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19, 9(4), 630-637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19.94074  

文章引用: 周田甜. 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19, 9(4): 630-637.  
DOI: 10.12677/sd.2019.94074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apability 

—A Case Study of Weigan Village 

Tiantian Zhou 
School of Management,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Sep. 7th, 2019; accepted: Sep. 22nd, 2019; published: Sep. 29th, 2019 

 
 

 
Abstract 
The rural tourism boom has been growing, and rural tourism resear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
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theory of system engineering, 
and digs deeply into three aspects: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rural tourism management,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upport. It consists of three criteria layers, nine secondary level indi-
cators and 47 specific indicator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bil-
ity is analyzed by taking the sample of Weigan Villag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tourism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management lev-
el direct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support of rural tourism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weight is 
relatively high but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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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热潮日益兴起，乡村旅游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本文以系统工程的理论着手，从乡村

旅游开发力、乡村旅游管理力、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三个方面深入挖掘，通过构建由3个准则层、9个二

级层次指标及47个具体指标构成的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以绵阳市平武县桅杆村为样本进

行剖析。研究表明：乡村旅游管理力对乡村旅游发展起基础性作用，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乡村旅游发展

情况；乡村旅游开发力和乡村旅游支撑力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因素，权重占比较高但实际发展情况有

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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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旅游热潮日益兴起，截至 2018 年 8 月，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市/区)共 388 个、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560 个，乡村旅游行业市场规模迅猛发展。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公开数据表明，2017 全年度

我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共计 28 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接待人次的 56%；乡村旅游营收超过 7400 亿元，约

占全国国内旅游总收入的 16.2%。 
受益于相关政策的持续深化与推进，乡村旅游市场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018 年 10 月由国家

发改委等 13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 年~2020 年)》，其中明确提

出要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建设。2018 年 12 月，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等 17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

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优化乡村旅游环境的要求。 
在此大背景下，如何依托旅游扶贫、新型城镇化以及互联+的浪潮带动乡村旅游，提升乡村旅游发展

能力成为众多学者思考与研究的方向。 

2. 研究综述 

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中，乡村旅游概念界定、乡村旅游影响因素一直是乡村旅游研究领域两个重要

的课题。 
在乡村旅游概念界定方面，国外学者 Sillignakis 从细分产品角度出发对乡村旅游进行界定，提出了

集乡村采风、生态旅游、乡村度假村、农业教育、乡村探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旅游产品即为乡村旅

游[1]。Briedenhann 等则从资源维度进行探讨分析，将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作为乡村旅游的总和，在进行

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自然和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因素[2]。国内学者研究更

聚焦于旅游者诉求角度出发界定乡村旅游。王兵将乡村旅游视为涵盖农业生态环境、文化景观、传统民

俗、生产活动等乡村生活全方位的旅游产品[3]。刘德谦认为从旅游者角度而言，将感受乡村风情、从事

农事活动获得观光、休闲、体验、学习等目的的活动总和定义为乡村旅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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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学者普遍采用利益相关者角度来分主体维度探讨乡村旅

游影响因子，并将各影响因子以指向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目的。郭娟以山西省乡村旅游地实地调研数

据为基础，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从资源禀赋、旅游环境营造、组织参与及运营管理水平四个维度进行研

究，得出了乡村旅游发展关键成功因素在于优质的自然资源、便捷的交通条件、广泛的居民参与及认同

感和完善旅游行程安排[5]。杨军通过驱动力子系统来研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因素，提出了从旅游者，乡

村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政府为利益相关者，乡村性、本土性、市场性和现代化、产业化、小康化为乡

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且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摩擦消耗[6]。 
对于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的研究多建立在对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定性定量研究影响因素，

提出相应整改提升措施，提高乡村旅游发展能力。对于发展能力评估缺乏相应科学的体系架构，多为定

性研究。 

3. 选址分析 

桅杆村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是九黄线东环线必经之路，面积 16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600 亩，

