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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等意义巨大。乡村旅游消费行为在不同职业群体 中的分异状 

况，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以抽样调查方法所获得的长沙市居民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的丰富基础数据，按照出游频次分群 

统计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在交通方式、花费水平、出游距离上表现出出游频次的分异特征；在停留时间、信息渠道上呈现出出游频次的同 
一 性；在出游方式、住宿选择表现出出游频次的分异与同一性并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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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乡村旅游在欧洲出现得很早，在 19世纪 

中后期，英国、法国就出现了最早的乡村旅游活动。早期的 

乡村旅游具有比较明显的贵族化特点，普及性不强。20世纪 

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发展乡村旅游的进 

程，乡村旅游很快就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快速走上规范 

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明显的发展潜力。国外 

对乡村旅游的研究，面广深度可观，在乡村旅游的概念、乡 

村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乡村旅游的市场营销研究等方面有 

系统的研究成果。市场特征的研究，是市场营销领域的一个 

重要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Pearce等从发展的角度对乡村 

旅游提出了认识，并对市场营销问题作了一定的论述 。 

Pottll H．基于乡村旅游使用器具和媒介上对具体的市 

场营销方法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 。美国俄勒冈州农业局 

出版的 <农庄和农场娱乐资源手册》中对市场营销作了一定 

的规定和阐释 。 

在我国，乡村旅游活动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 

以严格的定点方式开展了一些具有乡村旅游性质的政治性 

接待活动。真正意义上乡村旅游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 

年代后期。1998年旅游活动主题确定为 “华夏城乡游”， 

推进我国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2006年旅游活动主题是 

“乡村旅游年”，把我国乡村旅游推向了新的高潮，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乡村旅游热潮，乡村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发与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密切结合，对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 

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我 

国学术界也掀起了乡村旅游研究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概念界定、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乡村 

旅游的产品分析 、乡村旅游的发展策略研究 、乡村旅游的 

规划与开发、乡村旅游实证与个案研究等IS-14]。在乡村旅 

游市场营销领域的研究，还比较欠缺，通过大量的问卷调 

查获取乡村旅游信息，根据出游频次对乡村旅游市场进行 

市场细分，比较不同出游频次的乡村旅游消费行为之间的 

差异性的研究成果 ，还未见报道。 

2．研究意义。乡村旅游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城乡二元 

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旅游消费行 

为出游频次分异特征的揭示，在理论上丰富了旅游市场研究 

的内容，科学地认识了乡村旅游市场规律；在实践上对乡村 

旅游企业进行市场细分，科学的市场定位，寻找目标市场、 

选择正确的营销渠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城市周边游憩带的研究表明，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开 

发，对城市客源市场的依赖性很明显，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 

带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时间分布也带有良好的稳定性，这 

对于我们实施抽样调查过程中，样本时空分配方案制定，易 

于贴近客观情况。我们的抽样调查，充分考虑客源的时空差 

异性，以保证所获基础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选取了长沙 

市辖区内的芙蓉、开福、天心、岳麓、雨花五区和长沙、宁 

乡、望城三县及浏阳一市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景点作 

为调查对象，分别代表了自然风光类、文化遗产类、乡村生 

活类、休闲活动和生态类产品。调查的时间从2006年3月 

份开始，、到7月份结束，历时4个多月。代表了春夏两季， 

获得了周一到周五工作Et，周末双休Et，五一黄金周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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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段内的样本。采取问卷留置调查法在各乡村旅游景点由 

