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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红河州弥勒市可邑小镇为研究对象，获取一手数据，基于波特“钻石模型”，运用文献分析法、因子

分析法、情感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对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具有彝族

文化特色的可邑小镇每年吸引了来自云南乃至全国各地的旅游者，为此，本文以可邑小镇为案例探索核

心竞争力影响因子，运用SPSS数据分析得出可邑小镇的旅游核心竞争力主要影响因子：治安、景观、服

务和交通；次要影响因子：餐饮和住宿；一般影响因子：路标条件和购物体验。运用波特钻石模型分析

了可邑小镇旅游核心竞争力的要素，发现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开发不合理、缺乏专业工作人员等问题

并提出相应对策，为弥勒可邑小镇旅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后续乡村旅游研究提供具有科学价值的参

考，开辟乡村生态旅游新领域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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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Keyi Town, Mile City, Honghe Prefec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btaining first-hand data, 
based on Porter’s “diamond model”, use literature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sentiment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conduct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tourism factors. Keyi Town with Yi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ttracts tourists from Yunnan and 
even all over the country every year.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Keyi Town as a cas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uses SPSS data analysis to obtain the main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m are: public security, landscape, service 
and transportation; secondary influencing factors: catering and accommodation; general influen-
cing factors: road sign conditions and shopping experience. Using Porter’s diamond model to ana-
lyze the elements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Keyi town tourism, it finds problems such as im-
perfect infrastructure, unreasonable resource development, lack of professional staff, etc. Cor-
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vid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ural tourism research, and open up new fields of exploration and re-
search in rural 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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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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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一直保持着城

乡二元结构，城乡不平衡仍是现阶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1]。在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发展乡村旅游具有

重要意义[2]。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新依托与路径[3]，能有效缓解甚至逆转乡村危机、实

现“新内生性发展”和持续振兴[3]，同时乡村旅游也是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延伸的新尝试[4]。 
云南在开发乡村旅游上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从地理区位看，云南是亚洲地理中心，具有独特的区位

优势。云南地处低纬高原，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条件多样，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素有“动植物王国”

的美誉。从历史上看，云南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云南也是我国少数民

族最多的省份，多样的文化造就了云南丰富的人文资源。优越的地理区位，独特的自然人文风光，多彩

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云南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 
云南省弥勒市凭借自身区位优势、环境资源，以稳健经济发展为动力，将全域旅游定位为支柱产业

加大力度培育，加强统筹协调和规划引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强化市场营销，有效使

得弥勒旅游发展的迅速崛起。2019 年，可邑小镇接待游客 162.4 万余人，小镇旅游产业总收入 3962.49
万元，其中门票收入 1205.61 万余元。可邑村已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典型，相继荣获“中国最美

休闲乡村”“民族团结示范村”“国家运动休闲小镇”等荣誉称号[5]。但可邑小镇的乡村生态旅游开发

程度不深，在旅游吸引力、旅游服务等方面还亟待提高。如何在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达到

既保护资源环境又取得利益，既突出效益又实现可持续的双赢，是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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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研究通过旅游者在可邑小镇游中体验的满意度、重游度、旅游口碑与旅游流，探析乡村旅游核

心竞争力的影响因素，阐释旅游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子、次要影响因子与一般影响因子，了解旅游

者的生态意识，以期寻找并解决可邑小镇在发展乡村旅游进程中的问题，延长可邑小镇旅游的生命周

期。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我国的乡村旅游研究与开发相较于国外较晚，但随着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大力扶持与发展下，有关乡

村旅游的研究逐步繁茂。有从客源地消费视角出发的有关乡村旅游者动机与决策、体验与情感、行为意

向等的研究[6]，也有基于目的地供给视角的乡村旅游影响、利益相关者、发展模式等研究[7]。近年来学

术界不断完善有关乡村旅游的应用性方法和创新理论，引入了可持续生计[8]和旅游适应性[9]、文化记忆

[10]等多学科理论，同时在方法上也积极结合 GIS、遥感影像[11]、社会网络分析[12]等空间计量方法。 
不同的学者对竞争有不同的定义，核心竞争力最早运用于对企业的研究，地理学者们引用核心竞争

力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提出了乡村旅游竞争力。其中乡村旅游资源、乡村经济和社会条件、乡村旅游

客源市场与区位因素是构成乡村旅游竞争力的主要因子[13]。而后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乡村旅游核心竞争

力。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是集公共资源、集体资源和个人资源为一体，在旅游产品的异质性、不可替代