林地面积 12,000 余亩。桅杆村辖 4 个村民小组，1 个农业合作社，农业户数 268 户，人口 712 人。桅杆

村的印象梅林景区素有万亩梅林十里花海之称，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2014 年 10 月，经国家农业部

审批，平通镇被授予“中国果梅之乡”称号；2015 年 3 月，“平武果梅”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桅杆

村“乌梅加工制作”申报注册为“中国重要农业历史文化遗产”；2018 年，桅杆村活动中国最美休闲乡

村荣誉认证。 
桅杆村发展乡村旅游起步较早，脉络清晰，现在依托印象梅林景区申报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引

入国投公司进行景区管理，在乡村旅游开发、管理过程中问题和优势明显，极具代表性。 

4. 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4.1. 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乡村旅游发展能力，应该从乡村旅游开发能力、乡村旅游发展管理能力、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

三个维度来衡量，从旅游者、旅游从业者、社区居民、旅游管理企业、政府、旅游媒介和旅游平台等利

益相关者角度来考虑乡村旅游发展能力，充分利用国家支持农村、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利好政策，借助信

息技术工具来弥补乡村旅游发展不足，综合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游客满意度理论和旅游营销相关理

论，构建一套较为完善的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根据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相关标准和要求，在实地考察绵阳市平武县桅杆村的基础上，借鉴了李强、

邢夫敏、李向农、延军平、李鹏、王秀红[7] [8] [9] [1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乡村旅游开发能力、乡村

旅游发展管理能力、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三个层面入手，设置了 1 个目标层、3 个准则层、9 个关键问题

层和 48 项具体指标，进而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1)。 
1) 乡村旅游开发能力。乡村旅游开发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起点，是对乡村旅游资源和开发条件进行系

统梳理规划并进行打造的过程和结果，也是贯穿乡村旅游全过程的重要环节。乡村旅游开发能力包含了

开发条件性、开发层级性、综合开发能力三个方面，设置了 17 项具体指标，包含：D1 乡村旅游资源丰

度和市场辐射力、D2客源地居民乡村旅游接受度与流行度、D3目的地区位条件和可达性、D4“三品一标”

农产品数量、D5特色旅游节庆数量、D6特色旅游商品质量和数量、D7A 级旅游景区数量、D8旅游产品个

性化定制、D9 旅游者消费水平、D10 旅游地外部投资规模、D11 旅游媒体和旅游中介支持力度、D12 旅游

容量、D13季节性影响、D14乡村旅游总收入占当地 GDP 比重、D15旅游从业者占当地就业总数比例、D16

农民旅游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D17旅游脱贫带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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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旅游管理能力。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决定了该地是否能长效发展，管理能力又是制约管理水平

的重要因子，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框架性结构。乡村旅游管理能力包含了综合管理、专项管理和经营管理

三个方面，设置了 13 个具体指标，包括：D18乡村旅游科学统筹规划水平、D19完善的乡村旅游管理机构

和制度、D20 乡村旅游专项发展资金、D21 游客满意度、D22 旅游投诉数量及处理满意度、D23 游客高峰时

段应急处理机制及预案、D24 食品安全合格率、D25 安全隐患自我排查处理率、D26 乡村旅游营销关注度、

D27 乡村旅游企业管理水平、D28 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持证上岗、D29 乡村旅游管理人才数量、D30 乡村旅游

专家智囊团队。 
3) 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系统是对乡村旅游发展利好因素的统称，是对所有利

