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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卞显红,唐代剑,金 霞,余芳,徐知渊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从农村居民社会亚文化特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来源、农村居民出游时间、旅游目的地价格、旅游

者偏爱、旅游信息及旅游广告来源、旅游目的地信息等 7 方面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旅游企业应面对旅游交通变化的新形势分析高速铁路与高速城际轨道交通等高速旅游交通工具的兴起对

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的重要作用,构建基于高铁背景下的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战略与设计适销对路的旅游产

品；旅游目的地可以针对农村居民专门设计经济型旅游线路,使用经济型旅游交通工具、经济型旅游饭店等来降低

农村居民旅游产品的价格等相关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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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所指农村居民包括农村户籍人口及居住满 6 个月的外来常住人口。农村居民出游力主要是指农村居民出游的能力与潜

力,本文主要通过农村居民的出游率、出游次数及出游花费等指标体现。国内外已有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相关

研究
[1-11]

。这些研究大多数是探讨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规律及影响因素,很少有涉及农村居民的相关研究。 

农村居民是旅游市场开发的重要对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提高,农

村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及愿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农村居民作为旅游目的地开发的重要客源市场也得到广泛重视。农村居民作

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虽然地位重要,但目前相关研究大都关注城市居民旅游研究,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村居民作

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的开发研究。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农民、农业等三农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虽然乡

村旅游在我国旅游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开展,但农村居民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尚待深入。 

我国关于农村居民出游力提升与旅游市场开发方面的研究已具有基础。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对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特征及限

制因素,针对农村居民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宣传促销、旅游服务体系的构建,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社会性因素,农村居

民旅游市场开发的策略等进行了研究
[12-16]

。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在借鉴国内外旅游目的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相关成果及对

浙江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农村居民社会亚文化特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来源、农村居民出游时间、旅游目的

地价格、旅游者偏爱、旅游信息、旅游广告来源等对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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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地点、问卷设计及样本统计 

2009年 7～8月,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组织调研组对浙江杭州、湖州、宁波、金华、温州等 11 地市范围内的 124个行政村

进行了调研,共发放问卷 3 000 份,回收 2 939 份,问卷 回收率为 98.8%,有效问卷 2 873 份,有效率为 95.3%。受访者社会亚文

化状况如表 1。由于问卷涉及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旅游偏爱、旅游决策、旅游产品评价等方面,笔者根据农村居民旅游目的

地选择影响因素类型把相关调研项目抽取出来。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完全在计算机上完成,使用软件 Microsoft Office Excell 

2003。   

 

二、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社会亚文化特征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关于浙江农村居民出游地的主要集中地,由表 2 分析:(1)在受教育程度上,浙江农村居民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在“市内及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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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省内湖州、杭州”,“省内其他地方”,“上海、南京”这 4项上的比例从“大专及以上”的 70.41%到“小学及以下”的

88.61%。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旅游目的地越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

区域范围内的中短途旅游。(2)在年龄上,浙江农村居民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在“市内及其周边”,“省内湖州、杭州”,“省内其

他地方”、“上海、南京”这 4 项上的比例从“15～24 岁”的 74.47%到“65 岁及以上”的 85.6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少年

比中老年居民更倾向于较远的旅游目的地。(3)在职业上,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在“市内及其周边”,“省内湖州、杭

州”,“省内其他地方”,“上海、南京”这 4项上的比例从“乡镇企事业机关”类的 62.0%到“打工”的 86.88%。   

 

关于浙江农村居民外出旅游最想去的地方,由表 2分析:(1)在受教育程度上,浙江农村居民最想去的地方中,“大专及以上”

最偏爱风景秀美的旅游城市(57.76%),而且在出境旅游意愿上最强,尤其是欧洲(21.72%),“小学及以下”在选择离自己家较近

的旅游观光地区上选择最高(35.79%),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偏爱中远程旅游景区；(2)在年龄上,风景秀美的旅游城市选择项上,随