景点工作人员实施，强调调查时机的选择，要求让被访者在 

乡村旅游结束时，利用休息时间填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问 

卷的质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500份，回收 1258份，回收率 

83．87％，其中有效问卷1087份，有效率86．41％。调查 

结束后，我们对 1087份有效问卷采用 EXCELL软件，对问 

卷数据和总数分别进行了分类、统计、汇总、比较、归纳、 

总结，按出游频次进行市场细分，得出了乡村旅游消费行为 

的出游频次分异特征。 

三、样本背景及其代表性 

在本次抽样调查的 1087份有效问卷中，从性别看，结 

构较均 衡，其 中男性 500人，占 46％，女性 587人，占 

54％；从年龄看，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25岁至44岁之间， 

有478人，占43．97％，小孩与老人较少，分别有37人与 

83人，占3．40％与7．64％。15岁至 24岁的有 267人，占 

24．56％，45岁至 64岁的有 222人。占20．42％；从文化 

程度看，小学及以下的有 24人，占2．21％ ，初中的有 159 

人，占14．63％，高中及中专的有338人，占31．09％，大 

专或本科的有497人，占45．72％，研究生及以上的有 69 

人，占6．35％；从收入水平看，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499元 

以下的有 52人，占4．78％，500—999元 的有 197人，占 

18．12％ ，1000—1999元的有 445人，占40．94％，2000— 

2999元的有 282人，占25．94％，3000元以上的有 111人 ， 

占 10．21％。从职业看 ，每种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并且相 

对均衡。其中工人有 47人，占4．32％，学生 124 人，占 

11．41％，公务员 194人，占 17．85％，农 民85人，占 

7．82％，教师131人，占12．05％，专业技术人员 129人， 

占11．87％，企事业管理人员 127人，占11．68％，服务人 

员或销售人员 134人，占12．33％，离退休人员89人，占 

8．19％，其他 27人，占2．48％。 

在乡村旅游出游频次上，其中1次的有 136人，2—3次 

的有463人，4—5次的有251人，5次以上的有 225人 ，根 

据城市居民年出游频次的实际情况与表示的方便，我们把出 

游频次为 1次的旅游者称为低频次旅游者，2—3次的称为中 

低频次旅游者，4—5次的称为中高频次旅游者，5次以上称 

谓高频次旅游者。可见，每个出游频次都具有相当的样本， 

能够较好的反映不同出游频次的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 

四、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的出游频次的分异分析 

1．出游方式的频次分异。乡村旅游的出游方式的偏好， 

长沙市居民主要集中在同家人一起 (32．25％)、亲友结伴 

(28．81％)，单位组织也相对较多，占到21．0o％，通过旅 

行社组织的较少，只占8．64％，一个人出游的比例更小， 

占6．97％。按照出游频次分群统计数据表明，存在分异与 

同一性并存特征。旅行社组织、同家人一起、亲友结伴出游 

方式上表现出一定的出游频次同一性，在一个人、单位组织 

出游方式上，表现出出游频次分异特色，其中以低频次游客 

在一个单独出游所占的比例最大，为 13．97％，并且表现出 

随着出游频次的增加，一个人单独出游的比例变小，高频次 

游客以单位组织所占的比例最大，为 30．66％，同时呈现出 

单位组织与出游频次呈负相关关系。 

表 1：出游方式的频次分异 

Table I．The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travel modes 

2．交通方式的频次分异。乡村旅游交通方式的选择，长 

沙市 居 民 明显 倾 向 于 自家 车 (34．31％)、单位 车 

(24．20％)，而 自行车 (2．12％ )、火 车 (2．94％)、出 

租车 (5．80％)较少受到欢迎。乡村旅游交通方式选择的 

出游频次分异色彩明显，总体上看，摩托车与公交车使用比 

率与出游频次负相关，自家车与单位车使用比率与出游频次 

正相关；具体看，低频次旅游者在选择长途汽车、摩托车与 

公交 车上 最 为 突 出，分别 占 26．47％、10．29％ 与 

12．50％，而在选择自家车与单位车上的比例最小，分别占 

22．79％与12．50％，高频次旅游者选择自家车与单位车最 

多，分别为39．15％与31．60％，而选择摩托车与公交车的 

比例最小，分别为3．37％与4．25％。 

3．停留时间的频次分异在接受调查者中，43．02％的长 

沙市居民乡村旅游的时间为 1天，其次是36．83％选择 2 

天，位居第三的是3天，有12．·18％，总体上表明一种周末 

出游的时间安排。按照出游频次分群统计数据表明，长沙市 

乡村旅游时间花费，存在一定的出游频次的同一性。具体 

看，低频次的游客停留1天的比例最大 (53．33％)，停留3 

天的比例最小 (7．41％)，次低频次的游客停留5天的比例 

最小，只占0．66％，次高频次的游客停留3天的比例最大 

(16．67％)，高频 次 的游 客 停 留 2天 的 比例 最 小 

(29．o5％)，而在停留5天的比例最大，并且出现了突变色 

彩 ，占到了 11．43％。 

表2：停留时间的频次分异 

Table 3．The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duration of stay 

4．花费水平的频次分异。在花费水平上，集中在200— 

599元之间，占 59．02％，花 费在 200元以下的只占 

12．72％，500元以上的也较少。具体从出游频次分群考察， 

花费水平的出游频次分异色彩明显，花费水平在 399元及以 

下呈现出花费水平与出游频次负相关，而花费水平在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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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呈现出花费水平与出游频次正相关 ，次低频次到次高 

频次上有两个突变，一个在 199元及以下区间上从 30．83％ 

降低到 19．26％，一个在4OO～599上区间上从 14．29％上 

升到27．13％，次低频次到次高频次也有两个突变，一个在 

200—399元区间上从34．36％降低到20．o0％，一个在 600 

— 799元区间上从 9．19％上升到 20．41％，高频次在 1000 

元及以上所占的比例最大，为 13．40％。 

表3：花费水平的频次分异 

Table 4．The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consumption level 