性和优质性上显示出的超强综合竞争能力[14]。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展开，我国学者对于乡村旅游发展愈来愈重视，相关的研究也逐年增

多，但鲜见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的相关研究。现有的关于可邑小镇旅游开发的研究中多是在文旅融合背

景下的定性研究，少数为定量研究。 
当前，云南省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棘手的问题。旅游产品形式单一、同质化严重、资源开发过度等

问题需要将旅游者的诉求和旅游地的供给有效对接，在明确旅游者需求的前提下进行旅游产品的个性化、

专业化、特色化、生态化开发。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可邑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西三镇，距市区 21 km。可邑村所处地区属封闭的

岩溶发育高山地貌区，海拔 1930 m，四周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雨水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自然旅游资

源丰富[15]。已有 360 多年的历史的可邑村，共有原著民 204 户 789 人，彝族支系阿细人占 99.6% [16]，
在村落建设、传统民居、民族文化、民风民俗方面均保存完整且特色鲜明。这里也是著名的彝族歌舞“阿

细跳月”的发祥地之一，是彝族史诗“阿细先基”流传最广的地方，是州级彝族阿细传统文化保护区、

国家级生态文化村、国家级森林旅游示范村[5]。彝族三弦舞、阿细跳月、阿细先基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可邑小镇就是以彝族可邑村为核心，整合资源打造的旅游特色小镇[15]。 
近年来，随着红河州民俗旅游文化的发展，弥勒在交通区位及旅游特色上的优势逐渐凸显，弥勒市

利用可邑小镇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进行旅游资源整合，投资 1.9 亿元建设了景区道路、

森林酒店、可邑博物馆、水景观、密枝山仙景、弘悦酒店、帐蓬酒店、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

所、标识标牌等设施，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提升。2017 年 4 月可邑小镇获批成为国家 4A 景区，同年 8
月，可邑小镇成为我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15]。 

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波特钻石模型理论来分析目前可邑小镇旅游核心竞争力，该模型理论由美国著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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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主要用于评价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种产业是否具有较

强竞争优势。该模型由四个直接因素和两个辅助条件构成。四个直接因素分别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同行竞争；两个辅助条件为：政府行为和机遇[17]。 
将波特的“钻石模型”运用到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中，为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

依据，是一种创新性研究。同时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如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对定性的指标进行量化

和可视化处理，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4.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结合现有研究与可邑小镇的发展现状，根据波特“钻石模型”的

四个直接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和两个辅助条件(机遇和政府行为)，
从当地自然人文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游客满意度和重游度、相关的产业支持及与旅行社等相关企业的

战略合作等方面进行评估，设计可邑小镇旅游满意度调查问卷和居民旅游建设参与度及满意度问卷。 
可邑小镇旅游满意度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到访可邑小镇游客的人口学信息和社会属性；

第二部分围绕可邑小镇的旅游设施建设、交通便捷性、旅游文化内涵挖掘程度、旅游业从业人员、旅游

资源丰富度等项目指标组成，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游客对可邑小镇的整体满意度。 
居民旅游建设参与度及满意度调查以访谈为主，分为两部分，第一本分是当地居民的人口信息和社

会属性；第二部分是当地居民对可邑小镇旅游开发的支持度和参与度，以及可邑小镇旅游发展对家中财

务收支的影响情况。 
在疫情的影响下，本研究仅在 2021 年 7 月在弥勒可邑小镇开展为期 2 天的正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共

发放问卷 125 份，全部回收，剔除回答不完整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取有效问卷 98 份，其中游客满意度问

卷 63 份，居民旅游建设参与度及满意度深度访谈 35 份，有效率为 78.4%。 

5. 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5.1. 样本基本特征 

游客满意度问卷调查中，在性别结构方面，男性游客占比 34.92%，女性游客占比为 65.08%，男女比

例相差较大，女性游客比男性比例高出一倍左右(表 1)。 
 
Table 1. Sample sex ratio 
表 1. 样本性别比例 

人口统计因素 类别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22 34.92% 

 女 41 65.08% 

 
在年龄结构方面，19~24 岁占比 31.75%，而 46 岁及以上占比为 41.27%，表明可邑小镇的游客主要

以中青年群体以及中老年人为主。在学历结构方面，本科及以上的比例最高，占比为 47.62%，说明该地

区高学历的游客比较多。在职业结构方面，退休人员、学生、事业单位人员的占比都较大，占比都在 28%、

25%左右，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员在周末或者寒暑假时间都比较自由，更有外出游玩的意向，占比相对

