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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视角下 

浙江省嘉兴市农家乐发展路径探究 

张梦洁 王洪清
1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农家乐顾客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转变，对农家乐提出了新的需求，要求提供符合顾客个性化

需求的农家乐产品、项目和服务。在消费升级视角下以浙江省嘉兴市农家乐为例，分析农家乐的现状、问题及其原

因，提出打造品牌、精准营销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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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作为休闲农业的一种模式，近年来逐渐被大众熟知并成为休闲旅游的选择。在第三轮消费升级阶段，居民的消费结

构和消费需求发生转变：基本生存物质消费在消费中比重降低，享受型消费在消费中比重升高；消费需求由数量逐渐向质量转

变；更加注重个性化的消费和体验。消费升级对嘉兴市农家乐提出了新要求：在物质方面，顾客不仅希望农家乐的设施更加完

备，还能购买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农产品；在精神方面，顾客希望得到更多享受型的农业旅游服务和项目，以缓解生活带来的压

力。当前农家乐的发展模式普遍一致，已经不能满足顾客因消费升级而产生的多重需求。分析浙江省嘉兴市农家乐现状、问题

及其原因，为嘉兴市农家乐品牌宣传、精准营销以及培育人才提供建议，对当地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

收入有一定意义。 

1 嘉兴市农家乐的现状 

嘉兴市农家乐自从 20世纪 90年代末发展起至今，农家乐的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升。根据《嘉兴市 2018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省级农家乐特色村 21个、特色点 23个，接待游客 4322.4万人，同比增幅 18.9%，直接营业收入 27.49

亿元，同比增幅 15.1%。 

1.1嘉兴市发展农家乐的优势 

嘉兴市凭借区位、交通和资源上的优势，为农家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区位方面，与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相距均不

到 100km，区位优势为嘉兴市农家乐带来了这些城市的顾客。在交通方面，公路、铁路、水路交通便利，周边城市的顾客开车时

间不到 2小时到达嘉兴。在自然资源方面，嘉兴以潮、湖、河等风光闻名，拥有钱江潮、南北湖等自然景点，也是浙江粮、油、

畜、茧、鱼的重要产区，形成了具有嘉兴特色的蚕桑和稻作习俗，自然资源的多样性为农家乐的农业观光提供条件。在人文资

源方面，嘉兴不仅有乌镇、西塘等人文景点，还有茅盾、金庸等名人以及大批文学作品，为农家乐增添许多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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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嘉兴市发展农家乐的几种模式 

根据投资主体、经营方式、地域位置对嘉兴市农家乐模式进行分类。 

1.2.1根据投资主体对农家乐模式分类。 

农户个体投入型：农户作为投资者利用自家住宅经营农家乐。农民或村户合股投入型：农民或村户共同投资，经营合作农

家乐。乡村集体投入型：村集体投资，农户经营管理，例如嘉兴农家乐特色村。工商企业投入型：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家乐。 

1.2.2根据经营方式对农家乐模式分类。 

民俗民居型：利用当地古村落，例如西塘古镇结合当地文化发展民居民宅来吸引顾客。自助农庄型：向顾客提供采摘、垂

钓等农家乐自助服务。风景游览型：利用乡村风光、农业生产、农家生活等当地特色，向顾客提供农业观光、农村生活等体验

服务，例如周家庄园。体闲娱乐型：向顾客提供吃饭、住宿、休闲娱乐等活动，例如嘉善县拳王休闲农庄。 

1.2.3根据地域位置对农家乐模式分类。 

城郊型：靠近城市经营，客源主要是附近城市居民，居民出行方式一般为自驾或公交车，例如奥多奇农庄位于平湖西郊。

农村型：在农村经营，客源主要是附近城市居民，出行方式有城乡公交、自驾、高铁或火车等。景区型：在景点附近经营，客

源主要是景区散客，景区游客到达农家乐的可以选择步行、公交、自驾等方式，例如在距离乌镇景区 2km的华庄农业生态园。 

1.3嘉兴市农家乐目标顾客基本情况 

嘉兴市农家乐根据自身条件、地域位置、资源等定位目标顾客。目标顾客除了嘉兴本地居民，还有来自上海、杭州、苏州

等地区的城市居民。根据《浙江统计年鉴 2019》、《中国统计年鉴 2019》和《苏州统计年鉴 2019》,2018年嘉兴、上海、杭州、

苏州四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57437元、68033.6元、61172元、63481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32366