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的选择概率逐渐下降；(3)在职业上,乡镇企事业机关职业类的农村居民最偏爱风景秀美的旅游城

市,“个体户、企业主“职业类的农村居民出境旅游意愿最强烈(53.99%)。 

关于浙江农村居民外出旅游最想去的地方,由表 3分析:(1)不同受教育程度、年龄与职业的农村居民外出旅游去过的最远地

方首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如四川、云南、广西；其次主要 集 中在东 北地区(吉林、辽宁、黑龙江)；然后是山东、江西、安徽

等地方。(2)不同受教育程度、年龄与职业的农村居民外出旅游最远的地方绝大多数超出长江中下游地区,仅有约 4.64%的农村居

民出游最远地方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去过港澳台与国外的农村居民的选择为 0。以上分析表明,浙江农村居民的出游目的地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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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及境外,主要集中在国内的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   

 

由表 2、表 3分析,不论是在受教育程度,还是在年龄与职业上,实际出游目的地与期望旅游目的地上,期望出境旅游的比例远

远大于实际出境游的比例。以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村居民为例,最期望到港澳台、亚洲、欧洲及海外其他地方出游

的比例为 48.69%,而实际出游率只有 3.8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居民出境旅游欲望强烈,但基于多种原因,实际出境旅游比

例较低。只要相关条件具备,农村居民出境旅游人次将会大幅度提升,这对我国出境旅游发展及旅游企业的出境旅游营销具有十

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另外,个体户、企业主、乡镇机关等职业类的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较广,出境旅游意愿较强。 

(二)居民收入水平及来源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由表 2 分析:(1)浙江农村居民随着收入的提升,集中出游地在“市内及其周边”的比率逐渐减小(从 27.31%逐渐下降到

10.59%),其中“2 万元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只有 10.59%出游地集中在市内及其周边。(2)“2 万元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出游地集

中在浙江省外的比例占到 27.27%,“6千～1万元”的农村居民比例为 14.1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收入越高,出游地越远。(3)

在不同收入的浙江农村居民外出旅游最想去的地方中,选择“和自己家距离远、差别大的城市”的比例为 21.02%～33.98%,其中

“2 万元及以上”的农村居民选择比例为 33.98%,选择“离自己家较近的旅游观光地区”的比例为 15.50%～30.79%,在这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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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说明,具有一定比例的浙江农村居民选择越来越倾向于与自己居住地文化背景有较大差异的较远的地方去旅游,中远程旅游

在农村具有一定的市场。(4)“风景秀美的旅游城市”的选择比例最高(46.08%～50.0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近半数的农村

居民出游目的为观光旅游,喜欢风景秀美的旅游目的地。 

由表 3分析:(1)浙江农村居民随着收入的提升,出游地也变得越远,如“2万及以上”的农村居民选择东北地区的比例最高为

18.09%,相比“4 千元及以下”的 11.20%,高出 6.89%。(2)收入高的农村居民最远出游地为西南地区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受访农村居民中有一部分为在浙江乡镇企业打工而常住在农村的居民,尤其是年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可能有一部分是西南地区

来浙务工的农村居民,因此,出游地最远为西南地区的较高。 

由表 4 分析:(1)依靠纯农业收入的浙江农村居民出游地多集中在“市内及其周边”,多为短途旅游,依靠工资收入的浙江农

村居民在“省内其他地方”的选择比例为最高(32.87%),出游地离客源地的距离明显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依靠工资收入

的浙江农村居民出游目的地选择较依靠纯农业收入的更宽广。(2)依靠个人储蓄外出旅游的出游地集中在浙江省外的比例为最高

(30.69%),“纯农业收入”为最低(18.14%)。(3)“土地转让收入”对浙江农村居民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范围与类型具有重要影

