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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聚焦乡村旅游的核心价值评价，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评价的相关文献，建
立出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相应指标体系设计出问卷，利用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和专家打分法建立出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模型，再根据各指标间相互关系计算出各
指标的权重。利用各级指标权重的分布总结出乡村旅游的核心要素。借鉴当前乡村旅游开发
的主要集中模式，确定出乡村旅游的核心价值，利用这些核心要素正确的指导乡村旅游的开
发。另外，从现有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中找出乡村旅游开发中产生的问题，利用ＡＨＰ的结论
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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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１］。然而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离不开乡村自身的发展，而乡村如果只是一味的
提高经济，忽视乡村农业的重要性，处理不好第一
产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使地区资源转化
得以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更是难以推进。所
以，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与第一产业相融
合的优势，大力发展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以便
促进乡村现代化的发展。

一、乡村旅游文献综述

（一）关于乡村旅游内涵的研究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ａｎｅ认为，乡村旅游活动是在乡村
目的地进行的，旅游活动不能脱离自然，并且最大
的特点就是将传统文化和传统活动相融合，这是

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决定的［１０］。乡村的

发展伴随着多种因素，面临着多种复杂的环境，但
这些因素和环境都是乡村相关联的，都是乡村旅
游不同类型的体现。学术界公认的乡村旅游概念
是指旅游者在乡村（通常是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

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

动。”［１１］由世界旅游组织提出的，这也是目前采用

较多的定义。

在乡村旅游的定义上，国内学术界很多学者
对乡村旅游概念进行大量的研究，有多种观点存
在。其中，在邵琪伟看来，乡村旅游即：指一种将
农业的生活、生产以及与乡村生态环境三者相结
合的开发形式，开发过程中以乡村的自然风光、人
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为媒
介来开发旅游产品吸引旅游者，在此过程中，旅游
开发商需要满足旅游者的以下需求：观光、休闲、

度假、娱乐等，并促进游客身心放松的旅游活

动［１２］。在刘德谦看来，乡村旅游是指：“为吸引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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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前往体验、学习、休息及观光等，以乡村地域
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多重因素组
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而进行的旅游
活动［１３］。”

（二）关于乡村旅游的核心价值研究

乡村旅游的核心价值曾被世界经合组织和欧
盟在２０００年提到过，认为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性要素和发展乡村旅游核心产品的重点都是
乡村的“乡村性”，这也将为乡村旅游产品及活动
提供卖点［１４］。

在海峡两岸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学
术研讨会上，齐晓波、罗兹柏针对乡村旅游核心价
值及其发展作出了客观的分析，主要有以下观点：
认为乡村旅游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民俗民风、乡土
文化、乡村田园风光、乡村环境和农事文化等，在
与城市有所差异的因素融合下的休闲娱乐
活动［１５］。

乡村旅游概念本身具有广泛性，关于这个概
念的解释版本较多，本文根据以上学者对乡村旅
游核心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针对乡村旅游
的独特的优势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旅游过程中通
过这些独特的乡村性旅游产品，来满足当前游客
对自然、生态、健康、休闲的要求。

（三）关于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研究

Ａｎｎａ　Ｂｒｚｏｚｏｗｓｋａ研究以地方政府的支持与
乡村旅游服务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４］。认
为推广乡村旅游服务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因素，乡村旅游的农场主人应该运用不同
的促销工具。

Ａｕｓｔｉｎ　Ｒｏｎｇ－Ｄａ　Ｌｉａｎｇ的研究采用服务主
导型的概念，实验结果表明，有ＳＤＬ设计的旅游
活动没有提高游客学习农业知识的体验感受。而
有效地提高了游客乡村旅游的体验感受的方法是
游客共同参与农业活动体验和乡村文化，这样游
客的重游意愿增加，实际农业产品的购买量也得
到提升［５］。

陶玉霞从乡村的旅游内涵结构进行研究和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旅游概念体系，认为
乡村意象是乡村旅游中的核心，而在这个核心中
游客是乡村意象的主体［６］，载体是旅游资源；将文
化生态环境作为乡村旅游研究的重点进行研究的
翟向坤等，认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力量要从以下三