5．信息渠道的频次分异。总体上，“亲友介绍”与 “旅 

游宣传册”是长沙市居民乡村旅游的主要信息渠道，有 

33．34％的居 民乡村旅 游信 息来 源 于 “亲 友介绍 ”，有 

22．49％的居民乡村旅游信息来源于 “旅游宣传册”，而传 

统的信息渠道报纸、电视所 占的比重较小，分别只占到 

15．45％与7．92％，旅行社对乡村旅游信息的传播作用有 

限，只占9．13％。按照出游频次分群统计数据表明 ，长沙 

市居民乡村旅游信息来源出游频次分表现出较强的同一性， 

其中次低频次游客通过旅行社获得乡村旅游信息的比例最大 

(10．10％)，低频次游客通过常规信息渠道报纸杂志与电视 

的比例最大，分别占20．0o％与11．43％，网络是在高频次 

游客获取信息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11．33％)。 

表 5：信息渠道的频次分异 

Tab le 5．The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information channels 

6．出游距离的频次分异。总体上考察，乡村旅游出游的 

时间距离为2小时以内，占67．10％，其中41．07％的居民 

选择 为 1—2小 时 车程 (单 程 )，而 1小 时之 内 只 占 

26．03％，出现了城市周边游憩带的空心环结构，原因居民 

认为是离城市太近，没有出游感觉 ，离城市太远 ，时间上不 

好安排和太累。按照出游频次分群统计表明，长沙市居民出 

游距离表现出出游频次的同一性 ，均以较大比例选择离住地 

2小时内的车程，其中低频次游客 1小时车程以内的比例最 

大 (31．34％)，2—4小时车程的比例最小，其中2—3小时 

占 18．66％，3～4小时占9．48％，次高频次游客在 3～4 

小时车程中的比例最大 (12．48％)，次高频次游客在 1小 

时车程比例最小 (22．00％)，高频次游客在4小时以上的 

比例最大 (6．60％)。 

表6：出游距离的频次分异 

Table 6．Th e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travel distance 

1小时以内 1～2小时 2～3小时 3-4小时 4小时以上 

7．住宿选择的频次分异。从总体上考察，长沙市居民乡 

村旅游住宿选择 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高档 (宾馆)与低档 

(农家)均受到青睐，而中档 (旅馆、招待所)受欢迎程度 

较低，其中选择宾馆的占31．24％，农家占32．92％．原因 

是选择宾馆是为了舒适，选择农家是为了感受乡村气息，体 

验乡村生活。住宿选择的出游频次分异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低频次游客选择住旅馆、招待所的比例最大，占33．85％， 

而选择宾馆的比例最小，为17．42％，选择住宾馆以次低与 

次高游客，分别占41．17％与 43．6o％ ，高频次游客选择住 

农家最多 (43．34％)。在亲友家住宿选择上，表现出了出 

游频次的同一性。 

表7：住宿选择的频次分异 

Table 7．Th e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accommodation choice 

五、基本结论及研究局限 

1．基本结论。长沙市居民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的出游频次 

分异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在出游方式上，表现出分异与同一 

性并存特色，旅行社组织、同家人一起、亲友结伴出游方式 

上表现出一定的出游频次同一性，在一个人、单位组织出游 

方式上，表现出出游频次分异特色；交通方式上 ，出游频次 

分异色彩明显，摩托车与公交车使用比率与出游频次负相 

关，而自家车与单位车使用比率与出游频次正相关；停留时 

间上，存在一定的出游频次同一性；花费水平的出游频次分 

异色彩明显 ，花费水平在 399元及以下呈现出花费水平与出 

游频次负相关 ，而花费水平在 400元及以上呈现出花费水平 

与出游频次正相关；信息渠道的出游频次分表现出较强的同 

一 性 ；出游距离表现出出游频次的同一性，均以较大比例选 

择离住地2小时内的车程；在住宿选择上，选择住旅馆、招 

待所与宾馆上，表现出出游频次分异色彩，低频次游客选择 

住旅馆、招待所的比例最大，而选择宾馆的比例最小，选择 

住宾馆以次低与次高游客 ，高频次游客选择住农家最多；而 

选择在亲友家住宿上，表现出了出游频次的同一性。 

2．研究局限。对出游频次的层次划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 

确的界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对出游频次层次的 

划分尺度应该也不一样，本文对居民出游频次层次的划分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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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符合长沙目前的居民出游实际情况，但存在局限。因 

此，本研究成果只代表此类城市的情况，与其他城市情况是 

否符合还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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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avel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Terms of Consumptive 

Behavior in RuraI Tourism 

ZHENG Qi 

(Tourism College of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410081；Tourism Bureau ofChangsha，410013) 

[Abstract]Rural tourism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career of construct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creating harmo— 

nious society and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 d countries as a whole．'Ilae tri~ c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terms of consumptive behavior in rural tourism deserves special concern．In the light of traffic frequ ency group and 

based on the rich basic data obtained from sampling investigation about rural tourism consumptive behavior of Chan — 

gsha resident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bvious travel frequency differentiation in the aspects of traffic modes，con’ 

sumption level and travel distance；the obvious travel frequ ency identity in the aspects of duration of stay and infor— 

mation channels；the feature of concurrenc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spects of travel mode and accom— 

modation choice． 

[Key words]rural tourism；travel frequency；consumption behavior；Changsh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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