响,“纯农业收入”类型与“土地转让收入”类型的农村居民比较偏爱离家较近的旅游观光地区,“土地转让收入”类型的农村

居民最喜爱国内繁华的大都市(北京、上海、深圳等)(36.49%),依靠个人储蓄与“土地转让收入”出游的农村居民比较偏爱境外

旅游目的地(分别为:33.06%、32.43%)。(4)“土地转让收入”类型的浙江农村居民到过西藏、新疆、内蒙古的比例为最高(18.67%),

该类型的农村居民出游地选择范围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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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游时间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由表 4分析:(1)春季出游地多集中在“市内及周边”、“浙江省内”,比例为 76.22%,春季出游多为探亲访友及短途观光游览,

因此,春季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开发注重短程的观光旅游开发。(2)冬季选择上海、南京等地的农村居民所占比例明显偏高,为

14.84%,夏冬两季选择“省外其他地方”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21.70%、20.65%。(3)冬季出游地选择在“浙江省外、港澳台、亚洲、

欧洲”的比例最高为 6.4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冬季浙江农村居民的旅游目的地相对较远。因此,针对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冬季

是开展中长途旅游的最佳时机,该季节对农村来说主要是农闲及生意较为清淡的时节,农村居民的旅游时间可得性较高。此外,冬

季外出旅游最想去的景区选择为离自己家较近的旅游观光地区的比例也很高(32.26%),冬季短途旅游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开发潜

力,因此,冬季是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的重要时间段。(4)浙江农村居民利用“双休日”外出旅游的目的地选择范围多集中在

“市内及其周边”、“省内湖州与杭州”,两者选择比例为 52.59%,逢年过节出游多为探亲访友,主要集中在“市内及其周

边”(27.50%)。(5)“黄金周”对浙江农村居民来说是进行中长途旅游的比较好的时间,选择在省内其他地方及更远地区的比例

最高(53.83%),因此“黄金周”的实行对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6)“农活不忙时”出游的农村居民最想

去的旅游目的地中,选择和自己家距离远、差别大的比例最高(35.60%),利用双休日时间最想去的地方在“国内繁华的大都市(北

京、上海、深圳等)”选项上最高(32.7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活不忙时”是中长途旅游的最佳时期,双休日是到离农村

地区最近的大都市观光、购物旅游的最佳时期。 

(四)旅游目的地价格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由表 5 分析:(1)关注“性价比”的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市内及周边”的比例在旅游行程关注因素中为最高

(28.2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旅游行程短的费用较低,相对来说旅游成本较低,尤其是旅游交通成本与价格较低。(2)关注“性

价比”的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国内繁华的大都市(北京、上海、深圳等)”为最高(29.43%)。国内繁华的大都市旅游

资源丰富,旅游体验较好,旅游交通方便,旅游时间成本与旅游交通价格也较低,因此受到最求“性价比”类的农村居民的欢迎。

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过程中,“性价比”已成为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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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分析:(1)旅游目的地选择在“市内及周边”的农村居民最关注的旅游景点方面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33.03%)

与服务质量和态度(26.60%),而较少关注门票价格(16.04%),旅游目的地选择范围在其他选项上的农村居民对门票价格重要性感

知也与此相似。(2)关注门票价格的农村居民在选择“和自己家距离远、差别大的城市”及“国内繁华的大都市(北京、上海、

深圳等)”上均为最高(分别为 31.65%、33.3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门票价格因素在农村居民中远程旅游目的地选择中的重要

性较高。旅游目的地产品价格是影响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在这 JuanL JF等相关研究中均有所探讨
[10]

。 

(五)旅游者偏爱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Tzu-KuangHsu,Yi-FanTsai,Herg-HueyWu 的研究表明,旅游动机及旅游偏爱对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影响
[11]
。由表

5 分析:(1)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现代都市景观对其吸引力较大。因此,对于浙江省内短途旅游及到上海、南京等地旅游的农村居民

