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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乡村旅游游客满意度及其与游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

张欢欢＊

（信阳农林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选取河南省洛阳重渡沟村、焦作岸上村、新乡郭亮村、信阳郝堂村等４个具有代表性乡村旅游景区

（点）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乡村旅游游客感知价值维度，并通 过 结 构 方 程

模型对游客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游客感

知价值包括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项目、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乡村基础设施、乡 村 景 观５个 维 度；乡

村环境与服务设施和乡村基础设施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

闲旅游项目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有影响但不显著，乡村景观与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则 呈 负 相

关关系．在讨论的基础上为河南省乡村旅游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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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乡村田园

风光、农事生产活动、农家生活体验和乡村民俗文

化为依托，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市场，集观光、休
闲、娱 乐、度 假、体 验、考 察 于 一 体 的 旅 游 活 动［１］．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发展迅速，成为重要的旅游

形式．乡村旅游研究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游客

满意度研究 是 热 点 之 一．国 内 关 于 乡 村 旅 游 游 客

满意度的研究以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为主，如李秋

云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威海市河口胶东渔村游

客满意度进行分析，指出游客满意度与旅游消费之

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２］；张春琳通过因子分析法指

出饮食环境、民族特色、风土气候、休闲娱乐、安全

管理等因素影响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游客满意度［３］；
李琳在对北京、长沙、贵阳三个城市乡村游客的基

本特征、出游特征和整体满意度比较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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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示了我国乡村旅游游客满意度的区域化差异

特征［４］；林丹采用因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得出乡

村美食与特产、环境与设施、交通与解说系统、乡村

旅游活动与特色、服务质量等因素影响福建白沙湾

生态农庄游客满意度［５］；赵宇雯以陕西户县东韩村

为例，构建 模 糊 综 合 评 价 数 学 模 型 进 行 满 意 度 评

价，并与同类乡村进行横向比较，为乡村旅游规划

提供借鉴［６］．此外，还有学者从提高游客满意度角

度出发，对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７］、解说 系 统

的优化［８］和营销策略的改进［９］进行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河南洛阳重渡

沟村、焦作岸上村、新乡郭亮村、信阳郝堂村等４个

代表性乡村景区（点）为研究对象，以游客为中心采

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乡村旅游游客感知价值维度，并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游客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

意度、游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

期丰富河南乡村旅游研究成果，并对河南乡村旅游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对象

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７０％的单体旅游资

源集中 在 乡 村，乡 村 旅 游 资 源 丰 富．近 年 来，河 南

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工作，先
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意见》《河南省乡村

旅游发展规划》等文件，启动乡村旅游扶贫三年计

划，实施“百村万户旅游富民工程”和“双百千万乡

村旅游扶贫工程”，从政策上引领和推动乡村旅游

发展．洛阳栾川县、焦作岸上村、新乡郭亮村、信阳

郝堂村等已成为国内 知 名 乡 村 旅 游 目 的 地［１０］．重

渡沟村的“以旅助农、以旅促农、以旅富农”乡村旅

游发展模式，成为享誉全国的“重渡沟现象”．乡村

旅游已成为河南旅游的重要支撑产业，已成为河南

经济发展和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的 重 要 抓 手．但 在 河 南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旅游项目重复建设、
旅游产品创 新 不 足 和 体 验 性 较 差、基 础 设 施 不 完

善、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为进一步发现河南乡村

旅游发展的问题，本文选取河南省洛阳重渡沟村、
焦作岸上村、新乡郭亮村、信阳郝堂村等４个代表

性乡村旅游景区（点）进行研究．
１．２　数据来源

采用问卷 调 查 方 法 收 集 数 据 资 料．依 据 调 查

目的，问卷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游客基本

信息；第二部分是游客感知价值、游客满意度、游后

行为意向评价量表，量表均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

其中感知价值量表共设计２４个题项；游客满意度

量表设计２个题项，分别为游客对景区（点）的喜欢

程度、认为是否值得来旅游；游后行为意向量表设

计２个题项，分别为游客重游、向亲朋好友推荐的

可能性；第三部分是关于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开放式

问题，询问 游 客 对 河 南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意 见 和 建

议．问卷调查于２０１６年７－８月进行，调查人员采

用等距离抽样法对景区（点）的散客及团队游客进

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４８份，

问卷有效率为８９．６％．
１．３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从样本基本信息看（表１），被调查样本的性别

