响作用明

显，而物理性功能特征的影响并不明显 [14]。黄冰

清等人采用 IPA 分析法，研究了乡村节事活动期

间游客对旅游公共服务的期望（重要性）与绩效

感知的差异 [15]。游客感知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

复杂心理过程，旅游地的具体情景因地而异，无

法采用统一标准化的尺度测度不同旅游地的游客

感知，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旅游游客感知进行测评。

本文选取湖南省株洲市周边三个乡村旅游点作为

研究区域，对乡村旅游游客感知进行调查研究。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选择

株洲市周边乡村旅游发端于“农家乐”，发展

至今，其业态类型不断丰富。本文选取悠移庄园、

大京风景区、仙庾岭风景区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

市郊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悠移庄园位于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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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市天元区群丰镇，是集规模葡萄观光采摘园、

菜蓝子工程时鲜果蔬基地、近郊休闲会议中心、

开心农场现实版、立体观光采摘种植示范园等于

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旅游庄园 [16]。大京风景区位

于株洲市芦淞区，距市区 15 公里，是一个山、水、

林自然景观与以金轮古寺为主的人文景观相结合

的旅游胜地，目前逐步形成了休闲、度假、娱乐、

农家美食一体化服务。仙庾岭风景区位于株洲市

荷塘区蝶屏乡境内，依托当地人文、生态资源，

结合新农村建设，以乡村风情体验为亮点，建设

集乡村度假、生态观光、农业休闲和文化体验于

一体的城郊休闲旅游基地。这三个乡村旅游点都

集中在城市郊区，交通便利，但各有特点：悠移

庄园以农耕文化及多样化体验见长，大京风景区

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色于一体，仙庾岭风景区以

荷塘风光和农家美食而闻名。

（二）问卷设计

乡村旅游游客感知量表设计借鉴已有研究成

果，依据实地游客访谈资料和个人体验结果，并

结合三个乡村旅游地的特性，从乡村旅游吸引物、

旅游服务、旅游环境三个方面，主要围绕旅游六

要素选取使用频度高的 12 项指标，构成游客感知

量表。问卷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

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信息；第二部分是旅游特

征，包括旅游动机、出游方式等；第三部分是游

客感知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计分法，对 12
项指标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进行打分，分值越高表

示越重要或者越满意。

为了提高问卷的针对性与适用性，笔者于 
2019 年 3 月初在仙庾岭进行了游客预调查，根据

现场调查反馈对问卷个别问项的表述方式进行了

修改优化。问卷正式调查于 2019 年 4 月下旬和

五一小长假进行，一共发放 350 份问卷，回收有

效问卷 312 份，有效率为 89.14%。

（三）研究方法

游客的满意感源自其对旅游地各属性的重视

程度，以及对各属性绩效表现程度的评价。重要度-

绩效表现分析法（IPA），是分析顾客对所消费商

品或服务的重要性和绩效表现的感知，具有简单

实用易操作、结果直观明了易解读的特点，该方

法能评价游客对旅游地各项属性的重要性与绩效

表现性（满意度），有助于明确旅游目的地应优

先改进的领域，目前该方法在旅游研究领域中已

得到广泛运用。为细分游客对指标层的重要性与

满意度之间的差异，采用 IPA 象限方格图对游客

感知进行评价。以重要性为纵轴，满意度为横轴，

以游客感知属性的重要性总体平均值和满意度总

体平均值为 X-Y 轴的分割点，根据 12 个指标的重

要性与满意度划分出 IPA 象限方格图；将空间分

为四大象限，即继续保持区（代表高重要性 - 高

满意度）、供给过度区（代表低重要性-高满意度）、

低优先区（代表低重要性 - 低满意度）和重点改

进区（代表高重要性 - 低满意度）。

三 结果分析

（一）样本结构

表 1 所示为乡村旅游游客感知调研数据样本的

结构特征，样本总数为 312。

由表 1 可知，此次抽样样本中，女性略占优势，

高出男性 4.48%；年龄以中青年居多，18~44 岁总

占比为 66.02%，55 岁以上的占比仅为 7.70%；受

教育程度以大专或本科为主，占比 46.79%，其次

是高中或者中专（30.13%）；从人均月收入来看，

表 1 乡村旅游游客感知调研数据样本的结构特征

项目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家庭人均月收入

 

职业

客源地

类别

男

女

18 岁以下

18~24 岁

25~34 岁

35~44 岁

45~54 岁

55 岁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或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2000 元以下

