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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乡村旅游发展因素的分析方法 (SWOT-PEST分析) 

本人采用头脑风暴法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国内外条件进行了专 

题思考与讨论，同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了SWOT—PEST矩阵分析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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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是最常用的内外环境综合分析的技术。SWOT是英 

文的缩写组合，SW是指行业内部的优势或劣势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OT是指行业或企业外部的机会与威胁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优势 

与劣势，面临机会与威胁．但这些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又不 

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因此 

从政治 (P)、经济 (E)、社会 (S)、技术 (T)等方面对乡村旅游 

发展的环境进行SWOT分析有利于了解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条 

件，从而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战略性的决策，促进乡村旅游进 
一 步发展。 

二．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 

1．劣势与威胁 

(1)经营观念落后，产品缺乏创新 

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者们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乡 

村旅游的内涵缺乏了解 ，这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将乡村旅游等同 

于 土旅游”、 落后旅游”，他们认为乡村旅游就是土得掉渣的 

旅游，越是土得掉渣越是乡村性的，到处充满牛粪鸡屎臭味的地 

方就越具有乡村特色．错误的将农村的 土” ”落后”与 ”自然 

生态旅游 、 返璞归真 旅游等同起来；另一种情况就是误以为 

乡村旅游就是普通的观光旅游．因而大兴土木．甚至抛弃原有的 

乡村特长，建立城市般的广场，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背离了乡村 

旅游的文化内涵与本质。 

乡村旅游旅游的开发尚处于初期阶段．开发层次集中于以观 

光农业为主的观光旅游阶段，乡村特性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地挖 

掘，游客的旅游活动除了采摘．大部分停留在吃农家饭、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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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搓麻将等活动上 乡村旅游目的地俨然成为了名副其实地 

”茶馆”，这样的产品开发层次与结构难以满足游客深层次的旅游 

消费需求。 

(2)市场需求有限、行业竞争激烈 

任何一项产品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流向市场，而市场=人13 

X购买力X购买欲望。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的乡村旅游可分为城 

郊型和景郊型两种类型。城郊型乡村旅游目的地以临近的大中城 

市居民为市场；景郊型乡村旅游目的地以临近景区游客为潜在市 

场，而其他方向的游客则比较少；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最早起源 

于1 9世纪中期的欧洲，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旅游开始于8O 

年代末的深圳荔枝节，我国乡村旅游目前尚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 

阶段，经营管理水平和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国外；再有，我国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大都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差，因此这些因素 

制约了国际需求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乡村旅游的现实需求有限。 

2O世纪9O年代以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进入 

21世纪，随着对 ”混泥土”的倦怠，在 ”亲近自然”、”回归自然 

等理念的推动下，乡村旅游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为迎合这 

种潮流全国兴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热，大中城市的周围随之布满了 

众多雷同小异的乡村旅游景点，这加剧了乡村旅游业的竞争。 

(3)旅游法律法规不健全，宏观管理力度不够 

俗话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 

开市场机制的运行但也需要政府法律法规的宏观约束，在我国就 

连一部基本的旅游大法都没有就更谈不上有关规范乡村旅游发展 

的相关法律，而且各地方政府也未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来进行规 

范、约束，这就导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总体上处于盲目、自发、 

低层次的发展状态。在法律缺失的管理环境下经营者的非常规经 

营行为如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等行为却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 

游客的权益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些状况反过来又制约了我国 

乡村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 

2．机遇与优势 

(1)加入 WTO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 

接待国，无疑，加入WTO也给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 

遇。随着中国的人世承诺的兑现，从2003年起外商可在中国投资 

景区．景区 (点)也可以对外资实行转让经营、出租经营、委托 

经营．外资介入中国乡村旅游景区的建设经营，他们拥有雄厚的 

资本、先进的管理手段、健全完善的营销渠道和网络等方面的竞 

争优势．这样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引进外资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 

题和促进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立足于更高的发展水平。 

(2)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贫穷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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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绝对贫困人I：1由1 979年的2 5亿下降 

到6500万，但这6500万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为了全面促进发 

展 ．共建和谐社会，国家政府对农村发展给予政策、资金、人力、 

物力的重点支持。乡村旅游扶贫不仅符合国家的扶贫总体思路． 

而且拓宽了扶贫的工作思路。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 

了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号文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将为乡村旅游走向一个新的台阶提供更好的经济平台和资源 

优势．同时，乡村旅游也将成为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进而促 

进三农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3)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截至2002年底，我国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地区仍然 

