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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了大连市乡村旅游发展背景的基础之上，通过问卷调查及实地考察等方法对大

连市乡村旅游者的满意度进行了重点研究，找出了现存的几个问题，包括：服务设施有待改

进，服务质量有待提升，旅游环境有待整治，旅游产品有待创新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

应对策，包括：拓宽设施供给渠道，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积极保护旅游环境，大力开发特色

产品等几个方面，以期更好地发挥乡村旅游对大连市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实现区域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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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旅游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以乡村生活、民俗风情和田园风光为特色的乡

村旅游发展较为突出。乡村区域的优美环境与独特的民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

力，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为旅游者提供了远离喧嚣、返璞归真的去处。2015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一概念。同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并贯彻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目前，我国正处于“十三五”时期经济转型的深化改革阶段，在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我国的乡村旅游将由单一的旅游观光形式逐步发展为农业

与旅游休闲、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的综合性乡村旅游活动。

一、相关概念阐述

（一）乡村旅游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的定义尚未完全达成统一，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观点。世界

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D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在乡村开展的旅游，“乡村性（Rurality）”

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与特色
[2]
。西班牙学者 Gilbert 与 Tung 则认为：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

就是农户为旅游者提供食宿等条件，使其在农场、牧场等典型的乡村环境中从事各种休闲活

动的一种旅游形式
[3]
。国内有关乡村旅游的定义较多，何景明和李立华认为狭义的乡村旅游

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
[4]
。从上述观点

中不难发现，乡村旅游的概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二是以乡村性作为

旅游吸引物，二者缺一不可。总结归纳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区

特有的自然环境、建筑与文化为载体而开发的以度假休闲、体验乡村生活为主的旅游产业形

态。

（二）游客满意度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顾客满意度理论迅速发展完善并引起了各行业的重视，最早应用

于企业质量管理
[5]
。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指出，

“满意度是一个人对一个产品和服务的感知的效果与他的期望相比较所形成的期望状态”
[6]
。

该理论现已广泛应用于旅游研究之中，游客满意度是指旅游者对于目的地的期望与游客在访

问该地的体验结果进行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7]
。

（三）文献综述

有关乡村旅游者满意度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乡村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因子、旅游者的重

游行为以及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8-11]，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张春琳通过对西江千户苗寨游客的调研，发现游客总体上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这源于其较

满意的饮食环境、民族特色、风土气候、休闲娱乐和安全与管理
[8]
。李琳等通过对北京、长

沙、贵阳三地游客基本特征、出游特征及整体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揭示了我国乡村旅

游者满意度的区域差异特征
[9]
。蔡雪洁等通过对宿州市乡村旅游者的调研发现，游客的总体

满意度不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住宿和餐饮；深度开发

旅游产品；寓文化性和体验性于娱乐中；规范管理，完善旅游服务体系等
[10]
。周杨等通过对



广东省四地区乡村旅游点的实地调查发现游客总体满意度较高，但乡村旅游各构成要素的满

意度评价差距明显；游客重游意愿的强弱与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性别、受教育

程度、出游方式、出游次数、旅游环境、旅游支持系统等因素显著影响游客的满意度
[11]

。

二、案例研究

（一）样本选取背景及意义

1.大连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背景

（1）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大连市乡村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可观的发展前景。区域不仅拥有悠久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农业生产也为乡村旅游的开展创造了不菲的价值，水产品、水果、蔬

菜等尤为突出，也因此赢得了“苹果之乡”的美誉
[12]
。乡村气息淳朴，环境自然清新，农产

品丰富无害是大连乡村的吸引力所在。对于身处城市倍受快节奏生活压制的人们来说，闲适

安逸的乡村生活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无论是集秀丽风景、自助采摘、农家风情于一体的农家

乐，还是集渔家篝火、海边垂钓、海上观光于一体的渔家乐，都能展现大连乡村旅游独特的

魅力。

（2）乡村旅游市场广阔

大连地处黄渤海之滨，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并与日本、韩国、朝鲜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相邻。良好的地理区位和环境对区域旅游市场的扩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知名的城市品