其他职业来说也较大(表 2)。 
在客源结构上，从省内外情况来看，游客主要以云南省内游客为主，占比 73.02%，而省外的游客占

比较小，且主要来自四川省和湖北省，结果也受调查时间限制(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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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ographic sample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表 2. 问卷调查人口统计学样本基本特征 

人口统计因素 类别 频次 百分比 

年龄 18 岁及以下 4 6.35% 

 19 岁~24 岁 20 31.75% 

 25 岁~34 岁 10 15.87% 

 35 岁~44 岁 3 4.76% 

 45 岁~54 岁 15 23.81% 

 60 岁及以上 11 17.46% 

教育程度 小学 5 7.94% 

 初中 6 9.52% 

 高中或中专 9 14.29% 

 专科 13 20.63% 

 本科及以上 30 47.62% 

职业性质 学生 16 25.40% 

 事企业单位人员 16 25.40% 

 公务员 2 3.17% 

 自由职业 6 9.52% 

 退休人员 18 28.57% 

 其他 5 7.94% 

 
Table 3. Th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from the source of tourists 
表 3. 被调查者客源地比例 

客源地 次级客源地 频次 百分比 

云南省内 昆明 23 36.51% 

 文山 6 9.52% 

 曲靖 4 6.35% 

 大理 1 1.59% 

 玉溪 3 4.76% 

 红河 8 12.70% 

 总计 46 73.02% 

云南省外 上海 2 3.17% 

 四川 8 12.70% 

 湖北 5 7.94% 

 广东 1 1.59% 

 北京 1 1.59% 

 总计 17 26.98% 

 
在出行方式上，高铁、大巴、自驾或出租的出行方式占比都相差不大，说明了游客前往可邑小镇旅

游区的出行方式多种多样(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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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Proportion of surveyed travel modes 
表 4. 被调查者出行方式比例 

出行方式 频数 频率 

高铁及火车 16 25.40% 

大巴 19 30.16% 

自驾或出租 28 44.44% 

5.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了使问卷数据具有真实性，对问卷样本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具体检验情况如下：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59，在 0.7 到 0.8 之间，具有相当的信度，可知该量表具备较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KMO 检验

值为 0.622，大于 0.6，显著性水平 0.000，低于默认值 0.05，由此可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比较好，可

以展开接下来的分析和研究。 

5.3. 因子分析与主成分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共线性分析方法，用于在大量变量中寻找和描述潜在因子。采用 SPSS 软件处理对

可邑小镇满意度指标评价数据(住宿、餐饮、交通、服务、环境、治安、路标、购物、景观和路线)。计算

结果显示 KMO 检验值为 0.638，Bartlett 的检验值为 198.201，显著性水平 0.000，低于默认值 0.05，适合

采用因子分析。根据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提取了 4 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2.641%，旋转后累积

方差贡献率并无变化，故应该分成 4 个维度，因子分析效果较好。(表 5) 
 
Table 5.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表 5.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的% 累积% 总计 方差的% 累积% 总计 方差的% 累积% 

1 3.135 31.353 31.353 3.135 31.353 31.353 2.010 20.101 20.101 

2 1.815 18.153 49.506 1.815 18.153 49.506 1.925 19.248 39.349 

3 1.226 12.262 61.768 1.226 12.262 61.768 1.821 18.205 57.554 

4 1.087 10.873 72.641 1.087 10.873 72.641 1.509 15.087 72.641 

5 0.849 8.489 81.130       

6 0.578 5.778 86.909       

7 0.477 4.767 91.676       

8 0.409 4.091 95.767       

9 0.219 2.192 97.959       

10 0.204 2.041 100.000       

 
由于因子分析是按照相关性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所以各类指标集内部相关性较高。对每一类指标

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提取第一主成分，分别编号为 P1、P2、P3 和 P4。KMO 检验值和 Bartlett 检验值显

示各类指标集均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如表 6，根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以看出，主成分 P1 为服务与交

通，主成分 P2 为治安与景观，可用于描述旅游核心竞争力主要影响因子；主成分 P3 为餐饮与住宿，可

用于描述次要影响因子；主成分 P4 为路标和购物，可用于描述一般影响因子。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3078


张展菲 等 
 

 

DOI: 10.12677/sd.2022.123078 719 可持续发展 
 

Table 6. Rotated composition matrixa 
表 6.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3 4 

