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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乡村旅游营销探讨 

——以江西婺源为例 

胡慧敏 何燕燕
1
 

（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摘 要】：2019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国文旅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疫情的减轻业界学者们把旅

游业复苏的目光首先投向了乡村旅游。从此次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及疫情对旅游消费心理的影响入手，分析了后疫

情时期乡村旅游特有的优势，结合后疫情时期乡村旅游复苏存在的问题，对后疫情时期乡村旅游的营销策略进行了

探讨，以期能为疫情后乡村旅游的率先复苏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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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验消费发展的趋势下，随着疫情的控制，国内新增病例已下降为个位数。疫情从输出变为输入。目前很多景区已经在

陆续开放，江西的 5A级景区已全部开放，但人们出游的情况不容乐观，乡村旅游在这特殊时期，其优势凸显，在疫情即将结束

和结束后如何通过营销等方式引导旅游消费者做出旅游决策值得探讨。 

1 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 

此次新冠肺炎国内感染人数多达 80000人，且正好赶上了春节旅游黄金周，其对旅游业的影响程度远超 2003年的非典。 

1.1对旅游业短期影响 

1月 24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停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

旅游业被迫按下了暂停键。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参考 2019年春节期间的旅游收入，2020年整个春节期间，旅游行业损失至少

在 5000亿元以上，相当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左右。 

1.2对旅游业长期影响 

2020年春节期间，旅游企业遭遇了寒冬。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旅游景区原本针对春节旺季做的宣传营销等费用功亏一篑，

暂停营业期间还要支付员工的用工成本以及景区的日常维护费用，很多企业资金运转困难，特别是有些中小企业因为疫情的影

响倒闭。从旅游业长期发展来看，旅游业完全恢复还需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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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对旅游者消费心理的影响 

2.1求安全心理增强 

受疫情影响，大规模的集群消费减少，消费者对景区防疫措施更加关注，当地疫情情况也将纳入旅游者消费考虑因素之内。

旅游者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将率先考虑在周边地区旅游。 

2.2不少旅游者不确定疫情后是否要出游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艾威联合旅游顾问机构、亚太旅游协会三家机构合作《疫情过后游客出游意愿调研报告》显示：虽然

有 60%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考虑外出旅游，但仍然有 27%的被调查者暂时还不能确定，有 13%的调查者不考虑外出旅游。 

2.3旅游消费偏向休闲、放松 

受疫情影响，人的外出需求被严重压抑，各地陆续开通疫情防控心理疏导。2 月 25 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

表示：“开放景区对人们的健康心理都有好的作用”。疫情过后，人们的旅游消费将偏向休闲、放松，亲近大自然。 

3 后疫情时期乡村旅游的优势 

3.1国家政策支持 

2019年国务院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2020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年，后疫

情时期国家将支持乡村旅游加快发展步伐，利用旅游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推动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由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

损失惨重，特别是服务业。国家出台政策复工复产，逐步恢复经济发展，各地文化与旅游局也出台相应政策，逐步恢复景区开

放，后疫情时期乡村旅游将得到发展。2月 18日江西省文旅厅印发《江西省旅游景区疫情防控期间安全开放工作指南》，省内景

区逐步开放，婺源思溪延村、汪口、晓起三个景区也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截止目前，包括婺源江湾、篁

岭、石门山峡谷等，共有 22 个景区对外开放。3 月中旬，国家为恢复经济，鼓励消费，各地政府向市民发放消费券其中就包括

了乡村旅游消费券。 

3.2乡村旅游更具安全感，契合消费心理 

乡村旅游一般距离居住地较近，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们对近距离的旅游安全感更强。疫情过后影响人们出游最主要的因

素在于对健康安全的担心。乡村地区相对开阔，空气流通性强，只要做好防疫措施，被感染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因此旅游风

险较低。另外乡村旅游主要以观光游览，体验生活为主，相较于其他旅游项目，旅游安全系数更高，更符合疫情后人们的消费

需求。婺源景区在恢复景区开放上也是做足了工作，景区、酒店开放前对内外环境采取了全方位消毒防疫措施，对员工进行专

业的防疫安全培训，并且制定了系列应急保障预案，以确保广大游客的安全。并要求游客进入景区、酒店时佩戴好口罩并配合

体温测量。 

3.3乡村旅游亲近大自然，适合疫情后心理治愈 

乡村和田园因其生态优美，生活节奏慢而具有天然的疗愈效果，正好契合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恐慌和封闭的城市居民的消费

心理。旅游者在乡村体验从事种植、垂钓、饲养、步行等活动，可以放松心情，感受乡村人文气息，缓解疫情带来的压抑感。

婺源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根据李兰娟院士推测的疫情结束时间，婺源正处于春夏交接之际，气候温和湿润，适合游客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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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乡村旅游支出较少，停工收入减少人群无心理负担 

乡村旅游活动大部分在周边地区进行，旅行距离相对较短，费用较远程游来讲更低。人们较长时间居家躲避新冠疫情，可

支配收入减少，乡村旅游在金钱成本上具有优势。乡村旅游因其距离短的特点，可选择自驾、公交、打车等多种出行方式，旅

游交通方便。婺源地处赣皖浙三省交界的黄金地带，从时间和金钱成本上考虑，是附近省份地区游客的不二之选。 

4 后疫情时期乡村旅游复苏存在的问题 

4.1卫生安全有待改善 

绿色、健康、生态本身就是乡村的代名词，但是垃圾、污水旅游厕所的卫生状况让不少游客望而却步。2018 年江西省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全省 50家景区进行暗访，在 10家国家 5A级景区中婺源为最低分，专家组建议给予警告处理。随着不少景区逐步