2000~4000 元

4001~6000 元

6000 元以上

公务员

事业单位人员

企业工作人员

学生

离退休人员

其他

本市

长沙

湘潭

其他

样本数

149
163
040
080
060
066
042
024
047
094
146
025
100
095
078
039
014
041
090
094
021
052
163
053
029
067

占比 /%
47.76
52.24
12.82
25.64
19.23
21.15
13.46
07.70
15.07
30.13
46.79
08.01
32.05
30.45
25.00
12.50
04.49
13.14
28.84
30.13
06.73
16.67
52.24
16.99
09.3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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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占比基本相当，这也表明了乡村旅游客

源市场的普遍性；从客源地来看，主要以株洲市

本地人群为主，占比为 52.24%，周边城市长沙和

湘潭也占有一定比例（26.29%）。

（二）游客对乡村旅游地属性的重要性感知

为保证问卷调查数据的可靠性，采用克朗巴

哈信度系数（cronbach reliability alpha）检测游客

感知量表的信度，发现 12 项指标的重要性和满意

度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947 和 0.935，远大于

Cronbach 系数 0.7，这说明量表内在信度非常理想。

乡村旅游地属性重要性和满意度感知测量结

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分析可知，乡村旅游地属

性指标重要性感知的均值在 3.503~3.978 之间，总

体均值为 3.803，标准差在 1.009~1.106 之间，表

明调查对象对各指标的重要性感知差异较小。从

12 项指标的重要性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良好

的服务质量”（3.978）、“便利的交通”（3.958）、

“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观”（3.946）。这一结果与

被调查对象选择乡村旅游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具有

一致性，调查结果显示：交通条件（55.13%）、

环境优美（51.28%）、出行距离（48.72%）是游

客选择乡村旅游地最重要的三大影响因素。

大众旅游时代，出游动机、旅游方式和消费

内容都出现了较大变化，旅游消费向品质化升级，

服务品质成为游客关注的首要指标。因此，“良

好的服务质量”在游客期望中显得尤为重要。乡

村旅游，尤其是城郊乡村旅游，其客源市场重要

特征之一就是近距离、高频率。此次抽样调查中，

长株潭的游客占比为 78.53%，出游方式以自驾为

主（63.78%）。自驾出游中，旅游地的可进入性

成为影响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

无疑成为乡村旅游地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次抽样中，“领略田园乡村风光”（65.06%），“放

松身心、享受自然”（65.14%）排在游客出游动

机的前两位，而“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观”又正是

迎合游客出游动机的硬件条件。

表 2 乡村旅游地属性重要性和满意度感知测量结果

代码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指标

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观

独特的乡土气息

多样化的娱乐消遣项目

参与性强的农事活动体验

便利的交通

合理的消费价格

良好的服务质量

经常性的营销宣传

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

地方特色农产品

住宿卫生条件

特色风味的餐饮

重要性

均值

3.946
3.744
3.731
3.588
3.958
3.920
3.978
3.503
3.833
3.702
3.923
3.808

标准差

1.036
1.078
1.026
1.059
1.106
1.077
1.022
1.052
1.054
1.063
1.049
1.009

满意度

均值

3.417
3.301
3.167
3.202
3.321
3.346
3.314
2.843
3.141
3.202
3.199
3.208

标准差

0.979
0.948
0.961
0.961
0.945
0.947
1.016
0.961
0.985
0.918
0.928
0.927

均值差（I-P）

0.529
0.443
0.564
0.386
0.637
0.573
0.664
0.660
0.692
0.500
0.724
0.600

T-value 值

08.476
06.637
08.778
05.181
11.307
08.955
10.897
09.427
10.346
07.600
10.582
09.591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三）游客对乡村旅游地属性的满意度感知

由表 2 可知，乡村旅游地属性指标满意度感知

的均值在 2.843~3.417 之间，标准差在 0.918~1.016
之间，总体均值为 3.222，相比游客对乡村旅游地

属性的重要性感知而言，满意度感知的得分较低。

游客对于株洲市乡村旅游的总体评价中，感觉“一

般”的占比为 42.95%，“比较满意”的占比为

40.06%，“非常满意”的占比仅为 7.05%。从 12
项指标满意度均值来看，得分最高的三个指标是

“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观”（3.417）、“合理的消

费价格”（3.346）和“便利的交通”（3.321）。

本研究所选取的三个乡村旅游点，自然环境优美，

田园风光突出，与繁华都市形成鲜明对比，在迎

合游客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动机上具有天

然优势。三个乡村旅游点散落在城郊，距市区较近，

交通便捷，同时旅游消费价格比较亲民，游客的

经济成本感知良好。在调查中发现，游客认为消

费价格“实惠”的占比为 20.19%，“一般，还可以”