元、46015.2元、41615元、37403元，数据显示这四个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比较高。 

2 嘉兴市农家乐存在的问题 

2.1农家乐内容单一 

在农家乐产品方面，嘉兴市农家乐的农副产品和文化产品呈现档次低、大众化的特征，缺少文化内涵和水乡特色。在农家

乐项目方面，顾客来农家乐休闲旅游的项目同质化和商业化严重，基本上是观光、自助采摘、垂钓等。在农家乐服务方面，顾

客能得到的休闲、养生、娱乐等享受型的服务有限。 

2.2农家乐品牌宣传不够 

嘉兴市有知名度的农家乐一般是省级特色点和省级特色村，然而嘉兴市还有较多不注重互联网和品牌宣传作用的农家乐。

这类农家乐的经营者主要是农户，网站搜索“嘉兴市农家乐”关键词，虽然显示的农家乐有很多，但是一些农家乐宣传建设的

网页不够精美，信息覆盖度不高。农家乐品牌宣传不够，品牌农家乐不多，吸引的客源十分有限。 

2.3营销定位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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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嘉兴市农家乐面向大众，通过“薄利多销”的销售策略吸引顾客，没有具体的目标市场、市场定位不够准确、对目

标顾客需求的认识不足、目标顾客划分不够精准，对应的精准营销策略较少。农家乐难以推出符合顾客需求的个性化的产品。 

2.4缺乏经营管理人才 

大多数嘉兴市农家乐的管理模式一般是家族管理，没能进行明确合理的分工，存在“一人多职”的现象。农家乐企业经营

管理的水平和技术比较高，但是还是缺乏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为农家乐企业未来制定长久的规划。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经营

管理人才，农家乐存在管理松散的问题。根据浙江新闻，2019 年就有农家乐因为乱堆杂物、无导览图、无导游服务等问题被予

以警告处理。 

3 农家乐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3.1资金方面 

嘉兴市农家乐的发展资金不足。例如周家庄园总投资 1880 多万元，澳多奇农庄总投资 1800 万元等嘉兴市特色农家乐投资

达千万元。经营者发展农家乐需要投入资金，一些农户个体投入型农家乐依靠民间借贷、银行贷款等途径获得资金。根据《南

湖区关于进一步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南湖区对新评为省级星级农家乐的经营户，按一级到五级的标准，分别

奖励 1～5万元。农家乐发展需要资金投入，政府在资金支持方面力度不够，经营者资金方面压力较大，发展资金不足导致农家

乐的发展受到制约。 

3.2互联网宣传方面 

农家乐在互联网方面的宣传策略较少，品牌意识不强。如今是互联网时代，年轻人逐渐成为互联网消费主体，通常会选择

有知名度和口碑的农家乐。嘉兴市农家乐的宣传方式有地方政府官网、电视台、广播、网络、熟人推荐等。大部分非省级特色

农家乐的经营者不注重自身的品牌的塑造，缺少互联网宣传方面的人才和宣传策略。此外，目标顾客不能及时根据自身消费需

求对宣传信息进行反馈，经营者也不能及时了解目标顾客的需求，因此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 

3.3营销方面 

农家乐企业缺少营销思想。随着消费升级的不断深入，顾客的消费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目标顾客群体是有着不同年龄层次、

性格偏好的顾客，因此单一的农家乐产品并不能满足所有的目标顾客群体的需求。由于农家乐企业缺少精准营销思想和人才，

导致企业的精准营销策略较少。目前嘉兴市农家乐有线上线下两种营销渠道，其中线上营销渠道有美团、大众点评等电商平台。

虽然嘉兴市农家乐已经有线上营销渠道，但是在营销中缺乏营销思想创新，例如从销售终端到消费终端、从销售网络到顾客网

络、从销售渠道运作到专业化。 

3.4经营者方面 

嘉兴市农家乐经营者的经营思想落后。大部分经营者是农户出身，在规划农家乐时难以体现当地人文特色，缺少经营、管

理、规划农家乐等方面的经验，盲目借鉴其他农家乐的经验，导致农家乐的产品、项目、服务大同小异。由于小农思想的影响，

农户更注重自身的经济效益，缺乏全局性思维，出现了农家乐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 

4 嘉兴市农家乐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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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设计合适的发展模式 

