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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消费者农家乐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消费者农家乐旅游偏好分析,提出了农家乐发

展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农家乐行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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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ers' agritainment tourism behavior and consumers' 

preference for agritainment tour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ainment tourism,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ainment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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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农家乐既是一种独特的休闲娱乐形式,

也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形式之一[1]。近年来,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的生活

压力越来越大。摆脱城市的喧嚣与繁杂,

去城市周边的农村旅游度假成为了城市居

民娱乐休闲的新方式。农家乐促进了农民

收入的提高和农村产业转型[2],极大地提高

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农家乐行业也

因此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然而,在农家乐

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经营项目单

一、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缺乏农家特色等

经营管理问题,严重地影响到农家乐消费

者的满意度,大大降低了消费者重游率。 

2 调研对象及方法 

2.1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为社会上各个年龄段、

各个职业的消费者,共计252名。调研结果

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①覆盖了18岁以下到61岁以上各个年

龄段人群,且男女比例较为均衡；②调查

的消费者人群中既有农村人口又有城镇

人口,且消费者人群中涉及学生、政府工

作人员、公司员工等各个职业。 

2.2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线上、线下问卷

发放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251

份,有效问卷223份,有效率为89%。所得

数据采用SPSS 22.0和Excel通过描述性

统计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3 消费者农家乐旅游行为影响

因素分析 

农家乐旅游消费者的行为主要从消

费者旅游的频率、停留时间和可接受的

消费额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卡方

检验得知,不同年龄、职业、收入的消费

者的农家乐旅游行为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1  消费者农家乐旅游频率与收入卡

方检验 

值 df 渐进Sig.(双

侧)

Pearson 卡方 44.795a 20 0.000

似然比 47.147 20 0.001

线性和线性组合 20.464 1 0.000

有效案例中的N 223
 

由表1卡方检验输出结果0.000< 

0.05,可知不同收入的消费者人群的旅

游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显示,

收入越高的消费者农家乐旅游越频繁。

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消费者中,一年

进行一两次农家乐旅游的占比高达

43.9%。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消费者的

旅游频率较低,一年进行一两次农家乐

旅游的消费者仅占24%,每月进行一两次

农家乐旅游的仅占1.3%。 

表2  消费者农家乐旅游频率与年龄卡

方检验 

值 df
渐进 Sig.(双

侧)

Pearson 卡方 54.317a 24 0.000

似然比 44.932 24 0.006

线性和线性组合 12.415 1 0.000

有效案例中的N 223
 

由表2卡方检验结果0.000<0.05,可

知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农家乐旅游频

率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显示,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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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45周岁的消费者农家乐旅游频率

较高,且集中在“一年去一两次”和“每

月去一两次”,而其他年龄阶段消费者的

农家乐旅游频率较低。 

表3  消费者农家乐旅游停留时间与职

业卡方检验 

值 df 渐进 Sig.(双侧)

Pearson 卡方 29.187a 18 0.046

似然比 31.121 18 0.028

线性和线性组合 3.201 1 0.074

有效案例中的N 223
 

由表3卡方检验结果0.046<0.05,可

知不同职业的消费者群体农家乐旅游停

留的时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显

示,学生和私营业主的农家乐旅游停留

时间较长,集中在“一到两天”,占比分

别为57.1%、29.6%,而公司员工和政府工

作人员等消费者群体停留时间较短,集

中在“一天以内”,这可能与工作较忙、

空暇时间较少等原因有关。 

表4  消费者可接受消费者额度与月收

入卡方检验 

值 df 渐进 Sig.(双侧)

Pearson 卡方 51.376a 15 0.000

似然比 52.047 15 0.000

线性和线性组合 33.533 1 0.000

有效案例中的N 223
 

由表4卡方检验结果0.000<0.05可

知,不同收入的消费者群体可接受的农

家乐旅游消费额度存在显著性差异。统

计结果显示,高收入的消费者群体可接

受的消费者额度相对较高。但从总体上

看,大多数消费者可接受的消费额度为

100-500元,占比为54.3%,可接受消费额

度为500-1000元的消费者所占比重为

28.7%,可接受消费额度为1000元以上的

消费者仅为9%。 

4 消费者农家乐旅游偏好分析 

4.1消费者农家乐旅游的目的 

通过调查得知,45.3%的消费选择农

家乐旅游是为了放松心情,24.7%的消费

者是为了亲近自然。而为了交际需要和

团日活动的占比仅为5.4%和10.3%。和酒

店、饭店相比,59%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

择农家乐的原因是因为“乡村环境优

美”、“可以吃到当地有特色的饭菜”、“可

以体验乡村文化”。 

4.2满意度及倾向的娱乐方式 

调查发现,有将近65%的消费者认为

自己所去过的农家乐很一般,另有23%的

消费者对自己去过的农家乐表示很失望,

仅有9.8%的消费者对自己所去过的农家

乐表示十分满意。53.9%的消费者都认为

当今的农家乐缺乏创意、没有农家特色、

经营方式雷同。此外,“农家乐所处位置

偏僻”、“卫生差”、“基础设施不完善”

也是如今的农家乐存在的重大问题。 

在对消费者倾向的农家乐娱乐方式

调查中发现,分别有29.6%、38.1%的消费

者希望可以“种植采摘”、“吃农家饭和

住农家院”。有将近70%的消费者理想的

房屋类型是小木屋和竹屋,并且希望可

以进行传统仿农家装潢。 

4.3农家乐信息获得渠道 

通过表5可知“通过身边亲友口头介

绍”是消费者获得农家乐信息的主要渠道,

占比为75.8%。其次是“互联网”,占比为

51.6%。而消费者通过“电视广播”、“旅

行社”、“杂志报刊”获得农家乐信息的较

少,分别占比29.6%、22.9%、16.6%。 

表5  消费者农家乐信息获得渠道及比重 

渠道 N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电视广播 66 15.1% 29.6%

旅行社 51 11.6% 22.9%

身边亲友口头介绍 169 38.6% 75.8%

杂志报刊 37 8.4% 16.6%

互联网 115 26.3% 51.6%

总计 438 100.0% 196.4%
 

5 对策与建议 

5.1优化基础设施,丰富活动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认为当今的

农家乐大多服务形式单一,经营方式雷

同、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缺乏农家特色,

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因此,

针对这一问题,经营者应该提供形式丰

富、内容多样化的农家特色娱乐活动,

可以开展农耕体验活动,让消费者体验

耕田犁地、栽种秧苗等；还可以将农田

交给消费者自主管理,让消费者种植自

己喜欢的粮食、果蔬等。 

5.2采取差异化的营销策略 

目标顾客群体是有着不同年龄层

次、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职业类型的消

费者,消费者的偏好存在较大差异。 因

此农家乐经营者可以采用精准营销的

方式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更好地了解消

费者的需求并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

为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推出个性化的营

销活动。比如目标顾客定为青少年的农

家乐可以与学校合作向学生提供农业

科普教育服务。目标顾客为中高收入者

的农家乐可以向顾客提供高端产品项

目和服务。目标顾客为城市居民的农家

乐可以在工作日为顾客提供农家产品

配送服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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