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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节事活动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上海金山嘴渔村为例 

罗泽润 窦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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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 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 200083） 

【摘 要】：乡村旅游节事活动有其独特性、深度性、体验性和持续性，以乡村旅游中的节事活动发展为研究对

象，选择乡村中较有民俗特点的上海金山嘴渔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资料、问卷调查等方式，分析渔村目前节事

活动发展现状及问题，并通过对当地文化民俗的深度挖掘，深入了解渔村文化内涵，并从提升游客体验质量出发，

提出一些以渔村文化为主线的节事活动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乡村旅游 节事活动 问题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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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绿色产业，在产业扶贫上发挥了巨大作用。2020年 6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中

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草案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应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有了法律的保障，有了政策的支持，乡村

旅游将得到大力重视与开发。 

近年来，各地都推出了一批自有乡村旅游项目，吸引了周边城市的短途游客，根据百度指数显示，越来越多的市民热衷于

乡村旅游，指数显示近 5年(2016-2020年)北京、成都、重庆等城市市民最热衷于乡村旅游(表 1)，同时华东区域的乡村旅游最

受市民关注。 

表 1城市市民乡村旅游关注度排名 

排名 城市 

1 北京 

2 成都 

3 重庆 

4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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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州 

6 上海 

7 武汉 

8 西安 

9 长沙 

10 深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出入境旅游带来重大程度的影响，但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市民出游意愿不断增强，2020年

“五一”期间，北京的乡村旅游接待游客合计 66.6 万人，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23.2%。2020 年“端午”期间，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合计 13.3万人次，营业收入 1,691.2 万元。而在上海，全市 332家乡村民宿(含农家乐)平均出租率为 81%，远远高于上海

市旅游住宿设施平均客房出租率 27%。 

乡村旅游项目随着游客数量的稳步增长，部分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存在着低质低价和千村一面等情况，游客延长消费

天数意愿不足以及二次消费意愿不强。目前，各地乡村旅游管理部门都在创造特色活动，甚至是增加夜间休闲娱乐活动，来满

足游客日益增长的体验需求，但还是出现了没有形成自有特色的情况。 

1 概念及界定 

1.1乡村旅游 

我国的乡村旅游研究起步较晚，同时国内外的研究也尚未一致，这与我国国情以及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情况有关。世界旅

游组织对乡村旅游定义为“旅游者在乡村(通常是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动”。欧

洲联盟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乡村旅游(Ruraltourism)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国外学者D.Getz和S.J.Page(1997)

认为应包括野生地，即所有的非城市旅游都是乡村旅游。国内学者何微(2004)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作为吸

引物，以都市居民为客源市场，针对他们回归自然的旅游需求，满足游客观光、务农娱乐、休闲度假、购物等多种需求而开展

的参与性强、文化内涵深厚、乡土趣味浓郁的新兴旅游活动。 

我国对于乡村旅游的重视程度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乡村振兴建设的深入在不断的发展，但发展建设也存在一定的

区域不平衡情况，对于乡村旅游的理解与定义也不尽全面，根据上述研究，乡村旅游定义中包括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以乡村特

色建筑、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等为核心吸引物；二是目标市场为周边城市的短途游客；三是在主城区以外特色乡村环境中从事

休闲、娱乐等旅游活动。 

1.2乡村节事活动 

乡村节事活动，一般是根据不同季节，以乡村当地自然环境和特色农业，或以当地特色民俗文化、非遗传承为基础，举办

的节日庆典、文化演艺和民俗赛事等活动。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吸引更多周边城市的短途游客，因节事活动而到此消费，各节事

虽时间较为固定，但全年活动内容较为多样、连贯，并不断探索新的呈现方式，通过多渠道推广，节事活动的影响范围基本可

覆盖周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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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休闲渔业 

我国沿海居民对于鱼类生活习性以及捕捞方式的深入了解与使用，形成了复杂的作业生活，并产生了有当地地域特色的渔

文化。 

“休闲渔业”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在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学者江荣吉认为，休闲渔业是对渔村设备、渔村空间、渔业

生产的场地、渔法渔具、渔业产品、渔业经营活动、自然生物、渔业自然环境及渔村人文资源的利用，规划设计出相应的旅游

休闲项目，加大人们对渔村休闲旅游的体验，以此更好地发挥出渔业和渔村休闲旅游价值，使渔区居民收益增加，渔村重新改

造和发展。休闲渔业是根据当地渔业资源情况，结合捕鱼工具、渔业产品以及交易集市等，围绕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进