来说,现代都市观光旅游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市场。“浙江省内杭州、宁波”及周边上海、南京等大都市要充分重视农村居民旅游

市场。(2)浙江农村居民“市内及其周边”地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比较偏爱革命遗址类(26.36%),最想去的地方也比较偏爱革命

遗址类(33.83%),“省内湖州、杭州”及“上海、南京”等地的选择中,浙江农村居民比较偏爱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3)近程旅

游目的地选择中,浙江农村居民的旅游目的主要是探亲访友及参加一些文化馆类的文化娱乐活动(32.26%,33.78%),“省内湖州、

杭州”及省内其他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中,浙江农村居民最喜欢的旅游产品类型主要集中在参观新农村建设(29.31%)、节庆活动

(26.15%)、休闲度假(34.49%)等,其中文化馆类旅游产品在“上海、南京”等旅游目的地中最受偏爱(12.16%),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大都市文化体育场馆、新华书店等文化场馆颇受农村居民欢迎。 

(六)旅游信息、旅游广告来源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关于浙江农村居民出游集中地,由表 6 分析:(1)“朋友等的介绍”对“市内及周边”、“省内湖州、杭州”等旅游目的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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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影响不明显,对“省内其他地方”等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较大(32.83%),对浙江省外的中远程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也较

小。与此相似,李萍、粟路军、叶莉也认为,“亲友意见”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最小
[1]
。(2)“互联网”对浙江农村居民“市

内及周边”、“省内湖州、杭州”等短程旅游目的的选择影响较小(11.74%、19.72%),对“省内其他地方”、“上海、南京“、“省

外其他地方”等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较大,高于“朋友等的介绍”、“报纸杂志”、“旅行社”、“村里的宣传板报”等因素。

(3)“村里的宣传板报”对“市内及周边”等近程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最大(33.86%),对其他旅游目的地选择没有明显的影

响。 

 

关于浙江农村居民出游最想去的地方,由表 6分析:(1)通过“互联网”获取旅游信息的浙江农村居民选择“和自己家距离远,

差别大的城市”、“风景秀美的旅游城市”等旅游目的地的概率最高(31.92%、53.05%)。(2)通过“电视广播”获取旅游信息的

浙江农村居民,选择“市内及周边”等近程旅游目的地的概率最高(28.74%),对“省内湖州、杭州”及其他旅游目的地选择上没

有明显的影响。(3)通过“报纸杂志”作为旅游信息源的浙江农村居民选择“上海、南京”、“省外其他地方”、“港澳台”等旅

游目的地的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报纸杂志”作为一种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宣传的媒介对开拓浙江农村居民的中远程

旅游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 

(七)旅游目的地信息提供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关于浙江农村居民出游前最关心目的地的信息,由表 6 分析:(1)“市内及周边”旅游目的地选择上,浙江农村居民最关注的

是“娱乐”(31.25%),在“上海、南京”、“风景秀美的旅游城市”等旅游目的地选择上也最受关注(34.38%、55.17%)。(2)“景

点特色”在“上海、南京”、“离自己家较近的旅游观光地区”等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上也较为明显。(3)“距离”因素在“省

内湖州、杭州”、“省外其他地方”、“港澳台”等旅游目的地选择上影响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如何提高针对农村居

民的旅游通达性对开发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具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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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1.不同职业的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范围及偏好具有一定差异。打工类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中短途

旅游目的地。个体户、企业主及乡镇企事业机关类的农村居民由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务农与打工类,另外,他们商务上的出

差机会相对于务农与打工类农村居民也多一些,因此,个体户、企业主及乡镇企事业机关类的农村居民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范围更

广。本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范围越广,年龄越大,对风景旅游城市类选择概率越低,这对旅游目的

地市场营销具有一定启示:对不同受教育程度与年龄段的农村居民,应分别设计适合他们需求的旅游产品。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

