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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的 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范昕俏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310018） 

【摘 要】农村居民是浙江省旅游业的重要参与者，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将会

得到进一步的开发。通过对浙江省 11 市 124 村 3 000 名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深入分析了浙江省农村居

民旅游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开发农村居民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并为加快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发展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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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概述 

（一）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现状 

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能力与外出意识有了显著提高。2007 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出游总人次为 2 482.96 万人

次，占农村居民人口总数的 114.6%，其中过夜游出游率 14.0%，人均花费 1 083.2 元；一日游出游率 100. 4%，人均花费 117.09 

元
[1]
。农村居民旅游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浙江省 50%的旅游市场将有赖于农村居民旅游的真正启动。 

（二）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特点 

根据调查分析，当前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具有以下特点： 

1.出游形式以自助游为主，出游目的以观光为主。 

调查显示，浙江省有 59.07%的农村居民参加旅游的方式是与家人朋友结伴自驾游。旅游目的以观光为主，占 73.97%，进行

学习、体验的有 28.00%，康体健身 17.98%，宗教朝拜 14.85%，探亲访友 12.59%，商务考察 8.76%，购物 9.63%，其他目的

13.25%
[2]
。 

2.出游半径小，出游目的地以省内为主。根据调查，浙江省有 71.8%以上的农村居民对湖州、杭州以及其他省内的大中城

市著名风景区有强烈的偏好。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普遍不高，而短途旅游消费相对较低，经济上更容易承担。 

3.农村居民旅游产品供给不足，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就当前的旅游产品而言，都是针对城镇居民设计的，在产品内容、

形式、价格等方面都难与农村居民旅游需求相符合，农村居民旅游配套服务相对匮乏。另据调查，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者交通、

购物的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 25.02%，20.71%，而娱乐方面仅为 0.27%。可以看出，这就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缺乏

弹性，游览活动、娱乐体验这些旅游享受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还是一个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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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消费层次化。因为农村居民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个地区，其消费层次也会有所不同。调查显示，有 9.3%

的农村居民在旅游产品的选择上倾向于极其豪华的休闲游、商务游；有 32%的农村居民倾向于简单朴素的经济型旅游；舒适型

的旅游产品在农村居民中是最受欢迎的，有 58.6%的居民选择这种产品，他们对吃、住、行有一定标准，但主要在乎游。 

二、发展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的 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近年来，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持续增长，2008 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9258 

元，浙江年度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 24 年稳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3]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居民收入将稳定

增长，为外出旅游提供经济基础。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2.农村道路条件改善，出游工具多样化。近年来，浙江省农村道路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使农村居民外出旅游通行更加顺畅。

截至 2007 年底，全省公路总里程 99 812km，其中乡道 17 930 km，专用道 746 km，村道 47264 km
[4]
。此外，农村居民出游

的交通工具也越来越多样化。除火车、长途公交车、豪华旅游大巴外，飞机也逐渐受到青睐。调查显示，浙江省有 1/6 的农村

居民乘坐过飞机出游。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农村居民外出旅游“行得短，游得长”创造了条件。 

3.农村居民旅游意识增强，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调查显示，有 87.05%的浙江省农村居民会在收入水平提高后选择外出旅游。

说明农村居民的旅游意识得到提升。另外，浙江省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占 1.5%，具有高中教育

程度的占 31.8%，而农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二）劣势分析 

1.农村居民获取旅游信息渠道狭隘。目前，浙江省 72.61%的农村没有旅游业务机构，39.0%农村居民对于旅游信息的获取

来自亲人朋友，17.3%来自电视广播，在部分配套设施、硬件设备比较完善的农村，有 15.2%的农村居民利用互联网收集旅游信

息。此外，通过旅行社了解旅游信息的占 12.4%，通过当地宣传板、宣传册了解的占 6.6%。由此可见，浙江省大部分农村居民

还是通过亲戚朋友获取出游信息，渠道比较单一，并且资源有限，制约了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2.农村居民旅游服务质量低。调查显示，浙江省农村居民仅有 38.51%对旅游服务感到满意。这主要由于浙江省农村居民还

