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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视角下临安乡村精品 

民宿选择动机研究 

颜澄
1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浙江 绍兴 312030） 

【摘 要】：本文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理论研究基础，根据临安精品民宿发展状况从消费者的视角，选择临安一

山九舍精品民宿进行实地访谈、问卷调查以收集消费者的选择动机并分析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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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经济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旅游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住宿需求也在不断升级换代，乡村游的火热人们开始从普通民

宿转至精品民宿。在明星效应的推动下，民宿业成为了蓝海市场，正因为综艺媒体的宣传，无疑激发了人们的选择动机，增强

了对民宿的探索欲望。在面对我国国民对旅游消费需求不断高涨而游客满意度却形成低迷局面的现象，精品民宿应该如何在民

宿市场中不断提升消费者的再宿意愿急需研究 

现阶段，关于精品民宿的中文文献较少，因此本人结合已有文献来研究精品民宿增加学术关注度，旨在研究临安精品民宿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改变现有格局。 

2 相关概念 

2.1精品民宿 

学者认为精品民宿是在满足基本民宿的前提下，具备高知名度和品牌化，精品民宿提供综合型服务，其所拥有的旅游资源、

主题风格、主人文化、建筑风格、餐饮娱乐设施、所提供的服务等要素应体现其独特的价值。 

2.2消费者行为理论 

笔者分析了消费者行为理论模型：霍华德—谢思模式，该模式的重点是把消费者购买行为分为刺激因素、外在因素、内在

因素、产出因素。 

其中刺激因素是指把产品信息传达给消费者，以刺激消费者动机。外在因素：是消费者的文化、时间、压力、财务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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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因素：是消费者内心的心理活动。产出因素：构成一个消费者行为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从前期的初步了解到购买

欲望最后决策，这些因素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和下一次的购买行为。 

3 消费者行为视角下临安精品民宿选择动机实证分析 

3.1临安民宿业的现状 

临安最初以农家乐为主，其经营者大多是原住民，因旅游景区火爆农家乐转型升级为民宿至精品民宿，现有专业的民宿经

营者到临安选址经营。笔者通过研究相关资料，总结出临安精品民宿的发展特点如下：与自然融合，主人各有故事；对外部自

然资源的依托是发展精品民宿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提供乡村传统宴席；年俗活动丰富多彩。 

3.2临安精品民宿访谈研究 

笔者分别对一山九舍的民宿主人姚垚和民宿的客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访谈，了解一山九舍民宿经营现状和民宿客人对该民

宿的评价。 

3.2.1主人的访谈结论。 

该民宿主人认为一山九舍作为精品民宿与其他民宿相比突出优势在以下五方面： 

定位高端，客源市场清晰；自然环境优越；交通便利；政府支持；地域文化特征显著。 

民宿主人谈到经营特点时，认为目前一山九舍的成功基于以下方面：成功的运营推广渠道；优质的服务质量；本土化的设

计理念。 

3.2.2消费者的访谈结论 

入住一山九舍的客人都对该民宿评价较好，他们选择该民宿的原因为： 

(1)乡愁情结。许多人厌倦了城市的生活，财务自由后渴望返璞归真在一山九舍可以感受到真切的乡风、乡俗、乡情、乡味。 

(2)消费观念相似。一山九舍主要客源来源于上海，苏州，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游客追求的是消费一定的金钱真正地去体验

他们所向往的生活。 

(3)主人文化突出。许多游客来一山九舍都会问“阿土在不在?”(民宿主人)。他们因为喜欢阿土的江南生活方式，很向往

阿土那样的生活，所以才关注一山九舍。 

3.3问卷调查分析 

全卷由三块内容组成：游客基本信息、民宿消费经验，民宿选择动机调查。 

3.3.1消费者基本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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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卷调查数据中得知，女性受访者占比达 76.71%，从受访者的年龄来看，大部分游客都在 25-44 岁间。在职业方面，受

访者都是上班族占比 68.49%。在受访者的月收入方面，大受访者的月收入较高在 8000元左右，占比 72.6%。得出以上数据的原

因是受访者大部分都是中年人，收入较高，有能力选择精品民宿，该问卷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 

3.3.2精品民宿消费行为习惯分析 

表 3.1民宿消费体验分析 

项目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住宿倾向 

精品酒店 30 27.3% 

精品民宿 43 58.9% 

了解渠道 

OTA网站 25 61.64% 

民宿平台 30 52.05% 

微信公众号 7 10.45% 

广播电台 3 4.11% 

朋友推荐 9 12.33% 

旅行性质 

商务旅行或参会 5 6.84% 

团队旅行 20 27.39% 

家庭聚会 41 56.16% 

自助旅行 7 9.58% 

服务功能 

单一服务型 28 38.36% 

综合服务型 45 61.64% 

旅游资源 

观赏自然 55 75.34% 

文物古迹 28 38.36% 

民俗风情 47 64.38% 

度假疗养 27 36.99% 

其他 14 19.18% 

入住价格 

1000以下 2 2.73% 

1000-2000 30 41.09% 

2000-5000 38 52.05% 

5000-10000 3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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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1分析得知： 

