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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DEMATEL 模型的实证分析 

杨静 侯智勇 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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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美食文化旅游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旅游形式。以青城山镇美食文

化旅游项目开发为例，从美食资源产品、乡村基础设施及乡村旅游管理三个层面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运用

DEMATEL 模型定量分析因素间的影响关系，识别出区域经济水平、乡村旅游规划、美食产品种类、乡村生态食材、

乡村人居环境、饮食文化习俗、美食口味特色等为影响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促

进项目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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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激发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1]乡村旅游越来

越注重培育新业态和开发特色产品，乡村独特的美食资源和淳朴的农家文化资源吸引着城市居民前往体验，培育乡村美食文化

产业链，努力将丰富厚重的美食文化资源优势转换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不仅有助于乡村美食文化的传承与保

护，还可以助力宜人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乡村经济的发展，是普民惠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民生工程，因此，美食文化旅游成为

了乡村旅游的重要新业态。但目前国内成功开发以乡村美食为主题的旅游目的地不多，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存在美食文化资源与

旅游开发契合度不高、美食独特性不强、美食体验产品单一等诸多问题，需立足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开发基础条件，对乡村美食文

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进一步深入研究，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类别分层次进行分析，识别关键因素，以促进乡村美食文化旅

游开发的精准度。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笔者发现有关“乡村美食旅游”开发研究成果甚少，但“美食旅游”相关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研究多以

定性分析为主。美食旅游研究可以追溯到 2000 年的塞浦路斯国际会议，研究讨论有关本土美食与旅游的融合开发。李悦[2]等以

陕西袁家村为例，利用扎根理论研究美食旅游引导乡村振兴实施路径及启示；刘军丽等[3]以四川成都乡村美食资源旅游开发为考

察对象，对美食资源进行科学分类整理与评价；程励等[4]以成都地区游客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建立品牌个性模型，并进

一步确定和检验了品牌个性对美食旅游目的地游客意向的调节作用；梁慧等[5]设计 6 个维度 18 个影响因子，运用 IPA 模型进行

湖北恩施州游客美食体验感知分析。综合当前有关研究成果，相关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响应是综合且系统的工

程，均认同美食旅游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有关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的研究成果较少，定量分析方法应用在乡村

美食文化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少。DEMATEL模型与 IPA模型、因子分析法等相比，不仅能定量反映出各因素对研究内容的影响

程度，还具有客观反映各要素内部交织结果对研究内容综合影响程度，从而有解决复杂交织问题的优势，因此，本文采用 DEM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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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从本质上分析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机理，构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定量分析各影响因子，促

进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提质提效，进而探寻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影响因素识别 

乡村美食文化旅游是乡村美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形式，与旅游相关产业联系紧密，涉及领域较广，因旅游项目开发无

明确的标准，经参考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如杨静[6]以成都美食制作体验项目开发为例，通过建立 3个指标层和 16个影响因素层，

研究美食制作体验项目开发的影响因素；李志伟[7]立足游客感知角度，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网络口碑对消费者从众行为和感知

价值的影响。依照《旅游业标准体系表》中“旅游产品与业态标准一产品标准、行业管理标准”，结合《旅游区（点）质量等级

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中有关旅游区（点）质量等级条件，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方式，反复修改、

优化指标，并结合长期从事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管理经验，归纳出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 3个准则层：美食资源产品、

乡村基础设施、乡村旅游管理。准则层下设 15个要素层。“美食资源产品”准则层包括饮食文化习俗（X1）、乡村生态食材（X2）、

美食口味特色（X3）、美食营养卫生（X4）、美食份量价格（X5）、美食用餐环境（X6）、美食产品种类（X7）；“乡村基础设施”

准则层包括乡村交通条件（X8）、乡村人居环境（X9）、乡村旅游配套设施（X10）、区域经济水平（X11）；“乡村旅游管理”准则

层包括乡村旅游规划（X12）、旅游人才资源（X13）、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X14）、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能力（X15）。作为影响青

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期能准确反映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研究需要。 

1.美食资源产品影响因素 

乡村美食资源与产品是乡村旅游活动的主要吸引物，也是吸引客源的驱动因素。地方饮食文化习俗赋予了乡村美食旅游产

品文化属性，饮食文化习俗包括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日常饮食习惯、饮食种类、美食制作工艺、饮食规矩及禁忌等，常有当地待客