住宿 0.343 −0.115 0.721 0.253 

餐饮 0.344 −0.013 0.792 0.167 

交通 0.777 0.153 0.190 0.327 

服务 0.837 0.093 0.051 −0.222 

环境 0.024 0.702 0.287 0.109 

治安 0.067 0.830 −0.021 0.128 

路标 −0.022 0.060 0.031 0.895 

购物 0.600 0.107 0.323 0.588 

景观 0.135 0.800 −0.161 −0.134 

路线 −0.293 0.209 0.649 −0.261 

5.4.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以“总体评价”为因变量，“住宿、餐饮、交通、服务、环境、治安、路标、购物、景

观和路线”为自变量，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如表 7，得到模型拟合度为 0.683，调整后的拟合度为

0.615，说明拟合度较高，可以用来解释旅游核心竞争力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 
 
Table 7. Model Summaryb 
表 7. 模型摘要 b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标准估算的错误 德宾-沃森 

1 0.827a 0.683 0.615 0.62492 1.716 

 
如表 8，从 ANOVAa检验结果来看，F 统计值为 9.996。显著性为 0.000，拒绝模型整体不显著的假

设，证明模型是显著的。 
 
Table 8. ANOVAa 
表 8.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回归 42.940 11 3.904 9.996 0.000b 

残差 19.917 51 0.391   

总计 62.857 62    
 

从系数 a 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治安”和“景观”两项评价的系数分别为 1.091 和 0.429，显著性为

0.000，说明“治安”和“景观”两项因子对游客的总体感受影响较大，其中“治安”一项的影响程度更大。 

6. 深度访谈的结果与分析 

6.1. 样本基本特征 

在居民深度访谈中，在性别结构方面，男性居民占比 60%，女性居民占比为 40%，男性比女性比例

稍高。在年龄结构方面，19~24 岁占比 37.14%，25~35 岁占比 28.57%，主要以中青年群体为主，由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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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时间的原因，大部分老人和小孩都不在可邑小镇的景区内。在学历结构方面，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

的比例较高，共占 82.86%；本科及以上的居民占比仅有 8.57%,说明现在居住的当地居民文化程度不高，

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上学或者务工。在职业结构方面，当地居民主要职业还是以务农为主，

占了 62.86%，部分从事自由职业比如开设餐馆、手工饰品店等(表 9)。 
 
Table 9.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 samples 
表 9. 访谈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人口统计因素 类别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21 60.00% 

 女 14 40.00% 

年龄 18 岁及以下 2 5.71% 

 19 岁~24 岁 13 37.14% 

 25 岁~34 岁 10 28.57% 

 35 岁~44 岁 5 14.29% 

 45 岁~54 岁 4 11.43% 

 60 岁以上 1 2.86% 

教育程度 小学 6 17.14% 

 初中 16 45.71% 

 高中或中专 7 20.00% 

 专科 3 8.57% 

 本科及以上 3 8.57% 

职业性质 自由职业 5 14.29% 

 企事业单位 5 14.29% 

 务农 22 62.86% 

 学生 3 8.57% 

6.2. 结合波特钻石模型分析 

1) 生产条件要素。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分析。在性别结构方面，本次问卷调研样本中，男性居民占比

60%，女性居民占比为 40%，男性比女性比例稍高。在年龄结构方面，19~24 岁占比 37.14%，25~35 岁

占比 28.57%，主要以中青年群体为主，由于调查时间的原因，大部分老人和小孩都不在可邑小镇的景区

内。在学历结构方面，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比例较高，共占 82.86%；本科及以上的居民占比仅有 8.57%,
说明现在居住的当地居民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上学或者务工。在职业

结构方面，当地居民主要职业还是以务农为主，占了 62.86%，部分从事自由职业比如开设餐馆、手工饰

品店等。 
可邑小镇主要包括：密枝山景区、虎啸山林景区以及古村景区。密枝山景区，位于寨门入口左侧原

始森林之中，沿着弯曲的栈道前进，可观赏到种类繁多的树木植被，对歌台、观景亭、祭祀点等，栈道

全程 2 公里。虎啸山林景区，位于进入可邑古村道路的左侧山顶，目前景区仍在继续开发，一个大型马

场以及景点虎啸山林的升降梯在建设之中。古村景区，村民居住的地方。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古朴的

民风民俗，有陈列室、阿细跳月广场、非遗传承四合院等。密枝山景区、虎啸山林景区内餐饮店较少，

缺少民族特色产品，缺乏吸引力。在交通方面，游客唯一可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是摆渡车，但摆渡车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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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时间不规律，波动性较大，摆渡车数量较少，部分景点无法到达。卫生间数量较少，分布零散。景

区工作人员较少，缺少专业培训。 
2) 需求条件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乡村旅游的市场需求决定了该产业是否可以进一步发展。问卷结