个方面进行：一是改善人居环境；二是发展乡村经
济；三是优化地区产业布局［７］。周建明等对我国
乡村旅游标准体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是基础标准；二是综合标准；三是技术标准［８］。
廖慧怡研究的是乡村旅游在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
盾关系，要发展就很难避免在过程中造成的破坏，
那么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是关键，处
理好平衡并找到正确的开发与管理模式是乡村旅
游发展的根本［９］。

旅游者在城市以外的偏远乡村，通过旅游
的形式感受自然与人文的特殊魅力，旅游目的
地能满足旅游者旅游的六要素，即食、住、行、
游、购、娱等方面的需求，最终以达到身心愉悦
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形式都可以称之为乡村
旅游。

二、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体系

（一）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

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指标的构建是乡村合
理开发和长期有效发展的基础。本文首先根据相
关文献指标选择进行分析，主要借鉴与乡村旅游
吸引力评价、乡村景观评价、可持续发展评价、乡
村旅游竞争力相关的文献，并对其指标加以概括
整合，构建出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体系。主要
相关文献如下：

郑文俊认为乡土特色是旅游吸引力的核
心 ，通过广西柳州市的多个旅游目的地为实
例，将乡村氛围、地理环境、景观特征、经济基础
作为一级指标，这四个方面包括１２个要素层，
共同构建了一个评价体系，并选用灰色关联分
析法分析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从而建立乡村性
评价程序［１６］。

胡宇娜等借助ＰＣＡ通过线性变换选出山东
烟台１２个县的重要变量，使用结合聚类分析法将
这１２个县进行分类并构建出了的评价指标，主要
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乡村旅游资源丰度、乡村景
观原真性、特色旅游节庆个数、Ａ级以上景区个
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数，指出其乡村旅游发展优
劣势所在［１７］。

何格等选取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因素：旅游、
社会、经济、环境及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水体质
量、声音环境质量等３５个要素，作为景区县乡村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侧重研究了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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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可持续发展［１８］。

吴国琴运用 ＡＨＰ从５个方面２０个要素研
究了鸡公山旅游可持续发展。第一，旅游资源可
持续利用；第二，文化保护；第三，环境承载力；第
四，经济发展；第五，发展机构与管理［１９］。

臧德霞借助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与问卷调查相
结合的方式选取了乡村竞争力的指标，并且构建
了乡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得出了乡村地
区竞争力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
主要包括５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吸引物因素与核
心资源第一个指标、目的地管理因素第二个指标、

旅游管理因素第三个指标、辅助性与支持性因素
第四 个 指 标、限 制 性 与 放 大 性 因 素 第 五 个
指标［２０］。

黄钟浩对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构建一套评价体
系研究，其中主要有以下３个方面：一是包括食住
零售额、旅游人数、旅游收入这三个要素的现实竞
争力指标；二是包括资源质量、区位条件、旅游人
才这三个要素的潜在竞争力指标；三是环境竞争
力，这三级要素质保就涵盖包括了社会环境、经济
环境、自然环境［２１］。

表１　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Ａ乡村游核心

价值指标体系

自然环境

景观意象
视觉效果

环境质量

保护程度

特色美食

本土特色
建筑风格

代步工具

传统工艺

民间艺术

民俗文化
农业文化

节庆活动

聚落文化

地理位置

区位条件
基础设施

服务人才

容纳程度

可参与度

趣味体验
经营规模

安全保障

创新活动

谢华林等人参考 Ｍａｒｃ　Ａｎｔｒｏｐ乡村景观美
感评价研究，结合景观结构特征构将乡村景观美
感作为目标层，目标层主要包括６个一级指标１９
个要素层，一级指标分别是环境状况、自然性、视
觉多样性、有序性、奇特性、运动性，最后根据各指
标借助模糊数学模型对乡村景观美感结果进行
评价［２２］。

本文根据上述乡村旅游评价的文献，以及安
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专家库５０位专家的意
见，针对乡村旅游的核心要素建立了一套评价指
标（见表１）。该指标体系具体从景观意象、本土
特色、民俗文化、区位条件、趣味体验５个方面
确定。

（二）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内容说明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提
条件和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通过乡村旅游核心
价值评价指标可以分析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核心
要素。在借鉴和参考前人对乡村旅游研究的基础
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构建了三个层次
的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第一层次：
目标层主要是乡村旅游核心价值指标体系；第二
层次：准则层（一级指标）；第三层次：要素层（二级
指标）。