比例差别不大，年龄主要集中于１８～４５岁的中青

年群体，以大专和本科学历居多．近一半样本的家

庭月收入集中于４００１～８０００元，职业以政府和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主．７３．２％的被调查样本来自

河南省内，省外游客主要来自于北京、陕西、山东、

河北、湖北、安徽等附近省市．
表１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ｎ＝４４８）

Ｔａｂ．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ｎ＝４４８）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比例／％

性别
男性 ４８．７
女性 ５１．３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９．８
１８～２５岁 ２３．９
２６～３５岁 ３１．５
３６～４５岁 １９．６
４６～６０岁 １３．６
６０岁以上 １．６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９．７
高中 ２３．４

大专及本科 ６２．３
硕士及以上 ４．６

客源地
省内 ７３．２
省外 ２６．８

家庭月收入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元 ３９．２
４００１～８０００元 ５０．９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５．３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元 ２．９
２００００元以上 １．７

职业

政府工作人员 ２７．８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３０．４

学生 ２０．７
其他 ２０．１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游客感知维度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对游客感知量

表进行因子分析，探寻游客感知价值构成维度（表

２）．量表的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９０７，大于０．８，说明问

卷调查结果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

检验值为３　１１３．４６５，在 自 由 度 为２５３的 条 件 下 和

０．０００水平上达 到 显 著 水 平，说 明 原 始 变 量 的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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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之间存在公因子，适合作因子分析．分析结果

显示，各评 价 指 标 的 因 子 载 荷 在０．５２３～０．８１９之

间，均大于０．５．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提取５个

公因子，共解释６７．０８４％的总方差．根据各测量指

标在公因子 上 的 载 荷，将５个 公 因 子 依 次 命 名 为

“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体验旅游项目”“乡村环境

与服务设施”“乡村基础设施”“乡村景观”，方差贡

献率依 次 为４２．４３６％、８．０６２％、６．９５８％、５．０２０％、

４．６０７％．采用Ｃｒａｎａｃｈ的α系数进行可靠性检验，
总量表的Ｃｒａｎ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９３７，５个公因子

的Ｃｒａｎ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依次为０．８８１、０．８９１、０．８４４、

０．８１９和０．７５２，说明问卷数据可靠性较高．
表２　游客感知维度探索性因子分析表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公因子 测量指标
旋转后

因子载荷

特征

值

方差贡

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均

　值

乡村

美食

与特

产

餐饮价格 ０．７３７
旅游商品价 ０．７１１

当地居民对游客态度 ０．６９２
餐饮农家特色 ０．６４８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０．６１２
旅游商品多样化 ０．５７７
旅游商品本土性 ０．５６４