果显示，参与调查的游客来自红河州本地居民的游客占比为 12.7%，云南省内的占比为 73.02%，云南省

外的占比为 26.98%，其中，来自昆明的游客占比高达 36.51%，这说明可邑小镇景区客源地主要集中在云

南省内，对省外的游客影响力较小。在进行游客满意度调查时发现，游客对景区的娱乐性提出要求，目

前景区仍在开发中，增加更多的游乐项目，在旅游市场上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3)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村民对于景区的发开大多是持肯定与支持态度。在餐饮方面，古村景区内

驻有多家外来餐饮店，如老弥勒传统小吃开设的分店。古村景区内设有多家当地村名开设的民宿，为游

客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在交通方面，有市内直达景区的公交车，且景区内部设有摆渡车。景区与多家

旅行社均有合作，如昆明国旅、土人游旅行等。当地旅游业的开发是在弥勒政府的投资与支持下进行的，

并且政府鼓励当地村民开办农家乐。同时有专门的公司承包景区开发和经营，他们也会雇佣当地的居民

进行一些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的工作等，对于当地居民也是额外的收入。 
4) 同行竞争。弥勒市旅游景区主要有：东风韵、云南红酒庄、森林半山温泉、太平湖森林公园等，

其中以太平湖森林公园与可邑小镇风格定位较为相近。因此，我们选取了太平湖森林公园与可邑小镇进

行对比分析。太平湖森林公园，是一个以娱乐度假为主的旅游景点，在观光、旅游、度假、娱乐、养生

方面与可邑小镇较为相似，占地面积 42 平方公里。太平湖森林公园与可邑小镇与市区的距离都是 15 公

里，两者的旅游竞争力相当关系。可邑小镇在打造特色景区上，应着力构建特色化旅游体系，注重景区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可邑小镇名族文化品牌形象，做好线上线下的宣传工作。 
5) 政府行为与机遇。政府全力推进可邑小镇 3A 级景区创建工作，提升弥勒旅游景区等级标准，带

动全市旅游业发展，市旅游局五措施助推可邑小镇创建。且当地旅游业的开发是有弥勒政府的投资与支

持，并且鼓励当地村民开办农家乐。通过户外宣传广告牌、旅游微博以及各类报刊杂志等方式全方位打

造提升可邑小镇旅游形象，提高旅游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创建意识，使其充分认识到开展 3A 级旅游景

区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搜集数据，运用波特钻石模型和统计分析法研究云南红河州弥勒可邑

小镇旅游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因子，得出可邑小镇当前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影响因子、次要影响

因子和一般影响因子。 
可邑小镇当前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1) 景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专业人员。2) 景区资源开发不

合理，旅游产品单一。3) 景区宣传力度不足，对省外游客吸引力低。 
可邑小镇旅游核心竞争力影响因子“主要影响因子”包含 4 个子因子：治安、景观、服务与交通，

说明游客重视小镇周边的环境安全，景观观赏性，服务体验和交通便利度。“次要影响因子”包含 2 个

子因子：餐饮和住宿，说明游客对小镇景区内的生活便利度有一定要求。“一般影响因子”包含 2 个子

因子：路标和购物，说明游客在小镇内景点的游览路线安排和购物体验对游客游览小镇的总体感受有一

定影响。 

7.2. 建议与讨论 

针对以上问题，对可邑小镇旅游开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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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基础设施，满足游客需求。应加大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如增设厕所、增加

摆渡车班次和站点、降低摆渡车费用等。增加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与未来发展相适应，进一步实现基

础设施现代化。 
2) 提升景区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开展就业前工作培训、引进外来人才、培养少数民族文艺骨干等工

作，做到工作人员“专业对口”，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3) 开发精品旅游项目，打造独特民族品牌。可邑小镇的资源要素条件得天独厚，但仍然停留在观光

旅游上，缺乏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要提升可邑小镇的旅游核心竞争力，就要将开发重点从初级生产

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转型，在打造旅游产品方面突出民族特色，打造独特的品牌，深挖特色文化内涵，

避免雷同和过度商业化的现象发生。从游客调查数据分析可知，前往可邑小镇的游客主要是中青年及老

年群体，小镇应转变发展理念，注重针对游客群体的康养旅游、主题旅游等，打造独特的可邑小镇旅游

品牌，提高游客的重游率。 
4) 做好疫情防护，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游览环境。在新冠疫情形势下，可邑小镇也要做好游客在旅游

观光中的防疫措施，设置入口健康码、行程码和核酸检测证明核查，增加防疫用品贩卖点，做好防疫措

施宣传工作，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游览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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