１．景观意象指标
乡村景观指标是乡村旅游核心价值指标体系

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一级指标，主要是由自然环
境、视觉效果、环境质量、保护程度四个要素组成。
乡村自然环境有别于城市人工的绿化建设；成片
的油菜花、风吹麦浪的视觉效果别具一心，让游客
脱离城市的紧张压抑的氛围；城市工业化的污染，
以及生活垃圾、空气污染等现象，让为城市生活的
环境质量堪忧的城市居民，有机会享受乡村清晰
的空气、茂密的绿植；乡村自然风貌在一定程度上
由乡村的生态环境保护程度所决定，乡村旅游的
发展也受此影响。

２．本土特色指标
本土特色也可以称之为乡土性。而乡土性是

乡村旅游的标志，它与城市化的景观相比别具另
一种风情，没有紧张压抑的生活节奏，没有拥挤不
堪的交通，没有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反而使得乡
村地区拥有了独有的气息。当地特色美食、建筑
风格、代步工具、传统工艺都能反映乡村本土特
色。特色美食在味觉体验上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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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乡村建筑不同于城市的摩天大楼，在视觉上
吸引旅游者；农村传统的代步工具是乡村复古生
活的一种标志；传统手工艺能够代表一个地区的
古老文化，也不同于城市化的商品。

３．民俗文化指标
民俗文化是地区民族最具特色的指标，其中

主要包括民间艺术、农业文化、节庆活动、聚落文
化。各具特色的戏曲、花鼓、相声每年都能够吸引
大量艺术爱好者，这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知识是一个乡村生存
的基本，而在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利用农业的相关
要素就能开发出不同特色不同类型的农业主题游
览活动；节庆活动也能代表某地区的文化发展，龙
舟节、泼水节等传统节日都是乡村旅游的独特文
化活动。

４．区位条件指标
乡村的区位条件指标主要包括交通条件、基

础设施、服务人才、容纳程度。乡村位于偏远地
区，地理位置与城镇不同，没有发达的交通反而赋
予了乡村旅游独特的魅力，乡村交通不发达，没有
汽车的噪音和污染，给人一种恬静舒适感；基础设
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游客对乡村游的满
意度，但是不完善的乡村基础设施，可以使城市居
民充分体验乡间不同于城市的旅游方式；乡村的
服务性人才是和游客直接接触的对象并直接提供
服务的人。

５．趣味体验指标
趣味体验是最能直接让游客参与体验的指

标，要素包含可参与度、经营规模、安全保障、创
新活动。可参与度是游客在进行旅游活动时能
进行互动的环节；经营规模的大小决定了游客
去向和在地区逗留的时长；安全保障是趣味体
验活动的前提条件；创新活动是乡村旅游发展
的动力。

三、评价模型的构建

（一）核心价值评价模型构建的方法

层次分析将需要解决的问题定为总目标，将
这个问题分解成不同层次上的小目标体系，组成
一个层次型的分析模型。这些层次上的指标体系
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利用行业
工作者或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对每一层次上的指标
体系评分，从而确定出上下层指标间的权重系数，

最后根据各个层次权重系数确定影响总目标的程
度。ＡＨＰ评价能都够改善乡村在旅游核心价值
定量分析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对乡村旅游的开发
提供了指导。

（二）ＡＨＰ模型建立

本文根据乡村旅游核心价值指标体系，采用
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专
家库５０位专家调研获取数据，并根据表１对每一
层次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价，然后根据打分的
结果建立判断矩阵，最后对乡村旅游赋予不同的
权重。假定，设目标层为Ａ，准则层分别由以下四
个指标：Ｂ１，Ｂ２，Ｂ３，Ｂ４组成；要素层分别为Ｂ１１、

Ｂ１２、Ｂ１３、Ｂ１４、、Ｂ２１、Ｂ２２、Ｂ２３、Ｂ２４、Ｂ３１、Ｂ３２、

Ｂ３３、Ｂ３４、Ｂ４１、Ｂ４２、Ｂ４３、Ｂ４４。
基于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将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与专家打分法相结合，得出以
下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比较矩阵：