普遍存在着知识面不宽，观念较陈旧，信息不通畅的问题。而以服务城镇旅游者为主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导游）往往知识水平

与农村居民游客的要求差距太大，在思想意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交流沟通有一定的困难，导致农村居民旅游团的服务人员工

作质量相对不高。 

（三）机遇分析 

1.国家宏观导向。一方面，国家三农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

居民的后倾之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旅游意识

也将逐渐增强。 

2.省内发展机遇。2006 年，浙江省提出了在十年内要实现从旅游经济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跨越，在 2009 年全省

旅游发展大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再次强调要全面落实“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

重要决策，明确提出要充分挖掘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潜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将从目前的初步形式向现代

大众旅游的享受型延伸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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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胁分析 

随着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潜力的逐步挖掘，各地区都纷纷加入到开发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行列中，地区竞争逐渐形成。同时，

由于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不成熟，使得旅游服务中往往存在一些宰客和欺骗游客行为，如随意增景点加费用、无故缩短行程等

等，旅游企业的诚信经营机制将进一步得到考验
[6]
。 

三、大力开发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的对策研究 

1.加大宣传力度，正确引导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者在选择旅游目的地和出游时间、出游方式时缺乏相

关消费经验，多是根据亲朋好友的推荐选择具体的旅游消费方式，在旅游消费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要加大对农村居民旅

游的宣传。旅行社作为农民旅游市场的承载者，有必要入乡入镇，和当地的邮政部门、村委会、居委会建立广泛联系，通过他

们来宣传旅游信息。同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传媒，丰富信息渠道。 

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旅游购物等服务行业要积极履行旅游信息的披露义务，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通过宣传

把旅游行业相关的一些常规做法、惯例，比如购物、加点等现象曝光，引导农村居民科学地消费。 

2.选择合适的营销渠道策略。由于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与城镇有一定的差异，大部分的农村居民旅游意识不够强烈，

这就要求旅游服务组织对农村居民的市场进行细分，制定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浙江省东部、北部以及沿海区域的农村居民经

济实力较好，出游的意愿较强，机会也较多。因此可以加强销售网络的建设，让初步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现代旅游

“一条龙”服务的便捷，进而以点带面，逐步发展
[7]
。 

3.注重农村居民旅游产品的开发。受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大多数浙江省农村居民对旅游产品的要求还是以经济实惠为主，

因此旅行社在设计旅游产品时，要结合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开发有针对性的低价、特色旅游产品。针对农村居民收入不高的现

状，对出游农村居民给予一定的优惠、奖励措施，如在景区门票、住宿费用上对农村居民实行大幅度降价优惠，以吸引更多农

村居民出游。同时，从旅游消费的多层次性出发，在继续重视满足农村居民一般性旅游消费需求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中高

端旅游消费需要，要提升旅游产品的档次水准，以观光旅游产品开发为主导，专项旅游、特种旅游产品建设为支撑，形成有针

对性的特色旅游产品，提供标准化、个性化、特色化的旅游服务
[8]
。如农业科技游、修学旅游、婚庆游、康体健身游等等，价格

组合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积极参与。 

4.建立诚信经营机制，完善旅游法规建设。对于旅游服务中的一些欺诈行为，必须通过行业监管加大打击宰客和欺骗游客

行为的力度，做好投诉处理服务，提高重游率，从根本上建立旅游企业的诚信经营机制。同时健全法制环境，旅游相关行政部

门通过旅游法规的建设与完善，从根本上建立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平台，来推动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 

5.加强农村居民旅游服务人员的培养。各部门要加强对相关人员业务培训，使他们能为农村居民外出旅游提供很好的指导

和参谋意见
[9]
。服务人员要强化培养，使他们适应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特点，提高服务质量。不能因为农村居民生活习惯不同、

消费水平不高等问题降低服务标准。优质的服务，对农村居民会产生良好的反馈效应，进而提高旅游景点知名度和重游率，为

加快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总之，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既有可开发的潜力，又有开发的可行性。只有充分挖掘农村居民旅

游市场需求，努力解决掉其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农村居民产生旅游动机，提高其旅游的积极性，才能推动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

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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