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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信息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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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开发、投资与经营的主体，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是整个广西乡村旅游经营 

者当前状况的真实反映，经营者素质的高低和经营状态直接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广西的乡村旅游经营者还普遍存在着 

开发项目单一、学历层次不高、外语水平明显偏低、外来经营者少等问题。文章通过对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调 

查和分析，以期揭示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现实状况，为实现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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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lO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主 

要以桂北区域的龙胜和阳朔的乡村旅游为代表。 

乡村旅游盼决速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 目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非常 

少，也不系统，多数研究是基于广西某处乡村旅游 

的个案研究 ，从宏观层面的研究多从大区域大概念 

人手，缺乏具体数据支持。对于广西广大乡村旅游 

经营者信息的状况目前研究不多，其具体的存在状 

态尚不为人所知，这极大地阻碍了政府部门对广西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开发与有效管理。 

一

、研究目的与方法 

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 

研究，尤其是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方面的研究 目前 

还是空白，在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的支持下， 

课题组于2006年 5月至 2006年 12月，分批对广 

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系统调研。旨在 

揭示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 

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 

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 

为整个广西区域，主要涉及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 

城、临桂、灵川、资源、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 

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 

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 32个，调查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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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经营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 

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 
一

手调查资料。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 

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人统计分析 

中，共完成调查样本 250份，其中有效样本 213份。 

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 

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 l2份样本 

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广西乡村旅游经 

营者基本信息采集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总结。 

二、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特征分析 

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信息分析表主要由性别、 

婚姻、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籍贯、工作经历、普通 

话水平、英文水平、个性与家庭收人水平共 1O个方 

面组成，依据调查样本统计生成如下表格。 

(一)乡村旅游经营者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 

分析 

广西的乡村旅游经营者在性别上基本没有差 

异，男性占52．6％，女性 占47．4％，说明在广西乡 

村从事旅游经营的人员中，男女比例是基本一致 

的，这可能与目前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经营项目 

相关，多数乡村旅游经营项目以“农家乐”为主，而 

且一般都是夫妻店。当然可能也与从事乡村旅游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 目(20o61o593o2o2M】】)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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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信息分析表 

经营者个人资料 频数 比例％ 经营者个人资料 频数 比例％ 

性 男 112 52．6 婚 未婚 20 9．39 

别 女 101 47．4 姻 已婚 193 9O
． 6 

小于 24 19 8．92 从未外出做生意 l11 52．1 

年 25—．34 64 30 外出做过生意 1次 40 18．8 工 

龄 35—44 70 32．9 作 外出做生意2次以上 62 29．1 

结 45—．54 38 17．8 经 做过与旅游相关工作 75 35．2 

构 历 55
— ． 64 16 7．51 外出生活或工作1年以上 112 52．6 

64以上 6 2．82 从事过领导或管理工作 52 24．4 

文盲 9 4．23 听 213 10o 
受 
教 小学 54 25．4 国 

语 说 213 100 

育 初中 99 46．5 水 

读 202 94．8 程 高中(中专) 43 20
． 2 亚 

度 
大专及以上 8 3．76 写 199 93．4 

本村 157 73．7 听 12 5．63 

英 说 9 4
． 23 

籍 本乡镇 37 17．4 文 

读 7 3．29 
贯 本县(市) 19 8．92 水 

亚 写 6 2．82 

其他 O O 完全不会 201 94
． 4 

敢闯爱拼型 31 14．6 下等 7 3．29 

中问型偏敢闯 17 7．98 家 中下 30 14．1 

个 庭 
中间型 61 28．6 中等 116 54．5 

性 收 

中间型偏保守 67 31．5 入 中上 39 18．3 

保守稳重型 37 17．4 上等 21 9．86 

注：调查中语言水平和工作经历可复选。 

经营与管理中男女性别优劣势不明显的原因相关。 

从婚姻状态来看，未婚的占9．39％，经营者的年龄 

结构也有类似反映，调查显示经营者中 24岁以下 

所占比例为8．92％，与未婚的比例大致相当，说明 

在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中年轻人创业的比例不高。 

事实上调查中我们发现多数未婚年轻人多与父母 
一 起创业，这可能与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关，经 

济上没有完全独立，创业资金多源于或受制于父 

母。从经营者的年龄结构来看，25～34岁这个年 

龄段的经营者与 35～44岁年龄段的比例基本一 

致 ，分别为 30％和32．9％，两者之和为 62．9％，在 

整个年龄段中的比例占绝对优势。45～54岁这个 

年龄段比例也比较高，为17．8％。由此可看出，在 

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中，年龄在 25～54这个年龄 

段的经营者比例最高，超过总数的80％，其他年龄 

段的总和占的比例不到20％，从中我们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广西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以已婚的壮年夫 

