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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组合赋权的乡村旅游质量评价及对策建议 

——以八仙山社区为例 

黄奕嘉 罗曼秋 唐子淳 袁巧灵
1
 

（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乡村旅游作为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的新动能，是经济社会高质高效

发展的重要契机。为了探索可以给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的对策方案，以四川省宜宾市龙华镇八仙山社区为实证

研究对象，通过组合赋权法建立乡村游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评价模型，运用德尔菲

法等方法对指标进行赋分。结果表明，八仙山社区旅游质量得分为 0.4453，处于中等质量水平，旅游发展主要受交

通出行不便、旅游发展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的制约。针对八仙山社区目前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基础夯实、

定位明确、品牌塑造、融合发展的对策，以期为乡村旅游开发导向的路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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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文化和旅游部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1]，先后筛选出两批，共 1000个村

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2]，并为上述村落建立专项金融支持。在乡村旅游日渐成为潮流的趋势下，国家已将旅游产业作为

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其发展受到了空前重视。 

目前，由于许多乡村刚刚脱贫，发展过程中面临缺少优质资本流入、难以吸引高素质青年劳动力返乡等问题，出现“有资源，

无出路”的困境。因此，结合乡村特色和资源，借助乡村旅游实现乡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可持续的

造血式美丽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在乡村旅游领域，国内研究略落后于国外，但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普及以及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兴起，国内相关领

域的学者也拓宽了研究方向，如一三产业融合研究[3]、社区参与机制研究[4]等。大量学者也意识到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

径，对二者的融合进行了研究，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研究[5]、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6]等。但乡村发展日新月异，

当前针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多以国家政策为基础，研究内容落后于目前国内的发展格局和趋势，无法对后起的规划形成有针对性

的指导意见。因此，现阶段对刚刚实现脱贫摘帽的村庄进行研究，对指导这类村庄借助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进一步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基于此，文章以乡村旅游的视角，结合乡村的环境资源特色，综合景区实地调查法、室内统计与数理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对

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研究，再建立有针对性的、定量化的乡村旅游评价体系，结合实地情况进行指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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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的乡村旅游开发建议，以促使乡村旅游的个性化可持续发展，实现全域发展水平的综合提升。 

1 研究区概况 

八仙山社区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龙华镇，屏山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处东经 103°36′-104°23′、北纬 28°28′-

28°53′。东界宜宾市区，西邻雷波、马边，北连沐川，南与云南绥江隔金沙江相望。总面积 1504km2，气候为中亚热带湿润型

季风气候。 

八仙山社区旅游资源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龙华古镇位于其内。近年来龙华古镇先后被评选为“四川十大最具

保护价值古村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授予“四川省第三批省级森林小镇”，并入选第三批“四川最美古镇”。而

紧邻龙华古镇的八仙山旅游开发价值极高，其主峰海拔 891m，常年白云缠绕，山顶是开阔的茶园，其中还伫立着鲜为人知的世

界第一立佛——八仙山大佛。 

2 数据与方法 

2.1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主要通过查阅相关统计年鉴、官方网站和实地调研取得。乡村旅游质量评价表格中乡村旅游产业板块主要由统计

年鉴和政府专项报告获得；乡村旅游环境板块主要由地区环境报告和官方网站数据获得；乡村旅游服务板块主要由问卷调查中

游客访谈数据获得。 

2.2研究方法 

2.2.1乡村旅游质量指标选取 

根据 DB21∕T2293-2014《乡村旅游示范村评定》、成都市《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标准》、《绿色环球 21 国际生态旅

游标准》、李莹[7]所构建的生态旅游资源指标体系、蔡碧凡[8]所构建的乡村旅游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刘滨谊等[9]所构建的乡村景

观评价指标体系等，在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可操作性等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质量评价指标(表 1)。 

表 1乡村旅游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要素层 要素层权重 指标层 AHP权重 熵权法权重 组合权重 

乡村旅游质量评价 

乡村旅游产业 0.3333 

旅游年接待人数 0.1872 0.1857 0.1865 

旅游业生产总值 0.2522 0.2464 0.2493 

旅游业收入占乡村生产总值比例 0.2191 0.2187 0.2189 

旅游从业人员占乡村劳动力比例 0.1871 0.1888 0.1880 

从业人员人均旅游收入 0.1556 0.1563 0.1560 

乡村旅游环境 0.3333 

空气质量指数 0.1689 0.1708 0.1699 

水环境质量指数 0.1698 0.1701 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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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评估指数 0.1502 0.1498 0.1500 