食俗、节令食俗、礼仪食俗、地方特色食俗等。饮食文化习俗在乡村表现尤为浓厚，其独特性和体验感越来越受游客青睐，成为

了当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的重要体验形式之一，亦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要求的重要体现。乡村生态食材为美食

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原材料，是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必要条件，其赋予的地域特色、稀有性、生态性等会进一步驱动乡村旅游

动机，从而产生更大经济价值。食材与乡村旅游地空气、水、土质等生态条件密切相关，大多数乡村因具有良好的空气、水环境、

土壤等资源条件而盛产生态食材。[8]在追求绿色健康的旅游新时代，游客对“生态食品”情有独钟，乡村独特的美食类地理标志

产品是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亮点，满足了城市居民对美丽乡村生活环境的向往和期待，体现了乡村振兴中“生态宜居”

的基本要求。受地理、气候、物产、民族、经济、历史等因素影响，我国各地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口味特色。游客希望体验

到当地真正的“美味”，农家菜、农家饭“自然原始”的味道越来越受游客青睐，美食口味特色反映出当地特有的饮食习惯。在

全面健康新时代，美食营养卫生已成为人们追求的基本饮食价值观，人们更加注重膳食平衡、营养全面、卫生健康等，美食除考

虑口味特点外，还应基于“营养卫生”健康理念，重视美食的营养价值，包括动植物原料、粗粮细粮搭配等，以满足各类营养素

的需要。乡村卫生环境更值得关注，从选择“安全"的食材，到食材加工，再到烹制成美食的各工艺环节，都要重视营养卫生，

防止污染。美食份量价格是游客对美食旅游产品性价比直接感知的影响因素，可影响体验者对旅游活动的体验效果评价，游客希

望能体验到物美价廉的高性价比美食产品。美食的份量价格作为美食文化旅游产品设计中的重要因素，关乎美食成本与收入，与

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经营者利润水平息息相关，如何平衡经营者与游客的利益关系尤其重要。如部分旅游地区出现的“天价”食

品事件，对旅游地的形象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游客外出就餐时对用餐环境要求也越来越

高。用餐环境和氛围能更好地满足游客不同程度的感性需求，乡村旅游目的地除满足基本的卫生条件外，应深度融合地方乡风乡

俗等美食文化元素，突出主题，创建舒适别致、带有地方浓厚文化气息的美食用餐环境。美食产品种类指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

开发的系列体验产品，包括美食品鉴、美食文化体验、美食制作体验、农事活动体验、农产品文化体验等，其产品类型、丰富程

度、体验形式均会对游客旅游感知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美食资源产品影响因素主要有：饮食文化习俗、乡村生态食材、美食口味特色、美食营养卫生、美食份量价格、

美食用餐环境、美食产品种类。以上因素作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资源产品因素，其文化资源独特性和产品丰富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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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资源产品开发程度也受到乡村旅游地区经济水平、人才资源、旅游规划等因

素影响。 

2.乡村基础设施影响因素 

乡村美食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形式，与城市相比，区位优越性不显著，因此其基础设施条件更值得被关注。[9]交通

设施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乡村旅游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交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助

推乡村美食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交通基础设施除具备良好的道路、桥梁通达条件外，还要有便利的旅游交通体系，与城市、城

乡一体化区域有效连接，如设置观光巴士、休闲绿道、景观大道、公共自行车、电动车体系等。良好的旅游交通不仅能保障游客

顺利到达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目的地，还能让游客感受不同交通设施体验带来的愉悦感。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

的重要环节，包括乡村“旅游厕所”建设、乡村垃圾处理、污水废水治理等，美食文化旅游项目与乡村人居环境状况息息相关，

能体现乡村风貌状态。乡村旅游配套设施是为乡村旅游业服务的相关设施，包括乡村水、电、通讯设备、医疗、救护、商业配套

服务设施、餐饮住宿设施、娱乐设施等基础设施，保障了游客的附加利益，能增进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信赖程度。乡村旅游配套

设施水平考察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和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能力，易受到区域经济水平、乡村旅游规划等因素影响。区域经济水平

主要指旅游地综合经济实力水平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投资能力、融资能力、旅游开发效益、社会经

济支撑保障条件等，进而影响乡村区域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力度。 

综上所述，从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条件的角度，主要影响因素有：乡村交通条件、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旅游配套设施、

区域经济水平。以上因素作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支撑保障条件，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和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和基本设施