选择的范围与居民个人储蓄水平紧密相关。浙江各市区农村居民储蓄水平具有一定差异,因此,不同储蓄水平的农村居民旅游目

的地选择范围具有一定差异。 

2.本研究表明,“黄金周”对农村居民出游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黄金周”制度的实施主要对在企事业单位工作而居住在

农村地区的农村居民出游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农活不忙时”及冬季是农村居民中远程旅游的最好时机。“双休日”主要是学

生流、观光流及探亲流,旅游目的地主要是偏向上海、杭州、北京等大都市。此类大都市旅游交通便利,尤其是高速轨道交通的

开建开通对促进农村居民利用“双休日”出游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高速轨道交通、高速城际铁路的开建开通不仅对促进城市

旅游具有较大促进作用,旅游企业也应该面对旅游交通变化的新形势,分析高速铁路与高速城际轨道交通等高速旅游交通工具的

兴起对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的重要作用,并构建基于高铁背景下的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战略,设计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 

3.市内、周边等近程旅游目的地选择中,旅游目的地产品价格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对中远程旅游目的地选择,门票价格则

上升为重要因素。市内及周边地区,农村居民可以选择一些门票价格低廉或购买联票、年票等方式降低门票花费。此外,因为距

离较近,不需要住宿,旅游成本也较低,使旅游目的地价格对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并不大。对于中远程旅游目的地来说,

旅游交通成本、住宿成本、门票价格等占旅游花费的比重越来越大。针对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旅游目的地可以考虑与城市居民旅

游市场差异化及对经营农村旅游业务的旅游企业与旅游目的地(景区)进行税费方面的减免,这样可以适度降低针对农村居民旅

游市场的旅游产品的价格。旅游目的地在设计农村居民旅游产品与线路时,可以专门设计经济型旅游线路,使用经济型的旅游交

通工具、经济型饭店等,以降低旅游产品价格。 

4.农村居民举家出游市场中,青少年的旅游需求要给予充分重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等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

主题公园类旅游区较多,尤其是杭州、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为主题公园集聚区。青少年对苏州乐园、锦江乐园、杭州乐园等

娱乐类主题公园较感兴趣。此外,浙江及江苏、上海以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主题的革命遗址类旅游区也较多。针对农村居民

家庭中的青少年的旅游市场,相关旅游部门与企业可开发设计主题公园与红色旅游等线路,为农村青少年提供适销对路的旅游产

品。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城市发达的文化体育场馆、新华书店等文化场馆具有较强吸引力。城市图书馆、新华书店、体育馆等场

所对农村中小学生的吸引力较强,他们来到城市,到图书馆、新华书店等,文化场所查阅资料、购买图书等也是重要的旅游目的。

因此,在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探讨中,分析农村中小学生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提升他们的出游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远程旅游目的地选择上。互联网的使用者多为青少年农村居民。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与产品设计等要充分考虑青少年农村居民的旅游需求特征。“朋友等的介绍”对短程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虽然较小,但对“省内”等中程旅游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旅游目的地在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要充分重视

口碑的功效,以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进而树立良好的口碑,这对开拓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尤其是中程农村居民旅游市场

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表明,“电视广播”作为旅游目的地常用的旅游市场营销宣传媒介,仅对浙江农村居民“市内

及周边”等近程旅游目的地选择上有明显影响,而对其他中远程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较小。“报纸杂志”对浙江农村居民中远程

旅游市场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大多数农村居民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可能还未形成,有此习惯的浙江农村居民大多为企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该类人员是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重要营销对象。因此,旅游目的地如何利用在农村阅读率较高的“报纸杂

志”这一开发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媒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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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旅游目的地信息对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旅游目的地信息的类型、侧重点等,要能符合农村居民的旅

游目的地选择特点。本研究表明,休闲娱乐、景点特色对浙江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要大于交通、距离、住宿、购物等

方面。该方面的研究对旅游目的地开发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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