行的相关休闲、娱乐等旅游活动，实现农业、服务业的充分融合，提高当地原住民收入，以发展当地经济为目的的一种文化活

动和新型特色产业。 

2 研究方法及研究发现 

2.1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游客感知及需求。课题组分别于 2021 年 1 月、2 月，分两个批次，开展了针对上海金山嘴渔

村的问卷调查，分别以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进行，线下在渔村停车场发放电子问卷，线上通过微信转发电子问卷方式，对有游

览经历的游客进行调查问卷，共计发出问卷 300份，回收有效问卷 2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77%。在向旅游者发放问卷前，问卷

经过了多轮预测试，确保准确性。借助 SPSSAU 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得到的系数为 0.845(表 2)。因此，本次调查问卷的

测量结果符合研究要求。 

表 2信度检验结果 

项数 Cronbach α 系数 

14 0.845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游客个人信息以及行为特征，第二部分为结合前期在渔村调研走访的实际情况，对游

客进行问卷调查。 

本研究通过 KMO值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来进行效度检验。对问卷中 14 个量表进行检测(表 3)。KMO 值为 0.896，Bartlett

的 t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本研究题设的结构效度良好。 

表 3 KMO和 Bartlett的检验 

KMO值 Bartlett球形度检验(p值) 

0.896 0.000 

 

2.2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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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样本描述性统计 

借助 SPSSAU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整理。从调查结果来看(表 4)，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受访游客年龄多在

31-40岁之间(39.83%)，这与受访意愿及问卷形式接受程度有关；本科学历占比最大(74.03%)。 

表 4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您的性别： 

男 110 47.62 

女 121 52.38 

您的年龄段： 

18-25 37 16.02 

26-30 45 19.48 

31-40 92 39.83 

41-50 36 15.58 

51-60 7 3.03 

61及以上 14 6.06 

您的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16 6.93 

大专(含高职) 27 11.69 

本科 171 74.03 

硕士及以上 17 7.36 

 

由表 5 可以看出，游客出行的旅游行为特征，包括出行方式、出游次数和停留时间。其中出游方式中自驾占比最大，占总

样本量的 61.90%，说明周边短途游客居多。次数上，第一次前往渔村的占比最大，占总样本量的 67.97%，但也不乏第二次和第

三次前往渔村的游客，两项合计占总样本量的 29.43%，停留时间占比最大的是 1天，占总样本量的 49.78%，其次是 0.5天，占

总样本量的 26.84%，两项合计占总样本量的 76.62%。 

从表 6可以看出，2次及以上的“回头”游客停留的意愿不强，说明渔村没有使游客停留下来的理由，同时缺少二次消费。 

同时，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影响游客游玩次数和停留时间，通过问卷的方式，了解游客对渔村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的满意

程度，针对 11 项指标(表 7)，每个指标设置了 10 个等级，分别赋予 1-10分，其中，10分表示很满意，1 分表示很不满意。运

用 SPSSAU统计软件，就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表 5旅游行为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5 

您前往金山嘴渔村的主要交通方式： 

火车(轨交 22号线) 53 22.94 

公交班车 24 10.39 

自驾 143 61.90 

出租车(含网约车) 7 3.03 

其他 4 1.73 

您去过几次金山嘴渔村? 

1次 157 67.97 

2次 43 18.61 

3次 25 10.82 

4次 2 0.87 

5次及以上 4 1.73 

每次前往金山嘴渔村，您的停留时间? 

0.5天 62 26.84 

1天 115 49.78 

1.5天 15 6.49 

2天 38 16.45 

2.5天及以上 1 0.43 

 

表 6游客停留次数与天数交叉分析 

次数\天数 0.5天 1天 1.5天 2天 2.5天及以上 小计 

1次 46(29.30%) 75(47.77%) 12(7.64%) 24(15.29%) 0(0.00%) 157 

2次 7(16.28%) 29(67.44%) 3(6.98%) 4(9.30%) 0(0.00%) 43 

3次 7(28%) 9(36%) 0(0.00%) 9(36%) 0(0.00%) 25 

4次 1(50%) 1(50%) 0(0.00%) 0(0.00%) 0(0.00%) 2 

5次及以上 1(25%) 1(25%) 0(0.00%) 1(25%) 1(25%) 4 

 

表 7乡村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指标 

指标 评价内容 

X1 绿化(环境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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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卫生(环境及设施) 

X3 公共交通 

X4 停车场 

X5 住宿 

X6 餐饮 

X7 休闲娱乐 

X8 购物(环境及设施) 

X9 休憩(环境及设施) 

X10 引导标识(旅游导示牌、交通引导标识等) 