(1)住宿倾向。通过问卷调查人们在临安乡村旅游时的住宿倾向，其中有 53位游客更倾向于精品民宿，占比 72.6%。因为临

安客源地为上海江苏，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他们有实力选择精品民宿。 

(2)了解渠道。OTA网站和民宿平台占比相当，各占 61.64%和 52.05%。这说明人们主要通过互联网了解精品民宿的相关信息，

但是从其他了解到精品民宿的人数非常少，这说明精品民宿自身的传播途径仍然不够宽广。 

(3)旅行性质。团队旅行和家庭聚会选择入住精品民宿的较多，尤其是家庭聚会占比 56.16%，这说明出行中有小孩和老人时，

则会为他们做更多考虑。同时出于家庭聚会的目的，游客对家庭氛围的敏感性更促使其选择精品民宿。 

(4)精品民宿的偏好类型。笔者通过服务功能和民宿拥有的旅游资源分析，综合型欣赏自然风光的民宿最受欢迎。 

(5)精品民宿的价格。从消费者选择入住的精品民宿价格调查中了解到 1000-2000元是较多游客能接受的价格。因为择精品

民宿的游客的共同特征为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 

3.3.3精品民宿选择动机分析 

关于民宿选择动机，笔者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1)选择精品民宿的动机 

根据之前的访谈研究，结合所查阅的文献资料，笔者将精品民宿的选择动机分为 5 个指标，从数据中分析得出，有 45.21%

选择民宿都是为了更够远离城市的喧嚣，贴近自然放松心情，缓解平日的压力。详见下图 4.1所示。 

 

图 4.1精品民宿选择动机 

(2)选择精品民宿而非精品酒店的动机 

游客选择精品民宿而非精品酒店是因为他们认为精品民宿更具有地方特色、装修风格更加独特、服务更有人情味、精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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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周边的环境更美、距离景点更近。 

 

图 4.2与精品酒店相比选择精品民宿的动机 

(3)选择精品民宿而非普通民宿动机 

通过问卷了解到人们选择精品民宿而非普通民宿的原因。其中从高到低游客最关注精品民宿的服务质量、民宿特色、硬件

设施、购物娱乐、交通情况、价格水平等五方面，从这个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人们更加注重人情味服务质量。 

3.3.4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对游客的民宿体验经历以及其选择动机进行调查的结果，结合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理论，游客选择精品民宿动机受

以下四大因素影响： 

(1)外在因素。受访者在文化、时间和财务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他们会更期望探索潮流。 

(2)刺激因素。精品民宿的质量、服务、价格都会刺激游客选择，在媒体和互联网的宣传、家庭亲朋的推荐下，人们也会更

倾向精品民宿。 

(3)内在因素。乡村游客的心理活动过程，包括消费者对精品民宿的感知程度和学习结构。消费者选择精品民宿都是从内心

深处羡慕经营者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想体验民宿的主人文化。 

(4)产出因素。受前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人们对精品民宿的产品了解，产生积极体验态度，以此产生欲望，最后实现消费行

为。 

3.4存在问题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中得知临安精品民宿目前存在的问题有： 

1民宿特色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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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民宿特色一直是问卷中的高频率选项，这说明现阶段游客对于精品民宿的特色方面的期待值很高，同时也折射出民宿

主人缺乏生活美学意识，重模仿轻创意。 

(2)服务水平较低 

精品民宿员工流动率大导致服务质量下降，问卷和访谈中显示精品民宿的服务质量人们是尤为重视的，这也反映出当前服

务质量现状存在一定问题有待加强。 

(3)营销方式不全面 

从问卷可以看出精品民宿的线下、微信公众号广播等宣传途径利用率低，消费者不能深入了解民宿文化、经营者没有推广

渠道、宣传效果不佳导致民宿经营欠佳。 

通过以上分析得到的结果，游客对临安精品民宿发展前景有较高的期望，但是高期望下的低感知导致了对精品民宿的满意

度整体降低。 

4 消费者行为视角下临安精品民宿发展对策 

4.1注重生活美学 

4.1.1创新民宿特色。精品民宿要注重打造生活美学，必须要避免同质化，在建造初期就应该合理选址，周围应有优美风景，

空间布局应融入设计美学，在规避民宿同质化的同时，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民宿文化，增添吸引元素。 

4.1.2强化主人特质。民宿主人本身应有文化关照情结和人文情怀，强化主人特质应从主人的生活观、美学观、人际观和服

务观等几方面加强。 

4.2优化营销推广渠道 

4.2.1 借助互联网的短租平台上线房源。目前市场上民宿平台有如 Airbnb，小猪短租，这些民宿平台各有各的营销特点，

因此经营者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扩大民宿的知名度，在专门做民宿的平台上线优质房源，让更多的游客在第一时间了解。 

4.2.2政府宣传，建立品牌意识。政府应建立正规组织，进行正规化管理，整合民宿资源，为民宿业的拓宽发展道路。通过

政府宣传民宿自然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将自身的品牌形象发展成为地域名片，扩大知名度 

4.3提高服务质量 

4.3.1培训管家。如今精品民宿所采用的一种享受体验型管家式服务，因此这需要管家更加专业，一职多能，全面发展。想

要提高服务质量，必须培养管家的服务意识，服务技能，在培训这一块可请专业团队授课培训。 

4.3.2采用激励制度。民宿经营者可采用相应的激励制度，包括物质、目标、精神、职位等多方面激励员工，采用柔性管理，

让民宿的发展目标与员工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4.4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再宿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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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了解游客住宿习惯，提供有针对性的附加产品。经营者必须了解游客吃、住、行、游、购、娱这六方面的消费习惯，

在游客结束精品民宿体验后，应加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模式，创造更加多元的住宿体验。 

4.4.2开发特色伴手礼。精品民宿的伴手礼也应该是有设计、有温度、有临安文化。此外，民宿经营者不仅可以设计伴手礼，

还可以为游客提供相关的手工课程，让游客参与伴手礼制作过程，这样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增强满意度，而且也提升民宿

品质，最终整体提升临安旅游区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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