于乡村旅游发展因子的抽象集合。包含了旅游配套、政策性支撑和长效发展支撑三个方面，设置了 17 个

具体指标，包括：D31 旅游示范村数量、D32 停车位配套、D33 旅游厕所配套、D34 游客中心规模和功能、

D35 农家乐及乡村酒店数量和质量、D36 抵达公路直线干线等级、D37 内部交通环线、D38 规范化的旅游表

示系统、D39主要客源地政策变化、D40乡村土地流转、D41政府管理水平、D42保障性政策重视程度、D43

乡土性保持与维护、D44 旅游地安全性、D45 乡村旅游驱动下的产业融合、D46 景观生态文化保护性投入、

D47采用清洁能源设备及环保型材料。 
 

 
Figure 1. Structur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 system abou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apability 
图 1. 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结构图 

4.2. 评估分析 

量化各指标评分标准与权重值。构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层级的评分标准(见表 1)，利用

YAAHP 软件进行 AHP 层级分析来确定各指标权重值，通过量化指标实现模糊、复杂的系统决策分析，

保证分析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设计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的递阶层次结构图，然后根据文献材

料、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考察，结合专家的赋值打分。对于前文所构建的递阶层次结构图进行矩阵运算

量化处理，本文采用判断矩阵 A = (aij)，便于计算判断矩阵 A 的最大特征根 Xmax 以及相应的特征向量

值，通过 YAAHP 软件计算，获得层次单排序与总排序，进而确定整个评估指标的各指标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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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表 1. 评分标准 

分值 乡村旅游开发力 乡村旅游管理力 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 综合绩效 

1 开发力弱 管理力低 支撑力差 较差(0~1) 

2 开发力一般 管理力一般 支撑力一般 一般(1~2) 

3 开发力较强 管理力高 支撑力较好 良好(2~3) 

4 开发力强 管理力非常高 支撑力很好 优秀(3~4) 

4.3. 评估指标权重及得分确定 

桅杆村乡村旅游发展能力绩效评估指标、权重如表 2。 
 
Table 2. Evaluate indicators, weigh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Weigan Village 
表 2. 桅杆村乡村旅游发展能力绩效评估指标、权重 

准则层 要素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乡村旅游开发力 

C1开发条件性 0.4215 

D1乡村旅游资源丰度及市场辐射力 0.2205 

D2客源地居民乡村旅游接受度与流行度 0.0864 

D3目的地区位条件可达性 0.1033 

D4“三品一标”农产品数量  

D5特色旅游节庆数量 0.0981 

D6特色旅游商品质量和数量 0.1754 

D7A 级旅游景区数量 0.1486 

D8旅游产品个性化定制 0.1677 

C2开发层级性 0.2658 

D9旅游者消费水平 0.2754 

D10旅游地外部投资规模 0.1442 

D11旅游媒体和旅游中介支持力度 0.1808 

D12旅游容量 0.2011 

D13季节性影响 0.1988 

C3综合开发能力 0.3127 

D14乡村旅游总收入占当地 GDP 比重 0.2165 

D15旅游从业者占当地就业总数比例 0.3238 

D16农民旅游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0.2273 

D17旅游脱贫带动率 0.2324 

乡村旅游管理力 

C4综合管理能力 0.3809 

D18乡村旅游科学统筹规划水平 0.3034 

D19完善的乡村旅游管理机构和制度 0.4873 

D20乡村旅游专项发展资金 0.2093 

C5专项管理能力 0.4125 

D21游客满意度 0.1840 

D22旅游投诉数量及处理满意度 0.1667 

D23游客高峰时段应急处理机制及预案 0.1834 

D24食品安全合格率 0.1837 

D25安全隐患自我排查处理率 0.1053 

D26乡村旅游营销关注度 0.1769 

C6经营管理能力 0.2066 

D27乡村旅游企业管理水平 0.3183 

D28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持证上岗 0.2091 

D29乡村旅游管理人才数量 0.3054 

D30乡村旅游专家智囊团队 0.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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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 