Ａ＝

１　 １／９　 １　 ５　 ３
９　 １　 ７　 ９　 ７
１　 １／７　 １　 １／３　 １
１／５　１／９　１／３　 １　 １／５
１／３　１／

熿

燀

燄

燅７　 １　 ５　 １
同样地，可以得到各要素层对四个准则层的

比较矩阵分别为：

Ｂ１＝

１　１／５　１／２　 ５
５　 １　 ４　 ３
２　１／４　 １　 １／２
３　１／３　１／

熿

燀

燄

燅２　 １

Ｂ２＝

１　 ７　 ４　 １／３
１／７　１　１／２　１／７
１／４　２　 １　 ４

熿

燀

燄

燅３　 ７　 ５　 １

Ｂ３＝

１　 ４　 １／２　５
１／４　 １　 １／７　１
２　 １／５　 １　 ７
１／

熿

燀

燄

燅５　 １　 ７　 １

Ｂ４＝

１　 ５　 ３　 ７
１／５　 １　 １／２　 ５
１／３　 ２　 １　 １／２
１／７　１／５　１／

熿

燀

燄

燅５　 １
根据Ａ、Ｂ１、Ｂ２、Ｂ３、Ｂ４ 五个矩阵的分布情况，

利用ＡＨＰ软件进行计算，得出乡村旅游核心价
值评价指标权重，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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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指标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Ａ乡村
旅游核
心价值
指标　

Ｂ１景观意象 ０．０９８　６

Ｂ２本土特色 ０．６２０　０

Ｂ３民俗文化 ０．０９９　５

Ｂ４区位条件 ０．０３６　９

Ｂ５趣味体验 ０．１４５　０

Ｂ１１自然环境 ０．０８４　８
Ｂ１２视觉效果 ０．５３８　９
Ｂ１３环境质量 ０．２０１　１
Ｂ１４保护程度 ０．１７５　２
Ｂ２１特色美食 ０．３０４　８
Ｂ２２建筑风格 ０．０５６　０
Ｂ２３代步工具 ０．０９７　３
Ｂ２４传统工艺 ０．５４１　９
Ｂ３１民间艺术 ０．３０８　７
Ｂ３２农业文化 ０．０７５　２
Ｂ３３节庆活动 ０．５４４　５
Ｂ３４聚落文化 ０．０７１　６
Ｂ４１地理位置 ０．５５８　４
Ｂ４２基础设施 ０．１５６　４
Ｂ４３服务人才 ０．２３３　３
Ｂ４４容纳程度 ０．０５１　９
Ｂ５１可参与度 ０．５５７　７
Ｂ５２经营规模 ０．０４１　７
Ｂ５３安全保障 ０．１３３　０
Ｂ５４创新活动 ０．２６７　６

（三）评价结果

通过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可以
看出，位于第一位的是本土特色（乡土性），权重占
达到了０．６２０　０，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标志，它使
得乡村地区和城市具有鲜明的可比性，农村当地
特色美食、建筑风格、代步工具、传统工艺都是反
映乡村本土与城市不同的地方。乡土性占比权重
最大，说明一个地区自身富含的本土特色性资源是
发展乡村旅游市场的先决条件，发展乡村旅游有别
于城市化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在开发过程中以乡
村性的旅游资源为中心，其他资源为辅助，不能本
末倒置；其次，处于第二位的是能直接给游客感受
趣味性的乡村旅游活动体验，其占比为０．１４５　０，要
素包含可参与度、经营规模、安全保障、创新活
动，这些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增加游客的对旅
游村庄的粘性和逗留时间，让游客放松身心进
入旅程。该权重可以说明提升乡村旅游的创新
体验活动能够带动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在该组
指标中，可参与度的权重占比最高，更是表明了参
与度是吸引游客必不可少的因素。景观景象、民
俗文化、区位条件之间权重相差不是特别明显，权
重分别为０．０９８　６、０．０９９　５和０．０３６　９。一级指标

乡村景观、本土特色、民俗文化、区位条件、趣味体
验各自对应的要素指标中视觉效果、传统工艺、节
庆活动、地理位置、可参与度权重较其他指标要素
权重较大，所以，在对乡村进行旅游开发时，可以
重点考虑，合理规划。