废弃物处理率 0.1487 0.1483 0.1485 

绿化覆盖率 0.1287 0.1302 0.1295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指数 0.1066 0.1072 0.1069 

建筑与村貌协调度 0.1277 0.1262 0.1270 

乡村旅游服务 0.3333 

交通出行便捷度 0.2004 0.1993 0.1999 

公共配套设施满意度 0.1773 0.1764 0.1769 

旅游餐饮条件满意度 0.1778 0.1784 0.1781 

旅游住宿条件满意度 0.1548 0.1563 0.1556 

旅游项目体验满意度 0.1556 0.1567 0.1562 

安全配套设施投入资产 0.1323 0.1344 0.1334 

 

2.2.2指标权重确定 

组合赋权法：乡村旅游的相关指标较多，是涉及多指标的综合评价。因此项目将采用组合赋权法来进行乡村旅游指标权重的

确定，即将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既解决了层次分析法的过于依赖专家经验问题，又避免了样本数据的变化和极值对权重

结果的影响，使指标权重的赋值更科学合理。 

计算步骤： 

 

式中：W 组合权重为组合权重，W 主观权重为主观权重(AHP层次分析法权重)，W 客观权重为客观权重(熵值法权重)，a代表两种赋权方法

的权重系数。通常在进行组合权重运算时，认为两种赋权法同等重要，均以 0.5赋值，即 a=0.5。 

主观权重(AHP层次分析法)计算步骤：①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根据各种相关文献中的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结合研究区的

实际现状，形成了一套关于研究区的综合评价体系。②构造判断矩阵。对所列指标运用 A.L.Sarry 的 1-9 比率标度法进行各项

指标的两两比较，确定各项指标在评价中的重要度，并通过其重要性建立判断矩阵，计算出评价体系各项指标的权重。 

 

式中：IC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IA为判断矩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IR为判断矩阵随机一致性指标；n为判断矩阵阶数，

n与 IA的关系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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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矩阵阶数 n对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IA的取值 

n 1 2 3 4 5 6 7 8 9 

IA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③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④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虽然通过各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可以判断矩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是各层次的不一致性经过叠加有可能会造成最终

结果的非一致性，所以通过公式(3)进行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确定各要素层和指标层的最终权重。当 IR<0.1时，说明层次总

排序的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式中：bi为第 i个要素层权重；(IC)i为第 i个要素层一致性指标；(IA)i为第 i个要素层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i的取值为

1，2，3[10]。 

熵值法计算步骤： 

①令事件 X为某个因子的影响。 

②Xn为事件 X可能发生的某种情况，根据调查问卷可知。 

③p(x)表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由调查问卷直接得出，信息量(I)与概率(p)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信息量(I)与概率(p)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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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定义 x所包含的信息量为 I(x)
[11]，对数函数的定义域是(0，+∞)，而概率的范围是(0，1)，不考虑概率为 0的事件 

⑤定义 X的信息熵为 H(x)
[12]
 

 

根据上述步骤计算出信息熵后，根据熵值法可知，当信息熵越大时，事件 X 的影响程度就越大，即这个因子的重要性就越

高。 

2.2.3乡村旅游质量指标得分确定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乡村旅游质量评价模型。 

 

式中：S为总得分； 

Ai为第 i个指标层的分值； 

Bi为第 i个指标层的权重； 

Ci为第 i个因素层的权重； 

n为指标层个数，模型取 18； 

m为要素层个数，模型取 3。 

2.2.4乡村旅游质量评价等级确定 

研究在参照乡村旅游质量已有标准的基础上，借鉴生态文化旅游认证的成熟标准划分方法[13]，将乡村旅游质量的总分设定

为 1，及格分数为 0.6，从高到低将乡村旅游质量划分为五个等级，乡村旅游质量评价等级见表 3。 

表 3乡村质量评价等级 

等级 得分 

高质量乡村旅游 0.8000～0.9999 

较高质量乡村旅游 0.6000～0.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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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质量乡村旅游 0.4000～0.5999 

较低质量乡村旅游 0.2000～0.3999 

低质量乡村旅游 0.0000～0.1999 

 

3 结果与分析 

3.1八仙山社区旅游产业评价分析 

由表 4 要素层得分可以看出八仙山社区的乡村旅游产业方面处于较低质量状态，得分为 0.3681。产业以一、三产为主，二

产为辅，居民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在人力资源方面，龙华古镇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空巢化严重，不能为产业发展注入充足动