嘉兴市农家乐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充分发挥嘉兴在区域、交通、资源上的优势，设计符合自身情况的农家乐发展模式。嘉兴

市政府坚持科学规划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将农家乐和文化、生态、农业生产等融合，延长产业链，打造精品农家乐。嘉兴市

农家乐可以把嘉兴文化的精髓融入未来发展中，嘉兴文化包含皮影戏、灶头画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马家浜遗址等一批文物

古迹以及禾帮菜。嘉兴海宁可以将皮影戏元素融入农家乐中，发展“农家乐+皮影戏文化”模式，例如为目标顾客提供皮影戏教

学、皮影制作等体验服务。嘉兴平湖的西瓜成功打造了农产品品牌，平湖农家乐可以将西瓜文化融入到农家乐发展模式中，发

展“农家乐+西瓜文化”模式。例如目标顾客可以体验西瓜种植的服务，在西瓜灯节用自己种植的西瓜制作西瓜灯。西塘和乌镇

两个 5A级水乡古镇，在节假日期间的游客量几乎达到饱和状态，这两个区域可以发展全域旅游模式，利用水乡文化、民俗将游

客引入景区周边农家乐。 

4.2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农家乐品牌 

嘉兴市政府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帮助本地农家乐进行宣传，扩大农家乐的影响力。宣传的内容多样，包括嘉兴特色文化、

乡村风光、农家特色菜、便利的交通。嘉兴市农家乐可以利用互联网，通过拍摄宣传短片、向目标顾客发送电子宣传刊物、与

知名网站合作推广相关宣传信息、借助旅游平台来宣传农家乐特色产品、项目和服务等多种渠道吸引顾客。嘉兴知名景点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周边农家乐的宣传。农家乐需要结合南湖、乌镇、西塘、南北湖等当地知名景点，利用景点的影响力宣传周

边农家乐，提高其知名度。农家乐宣传的对象不仅有目标顾客还要有各种工商企业，吸引工商企业投资开展新项目，引进农业

加工企业为当地农产品开发特色农家乐产品，打造农家乐品牌。例如农家乐引进水果加工企业，不仅可以向顾客提供水果采摘

项目，还可以带顾客体验水果的加工过程。 

4.3精准营销，满足顾客需求 

嘉兴市农家乐可以采用精准营销的市场营销方式与顾客进行沟通，了解顾客的需求并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根据嘉兴的

区域优势，目标顾客群体来自江浙沪地区。嘉兴市农家乐需要分析目标顾客群体的特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为不同需求的顾

客推出个性化的营销活动。将目标顾客定为青少年的农家乐可以借鉴日本农家乐的经验，与学校合作向学生提供农业科普教育

服务。目标顾客为青年的农家乐可以向顾客提供能增长见识的、个性化的农家乐项目和服务，例如向顾客提供农产品种植一对

一服务，顾客可以种植指定农产品并通过网络查看农产品的情况。目标顾客为中高收入者的农家乐可以向顾客提供高端产品项

目和服务，例如将有机农产品的包装进行私人定制，根据顾客要求融入嘉兴文化。目标顾客为中老年的农家乐可以利用嘉兴的

生态环境向保健疗养方面发展。目标顾客为周边城市居民的农家乐可以在工作日为顾客提供农家产品配送服务。 

4.4培育高素质人才 

农家乐的经营管理水平影响着农家乐未来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培训一批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服务人才。嘉兴市政府

需要出台一些更加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制定更加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具体实施办法，吸引农村区域旅游开发、营销、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政府可以跟嘉兴学院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地高校合作，开设线上线下培训班来培养农家乐人才。

培训部门需要引导农家乐经营者转变经营理念，把重点放在提升经营素质上面。嘉兴还需要有能力、有组织的农家乐协会帮助

企业发展和培养人才。嘉兴市农家乐企业应该树立科学的未来规划和相应的补贴政策来吸引和培养人才。企业可以安排人员到

知名农家乐中学习或者邀请专家进行传授经营管理的经验，不仅可以培养人才，还可以促进农家乐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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