四、基于评价体系指导乡村旅游开发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均衡发展，实现乡村经济
腾飞，缩小农村与城市差距。根据层次分析法选
取指标所分析的权重，针对乡村景观、本土特色、
民俗文化、区位条件、趣味体验各自对应的要素指
标中排名靠前的指标本土特色、趣味体验和视觉
效果、传统工艺、节庆活动、地理位置、可参与度权
重较其他指标要素权重较大的指标，提出符合实
际情况的政策建议。

（一）深挖本土特色，做到合理规划

在对旅游地开发之前，项目开发者需要完全
了解当地的本土特色和民俗文化，需要对旅游地
的旅游要素、客源市场、地理位置进行调查与评
价，确定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针对不同地区旅
游的核心要素作出合理的规划，不能盲目的“跟
风”进行开发；当然也不能凭空开发，可以借鉴国
内外乡村旅游开发成功案例，学习调查、评价的方
法，给乡村旅游的开发提供宝贵经验。相关部门
也应当对旅游地的开发提供指导并实施有效监
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旅游地做到科学开发。

（二）开发特色产品，打造核心优势

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出的乡村旅游
核心价值评价显示，更多的旅游者更加关注乡村
的乡土性和创新活动，另外每个二级指标下的要
素值权重分布也不同，开发者可以通过权重分布
的不同增强各项要素在乡村旅游中的发展。一级
指标本土特色中传统工艺和特色美食权重较大，
开发过程中可以利用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和特色小
吃来丰富旅游活动，可以打造美食一条街、旅游纪
念品一条街等；对于一些古老建筑保持原有的风
貌，开发中可以发挥其优势，打造出不同现代化的
旅游村落群；提供传统的代步工具让旅游者感受
田园小道带来的自然风光；趣味体验中可参与度
和创新活动权重较大，在旅游产品开发中应当考
虑活动的创新程度，不要刻意的去模仿、照搬其他
地区；并且可以开发一些旅游者能够亲身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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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来代替传统视觉上的观赏，例如让旅游者可
以动手制作一些小型传统手工艺品，既可以作为
一种旅游纪念品，也能视为一种旅游回忆；让旅游
者能学习地方戏曲（如黄梅戏、花鼓灯）等传统文
化；让旅游者能够融入“赛龙舟”的活动，让传统观
赏模式来一个体验式的转型。

（三）加强创新开发，增加趣味体验

通过表２，可以看出，游客希望在休闲的过程
中，增加趣味的体验。在开发的过程中，在保护好
核心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一些传统的活
动和项目，以增加人们对旅游区的体验感，从而增
加旅游地与游客之间的粘性，可带来回头客。比
如：修建小型温泉，举办传统的拔河又或者修建一
些小型的汗蒸场所等。让游客在旅游期间，能够
最大程度的放松，减轻在城市所产生的种种压力。

（四）提高保护意识，凸显生态景观
意象

基于ＡＨＰ的评价权重，可以看出部分的旅
游者对旅游的环境质量和保护程度也十分关注，
在开发中导致的环境污染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
是可以减少的。乡村旅游核心价值评价指标下乡
村意象也体现了环境质量的重要性，游客来乡村
体验旅游活动一部分原因是乡村的自然环境，所

以在进行乡村开发时需要提高保护意识，不能为
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不顾乡村的生态环境。旅游
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各大媒体平台，例如：广播、电
视、微信平台、微博等进行宣传，做到在乡村旅游
开发前、开发时、开发后进行指导，以提高广大游
客的保护意识。

（五）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基础服务
设施

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市场监督管理机制，规范
市场秩序，控制企业市场准入，制定良好的价格机
制。与此同时，政府可从乡村旅游的可开发性方
面进行大力宣传，以此来吸引投资者的眼球，进而
招商引资，带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旅游
开发者签订投资合约并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以
此来缓解市场的竞争，从而促进和维持乡村旅游
的长足发展。

根据表２显示，一级指标区位条件下的要素
层中基础设施和服务人才权重也十分重要，因此
相关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加强乡村基础服务设施
的建设。与餐饮酒店部门沟通，加强卫生状况和
其他设备的维护；与交通部门沟通，重点提高进村
道路的维修，摆脱进村难的尴尬；与旅游部门沟
通，加强对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设，让旅游者能够及
时了解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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