妻为主。 

(二)乡村旅游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语言水平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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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总体受教育水平比较低， 

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占的比例达 4．23％，小学文化 

的占25．4％ ，初 中文化 占多数，接近 50％ ，为 

46．5％，高中(中专)学历的只占20．2％，大专及以 

上学历层次仅占3．76％。从数据来看，广西乡村 

旅游经营者学历分布呈典型的抛物线状，没有经过 

学历教育的文盲与经过高等学历教育的经营者仅 

占比率的7．99％，小学、初中与高中学历的经营者 

占总人数比例超过 92％，尤其以初中学历为主。 

这说明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总体学历水平偏低，这 

可能会在将来影响他们的市场竞争力，是广西乡村 

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从语言水 

平调研结果来看，懂英文的经营者比例极低，能听 

懂简单英文的比例仅占5．63％，能说、读和写的比 

例分别只有4．23％、3．29和2．82％，完全不会的占 

94．4％。与之相对应的普通话水平表现良好，能说 

和听普通话的乡村旅游经营者都是 100％，能读和 

写的比例也分别高达94．8％和93．4％。从调查的 

区域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区域是以方言为主，调查 

中我们发现一些经营者是在旅游开发后开始学习 

普通话 ，主要是为了经营方便，这说明乡村旅游开 

发对广西乡村的文化影响也是深刻的。由于在乡 

村旅游发达的龙胜、阳朔等区域，外国游客比较多， 

尤其是目前国外自助游客如背包游客的增多，对广 

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英语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 

调查中发现，懂得一些英文交流的经营者在竞争中 

更具有优势，不懂英文的经营者也迫切希望学习英 

语，希望能学会用简单的英语进行日常对话，只是 

没有就近培训学习的机会。由此看来广西政府管 

理部门对此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乡村旅游经营者籍贯分析 

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以本村人为主，本村人占 

73．7％，本乡(镇)的占17．4％，本县和本市人只占 

8．92％，没有本县市以外区域的经营者。这说明在 

广西村级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外来的资金投入很 

少，除可进人性外，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投资效益问 

题。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虽然籍贯不是本村或本 

乡镇，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他们大多与本村人有 

各种关系，如是本村的女婿或媳妇，或是其他亲属 

关系，真正外来投资也只有在龙胜平安一家。由于 

其经营是会员制的，不接待一般客人，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实体，在本次调查中也 

未能正面接触。从人口籍贯的分布区域来看，广西 

从事乡村旅游的经营户基本是本村人或本村人的 

亲属，可见广西的乡村旅游所得利益还是普遍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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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村民所得，当地社区是乡村旅游开发的直接受益 