开放，游客扎堆游让不少业内专家和旅游者担忧：景区人员聚集性强，流动性大，恢复开放健康防御措施是否到位？会不会出

现游客感染现象呢？ 

4.2景区营销方式过于传统 

过去的乡村旅游产业大多在做线下的生意，线上的生意涉及的比较少。于是在疫情时期由于人们出行不便，高度依赖线下

体验的景区便陷入了困境。而且受疫情影响，传统的旅行社分销方式已不能适应景区的发展，那么景区营销又该如何创新呢？ 

4.3旅游产品和服务脱离消费者需求 

目前的乡村旅游存在产品单一、缺乏创意等情况，随着消费需求的提高，现在的旅游产品已不能满足游客多层次的需求。

服务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无法转变成乡村旅游企业的实际行动，导致乡村旅游产品吸引力小。旅游产品同质化、缺乏文化内涵、

体验性不强，服务人员素质差、固有化服务，形成了旅游产品和服务脱离消费者需求的问题。2018 年 3 月，游客在婺源赏花被

莫名其妙强收 200元卫生费引发热议，由此折射出景区服务存在的问题。 

4.4营销战略分散化 

乡村旅游目的与多业态的相关产业链缺乏共融共生的营销宣传，营销战略相对分散，没有产生互利共赢的宣传效果。乡村

景区没有较好的将文化和旅游机构采取的各种营销策略、宣传策略，结合自己的经营大方向制定营销战略。文旅企业存在单打

独斗的情况，整个景区的营销战略分散，营销效果没有达到最大。 

5 后疫情时代乡村旅游营销——以江西婺源为例 

5.1营销内容突显安全卫生 

受疫情的影响人们的出游心理产生了变化，行业专家预测：卫生、安全将会成为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首要因素。因此

改善卫生，保障安全是推进乡村旅游营销的基础。 

5.1.1整改景区环境，创建生态景区。 

政府制定景区环境卫生管理标准，定期回访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要责令整改。景区管理部门领导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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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改景区环境，打造生态景区，消除过去人们对乡村脏乱差的刻板形象，让生态、健康成为乡村旅游的代名词。 

5.1.2实行景区预约制度，做好各项景区安全工作。 

在此次疫情后不少景区不仅推出预约制度，还对游客之间的间距做出要求，打消部分人们对景区人员聚集而产生的安全顾

虑。从这个角度看，景区预约制度是一个好的营销策略。疫情后期景区要求游客进入佩戴口罩，同时景区消毒工作也不能放松。

婺源景区为景区开放做好准备：对全体员工进行了专业的防疫安全服务培训，制定应急保障预案，以确保游客的安全。同时景

区要求广大游客朋友们进入景区时自觉佩戴好口罩并配合体温测量。 

5.2“互联网+”创新景区营销方式 

线上直播销售，不仅可以拓宽营销渠道，增加景区收入，还可以为景区培养潜在粉丝。推广线上“云游”参观，激发游客

的旅游动机，为后疫情时代乡村旅游复苏做好准备。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婺源景区集团开始积极与各平台开展合作，与新浪微

博共同策划国内首个“赏花任性指数”人气互动 PK活动，活动关注人次达 3.4亿，话题讨论达 132万条，让婺源油菜花从国内

数十个赏花胜地中脱颖而出，“一战成名”。2018 年篁岭开通抖音官方帐号利用景区本身的田园风光、徽派建筑、人文气息吸

引了不少关注，总点赞量达 300多万，有 20多万的粉丝。疫情宅在家让消费者更加习惯了线上获取信息，利用抖音、微博等自

媒体平台创新景区营销方式越来越受欢迎。 

5.3线下传统营销多样化 

5.3.1结合乡村资源特色构思节庆营销。 

消费者的需求是市场营销的核心，疫情过后长时间闷在家的人们对美好春光充满渴望，乡村景区吸引了不少旅游者。但是

想要抓住旅游者，还要开发具有特色、多类型的旅游产品，举办有关节庆文化活动。如：婺源文广新旅局和婺源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将举办“2020 年第二届婺源油菜花旅游文化节”。 

5.3.2打造个性化服务营销。 

口头宣传营销是一种节约成本且效果极佳的营销方式。景区对工作人员进行标准化服务培训，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旅

游体验感。随着旅游者消费层次的提高，个性化服务更能提升游客对景区的满意度。利用服务标准化和个性化结合让游客印象

深刻，打造景区口碑，达到营销效果。 

5.4推出各种优惠政策 

目前湖北多市宣布对援助该市的医护人员景区酒店免费的政策，有些景区甚至向全部医护人员免门票。通过政府和景区给

予优惠达到宣传营销的效果。3月 8号婺源风景区发布在 3月 8号到 3月 31号对全国游客采取购买公司旗下任意一个“4A或 5A

景区”门票即可赠送江岭赏花通告，吸引了众多游客。 

5.5推进系统营销 

系统营销能够节约企业营销成本，而且对消费者需求的判断更加专业。通过系统营销树立乡村旅游地区的整体形象，利用

品牌的力量吸引游客。在疫情的打击下不少中小企业倒闭，存活下来的中小企业实力较弱，而营销需要大量资金。企业想要引

来客源可以借助政府力量，进行系统营销。2020年 2月 25日，婺源“婺篁水梦”联盟宣布成立，江西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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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江西婺源翼天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水墨上河文化开发有限公司这四大景区以做大做强

婺源旅游大品牌为目标，主动出击，利用各自优势，实现抱团发展，这种作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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