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美食产品的设计等。 

3.乡村旅游管理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管理是立足乡村实际，为满足游客不同角度、层次的旅游需求提供的各种服务，主要涉及乡村旅游规划、人才资源、

公共服务能力、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能力等因素。乡村旅游规划反映了乡村旅游产业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开

发的重点，关系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相关旅游设施的建设与服务保障条件的设置，是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发展

的顶层影响因素。[10]在全球智慧旅游发展背景下，旅游人才直接或间接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质量与旅游地管理服务

水平，乡村旅游地需具有较强综合素养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受区位和区域环境影响，乡村旅游地如何有效吸引复合型旅游人才参

与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管理显得更为重要。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包含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游客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务、信息

咨询、便民惠民服务、休闲娱乐服务等，是区域旅游活动开展的保障因素，
[11]
反映乡村美食文化旅游服务内容、服务效率、服务

等级、服务专业化程度和服务功能的状况。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能力有利于区域旅游资源共享，对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特

色差异化、项目产品优化设计、旅游精品线路统一规划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乡村旅游管理相关因素来看，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主要因素有：乡村旅游规划、旅游人才资源、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能力。以上因素相互影响，受区域经济水平因素影响较大，且对美食资源产品相关因

素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概况 

研究选取了当前旅游发展较好，且具有良好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基础的青城山镇为研究对象。青城山镇，辖 12个行政村，距

都江堰市区 15公里，距成都市区 60公里，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越，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境内年平均气温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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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91%,空气质量和水质常年保持国家一级水平。青城山镇物产丰富，饮食文化底蕴浓厚，是著名的

“长寿之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攒了浓郁的美食文化资源，作为成都平原进入川西的门户，饮食中融合了巴蜀饮食文化与

川西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精髓，形成了独特的乡村美食产品，非常具有发展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的典型性、代表性。青城山镇不仅

是李冰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功能区的核心承载地，还是“天府青城”国家级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区。全镇现有各类酒店 42家，各类

民宿 89家，各类农家乐 785家，泰安和泊江成功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可见乡村美食文

化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较好。[12]2019 年 4 月召开的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旨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成都市建设

国际美食之都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依托青城山——都江堰的山、水等优势资源，结合巴蜀传统美食资源、饮食文化、饮

食习惯等，打造集“生态美食、养生美食、文化体验、世遗观光”等为一体的“世界旅游名城”核心区，并分类开发生态美食、

美食旅游产品，打造复合型、多功能型康养基地。2020 年青城山镇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落实乡村振兴，实施农商文旅融合发

展计划，重点推进‘业态兴镇’建设思路”。相关政策的出台为青城山镇发展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青城山

镇发展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带来了新的机遇,但该报告同样指出青城山镇目前存在文化内涵深挖不够、文旅融合不高等问题，美食

文化旅游作为文旅融合的重要新形式，研究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以期能为青城山镇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建议。 

2.研究方法 

旅游开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政策层面、资源条件、保障条件等重要因素。DEMATEL模型广泛应用于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范畴，具有解决多因素影响、复杂交织问题的优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专家反复判断和论证，并对矩阵进行分析和计算，

从而识别出各因素间的影响关系，[13]进一步识别出主要影响因子,该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教育、旅游等行业的实证分析。

朱飞、[14]卢小丽[15]等运用 DEMATEL 定量分析法，识别了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学者们肯定了 DEMATEL 方法在旅游行业方面

的评价效果，该方法通过分析判断旅游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及其逻辑关系，得出旅游发展直接影响矩阵，客观反映出各影响因素之

间的影响程度，并计算出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进而反映出要素间的因果关系和每个要素在整个项目系统中的地位。本文

运用 DEMATEL 模型进行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影响因素分析和评价，丰富了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研究领域的定量分析方法，具体步骤

如下： 

（1）确定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影响因素，并用 X1,X2,……，Xn标记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 

（2）分析并用 L标记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强弱程度，影响的强弱程度定义如下： 

 

各影响因素交互影响的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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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家打分后，得到直接影响矩阵，设 n阶矩阵 X=(xij)n×n,具体如下： 

 

(4)将直接影响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矩阵 G(G=[gij]n×n) 

 

(5)计算得出综合影响矩阵 T(T=[tij]nxn),并解释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的间接影响关系。 

 

其中：I是单位矩阵。 

(6)探究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根据以上步骤综合影响矩阵中的 tij,计算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 Di、被影响度