C7旅游配套支撑力 0.4833 

D31旅游示范村数量 0.1068 

D32停车位配套 0.2105 

D33旅游厕所配套 0.2013 

D34游客中心规模和功能 0.1446 

D35农家乐及乡村酒店数量和质量 0.0774 

D36抵达公路直线干线等级 0.0962 

D37内部交通环线 0.0800 

D38规范化的旅游表示系统 0.0832 

C8政策性支撑力 0.2264 

D39主要客源地政策变化 0.1038 

D40乡村土地流转 0.2119 

D41政府管理水平 0.3824 

D42保障性政策重视程度 0.3019 

C9长效发展支撑力 0.2903 

D43乡土性保持与维护 0.3086 

D44旅游地安全性 0.2103 

D45乡村旅游驱动下的产业融合 0.3114 

D46景观生态文化保护性投入 0.0825 

D47采用清洁能源设备及环保型材料 0.0872 

5. 桅杆村乡村旅游发展能力分析 

5.1. 发展能力分析 

通过 YAAHP 软件进行层次分析，将本次调研过程中对高校老师五名、研究机构专员三名、桅杆村

国投公司负责人两名总计十位专家的赋值结果带入 AHP 递阶层次结构中，通过运算量化乡村旅游发展能

力的各准则层和指标层权重值。在获取权重值的基础上，结合统计年鉴、实地调研访谈结果以及国投公

司、桅杆村村委会提供的数据资料，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见表 2)。可以看出桅杆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各项指

标实现状况良好，总体得分都在 2.5 分以上。其中乡村旅游开发力得分 2.78 分，开发力水平较好；乡村

旅游管理力得分 2.81 分，管理能力高；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得分 2.60 分，支撑力较好。乡村旅游支撑力

得分情况相对较低，在旅游配套设施搭载、政策性支撑力度倾斜、长效发展支撑方面重视程度不足，实

现力度不佳，有待进一步提升。 
由表 2、表 3 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管理力方面绩效评级较高，其中开发条件性和综合开发力方面优势

突出，相比而言在开发层级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权重占比低且实际得分情况较低。表现了以桅杆村

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当前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重视利用有力开发条件，强化综合开发能力的

普遍现象，对于开发层级性则缺乏相应的关注与重视，折射出对乡村旅游消费水平提档升级、借助外部

投资、利用旅游媒体和中介等方面的不足，是一种关注度缺失，割裂了旅游者与乡村旅游目的地之间多

样化的联系渠道与实现通道。乡村旅游管理力方面评分等级最高，得利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乡村旅游标

准化实施整改方案，从硬件和软件方面进行长足提升，表现了当前乡村旅游目的地重视管理能力的现状。

其中经营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强化，以提升整体管理力水平。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方面评估等级较低，

缺乏对支撑力系统的统筹规划和合理配套，多在实践中不断驱动完善。 

5.2. 发展能力评估结果 

通过对乡村旅游开发力、乡村旅游管理力、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 3 个准则层的定性定量评估，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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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绩效等级及评级分值后，桅杆村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等级为“良好”(见表 3)。 
 
Table 3. Result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Weigan Village 
表 3. 桅杆村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结果 

评价准则 权重 绩效等级 评级分值 加权平均得分 

乡村旅游开发力 0.3183 开发力较好 2.7815 0.8855 

乡村旅游管理力 0.3930 管理力高 2.8137 1.1058 

乡村旅游支撑力 0.2887 支撑力较好 2.6032 0.7515 

综合绩效 100% 良好 / 2.7428 
 

1) 在乡村旅游开发力方面。乡村旅游过程中日益提升综合开发力水平，充分利用了有利条件，强化

突出乡村旅游资源，实现旅游初步开发。在开发条件性方面，对吸引性因素的开发利用，进一步提升了

乡村旅游资源的丰度与市场辐射力，同时配套全方位的综合开发，实现增收、脱贫、增加就业的发展预

期。而随着乡村旅游热潮进一步兴起，也将倒逼综合开发力度进一步完善加强。需引起关注的是当下在

乡村旅游开发层级性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割裂了旅游者与乡村旅游目的地之间联系的多样化，不利

