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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乡村旅游成长性研究
———以信阳郝堂村为例

沈 克*

(信阳农林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摘 要: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信阳郝堂乡村旅游发展为实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运用因子分

析法分析游客满意度,并判断研究对象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提出成长性建议.结果表明:判断乡村旅游所处生

命周期阶段是明确其成长质量和成长趋势的关键;郝堂乡村旅游处于起步期和发展期的过度时期,应采取合适

的措施促进其成长;判断乡村旅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除了依据旅游地产品特征、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游客

的满意度是判断的主要标准;影响乡村旅游成长的因素包括交通、游览体验、餐饮体验、景区人际关系和环境卫

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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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ofRuralTourismBasedonTourismDestinationLife-circleTheory
———TakingXinyangHaotangVillage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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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lifecycletheoryoftourismdestination,thepapermadeacasestudyonruraltourism
developmentXinyangHaotangvillage.Thedatafromquestionnaireswereanalyzedusingthemethodoffactora-
nalysistoobtainthesatisfacitionleveloftouristsanddetermineatwhichstageoflifecyclethetourismdestina-
tionisandfinallythepaperputforwardsomesuggetionsonitsgrowth.Thefollowingresultsareobtainedfrom
thestudy.Firstly,judgingthelifecycleofatourismdestinationisthekeytodeterminingitshealthygrowthand
itsgrowthtrend;secondly,ruraltourismdestinationofHaotangvillageisinthetransitionalphaseofstart-up
stageanddevelopmentstage,andappropriatemeasuresshouldbetakentopromoteitsgrowth;thirdly,apart
fromtheproductcharacteristicsintourismarea,thenumberoftouristsandtourismrevenue,themaincriterion
todeterminethelifecycleofruraltourismisthesatisfactionleveloftourists;andlastly,factorsaffectingthe

growthofruraltourismincludetraffic,tourexperience,diningexperience,scenic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
andenvironmental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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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成长性是指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反映企业未

来的经营效益与发展状况[1].目前,成长性研究主

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和上市企业领域.有关旅游业

的成长性研究也多数集中在上市旅游企业中[2-4].
乡村旅游成长性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基

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指乡村旅游目的地从一

个生命周期阶段成长到下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并且

持续发展.评价乡村旅游的成长性应从所处生命

周期阶段、景区的空间结构和市场发育度等方面进

行[5].乡村旅游的成长性研究大多从持续发展的

角度进行.史术光[6]基于系统动力学基模分析方

法,结合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乡村

旅游成长上限基模,研究我国乡村旅游成长上限问

题,并为消除成长上限提出管理对策.陈谨[7]提出

了乡村旅游持续成长的四种发展模式,即:乡村承

包人经营模式、绿色生产—消费模式、田园空间博

物馆模式和“前店后园”模式.王莹等[8]在杭州乡

村旅游特色示范村调研的基础上,从社区视角出

发,得出影响乡村旅游持续成长的因子: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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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经营管理、差异化引导政策、资源特色、消费特

征.随着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乡村旅游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竞争激烈,许多乡

村旅游目的地成长性不佳,有的甚至刚刚起步就进

入了生命周期的衰落阶段.具体到每个乡村旅游

目的地应该如何持续成长? 将走向哪里? 是旅游

学术界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从旅游地生

命周期理论研究乡村旅游成长性问题,是一个独特

的视角.1980年Butler建立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
并运用于实证研究,同时Butler绘制出6个阶段

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模型.
本文以河南信阳郝堂乡村旅游目的地为实证,

采取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乡村旅游目

的地的成长性问题,以期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

成长提供借鉴.

1 研究区域旅游开发基本情况
郝堂村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街道

办事处,距离信阳市城区20km,与信阳高铁站相

距21.7km,沪陕高速、京港澳高速从村庄外围经

过,区位交通条件良好.郝堂村总面积20.7km2,
全村18个村民组,总人口2300人,水田127hm2,
茶园和板栗等林果园1333hm2,人均山林1hm2,
林地资源丰富[9].该村从2009年开始,就在平桥

区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专家的指导

下,发展乡村旅游.郝堂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是:
地方政府负责整体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聘请专业