X11 咨询服务 

 

2.2.2满意度调查 

根据调查问卷中对金山嘴渔村乡村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游客总体评价均分为 6.98分，处于中等偏上，除购

物外，其余各项环境与服务评价中位数均大于 7分(表 8)。从游客对本次游玩渔村体验的期望满足情况看，43.29%的游客感受与

自身需求满足一致，并给出了 8 分及以上的分数，但有 56.71%的游客认为现有的渔村体验活动，没有或部分没有满足游客自身

游玩需求，给出了 7分及以下的分数(表 9)。 

表 8渔村旅游各项类型满意度情况 

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绿化 1.000 10.000 7.584 1.492 8.000 

卫生 2.000 10.000 7.026 1.599 7.000 

公共交通 2.000 10.000 6.584 1.679 7.000 

停车场 2.000 10.000 6.879 1.594 7.000 

住宿 1.000 10.000 6.874 1.601 7.000 

餐饮 3.000 10.000 7.455 1.531 8.000 

休闲娱乐 2.000 10.000 6.814 1.721 7.000 

购物 1.000 10.000 6.022 1.887 6.000 

休憩 1.000 10.000 7.416 1.569 8.000 

引导标识 2.000 10.000 7.247 1.68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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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 1.000 10.000 6.861 1.890 7.000 

 

表 9渔村体验活动综合印象得分 

名称 选项 百分比/% 

您所知的金山嘴渔村现有的渔村体验活动， 

是否能满足您的游玩需求? 

1 0.43 

2 0.43 

3 1.30 

4 0.43 

5 7.36 

6 14.29 

7 32.47 

8 25.54 

9 12.55 

10 5.20 

 

3 研究对象现状 

3.1金山嘴渔村简介 

金山嘴渔村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拥有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示范基地等称号。渔村隶

属渔业村村民委员会，是上海最早的渔村，也是目前上海唯一仅存的渔村。渔村开设了有渔村文化、海洋文化特色的室内展厅。

门票方面，渔村除部分室内展厅外，其余均免费开放。 

根据渔业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截至 2020年 6月 1日山阳镇渔业村户籍人口 1,927人，户籍户数 696户，实际户数 450

户。外来务工人员约 750余人。目前仍有 10人左右从事捕捞工作。截至 2020年 4月，金山嘴渔村共开设了 29家民宿，经过评

定，目前有五星级民宿 2家、四星级民宿 3家、三星级民宿 4家。同时，金山嘴渔村有特色饭店 38家，商铺 35家。 

2015-2019年，金山嘴渔村的游客人数以每年 10%的比例稳步提升(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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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9年度金山嘴渔村游客人数统计 

数据来源：金山嘴渔村投资管理公司 

3.2节事活动现状 

目前，金山嘴渔村举办的旅游节庆活动，主要围绕渔福天下新年季、渔家春情踏青季、渔家夏日欢乐季和渔味海鲜美食季

四大板块展开，其中包括滨海轻步游、渔家美食烧烤节、海味采购等 20多项景区举办的精彩活动，展现了渔村独特魅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渔村整体游客人数同比下降了 45.81%(图 2)。 

为此，渔村管理公司也努力筹划各种活动，积极提升游客数量，特别是增强游客住下来得意愿。2020 年 8 月，渔村引入主

题汉服体验活动，将“国潮”与渔村场景融合。2020 年 9 月，渔村拉开渔文化节的帷幕，活动历时 1 个月，提升了人气，拉动

了消费。 

3.3文化传承人现状 

目前金山嘴渔村拥有多位非遗文化传承人，渔民画绘画传承人杨火根、舢板船制作传承人姜品云、渔家菜烹饪传承人杨婉

华、妈祖传承人杨光、海蜇腌制传承人姜建航等。在渔村调研过程中，发现这些传承人与游客的互动性较少，通过对受访者的

调查，有 42.42%受访者表示没有与这些非遗文化传承人有过互动接触。 

另外，针对金山嘴渔村旅游元素提升的选择上，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进行分析(表 10)，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性

(chi=136.098，p=0.000<0.05)，意味着各项的选择比例具有明显差异性。具体来看，A：体验渔村民俗文化，B：感受渔家生活，

C：欣赏渔村风光等共 3项的响应率和普及率明显较高，说明游客对于上述 3项内容的期望值也较高，有待整体提升，而通过节

事活动，可将元素充分融合，以满足游客需求。 

表 10金山嘴渔村旅游元素卡方拟合优度检验 

项目 

响应 

普及率(n=231) 

n 响应率 

A：体验渔村民俗文化 139 27.31%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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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感受渔家生活 145 28.49% 62.77% 