牌、丰富的旅游资源、完善的服务设施，促进了大连市旅游客源规模的不断增长，也带动了

大连市乡村旅游市场的持续发展。目前，全市年接待乡村游游客达 1000 多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近百亿元[13]。

（3）乡村旅游产品多样

目前，大连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特色旅游活动体验层出不穷，例如：浪漫采摘、温泉滑

雪、森林度假、戏水垂钓、户外运动等吸引着大量游客。现阶段，大连市已开展了以庄河冰

峪沟、歇马山庄、北马山庄等为代表的乡村观光游，以普湾新区东沟村和金州新区范家大院

等为代表的蔬果采摘游，以普湾新区铭湖国际温泉滑雪度假区、东泉绿洲里温泉假日酒店、

安波鸿源温泉山庄等为代表的温泉度假游等多种乡村旅游形式。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全国乡

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示范县（区）3 个，全国乡村旅游示范点 9 个，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10

个。规模以上标准休闲农庄、采摘园 200 余个，农（渔）家乐业户近 2000 户
[13]

。

2.提高大连市乡村旅游者满意度的意义

近年来，大连市的乡村旅游由小到大，从主营餐饮到多元发展，从初级的农家乐游向民

宿旅游、农庄旅游全面升级，从为游客提供产品到成为农村发展重要途径，从在“三农”中

寻找旅游产品到旅游产业引导“三农”现代化发展，乡村旅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

突出，旅游业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发展中，在惠民生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

了强大助推作用，已成为众多乡镇、村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13]
。

积极对大连市乡村旅游者的满意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重游率与信任度，有利

于大连市乡村旅游目的地知名度与美誉度的提升，能够为规范区域乡村旅游经营标准提供参

考与依据，从而不断增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巩固区域乡村旅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内容设计

1.研究方法

为了调查旅游者对大连市乡村旅游的满意程度，本研究针对大连市 18 周岁至 70 周岁的

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结构的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向社会共发放调查问卷 350 份，

有效回收 318 份，问卷的有效率达到 90.86%。

2.内容设计

本次调查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旅游者基本特征与旅游者满意度两个方面。

（1）旅游者基本特征调查

主要包括：游客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收入结构、家庭结构等。

（2）旅游者满意度调查

主要包括：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满意度的整体评价，以及对服务设施、服务质量、旅游环

境等方面的满意度及建议。其中，服务设施方面包括：住宿、餐饮、交通、通讯、卫生间、

安全设施等。旅游环境方面包括：空气质量、污水排放、白色污染、动物类粪便等。

（三）数据统计与结果



经过统计整理，将调研结果总结如下：

1.服务设施方面

表 1 乡村旅游服务设施满意度分析（多选）

选项 比例

A. 卫生间 74.53%
B. 住宿 36.79%

C. 安全设施 34.28%
D. 交通 34.28%
E. 通讯 29.25%
F. 餐饮 19.195%

如表 1 所示，卫生间条件是游客对乡村基础设施中最不满意的一项，所占的比例为

74.53%，表明卫生间的脏乱程度已经迫近极限，严重影响了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满

意程度。

2.服务质量方面

图 1 乡村旅游服务亟需改进质量方面分析图

由图 1可知，41.19%的游客认为大连市乡村旅游经营中缺乏专业服务人员，22.64%的

游客认为服务人员素质较差。同时，还有 31.76%的游客对目前乡村旅游中服务质量与价格

不对等的情况感到反感，而个别游客认为社区居民的态度不友好。经实地调查发现，区域乡

村旅游目的地时常出现质价不一的现象，甚至有强行兜售各种农副产品等情况。此外，乡村

旅游经营场所的开业、停业时间都较为随意，没有形成统一的经营管理服务标准。

3.旅游环境方面

乡村旅游的高速发展往往忽略了对乡村周边环境的维护。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可知，