规划机构专家进行开发设计;村集体自筹资金,建
设村庄“内置基金”;村民参加乡村改造,实行自治

管理.正是在地方政府、专家、村集体和村民这四

个主体的协同合作下,才使郝堂乡村旅游取得了暂

时的成功.2013年郝堂村被纳入全国第一批“美丽

宜居村庄示范”名单,到2015年乡村旅游人数达

55万人,旅游收入1500万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2.1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有实地观察法、调查问卷以及深度访

谈.其中,问卷的对象是郝堂村的游客,问卷的方

式采取随机抽样的形式.深度访谈的对象有两人,
一位是郝堂村支书,一位是参与郝堂乡村旅游开发

的专业人士.运用实地观察法观察郝塘游客的行

为情况,对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所分析的结果加以

验证.文章通过调查问卷获取的数据为第一手数

据,把这些数据通过SPSS20.0计算 Cronbach’s
Alpha值检验是否具有可信性,并进行因子分析.

2.2 数据分析

2.2.1 问卷设计

问卷首先安排了游客的年龄、收入等背景项;
然后,是游客的出行方式、购买习惯等消费行为项;
最后,对游客的满意度状况进行测度.有关游客满

意度测度采用李科特量表的形式,其中1分为非常

不满意,2分为不满意,3分为一般,4分为满意,5
分为非常满意.
2.2.2 问卷发放情况和行为分析

调查设计问卷一份,印制200份,于2015年

“五一”期间发放120份,紧邻“五一”之后的周末发

放问卷80份,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196份,其
中有效问卷177份,占整个发放问卷的88.5%.问
卷回收后,利用统计分析工具SPSS20.0进行数据

汇总,然后统计分析.
表1 游客背景资料和行为特征分析表

Tab.1 Analysisoftourists’backgroundinformation
andbehaviorcharacteristics

  注:表格中“信息了解途径”为多选题,其他为单选题.

通过对游客背景资料和行为特征(表1)可以

分析出:来自本市的游客占68.4%,本市外游客占

21.5%,而省外游客只占10.1%;在游客年龄结构

上以中年游客为主,其中40岁至49岁占38.4%,
而30岁以下只占13.0%;游客职业结构方面,以公

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主,合计占63.3%;在游客

出行方式上以自驾车为主,占40.1%,而公交车只

占11.9%;在旅游消费方面,消费1000元以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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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计占50.2%;在游客是否过夜方面,不过夜游

客占74.6%,这一结果说明郝堂乡村旅游景点规模

过小,缺乏吸引力;在了解旅游信息途径方面,主要

以亲朋好友推荐和电视报刊为主,共占64.4%.
2.3 游客满意度因子分析

2.3.1 信度检验

问卷调查分析的一大问题是问卷的信度检验,
又称可靠性检验.可靠性检验是为了验证受调查

者在回答问卷时的可靠性程度,即受调查者在回答

过程中是否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如果受调查者前

后回答一致,则表明此次问卷调查是可靠的.本次

调查问卷通过SPSS20.0计算Cronbach’sAlpha
值来检验是否具有内部一致性.样本总体Cron-
bach’sAlpha系数值为0.723.各变量的 Cron-
bach’sAlpha系数值如表2.

表2 各因子Cronbach’sAlpha系数值

Tab.2 Cronbach’sAlphanumericalvaluesofeachvariable

变量 Cronbach’sAlpha 项数

因子1 0.990 4
因子2 0.443 2
因子3 0.996 2
因子4 0.999 2
因子5 0.993 4

  注:表中变量名称和下文因子名相同.

从表2可见,因子1、因子3、因子4、因子5的

Cronbach’sAlpha系数值都在0.9以上,表示量表

的信度很好.而因子2的Cronbach’sAlpha系数

值为0.443,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抛弃.整体来

看,问卷设计的信度较高.
2.3.2 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是衡量问卷的测试题项的结果能否

符合研究者所要测试的问题,是因子分析的前提.
通过检验KMO(Kaiser-Meyer-Olkin)指标与巴特

利Bartlett球型检验指标两方面来进行问卷结果

有效性检验.如果通过KMO 和 Bartlett的检验,
则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

表3 郝塘村乡村旅游满意度效度检验

Tab.3 ValiditycheckofHaotangVillageruraltourismsatisfaction

KMO检验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0.768 616.764 91 0.000

  从表3可见,KMO度量为0.768,大于0.7,表
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强,故而适合做因子分