占中国国土面积的60 91％。我国纬度跨幅大 ，从北到南 ．从西 

到东 ．广泛分布着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农民．我古哦农民在 

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上下五千年世世代代的努力．培育了具 

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农业特色的各种非物质和物 

质型的乡村景观资源：同时，乡村旅游资源受季节、气候的影响 

比较大，季节、气候的不同变化也赋予了乡村旅游资源的不同景 

观和风貌特征，使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呈现出丰富多样性特点，这 

种变化能更好地满足游客追求多样化的心理需求。 

(4)旅游者具有较强的购买力 

乡村旅游以农民为经营主体，游客在乡村进行的 “住农家屋，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休闲体验即全部旅游的基本 

活动一吃、住，游、购、娱等环节都是在农村旅游区发生，因而 

消费水平低。同时．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是依托于附近大城市的 

居民，所以路途较近，交通费用少．而在其他大众性旅游活动中 

交通费用高达4O％～60％ ，乡村旅游降低了游客的货币成本和体 

力成本，增加了游客的可支付力。 

三、乡村旅游发展的战略对策 

1
．融入体验 ，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延伸价值 

”体验经济“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7派恩和詹姆斯7吉尔 

摩于1 999年4月在其专著 《体验经济》一书中首次提出来。他们 

认为经济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时代后， 

人们正迈向体验经济时代。体验经济将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一 

种新的价值源泉。体验就是使人们在得到物质享受的同时得到精 

神享受。体验要求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围绕消费 

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服务产 

品．游客花钱购买的是一种经历，其核心就是从出发点到目的地 

再回到出发点的这一过程的体验。乡村旅游经营者要以旅游服务 

为舞台，设计更多的主题活动，让游客参与进来，通过经历与体 

验，让游客从中获得精神的放松与娱乐．并让这种美好体验伴随 

着游客长久存在。 

2．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 

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高低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高低的关键 ， 

而旅游服务质量的高低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加强对乡村旅游 

从业人员的培训。第一 ．要加强对乡村旅游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 

督促并组织他们学习我国的旅游政策法规，规范他们的服务操作 

水平，端正服务态度，使他们具备能够承担乡村旅游服务工作的 

基本能力。第二 ，要加强对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员地培训。鉴于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情况一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是当 

地农民或村干部 ，因此应组织他们学习旅游规划、旅游心理学、 

旅游文化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课程：定期组织他们讨论分析旅 

游市场形势．促使他们了解旅游发展动态；组织参观开发经营成 

功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以吸取经验．经营管理人员水平的高低往往 

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可否可持续发展。 

3丰富产品结构．吸引客源 

任何产品开发的目的都是为了进入市场．从而获得经济效益。 

当然．只有符合市场需求、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才会有持续的市 

场生命力，乡村旅游产品也不例外．游客的消费需求是千差万别 

并不断变化的．因此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乡村旅游产品 

开发在采取无差异市场营销的同时也应／]ula．对专题乡村旅游产品 

项目的开发 ，不断丰富产品结构并适当采取差异性营销策略．开 

发特定市场，使特色产品与特定市场结合．如：第一 ．青少年学 

生市场。旅游有助于学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这种作用已日益 

得到家长的认同与重视．因而青少年学生的修学旅游将成为我国 

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一股潮流与生力军。城市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 

从未去过乡村，对农村以及农业生产规律缺乏了解 ，以至于犯”花 

生是树上结的，板栗是地里长的”此类常识性错误，并且在金钱 

物质富裕的条件下不少城市学生沾染了浪费、怕吃苦的劣习，而 

乡村则是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与特性的天然课堂；农民的辛勤劳 

作、勤劳朴实也是对城市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现实素材。依托乡 

村附近的各类学校进行教育、学习性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将具有 

巨大的潜力。第二，银发市场。按国际标准，当一个城市或国家 

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数的 10％．或者 65岁以 

上人口达到或超过 7％ 时，这样的社会即将成为 ”老龄化社会 。 

截止 2005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 1．43亿，占总人 

口的1 1％，这表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城市老年人厌倦了都 

市车水马龙式的纷扰与嘈杂，对乡村的 “山美，水美，人美、田 

园风光美“的恬静的乡村生活独有情钟 ．同时他们具有足够的闲 

暇时间和购买力．因此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可与银发族的养老、 

度假、休闲旅游相结合。大众产品与专题产品相结合的产品结构， 

无差异性营销与差异性营销相结合的目标市场选择策略．将为乡 

村旅游的发展增加客源 ，延长逗留时间，提高人均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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