亟需改善的乡村周边环境问题是区域动物类粪便未得到及时清理，其比重达到 32.39%。而

改善白色污染和污水排放这两个问题占到的比重分别为 29.87%和 30.19%。因此，对于乡村

陆域环境和水体环境的保护应予以格外重视。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乡村周边环境随着游客到

访量的日益增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游客随手乱扔垃圾、肆意践踏花草树木以及交通工具尾

气的大量排放等都给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图 2 周边环境最亟需改善方面分析图



三、分析与结论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目前影响大连市乡村旅游者满意度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务设施有待改进

据世界厕所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每人每天需要去洗手间的次数为 6-8 次，每年大约

2500次，可见洗手间的条件对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极为重要。同样，卫生间的建设与管理

能够完全体现一个旅游区的服务设施发展程度。正如国家旅游局李金早局长所言，“一厕不

净，何以谈旅游”。卫生间的供给数量不足，品质急需提升，是大连市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一

个短板。此外，旅游住宿、交通、通讯、餐饮等基础设施对于旅游者来说，同样都是大问题，

虽然它们在此次调研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是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大连市乡村旅游区（点）大多位于城市郊区或者人烟稀少的村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资金较少。乡村旅游区内的卫生间、安全设施、交通等设施简陋，供给不足。基础设施的

不完善会导致游客难以留宿于乡村。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原因，手机通讯信号较弱，免费WiFi
更是成为了奢求。卫生状况不佳、安全条件堪忧以及交通设施不足等都会使游客望而却步。

（二）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良好的旅游服务质量能够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旦旅游服务质量受到好评，无疑

会使该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迅速传播[14]。由上文分析可知，目前大连市乡村

旅游的服务质量尚无法令人满意。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旅游企业缺

乏系统的服务培训机制，从而导致优秀的专业人才及服务人员严重匮乏，极大地影响了旅游

者的体验质量。另一方面，缺乏乡村旅游统一的经营管理服务标准，导致旅游经营中的质价

不一等现象愈发严重。此外，缺少对乡村旅游所在社区居民的宣传与引导等工作，从而导致

居民对游客的不友好行为。

（三）旅游环境有待整治

由上文分析可知，目前大连市乡村旅游的环境维护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社区居民环保意识低

由图 2中数据分析可知，动物类粪便的未及时清理在影响乡村周边环境因素中位列第一，

可见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放任牲畜家禽随意排泄却不及时处理，实属环境维

护的一大难题。

2.旅游者环保素质差

乡村旅游中随处可见的白色垃圾，诸如垃圾袋、塑料瓶、饭盒等，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污

染现象。其根源主要在于个别游客的道德素质低下，随处乱扔垃圾导致白色垃圾成堆且难以

分解。由此可见，提升旅游者的环保意识依旧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艰巨使命。

3.周边企业环保意识薄弱

随着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不断扩张，占地面积的不断增长，废渣、废水、废气

的排放量持续增加。同时，工业企业的选址往往位于偏远地区，导致乡村成为了直接受害的

重灾地区，致使乡村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处于污染状态，严重影响了乡村的自然环境和居民

的健康，也损害了乡村旅游者的利益。

（四）旅游产品有待创新

迄今为止，大连市乡村旅游虽然产品丰富，但是过于传统；形式多样，但是缺乏创新[15]。

各地区的传统乡村旅游产品偏于古板，形式老套，缺乏旅游内涵的突显，仅有的乡村旅游供

给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九零后、零零后等新一代旅游者的各种需求。同时，在各个乡村旅游区，

旅游营销目的远远大于文化传播，导致创新意识薄弱。由此可见，目前的乡村旅游供给者对

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这一产品设计战略依旧无法做到应用自如。

四、途径与措施

（一）拓宽设施供给渠道

1.管理部门

想要彻底解决目前大连市乡村旅游目的地存在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作为一只“看

得见的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确

保旅游区的安全、交通、环境、通讯、卫生等方面均能够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同时，还应设