析.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在自由度为91的情

况下达到显著,也表示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综合以

上两种检验,表明问卷结果的效度很高,适合做因

子分析.
2.3.3 因子分析

表4为因子分析的结果,与初始设计的量表一

致.结合之前对变量进行的内在信度分析结果来

看,因子2的信度系数为0.443,小于0.6的可接受

水平,因此,因子2剔除.考虑将因子2中的变量

“景区的卫生”“景区的厕所分布”归入其他因子.
表4 郝塘村乡村旅游满意度因子分析

Tab.4 SatisfactionfactorsofruraltourisminHaotangVillage

提 取 因 子 因子载荷 特征值贡献率/% 信度系数

因子1: 3.761 26.863 0.990
到达景区的交通状况 0.631

景区的路标设置 0.800
景区旅游线路设置 0.772

景区停车场 0.693
因子2: 1.614 11.530 0.443

景区的卫生 0.807
景区的厕所分布 0.752

因子3: 1.355 9.678 0.996
景区的自然风光 0.561

旅游体验活动的丰富性 0.777
因子4: 1.179 8.421 0.999

景区的风味餐饮味道 0.519
景区餐饮价格 0.735

因子5: 1.061 7.576 0.993
景区的讲解服务 0.881
景区商品的价格 0.834
景区人员的服务 0.527

景区原主居民的热情度 0.737
累计贡献率 64.068

样本总体信度系数 0.723

  由表5可知,“景区的卫生”加入因子1、因子

3、因子5之后,这3个因子的内在信度都有提升,
且差别不大.考虑到“景区的卫生”加入因子5更

具有解释性,故将“景区的卫生”加入因子5.而“景
区的厕所分布”加入其他4个因子后,让其他4个

因子内在信度都大幅下降,因此将“景区的厕所分

布”变量删除.最后得到4个因子.
表5 合并后因子分析

Tab.5 Analysisofcombinedfactor

变量 加入因子 因子信度

景区的卫生

因子1 0.993
因子3 0.998
因子4 0.998
因子5 0.996

景区的厕所分布

因子1 0.669
因子3 -0.068a

因子4 0.217
因子5 0.670

  注:a.由于项之间的平均协方差是负的,该值为负,这违反了可

靠性模型假设.

第一个因子命名为“交通”,包含变量“到达景

区的交通状况”“景区的路标设置”“景区旅游线路

设置”“景区停车场”,表示的是景区的交通状况.
07

第31卷 第1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journal.xynu.edu.cn 2018年1月



通过表4中的因子1的贡献率26.863可以看出交

通状况是乡村旅游满意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又
在游客背景资料和行为特征分析表中(表1)可以

分析 出,游 客 进 入 郝 堂 的 交 通 形 式 自 驾 车 占

40.1%,而公共汽车占11.9%,可见改善乡村旅游

的公共交通是当务之急.
第二个因子命名为“游览体验”,包含变量“景

区的自然风光”“旅游体验活动的丰富性”,表示的

是游客在景区感受到的内容.游览体验是影响乡

村旅游成长的重要因素,在表4中贡献率达到

9.678,可见游客对这一游览内容满意度较高.
第三个因子命名为“餐饮体验”,包含变量“景

区的风味餐饮味道”“景区餐饮价格”,表示的是景

区的餐饮体验.餐饮体验一直是乡村旅游中的吸

引因素,但郝堂乡村旅游中贡献率只有8.421,仍然

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四个因子命名为“景区人际关系和环境卫生

体验”,包含变量“景区的讲解服务”“景区商品的价

格”“景区人员的服务”“景区原住居民的热情度”
“景区的卫生”,表示游客在游览时所接触的服务人

员和原住居民的人际关系感受,和景区环境卫生感

受.在表4的因子5中,变量“景区的讲解服务”因
子载荷是0.881,可见这一变量与因子5关系最为

密切,而因子5的贡献率只有7.576,表明郝堂乡村

旅游中景区讲解服务是短板.
2.4 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安排在问卷调查之前和实地观察之

后进行.通过深度访谈得知,郝堂乡村旅游是在优

势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有目的有创意地进行规划开

发.这一开发模式符合现代旅游发展趋势,有别于

其他的任其自然的、盲目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但
该乡村旅游发展过分依赖地方政府的支持,管理者

对该乡村旅游成长性看法也不清晰.因此,判断郝

堂乡村旅游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显得十分必要.