者。外来投资户比例很低，也说明了广西目前的乡 

村旅游在整体上还处于开发初期，乡村旅游开发收 

益不大，前景不明朗，影响了外来投资者的投资热 

情，同时也可能是广西广大乡村社区的自我保护意 

识比较强，外来投资者难以进入或是担心进入后的 

保障性不高等原因，造成当前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 

中外来人员的比例很低，这也说明广西乡村旅游集 

约化经营水平不高，大多是以村为单位，各自为政 

进行开发。 

(四)乡村旅游经营者工作经历分析 

从广西乡村旅游者的工作经历来看，从未外出 

做过生意的经营者 比例为 52．1％，这说明相当一 

部分乡村旅游经营者做生意的经验与阅历还比较 

薄弱，这将会影响他们在未来的市场竞争力。外出 

做过生意 1次和 2次及以上的分别占18．8％和占 

29．1％，合计占47．9％，说明相当一部分乡村旅游 

经营者有过外出做生意的经历，这是他们创造乡村 

旅游项目的前期基础，这也为其后期的市场竞争提 

供了积累和保障。有35．2％的乡村旅游经营者曾 

做过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另有 52．6％的乡村旅游 

经营者有外出工作或生活过 1年以上的经历，有 

24．4％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事过领导或管理工作。 

从以上数据来看，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多有过一定 

的前期积累，或经历或阅历或管理的积累，有过前 

期积累的经营者(可复选)累计达 160．1％，这说明 

平均每个乡村旅游经营者有平均高达 1．6次的相 

关工作经历。从这一点看，广西从事乡村旅游的经 

营者具备一定的开办乡村旅游的阅历素质。 

(五)乡村旅游经营者个性分析 

广西乡村旅游的经营者的个性调研我们设置 

了5个类型，分别是“敢闯爱拼型”、“中间型偏 

敢闯型”、“中间型”、“中间型偏保守型”和“保 

守稳重型”，其分布比例分别为 14．6％、7．98％、 

28．6％、31．5％和7．4％。具有敢闯爱拼精神的经 

营者比较少，不到总数的 15％，与“保守稳重型”的 

比例相当，68。1％即绝大多数经营者都是“中间 

型”的，其中“中间型及其偏保守型”所占的比例高 

达 60．1％，加上“保守稳重型”的经营群体，从理论 

上可以认为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以“中间型 一保守 

型”群体为主，占总体比例的77．5％，这充分说明 

了目前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或投资者开办乡村旅 

游项 目是慎重的，这可能与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总 

体偏低有关。因为开办乡村旅游项目可能是投资 

者一生的积蓄，部分经营者还要加上借贷，另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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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总体文化水平与阅历有限，因此多数开办者的投 

资是十分谨慎的。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不乏具有 
一 定冒险爱拼精神的群体，这个近 15％的比例说 

明了广西乡村旅游投资与经营者中有一部分具有 

相当的拼搏精神。调查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经营者 

多数阅历比较丰富，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对本村的 

旅游发展前景比较乐观，这个经营群体的创业除依 

靠自己积蓄外，多数还有不少的借贷，其投资也相 

对较高，经营档次多属于中上，虽然风险性比较高， 

但其多数对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发前景乐观，加上定 

位比较正确，投资的回报率也比较高。中间及保守 

型群体多数年龄偏大与文化偏低，投资以自身积蓄 

和自有财产为主，投资经营多为中低档项 目，投资 

风险相对较低，但收益也 明显低于中高档 的投 

资项 目。 

(六)乡村旅游经营者家庭收入分析 

从乡村旅游家庭收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事 

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的经营者收人水平在本村来看 

中等以上的群体比例较高，家庭收人在当地处于中 

等偏上的经营户 占总 比例的 82．7％，处于收人 

状况 比较差的只有 17．3％，其中属于下等的只有 

3．29％。虽然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广西乡村旅游经 

营者关于收人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比较保守，但即 

使如此，我们纯粹从数字分析也可以得出广西从事 

乡村旅游经营者的收人水平总体比较高，说明乡村 

旅游为当地居民，尤其是为乡村旅游经营者带来了 

切实的利益。由于家庭收人调查涉及个人隐私，在 

中国家庭收人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此项的调 

查数据是相当保守的。 

三、结 论 

通过对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基本信息采集，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与其性别没有明显 

的关系，男性与女性在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中扮演着 

同样重要的角色。 

(2)在广西乡村旅游经营中，已婚的占绝大多 

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多为 

已婚家庭，这与当前广西乡村旅游项 目开发以夫妻 

店式的“农家乐”为主的状况是一致的，这也折射 

出广西 目前的乡村旅游开发项 目普遍比较单一，规 

模不大的现状。 

(3)广西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年龄以青壮年为 

主，年龄偏低和偏高的比例均较少，这暗示了在开 

发了乡村旅游的乡村，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少了，有 

相当一部分壮劳力在家乡创业，这与目前广西多数 

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过多，平时只有“儿童村”和“老 

人村”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别。广西农村青壮年外出 

务工人员过多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个 

层面上讲，乡村旅游开发对促进广西和谐社会的构 

建具有重要意义。 

(4)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 

高，乡村旅游经营管理者以小学、初高中学历为主， 

英文水平普遍低下，这说明从学历文化层次上看 ， 

广西乡村旅游可持续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隐忧，可能 

会造成将来发展的后劲不足。 

(5)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上由本地居民 

构成，外来投资经营者比例极低 ，这说明广西乡村 

旅游开发 目前还处于 比较低的层次和比较原始的 

状态，乡村旅游开发与投资以本地居民原始自发形 

成为主，整个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6)广西乡村旅游开办者的工作经历 比较丰 

富，有一定的相关工作经历与阅历，这从另一层面 

说明了广西开办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是比较慎重和 

保守的，开办乡村旅游者多是在自己的能力与经历 

许可的范围内，其经营风险相对较低。 

(7)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个性多是中间型偏 

保守型的，暗示广西乡村旅游的投资者经济基础较 

薄弱，投资者经受投资失败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 

对多数经营者来说，投资乡村旅游开发项目是非常 

慎重与重大的事件。 

(8)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收人状况总体良好， 

乡村旅游开发为投资经营者带来了切实的利益，提 

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说明广西的乡村旅游开发对 

当地居民的脱贫致富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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