立一系列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标准，科学合理地对乡村旅游进行指导、管理及宏观调控。

2.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为了能够提供让游客满意的旅游产品，应当积极与市场接轨，时刻关注旅游者

的需求动向，拓宽产品的供给渠道。诸如农家乐、渔家乐等应当着力改善接待、食宿、厨房、

通讯、卫生、安全等多方面设施，全力拓展基础设施的供给范围，建立完善的网络供应平台，

加强与供应商、销售商的战略合作，融合供应、销售于一体，保障设施的供应效率，也使得

旅游企业内部的设施设备在质与量上均能达到标准水平。最终能够在硬件设施方面提高旅游

企业的接待能力水平，同时也在提升旅游者满意度的方面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健全一系列的服务资源供给体系，是为了改善区域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窘迫现

状，保障最终的服务质量水平而制定的。目前，大连市乡村旅游企业处于发展阶段，其发展

趋势虽然迅猛，然而服务资源供给储备相对稀缺，特别是优秀的服务人员与专业的管理人才

等。完善的服务资源体系不仅包括服务人员培训机构、专业技能培训机构，还应有充足的相

关服务设施供给基地、旅游标准质量评价机构等。力争使大连市乡村旅游不论是硬件服务设

施还是服务行为等软件条件，都能达到全面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来提高区域乡村旅游服务

的品质，为大连市乡村旅游的转型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积极保护旅游环境

乡村旅游周边环境的处理问题，关键取决于人们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因此，推广乡村

环境保护教育和加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是维护乡村旅游周边生态环境稳定发展的重要

环节。乡村旅游的特点是以乡村区域为主要经营和活动场所，其所具备的卫生条件、基础设

施等与城市地区精心规划的景区相比较差，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也较低，宣

传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管理部门必须做好引导工作，积极宣传居民一起整治大环境，

倡导旅游者维护小环境，严格监管周边企业的废渣、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排放。

（四）大力开发特色产品

在世界范围内，欧美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在发展过程中，推陈出新、结合自

身、挖掘旅游产品的内涵是他们的首要准则，发挥自身的特色文化优势则是欧美乡村旅游的

一大特点。例如，荷兰结合自身优势以养殖、花卉为主发展旅游，法国以发展特色农场为主，

德国的优质服务质量一直闻名于世，英国在乡村旅游资源保护方面做得相当出色[16]。可见，

乡村旅游可以模仿，但不能山寨，可以学习，但不能雷同。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虽然处于初期成长阶段，然而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全力开展新型旅

游形式，设计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已得到了显著的成果。每年的“十一”黄金周期

间，在媒体大力宣传的基础上，我国各地区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争芳斗艳。江浙一带浑然天成

的鱼米乡情、书香门第、小桥流水是我国首屈一指的乡村旅游胜地；四川向来以山川文化著

称的旅游聚集地，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以陕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以重现历史文

化、民风民俗为特色，同样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全国各地的水果蔬菜采

摘，沿海地区的渔家风情体验，黄土高原的窑洞生活体验等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即使

在严寒冬季，华山御温泉度假村、长白山温泉、腾冲火山热海温泉等各大特色温泉度假区也

得到了旅游者趋之若鹜的反响。游客们的好奇心不再执着于名山大川，反而寄情于朴实无华

的农家休闲体验。

大连作为我国三个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本身已经具备了其独特的文化与风格。同时，大

连地区的村落也拥有着其本土特色的乡村文化，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特色民风民俗成为了乡

村旅游赖以发展的文化资源，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进行旅游体验。因此，还应深度挖

掘区域文化精髓，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借助媒体传播的途径来大力宣传本村文化，吸引游客，

增加客流量，使得乡村旅游在旅游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17]。同时，乡村旅游应该“因地制

宜”，旅游开发者应当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诸如节庆文化活动、农业作息活动、

生活习惯等，积极开展相关的旅游体验活动，大力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并积极创新以满足

旅游者的需求，防止出现“山寨”雷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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