的占比为 59.94%，“比较贵，但能接受”的占比

为 14.74%，“太贵”的占比仅为 5.13%。各项指

标中，满意度偏低的是“经常性的营销宣传”（2.843）
和“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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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村旅游游客感知 IPA 分析

T 检验是进行 IPA 分析的前提，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乡村旅游地属性的重要性和满意度是

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发现，12 项指标配对均

数差值为正值，表明重要性的均值在各项指标上

均超过了满意度，说明株洲市乡村旅游地的实际

表现与游客期望值之间还有一定差距。就差异的

显著性而言，T 检验显著性概率 sig 值为 0.000（见

表 2），表明 12 项指标的重要性和满意度存在显

著差异，说明乡村旅游游客对其预期重要性和实

际满意度有较为清晰的区别认识。

本研究采用 IPA 分析法，对比分析游客乡村旅

游地属性重要性和满意度的感知差异。以乡村旅

游地属性的重要性感知为纵轴，满意度评价为横

轴，以满意度的总体均值（3.222）和重要性的总

体均值（3.803）为 IPA 方格图的交叉点，12 个指

标的重要性均值和满意度均值映射在四个象限中，

形成乡村旅游游客感知 IPA 方格图，如图 1 所示。

第一象限是高重要性、高满意度的继续保持

区，包括四个指标，即“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观”“便

利的交通”“合理的消费价格”和“良好的服务

质量”。这四个指标对游客非常重要，而株洲市

城郊乡村旅游地在这四个方面也表现比较突出，

游客的满意度较高。不过由表 2 中的 I-P 均值差来

看，这四个指标的满意度均值都低于重要性均值，

均值差在 0.529~0.664 之间。这表明株洲市城郊乡

村旅游地在继续保持以上方面优势的同时，需进

一步提高和改善这些特征，加强对乡村生态环境

和乡村特色风貌的保护，守住绿水青山的乡村旅

游底色。

第二象限是高重要性、低满意度的重点改进

区，包括“住宿卫生条件”“完善的旅游基础设

施”“特色风味的餐饮”三个指标。游客认为，食、

住要素及旅游基础设施在乡村旅游中比较重要，

各指标重要性的平均得分高出了重要性的总体均

值；但在旅游体验中，实际的满意度却不尽如人意，

满意度得分在 3.141~3.208 之间。乡村旅游地在这

些方面需特别重视，应集中资源加以改善。

第三象限是低重要性、低满意度的低优先区，

包括“多样化的娱乐消遣项目”“地方特色农产

品”“参与性强的农事活动体验”“经常性的营

销宣传”四个指标。相比较其他象限的指标而言，

该象限中的这些特征项并没有得到旅游者较多的

重视，而株洲市城郊乡村旅游地在这些方面也未

令游客感到满意。目前游客对该区域预期尽管不

高，但随着旅游需求的变化，娱乐项目、农事体验、

特色旅游购物等都将成为乡村旅游新的吸引力，

这些指标满意度的改善将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

新动力。

第四象限是低重要、高满意度的过度供给区，

仅包括一个指标“独特的乡土气息”。结果表明，

游客普遍肯定乡村旅游的乡村特色，但该指标的

重要性有限，乡土气息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因素。

对于乡村旅游地而言，该项特征无需再刻意为之，

顺其自然即可。

四 结论与建议

从乡村旅游地属性重要性感知测量结果来看，

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地可达性以及自然景观的吸

引力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乡村旅

游游客感知的 12 个指标进行 IPA 分析，发现游客

对株洲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自然环境、可进入性、

消费价格持肯定态度，这也是乡村旅游地的优势

区。与城市相异的自然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以

及亲民的消费价格赢得了游客的高频率消费，但

旅游基础设施以及食宿旅游要素仍是乡村旅游的

短板。IPA 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均值

大于满意度均值，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针

对 IPA 方格图第一象限中的重要性与满意度都高

于整体均值的各项指标，应采取继续保持、继续

提升的策略；针对第二象限重要性高但满意度低

的指标，应采取正视问题、重点改进的策略；针

对第三象限重要性、满意度都低的指标，应采取

积极提升、努力拓展的策略；针对第四象限重要

性较低但满意度较高的指标，应采取适度调整的

图 1 乡村旅游地 IP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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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鉴于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对株洲市城郊