９．７６０　４２．４３６　４２．４３６　３．５５４

乡村

休闲

旅游

项目

休闲旅游项目的丰富性 ０．８１９
休闲旅游项目的参与性 ０．７７４
休闲旅游项目的乡野性 ０．７３３

休闲旅游项目的价格 ０．５４４

１．８５４　８．０６２　５０．４９９　３．３８２

乡村

环境

与服

务设

施

洗手间气味、卫生 ０．７７６
垃圾箱便于找到 ０．７６１

休憩区空间布局合理性 ０．７５３
整体环境卫生状况 ０．６９７

休憩座位充裕 ０．６０７

１．６００　６．９５８　５７．４５７　３．２０８

乡村

基础

设施

停车场进出便捷程度 ０．８０３
停车位数量 ０．７４３

进入景区的交通 ０．６０８
路标和解说牌清晰度 ０．５７９

Ｗｉ－Ｆｉ、移动信号的方便性 ０．５７５

１．１５５　５．０２０　６２．４７７　３．１８０

乡村

景观
山水自然与田园风光 ０．５９７
村落和居民建筑风格 ０．５２３

１．０６０　４．６０７　６７．０８４　３．８２０

　　从５个公因子的平均值来看，“乡村景观”得分

最高（３．８２０），说明重渡沟村的竹海清流、岸上村群

山环抱中的秀丽景色和青砖灰瓦的中原民居建筑

风格、郭亮村的峭壁长廊和依山而建的房屋、郝堂

依山傍水的自然特色和原生态的豫南民居均给游

客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其次得分较高的是“乡村

美食与特产”（３．５５４），表 明 重 渡 沟 的 豫 西 特 色 菜、
岸上村的铁棍山药和山药酥、郭亮村的中原农家土

菜、郝堂村独具豫南特色的信阳菜及各景区特殊的

气候条件造就的经济作物和农产品基本能够满足

游客的 求 新、求 奇 的 需 求．“乡 村 休 闲 旅 游 项 目”
（３．３８２）、“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３．２０８）、“乡村基

础设施”（３．１８）的得 分 较 低，在 与 游 客 访 谈 的 过 程

中，进入景区（点）的路况太差、没有公共交通、停车

场管理不规范、旅游导览图较少、垃圾箱太少、厕所

太少、休闲旅游项目少等问题被游客多次提及，这

也是造成游客感知水平不高的原因．
２．２　游客感知维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得到的感知价值

维度模型，应 用 ＡＭＯＳ２１．０对 感 知 价 值 维 度 测 量

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游客感知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潜在变量 测量指标
标准化

因子载荷

组合

信度

平均方差

提取值

乡村美食

与特产Ｆ１

餐饮价格Ｘ１ ０．６１６
旅游商品价格Ｘ２ ０．７７９

当地居民对游客态度Ｘ３ ０．７１２
餐饮农家特色Ｘ４ ０．６７３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Ｘ５ ０．６９２
旅游商品多样化Ｘ６ ０．８３８
旅游商品本土性Ｘ７ ０．７４７

０．８８５　 ０．５２７

乡村休

闲旅游

项目Ｆ２

休闲旅游项目的丰富性Ｘ８ ０．８５４
休闲旅游项目的参与性Ｘ９ ０．９２０
休闲旅游项目的乡野性Ｘ１０ ０．８６１

休闲旅游项目的价格Ｘ１１ ０．６７６

０．８９９　 ０．６９４

乡村环

境与服

务设施Ｆ３

洗手间气味、卫生Ｘ１２ ０．７８１
垃圾箱便于找到Ｘ１３ ０．７２２

休憩区域空间布局合理性Ｘ１４０．６５５
整体环境卫生状况Ｘ１５ ０．７６２

休憩座位充裕Ｘ１６ ０．５６９

０．８２８　 ０．４９３

乡村基础

设施Ｆ４

停车场进出便捷程度Ｘ１７ ０．７４９
停车位数量Ｘ１８ ０．６５０

进入景区的交通Ｘ１９ ０．８０３
路标和解说牌清晰度Ｘ２０ ０．６７５

０．８１２　 ０．５２１

乡村景观Ｆ５
山水自然与田园风光Ｘ２２ ０．８４８
村落和居民建筑风格Ｘ２３ ０．７０４

０．７５４　 ０．６０７

　　由表３可知，“Ｗｉ－Ｆｉ、移动信号的方便性”这一

测量指标因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较小而被删除，其
他测量指标的 标 准 化 因 子 载 荷 在０．５６８～０．９２０之

间，且Ｐ＜０．００１，说 明 测 量 模 型 基 本 适 配 度 良 好．
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ＣＲ）在０．７５４～０．８９９之间，

均大于０．７，说 明 潜 在 变 量 建 构 信 度 很 好．对 于 潜

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ＡＶＥ），除“乡村环境与

服务设 施”略 低 于０．５外，其 余 潜 在 变 量 均 大 于

０．５，潜在变量收敛效度良好．从感知价值维度的拟

合度指数来看，绝对适配指数ＲＭＲ＝０．０３４，ＲＭ－
ＳＥＡ＝０．０２０，均 小 于０．０５，ＧＦＩ＝０．９３５，ＡＧＦＩ＝
０．９００，均大于０．９；增值适配指数ＮＦＩ＝０．９４３，ＲＦＩ
＝０．９２０，ＩＦＩ＝０．９９５，ＴＬＩ＝０．９９３，ＣＦＩ＝０．９９５，均