Rj、中心度 Mi和原因度 Hi。 

 

式中，Di为影响度，表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 Xi对其他所有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总值；Rj是被影响度，表示

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 Xj受其他影响因素综合影响总值;Mi为中心度，表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 Xi在评

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及其所起作用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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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因因素、结果因素、中心度分析。原因度＞零，表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较大，为

原因因素，从而分析其对其他因素的主动影响作用；＜零，则表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受其他影响因素影响较大，为

结果因素，进一步分析其受因素的被动影响作用；中心度值较大的因素为关键因素，识别关键因素，旨在分析其对乡村美食文化

旅游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四、实证分析 

1.调查问卷设计与检验 

本次问卷分为调查者基本信息调查和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影响因素指标 5级量化调查两个部分，选取高校相关研究领域教师、

行业专家、政府相关机构管理人员、游客等为主要调查对象，调查发放问卷共计 3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95 份，问卷回收率为

92.19%。本次调查不考虑调查对象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权重，即调查对象对调查结果的影响程度相同。同时，本文运用 SPSS软件

进行调查数据处理，通过计算 Cronbach系数检验信度，经计算 Cronbach系数值为 0.856,属于高信度，效度检验 KMO值为 0.867,

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调查结果能满足此次研究的需要。 

2.计算过程 

基于旅游项目开发相关理论，征求专家意见，并对调查数据分析处理，反复修正和优化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各影响因素之

间的赋分值，建立直接影响矩阵并进行标准化处理，见表 1-1和表 1-2： 

表 1-1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标准化矩阵 

NO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1 1.03 0.08 0.04 0.12 0.14 0.13 0.16 0.03 

X2 0.06 1.04 0.06 0.14 0.13 0.10 0.17 0.03 

X3 0.04 0.08 1.02 0.10 0.14 0.14 0.14 0.03 

X4 0.03 0.05 0.03 1.03 0.12 0.09 0.11 0.01 

X5 0.01 0.07 0.01 0.04 1.02 0.02 0.02 0.01 

X6 0.03 0.06 0.03 0.03 0.05 1.03 0.03 0.01 

X7 0.03 0.02 0.03 0.03 0.11 0.03 1.04 0.02 

X8 0.02 0.03 0.01 0.05 0.07 0.07 0.08 1.05 

X9 0.07 0.12 0.04 0.13 0.13 0.14 0.12 0.03 

X10 0.02 0.03 0.01 0.04 0.08 0.11 0.06 0.03 

X11 0.05 0.07 0.04 0.14 0.19 0.19 0.18 0.14 

X12 0.05 0.07 0.02 0.11 0.16 0.17 0.18 0.11 

X13 0.02 0.03 0.03 0.08 0.12 0.08 0.17 0.05 

X14 0.02 0.02 0.01 0.05 0.04 0.08 0.10 0.04 

X15 0.07 0.08 0.02 0.08 0.08 0.12 0.16 0.10 

 

表 1-2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标准化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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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 0.10 0.05 0.07 0.12 0.04 0.05 0.14 

X2 0.08 0.05 0.11 0.09 0.04 0.05 0.16 

X3 0.12 0.05 0.11 0.11 0.04 0.05 0.12 

X4 0.11 0.04 0.03 0.03 0.02 0.03 0.06 

X5 0.02 0.01 0.07 0.02 0.01 0.04 0.02 

X6 0.08 0.06 0.03 0.03 0.02 0.07 0.07 

X7 0.05 0.05 0.07 0.07 0.04 0.03 0.07 

X8 0.13 0.12 0.16 0.16 0.15 0.18 0.16 

X9 1.07 0.09 0.12 0.10 0.08 0.10 0.13 

X10 0.11 1.05 0.10 0.08 0.08 0.15 0.14 

X11 0.19 0.16 1.09 0.16 0.17 0.18 0.15 

X12 0.16 0.15 0.10 1.08 0.14 0.17 0.20 

X13 0.08 0.11 0.10 0.13 1.05 0.16 0.15 

X14 0.06 0.06 0.08 0.06 0.09 1.05 0.12 

X15 0.13 0.14 0.15 0.15 0.12 0.16 1.10 

 

根据标准化矩阵计算反映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间间接影响程度的综合影响矩阵。运用公式③、④、⑤、⑥，计算