于充分调动旅游中介积极性与外部投资活力，制约了乡村旅游开发进一步扩大规模。 
当前桅杆村在乡村旅游开发力评估中为良好等级，得益于桅杆村优良的开发条件与强效的综合开发

力度，优势明显。在今后的开发过程中，桅杆村景区管委会应该重视开发层级性，充分吸纳外部投资，

活跃旅游媒体和旅游中介参与度，丰富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联系；重视乡村旅游资源的持续开发

打造，面向市场进行个性化定制与大众化提质，一以贯之。 
2) 乡村旅游管理力方面。随着专业景区管理运营机构不断涌现、国家标准化政策优化出台以及信息

技术手段的丰富，乡村旅游管理力水平不断提高。从综合管理、专项管理到经营管理，全方位的涵盖到

乡村旅游发展的各方面，乡村旅游目的地在不断摸底自评，整改提升，助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从硬件

建设和软件管理两个方面推动乡村旅游管理水平提高。在经营管理方面，受限于发展水平限制，从人才

数量、专家智囊团队到企业管理水平，都有提升的空间，有待后期加大力度，补齐短板。 
桅杆村目前引入国投公司进行管理，拟成立景区管委会，制定完整的景区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将

改变之前粗放型管理，实现科学化管理。通过企业代管，提升管理水平，当地居民参与管理过程，协调

多方诉求，实现乡村旅游目的地长足发展。 
3) 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方面。旅游配套支撑成为景区硬件建设的重点，旅游服务设施完善程度和现

代化程度直观地影响到旅游体验与旅游满意度，是乡村旅游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而政策性支撑为乡

村旅游发展保驾护航，提高便利条件和利好倾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者助力乡村旅游地优化提升。其中

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土地流转，土地使用权明晰且可进行开发打造日益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门槛要求，如

何利用有利政策合规合法地进行土地流转，在不影响当地经济、生态、文化发展基础上有力支援乡村旅

游开发，显得意义非凡。而长效发展支撑则是可持续发展的体现，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下每一个衰

退转型的承接点，将推动乡村旅游地实现长效开发，保护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桅杆村以印象梅林景区申报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从游客中心、停车场、

旅游厕所、交通标示、卫生质量、游览环线等全方位进行整改，极大地推动支撑力提升。在产业融合方

面，依托乡村旅游，实现产业迭代，形成以果梅产品、中药、茶叶、旅游接待为主的支柱型产业，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 

6. 结论 

本文根据系统工程的理论，在对乡村旅游发展能力分析的基础上，从乡村旅游开发力、乡村旅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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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力、乡村旅游发展支撑力三个方面入手，共设置了 1 个目标层、3 个准则层、9 个关键问题层和 47 项

具体指标，建立了针对桅杆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动态评估。研究结论显示，乡村旅游

开发力和支撑力是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发是发展的起点，也是发展转型一以贯之的关键因

素，乡村旅游开发贯穿乡村旅游发展的始终，而支撑力则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乡村旅

游管理力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乡村旅游发展的水平。为进

一步促进桅杆村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提出了持续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开展个性化定制提升旅游满意度、

制定乡村旅游科学统筹规划以及保持维护乡土性等方面的整改建议，以期能切实解决桅杆村乡村旅游发

展短板，提升其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实现提档升级，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产品。 
在行文过程中，鉴于时间和其他条件限制，本文难免存在着不足之处：第一是由于各类资料数据不

够详实充分，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评估结果偏差；第二，评估分析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影响因子繁多

而不能穷尽，计算过程复杂，个别因素无法完全控制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在后期研究中，笔

者将持续关注桅杆村的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收集更为详实精确的资料信息，对当前建立的发展能力评估

指标体系进行进一步完善，实时调整影响因子，不断发现并解决新问题，实现新突破，以桅杆村为焦点，

时刻关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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