大于０．９；简 约 适 配 指 数 ＰＧＦＩ＝０．６１０，ＰＮＦＩ＝
０．６７３，ＰＣＦＩ＝０．７１１，均 大 于０．５，ＣＮ＝２４３，大 于

２００，卡方自由度比ＣＭＩＮ／ＤＦ＝１．０９１，小于２．０００，

ＡＩＣ＝３５６．０８２，ＣＡＩＣ＝７４４．３０７，均 小 于 独 立 模 型

值和饱和模型值．适配指标均达到检验标准，模型

拟合度良好．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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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 明：ＲＭＲ为 残 差 均 方 和 平 方 根；ＲＭ－
ＳＥＡ为 渐 进 残 差 均 方 和 平 方 根；ＧＦＩ为 适 配 度 指

数；ＡＧＦＩ为 调 整 后 适 配 度 指 数；ＮＦＩ为 规 准 适 配

指数；ＲＦＩ为相对适配指数；ＩＦＩ为增值适配指数；

ＴＬＩ为 非 规 准 适 配 指 数；ＣＦＩ为 比 较 适 配 指 数；

ＰＧＦＩ为简约适配度指数；ＰＮＦＩ为规准适配指数；

ＰＣＦＩ为 简 约 调 整 适 配 指 数；ＣＮ 为 临 界 样 本 数；

ＣＭＩＮ／ＤＦ为卡方自由度比值；ＡＩＣ为赤池信息效

标；ＣＡＩＣ为调整后的赤池讯息效标．
２．３　游客感知－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游客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

度、游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在验证性因子分析

的基础上，采用ＡＭＯＳ２１．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

提出如下假设：Ｈ１为 乡 村 美 食 与 特 产 显 著 正 向 影

响游客满意度；Ｈ２为 乡 村 休 闲 旅 游 项 目 显 著 正 向

影响游客满意 度；Ｈ３为 乡 村 环 境 与 服 务 设 施 显 著

正向影响游客 满 意 度；Ｈ４为 乡 村 基 础 设 施 显 著 正

向影响游客满 意 度；Ｈ５为 乡 村 景 观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游客满意度；Ｈ６ 为游客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游后

行为意向．
表４　假设检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Ｓｕｍｍｅｒｙ　ｏ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假

设
变量关系

标准化路

径系数

组合

信度

检验

结果

Ｈ１ 游客满意度－乡村美食与特产 ０．３４９　 １．９４５ 不支持

Ｈ２ 游客满意度－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０．０６０　 ０．５２３ 不支持

Ｈ３ 游客满意度－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 ０．３０９　 ３．２２６ 支持

Ｈ４ 游客满意度－乡村基础设施 ０．３１６　 ２．６９１ 支持

Ｈ５ 游客满意度－乡村景观 －０．１９２ －１．１８６不支持

Ｈ６ 游后行为意向－游客满意度 ０．８５１　 ７．７２１ 支持

　　分析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卡方自

由 度 比 ＣＭＩＮ／ＤＦ＝０．９６６＜２．０００，ＣＮ＝２６７＞
２００，ＲＥＮＳＥＡ＝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ＧＦＩ＝０．９３０，ＡＧＦＩ
＝０．９０１，ＮＦＩ＝０．９３９，ＲＦＩ＝０．９１８，ＩＦＩ＝１．００２，

ＴＬＩ＝１．００３，ＣＦＩ＝１．０００，均 大 于０．９均 达 模 型 适

配标准，ＡＩＣ、ＢＣＣ、ＢＩＣ、ＣＡＩＣ、ＥＣＶＩ值 均 小 于 独

立模型和饱和模型数值，整体模型适配度良好．模

型检验结果显示（表４），感知价值的５个维度乡村

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项目、乡村环境与服务

设施、乡村基础设施、乡村景观对游客满意度的标

准化 路 径 系 数 分 别０．３４９、０．０６０、０．３０９、０．３１６、

－０．１９２，游客满意 度 对 游 后 行 为 意 向 的 标 准 化 路

径系数 为０．８５１，且 Ｈ３、Ｈ４、Ｈ６ 的 ＣＲ值 均 大 于

１．９６，因此 Ｈ３、Ｈ４、Ｈ６ 通过 假 设 检 验，Ｈ１、Ｈ２、Ｈ５
未通过假设检验．根据表３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可进一步计算感知价值的５个维度对游后行为意