C：欣赏渔村风光 115 22.59% 49.78% 

D：品尝渔村美食 110 21.61% 47.62% 

E：其他 0 0.00% 0.00% 

汇总 509 100% 220.35% 

拟合优度检验：χ2=136.098p=0.000 

 

4 渔村节事活动的对策 

国内学者于法稳(2019)提出了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是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可行性缺乏科学认识，二是过多地引

进现代元素符号，三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人才严重短缺。 

要想吸引游客多次来渔村，体验不同季节的生活与乐趣，需要进一步挖掘渔村的生态和人文资源，讲好渔村故事。 

4.1融入思政教育，打造创客空间，丰富节日活动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学校思政教育课更多的可以与乡村建设发展进行有效衔接，渔村管理公司可以跨前一步，主动对接

各级学校，同时深挖渔村发展历史，讲好渔村故事。鼓励高校学生走进渔村做调研，开展以乡村旅游发展为调研课题的社会实

践活动。结合相关调研内容，组织开展一系列的相关学习活动，并结合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组织开展相关纪念庆祝

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渔村游玩，感受不一样渔村生活的同时，了解渔村的历史，充分感受渔村近几年的发展成果。 

 

图 2 2020年上半年金山嘴渔村游客人数统计及同比走势 

数据来源：金山嘴渔村投资管理公司 

4.2打造创客天地，激发渔村节事活力 

根据前期调研情况，渔村管理公司对部分村民房屋做了前期“收储”以便二期开发。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

可有效培育乡村旅游创客基地，联合政府相关部门、企业、高校共同组织开展文化、旅游创客活动，同时吸引原住民回搬并解

决就业，形成有特色的渔村创客平台，引导大学生与原住民形成多元合作机制，优势互补，举办具有渔村特色的乡村旅游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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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活动。 

4.3增加场景沉浸，丰富艺术赛事活动 

以渔文化为背景，增加场景沉浸，与部分艺术赛事主办方合作，融入“自然、民俗、艺术、渔村”等元素，有效利用现有

村宅、围墙、里弄等渔村场景，充分调动原住民、游客、商铺经营方等互动性，由艺术家、设计师、原住民和游客共同完成艺

术作品，留下属于渔村的回忆，形成一个固定且连续的艺术赛事活动。 

4.4挖掘民俗文化，丰富民俗节庆 

加强文化传承资源的开发，是提高乡村旅游节事活动质量的一个重要工作。金山嘴渔村拥有多位非遗文化传承人，将非遗

文化融入节庆活动中，拓展活动项目，增加游客游览的经历。同时，在节事活动举办期间或是举办前后，增加一些互动活动，

通过增加游客参与度，加强旅游项目的吸引力，同时，也能提高渔村民俗的入住率。 

开发过程中，需要结合渔村现有的旅游资源和渔村可举办的节事活动类型及不同受众等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开发不同特色

的节事活动，结合本土特色品牌挖掘，强化参与和体验化的产品设计。 

4.5制定内部管理标准，服务村内实体经济 

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建设，包括后期运营，既要符合整体发展利益，又要符合游客的利益需求，乡村或企业(景区、商户)可

根据自身情况，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出发，从制定、完善管理制度入手，建立或调整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配置、服务规范、

服务评价等多方面的标准，并通过宣贯让游客了解标准基本内容及要求，从而让游客依照标准为当地乡村旅游的建设与发展评

判打分。 

4.6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活动的举办 

加大渔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在旅游厕所、停车场、导览系统等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并增加后期运维管理力度。对于一

些渔村特色餐饮、民宿等，要加大质量管理监控，并在环境管理上加大宣传力度，共同打造美丽渔村。推动渔村智慧建设，有

条件的情况下，要努力实现 Wifi和 5G网络全覆盖。建设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让游客进得来、住得下、吃的好、玩的乐。 

5 总结 

在乡村旅游中增加节事活动，可丰富游客的乡村旅游经历，同时提升游客二次消费的意愿，特别是留下来的理由也会有所

加强。2021年 2月 17日，上海市金山区新闻办发布，该区正在积极打造“上海湾区”城市品牌，金山嘴渔村应把握这次机遇，

充分融入整体规划之中，做出“上海湾区”乡村建设的范例出来。2020年 2月 2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金山嘴渔村要以此为契

机，开发好休闲渔业，要以民俗旅游产品为有效载体，宣扬渔村文化，讲好渔村故事，打造沿海旅游的特色品牌，拉动区域消

费，带动周边村镇融合发展，满足乡村旅游迭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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