得出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中心度 Mi和原因度 Hi详见表 2。 

表 2综合影响关系 

影响因素 中心度 原因度 

X1 4.91 0.58 

X2 5.36 0.54 

X3 4.84 0.67 

X4 3.87 -0.75 

X5 4.30 -1.06 

X6 4.24 -1.34 

X7 5.81 0.01 

X8 2.78 0.15 

X9 5.11 -0.73 

X10 3.79 -0.31 

X11 6.88 0.83 

XL2 6.34 0.82 

X13 4.22 0.94 

X14 3.64 -0.38 

X15 4.5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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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结果分析 

（1）原因度＞零的因素为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原因因素。原因因素会直接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其他影响

因素，影响稳定，不易改变。[16]由表 2可知，旅游人才资源（X13）、区域经济水平（X11）、乡村旅游规划（X12）、美食口味特色

（X3）、饮食文化习俗（X1）、乡村生态食材（X2）等因素原因度计算结果大于零且排序靠前，是影响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发展

的主要原因，主要集中在旅游支撑保障体系和美食资源体系。人才资源和区域经济水平分别为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项目的开

发提供智力支撑和财力保障。青城山镇依托区域都江堰、青城山风景区，旅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青

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项目投资与开发提供基础保障。青城山镇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当地引进与培养复合型旅游人才，提高旅

游业人力资源水平。同时，青城山镇区域作为成都市打造建设“世界旅游名城”“国际美食之都”的核心区域，依托“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和“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在区域乡村旅游规划等政策扶持上具有较大优势。美食资源是乡村美食

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青城山镇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农产品资源丰富，饮食养生文化尤为浓郁，如特制乳酒、白果鸡、青城

茶叶、泡菜被称为青城山的“四绝”，青城腊肉香味浓郁，凸显美食特色，深受游客喜爱，为青城山镇发展乡村美食文化旅游提

供了文化资源及食品原材料。以上原因因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对乡村美食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包装、宣传、推广影响作用较

大，同时对青城山镇乡村交通条件、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等因素产生

较大影响。 

（2）原因度 V零的因素为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结果因素，是被动影响因素，易受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如表 2,美

食用餐环境（X6）、美食份量价格（X5）、美食营养卫生（X4）、乡村人居环境（X9）、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X14）、乡村旅游配

套设施（X10）等为负值，绝对值较大，是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发展的结果因素。美食用餐环境、美食份量价格、美食营养卫

生属于乡村美食文化旅游资源产品体系因素，越来越受到美食旅游者的关注。在调研中发现，青城山镇区域“农家乐”数量多，

管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尤其在旅游旺季易出现“食品不卫生”等问题，也有个别受访游客提到自己体验

过“天价"菜等问题，以上美食产品体系因素主要受乡村旅游管理及保障体系相关因素影响。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重要方向，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与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息息相关，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作为乡村旅

游项目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青城山镇区域旅游管理与服务能力的综合体现，包括交通、通讯、住宿、餐饮、医疗等基础设施水平

和乡村旅游地管理服务能力等，以上因素受区域经济水平、乡村旅游规划、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等多因素影响。 

（3）中心度是影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关键因素。由表 2可知，区域经济水平（X11）、乡村旅游规划（X12）、美

食产品种类（X7）、乡村生态食材（X2）、乡村人居环境（X9）、饮食文化习俗（X1）、美食口味特色（X3）等中心度数值排名靠前，

是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关键因素。调研结果显示，对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的关键因素因调研对象不同而主

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游客、高校相关研究领域学者认为乡村美食资源的独特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属性，旅游美食产品种

类、体验项目、食品原材料、口味、乡村饮食文化习俗等美食资源产品是发展美食文化旅游项目的基础和关键因素，如青城山镇

充足的野味猪鼻拱、厥菜、洋合等不仅丰富了地方美食产品种类和体验形式，也影响了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方向-“养

生式+体验式”乡村美食文化游；另一方面，政府人员、行业专家则认为投资能力、乡村旅游规划、乡村人居环境为旅游项目发

展提供财力保障及政策引领，是关键因素。如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在都江堰市统一规划下，形成了“乡乡通”“户户通”

的强大旅游交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提升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为青城山镇美食文化旅游项目的快速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上关键因素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值得重点关注。 

五、结论与建议 

乡村美食文化旅游作为乡村旅游的新业态、新形式，其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关键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美食资源产品和乡村