向的间接效应［１１］，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

项目、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乡村基础设施、乡村景

观 对 游 后 行 为 意 向 的 间 接 效 应 依 次 为 ０．２９７、

０．０５１、０．２６３、０．２６９、－０．１６３．

３　讨论

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项目、乡 村 环

境与服务设施、乡村基础设施、乡村景观构成乡村

旅游游客感 知 价 值 维 度．结 构 方 程 模 型 分 析 结 果

显示，乡村旅游游客感知价值维度影响游客满意度

和游后行为意向，但并非所有因子都对游客满意度

和游后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乡村基础设施对游客满

意度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通过游客满意度

间接正向影响游后行为意向，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

的影响力大 于 乡 村 基 础 设 施．这 说 明 城 市 居 民 的

旅游目的地虽然转移到了乡村，但对景区的整体环

境状况和卫生条件仍尤为关注，垃圾箱、洗手间、休
憩设施的合理配置以及为游客创造整洁、卫生、舒

适的旅游环境对提高游客满意度、重游率和推荐率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也是

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动力．
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对游客满

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有影响但不显著，而传统意义

上的核心吸引物———乡村景观与游客满意 度 和 游

后行为意向 则 呈 负 相 关 关 系．这 说 明 乡 村 旅 游 不

同于传统的旅游活动，城市居民对乡村生活充满好

奇，更注重乡村旅游活动的体验性，既期望以合理

的价格吃到特色的乡土饮食、购买到品种丰富的乡

村土特产，又渴望参加丰富多彩、乡野气息浓厚的

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加强对地方餐饮文化的挖掘、
将乡村土特产开发成丰富多样旅游商品，设计众多

参与性强且具有乡野特色的休闲旅游项目，有利于

提高乡村旅游景区的核心竞争力．

４　建议

为提高河南省乡村旅游景区的游客满意度和

重游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为游客创建整洁、卫

生、舒适的旅游环境．乡村旅游景区经营者应根据

景区面积大小，合理配置垃圾箱、洗手间、公共休憩

设施等相关服务设施，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览、休

憩需 求．同 时，成 立 卫 生 督 导 小 组 或 卫 生 管 理 小

组，不断加强对游客、村民及乡村经营者的环保宣

传、培训和管理，引导其科学、合理处理游览、生活

和经营垃圾，使乡村旅游环境与乡村的绿水青山真

正融为一体．其次，加强乡村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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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指 引 设 施 建 设．在 机 场、火 车 站、高 速 出 口 等

交通枢纽处设置交通标示，引导游客进入景区；加

强景区所依托的中心城市至景区的道路交通建设，
提高游客的可进入性；构建乡村旅游景区的旅游公

交系统，将景区与中心城市、知名景点联为一体，为
游客出 行 提 供 便 利．最 后，乡 村 美 食 与 特 产、乡 村

休闲旅游项目虽对游客满意度、游后行为意向影响

不明显，但这些因素是乡村旅游赖以发展的基础，
不容忽视，因此应不断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构建立

体化、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包括深入研究乡村

饮食文化特色，开发特色菜肴；对乡村的传统艺术

品、手工艺品、农产品进行包装宣传，拓展农副产品

销售渠道和增值链条；根据乡村农事活动特点、风

土人情及民族文化特色，将乡村旅游与农业科技、
体育健身、艺术等融合在一起，发展差异化的乡村

旅游新业态，提高游客的参与性与体验性．

５　结论

选取河南省洛阳重渡沟村、焦作岸上 村、新 乡

郭亮村、信阳郝堂村等４个代表性乡村景区（点）为
研究对象，结果表明：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乡村基

础设施对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乡村环境与服务设施的影响力大于乡村基

础设施；乡村美食与特产、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对游

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的有影响但不显著，乡村

美食与特产的影响力大于乡村休闲旅游项目；乡村

景观与游客满意度和游后行为意向则呈负相关关

系．因此，为游客创造整洁、卫生、舒适的旅游环境

是游客满意度、重游率和推荐率提高的关键，在此

基础上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是游客满意度、重游率和

推荐率提高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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