力。想要将乡村旅游作为八仙山社区巩固乡村振兴的成果的基点，就要努力提高其产业影响力，从而提升产业的盈利能力，以吸

引更多的劳动力和优秀人才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动力。 

3.2八仙山社区乡村旅游环境评价分析 

由表 4 可以看出八仙山社区乡村旅游环境的得分最高，为 0.6012，处于较高质量状态。八仙山社区在环境改良、生态保护

等方面的措施落实性强，但仍有单位耕地施肥使用量较大、污水管网覆盖率较低等问题的出现，还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对每村每户

居民进行地毯式的引导，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自然资源方面也应多挖掘资源的潜在价值，在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基础

上，加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将八仙山社区现存的资源合理利用起来，提升与三产融合的协调度。 

表 4乡村质量评价 

目标层 得分 要素层 得分 指标层 组合权重 得分 

乡村旅游质量评价 0.4453 

乡村旅游产业 0.3681 

旅游年接待人数 0.1865 0.0932 

旅游业生产总值 0.2493 0.0997 

旅游业收入占乡村生产总值比例 0.2189 0.0876 

旅游从业人员占乡村劳动力比例 0.1880 0.0564 

从业人员人均旅游收入 0.1560 0.0312 

乡村旅游环境 0.6012 

空气质量指数 0.1699 0.1359 

水环境质量指数 0.1700 0.1020 

环境噪声评估指数 0.1500 0.0750 

废弃物处理率 0.1485 0.0594 

绿化覆盖率 0.1295 0.0906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指数 0.1069 0.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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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村貌协调度 0.1270 0.0635 

乡村旅游服务 0.3801 

交通出行便捷度 0.1999 0.0600 

公共配套设施满意度 0.1769 0.0531 

旅游餐饮条件满意度 0.1781 0.0891 

旅游住宿条件满意度 0.1556 0.0778 

旅游项目体验满意度 0.1562 0.0468 

安全配套设施投入资产 0.1334 0.0533 

 

3.3八仙山社区乡村旅游服务评价分析 

八仙山社区的旅游服务质量较差，得分为 0.380 1。其中交通出行便捷度为 0.0600分，得分较低，原因在于许多道路尤其是

山路的两侧无防护栏、弯道多、路面窄、错车困难等。政府投入力度不足造成安全配套设施投入低，社区的安全隐患广泛存在，

也成为了制约社区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影响因素。而八仙山社区目前仅采用效仿其他地区的娱乐开发方式，未采取因地制宜的发

展模式，造成同质化现象严重，大大降低了游客们的旅游项目体验的满意度。 

4 对策与建议 

4.1基础建设先行，夯实发展基础 

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享受型消费产业，当前八仙山社区的道路交通、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滞后，完善和提升各项

基础设施建设是八仙山社区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今后，政府应当加大有关方面的投入力度，以科

学规划为保障，将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和建设标准与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及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相结合，分层次、有重点地提升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 

4.2目标定位明确，打造综合优势 

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升级，我国旅游发展已经来到度假旅游和体验旅游发展阶段，加之近年来旅游受到疫情的影响，跨省旅

游受到明显限制，省内旅游和短期家庭式旅游的热度升高。四川是人口大省，因此在当前阶段，八仙山社区应当以当地极富特色

的大佛、古镇和特色农业等旅游资源为依托，综合打造体验式旅游项目，明确省内推广式发展的定位目标，以成都市、宜宾市、

乐山市等为主要目标客源地，实现旅游发展和口碑积累。 

4.3品牌影响塑造，注入持久动能 

八仙山社区拥有以富硒土地资源为载体第一产业发展基础和以佛道文化为基础的第三产业文化发展核心，类似的优质旅游

业发展组合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因此，八仙山社区着力把握优势，提炼出具有凝聚力的品牌核心，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引入生产线和有关技术，实现特色产品产业化，最终达到三产融合发展、产业升级和吸引劳动力回流的目的，实现行、游、食、

购、娱、住六大要素互促发展的格局，为当地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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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位于四川省南部的八仙山社区作为研究区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构建乡村旅游质量评价体系，最终得出八仙山社区

的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当地交通不便、缺乏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旅游资源同质化等因素。以上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我

国大多数刚刚实现脱贫摘帽的村庄中，限制这类村庄搭乘乡村旅游热潮的“顺风车”。针对以上问题，文章对八仙山社区旅游业

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希望对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路径探索具有一定参考意义。但由于部分资料缺失，文章构建的评

价指标体系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在后续研究中有待完善。 

此外，乡村旅游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突破口，要想实现村庄稳步前进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三产融合的发展之路，以乡村旅游为

基点，助力乡村实现产业转型，积极探索农旅结合、以农兴旅、以旅富农的高质量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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