基础设施体系，这符合当前乡村美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目前国内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开发主要依托区域“农家乐”，游客仅

限于生态农业观光、乡村美食品尝、土特产购物等旅游体验，沉浸式体验项目较少，游客体验性、参与性、互动性均有待提高，

存在美食文化挖掘力度不够、旅游产品单一、美食文化与旅游融合度较低等问题。为进一步促进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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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旅游产品结构优化和提档升级,[17]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优化产业布局，积极培育特色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 

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为契机，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筹规划区域旅游发展布局，不断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战略。

以游客需求为导向，立足市场和区域美食文化旅游资源特色，争取相关政策支持，主动融入区域旅游规划中，积极申报乡村美食

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项目，培育特色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凸显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在当地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18] 

2.区域旅游资源共享，多产业联动发展 

立足全域旅游理念，充分运用地方丰富且有代表性的业态资源，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协同发展。依据乡村旅游地独特的美食文

化资源特点，充分挖掘各产业的承载功能。如重视“美食旅游”在康养旅游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动“康养度假旅游”集群化发

展，促进美食养生与文化养生、医药养生、运动养生等养生旅游项目融合发展。发挥乡村美食文化载体的作用，将文化保护、传

承、发展与建设乡村生态文明有机结合，以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带动乡村农、林、牧业同步发展，形成产业联动，打造地方旅游产

业竞争新亮点、新优势。同时，加强乡村美食旅游功能区的规划与建设，如在旅游发展区和田园生态区规划森林美食、生态美食、

乡村美食文化等旅游功能区项目，培育标志性特色美食文化旅游品牌，着力以文化建设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3.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环境治理是发展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的基础，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涉及食品安全健康，环境卫生条件尤为关键。地方相

关部门应依托乡村振兴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计划，整治农村垃圾、污水废水等环境突出问题，建设或改造“乡村旅游厕所”，培

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的乡村风貌。同时，进一步改善道路、供水、供气、电力、通讯、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整合

区域旅游资源，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助推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的发展和“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实现。 

4.充分利用乡村美食资源，丰富旅游产品类型 

深度挖掘乡村美食资源，充分利用乡村旅游地特色农产品及美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美食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彰显乡村“美

味”，注重营养卫生健康，利用乡村环境有效设计用餐氛围，并秉承“物美价廉”的原则进行产品定价。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从“生活游、体验游、深度游、品质游”的角度出发，创新旅游产品设计，开发设计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系列产品，丰富产品

供给，大力开发沉浸式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实现“观、听、品”休闲游到“体验、趣味、艺术”内涵游的升华。如开发农产品采

摘、风味鉴赏、农事体验等“农耕文化”深度游系列产品；设计营养健康大讲堂、开发素食养生、药膳烹制等“乡村食疗养生”

主题系列旅游体验产品；开发“茶道”主题旅游产品，设计鲜叶采摘、杀青、炒青、做形、烘焙等制茶工艺旅游项目，感受地方

茶文化。 

5.深入挖掘乡村美食文化，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充分挖掘乡村美食文化内涵，积极营造美食文化浓厚氛围，促进地方美食文化与乡土文化、民风民俗等有机融合。深挖各个

历史时期地方饮食文化内涵，保护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19]凝练乡土特色、挖掘乡土回忆、弘扬乡土文化，促进“乡村文化”与

“美食旅游”的融合发展。创新宣传方式，积极宣传与推广美食文化，引导和激发村民对乡村美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引导

村民成为乡村美食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美食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经营的主体，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和

感知村民本真的生活场景，并成为游客一次独特的乡村旅游体验经历，从而彰显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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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乡村旅游行业监管，建立健全管理服务标准 

当前，乡村旅游存在专业人才匮乏、旅游管理与服务标准不统一、政府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乡村旅游行

业管理服务标准体系，包括旅游度假村、乡村旅游景点、乡村旅游民宿接待户服务标准、经营标准、消防安全标准等，尤其建立

健全区域乡村美食文化旅游服务项目、产品价格、卫生质量标准。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大行业市场监管，对乡村美食

文化旅游经营准入及经营过程进行全面监管，保障游客投诉反馈渠道畅通，优化日常服务管理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应指导相关行

业协会研究建立美食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服务标准等。同时，积极引进乡村美食文化旅游复合型专业人

才，加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选拔，强化“内培+外引”人才构建，不断提高乡村美食文化旅游管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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