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继续提升

一是守护好乡村青山绿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也是乡村旅游

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坚持

开发与保护并举，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生态

环境质量，保持乡村青山绿水的优势，实现美丽

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优质发展相统一。

二是提升乡村道路的通达性。乡村旅游交通设

施配套包括村落外部交通、村庄内部道路、停车

场、服务驿站、道路标识系统等，交通设施是满

足游客接待需要的基础配置，承载着乡村旅游的

门户形象，决定着乡村旅游吸引的游客量。提升

乡村旅游道路通达性，重点解决乡村旅游区内部

交通不畅、停车场不足、慢游交通系统缺失等问题；

完善乡村旅游地公路网络布局，拓宽乡村公路宽

度，结合实际修建旅游步道、自行车道慢游等交

通系统，改善村内停车设施，进一步强化株洲市

乡村旅游地道路的通达性。

三是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文化和旅游部等 13
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

动方案（2018 年—2020 年）》，针对乡村旅游提

质升级的制约因素，围绕补短板、强弱项、促升级，

从补齐乡村设施建设短板、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建立健全产品和服务标准、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加大配套政策支持五个方面作出了系统部署。

其中对民宿、农家乐等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市

场监管等标准提出了要求。标准化是质量提升的

基础，以标准化规范乡村旅游市场秩序，能为旅

游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保障，提供更稳定的旅游服

务。首先，应根据各地乡村旅游目前的发展程度，

制定完善各领域、各环节服务规范和标准，提出

旅游服务质量要求。其次，要检查服务标准贯彻

执行情况，对照乡村旅游服务标准，通过评级的

办法、动态“星级”管理等制度设计，督促旅游

从业者提升旅游接待水平。总之，通过标准化体

系建设来整体提升乡村旅游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

量，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规范发展。

（二）重点改进

一是健全旅游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完善是乡

村旅游发展的前提，应加强乡村旅游供水供电、

垃圾污水处理以及环卫、通讯、安全救援等配套

设施建设。对标旅游市场需求，综合改善旅游基

础设施，提升乡村旅游发展保障能力。乡村环卫

设施应坚持数量质量升级，满足“数量充足，卫

生方便”最基本的要求。乡村信息服务设施应与

游客接待规模相匹配，具备充足完善的导览标识，

明确导向、解说和警示，提升旅游便利性。

二是打造乡村特色美食。乡村美食不仅是旅

游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乡村旅游吸引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乡村吃农家菜已成为城市居

民休闲度假的选择之一，本地绿色、无公害农产

品是乡村美食原材料优势的体现，传统的加工制

作方法充分展示了乡村厨艺的浓郁乡土特色。要

深入挖掘、推广乡村本土特色菜式，加强特色菜、

农家菜、山野菜等菜品开发，以体现乡土性和独

特性。要重点突出当地生态特色、文化特色、民

俗特色，打造一系列美食名品与名店，借助乡村

美食推动当地旅游发展。

（三）积极拓展

一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株洲市乡村旅游产品

业态比较单一，且同质化现象严重。推动乡村旅

游提质升级，一方面要促进传统乡村旅游产品升

级，另一方面要对接市场需求建设乡村旅游新业

态。以农业观光旅游产品为例，除了开发传统的

观赏功能外，还可更多地挖掘其知识性和参与性

功能，进行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如针对亲子市场、

研学市场，打造兼顾农业生产与科普教育的教育

农园，扩大旅游产品谱系规模，满足游客多元化

需求。

二是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株洲市乡村旅游

产业链不完备，尚未形成有市场影响力的产品集

群。可通过“旅游 +”“+ 旅游”来推动多产业融

合，拓展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挖掘旅游消费潜力。

以农副产品为例，乡村旅游带来了消费流量，可

通过包装策划，主打绿色特点，实现“农副产品”

到“旅游商品”的资源转化；可通过在农副产品

的生产空间植入旅游体验环节，实现“农业生产

空间”到“旅游体验空间”的功能转化。

三是加强乡村旅游市场营销。要发挥当地政府

职能部门在乡村旅游营销方面的组织规划、协调

推动等作用，整合利用各类宣传营销资源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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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运用网络营销、农事节庆营销等多种方式，

依托乡风民俗、田园美食、自然风景等要素，充

分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展示地区特色，突出主

打形象，提升乡村旅游整体吸引力。

（四）适度调整

处理好乡村性与现代化的关系。乡村性是乡

村旅游独特的卖点，乡土文明能提供都市生活所

不能提供的资源，客源地城市性与目的地乡村性

的对比是乡村旅游吸引力所在。而乡村振兴战略

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的有机更新不可

避免，原住民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成为必然。因此，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保护乡村性，

又要在保护乡村性的前提下实现村民生活基础设

施、社会服务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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