3 郝堂乡村旅游生命周期阶段判断与分析
判断一个旅游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主要通

过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看旅游地的产品特征,二
是看旅游地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三是看游客的

满意度.郝堂乡村旅游产品特征主要表现在:产品

种类过少,主要以乡村景观和特色餐饮为主,娱乐

性和体验性项目则没有;产品特色不突出,已有的

乡村旅游产品与其他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产品雷同

率较高;产品吸引力较低,导致客源地狭窄和游客

过夜率较低,综合以上产品特征,可以看出郝堂乡

村旅游产品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游客数量和旅

游收入是判断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主要指标.
从郝堂乡村旅游历年的人数和收入(图1)可以看

出,近5年来郝堂乡村旅游人数和收入总体上呈现

增长态势,但2016年比2015年略有下降,可见其

处于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成长得并不十分理想.
游客满意度是影响旅游地成长与否的基本因素,满
意度不佳必然导致游客数量下降,从而导致旅游地

衰落.从郝堂乡村旅游的满意度因子分析中可以

看出(表4),郝堂乡村旅游有关自然风光和特色餐

饮的因子满意度较高,而有关服务水平和项目多样

性的因子满意度较低,可见郝堂乡村旅游仅能满足

游客的低层次需求,而更高的服务等需求则不能满

足,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生命阶段的衰落.由以

上三个方面可以判断出郝堂乡村旅游处于旅游地

生命周期中的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过渡期,即处于

起步期和发展期的过渡时期(如图2).

图1 郝堂近五年游客量与收入

Fig.1 Theamountoftouristsandincome
ofHaotanginthepastfiveyears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信阳平桥区旅游局.

图2 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

Fig.2 Touristdestinationlifecyclecurve
   图示来源:《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综述》覃江华著.

在经典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中,除了衰落阶

段,旅游地在经历了一个阶段后必然上升到另一个

阶段,按照这一理论郝堂乡村旅游在经历了发展期

必然上升到稳固期.但余书炜对经典旅游地生命

周期曲线的修改指出,旅游地经历的阶段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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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Butle的6阶段“S”型理论模型相一致,并提出

了双周期模型(如图3).[10]根据双周期模型,郝堂

乡村旅游如果发展不善,就不会过渡到发展阶段,
即使过渡到发展阶段也不会进入稳固阶段,而是直

接进入衰落期,直至导致景区最终衰落关闭.

图3 旅游地生命双周期示意图

Fig.3 Sketchmapofthelifecycleoftouristdestination
   图示来源:《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综述》余书炜著.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信阳郝堂乡村旅

游为实证,研究了乡村旅游的成长性.结果表明:
判断乡村旅游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是明确其成长质

量和成长趋势的关键;郝堂乡村旅游处于起步期和

发展期的过渡时期,应采取合适的措施促进其成

长;判断乡村旅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除了依据

旅游地产品特征、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游客的满

意度是判断的主要标准;影响乡村旅游成长的因素

包括交通、游览体验、餐饮体验、景区人际关系和环

境卫生体验.为了促进郝堂乡村旅游生命周期阶

段性成长,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完善服务体系,注重

环境保护.完善进入郝堂的公共交通体系和景区

人员服务体系,如政府增加公共汽车投入,加强服

务技能培训,提高讲解水平.同时,应成立环境监

督小组,监督游客破坏环境行为和村民私搭乱建行

为.其次,增加产品种类,引进管理人才,防止阶段

性衰落.利用保留的明清建筑发展特色民宿旅游,
提高过夜率;挖掘豫南乡村表演节目,开发表演项

目;开展具有豫南民风民俗的节事活动.同时,引
进先进的旅游管理人才,注重管理人才的梯队培

养.再次,加强宣传,一要重视新型媒体,如利用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宣传,二要运用多种营销手

段,如借势营销和事件营销.同时,郝堂乡村旅游

的传统客源市场有郑州市、驻马店市、焦作市等城

市,除了继续加强这些城市客源市场的开发,还应

该开发武汉市、随州市和六安市等城市的客源市

场,从而实现郝堂乡村旅游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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