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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
 

确定游客主体在体验经济与旅游活动之间的媒介作用,
 

以游客出行、
 

游览、
 

住宿、
 

餐饮、
 

购物及娱

乐6个方面为准则层,
 

拟定预评价体系指标,
 

同时选取内蒙古典型旅游村进行实地调研采样,
 

收集规划建设相关

数据,
 

对拟定的指标项进行完善和修正。
 

然后,
 

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预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及权重进行检

验,
 

从而构建出一个相对科学、
 

客观及可操作的预评价指标体系,
 

在体验经济与旅游乡村规划建设之间建立起沟

通桥梁,
 

便于反复修正和指导建设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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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first
 

determined
 

the
 

media
 

role
 

of
 

tourists
 

between
 

experience
 

economy
 

and
 

tourism
 

activities,
 

with
 

tourists
 

travel,
 

sightseeing,
 

accommodation,
 

catering,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as
 

the
 

standard
 

layer,
 

preliminary
 

formulated
 

the
 

pre-evaluation
 

system
 

indica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typical
 

tourism
 

villages
 

in
 

Inner
 

Mongolia
 

were
 

selected
 

for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ampling,
 

and
 

relevant
 

data
 

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were
 

collected
 

to
 

improve
 

and
 

correct
 

the
 

proposed
 

index
 

items.
 

Then
 

use
 

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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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cal
 

analysis
 

and
 

entropy
 

method
 

to
 

test
 

the
 

rationality
 

and
 

weight
 

of
 

the
 

pre-evaluation
 

system.
 

Thus,
 

constructing
 

a
 

relatively
 

scientific,
 

objective
 

and
 

operable
 

pre-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
 

communication
 

bridge
 

is
 

built
 

betwee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and
 

the
 

tourism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which
 

is
 

easy
 

for
 

repeat
 

correction
 

and
 

guidance
 

of
 

construction
 

ideas.

Key
 

words:
 

experience
 

economy;
 

rural
 

tourism;
 

evaluation
 

system

随着体验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很多传统服务行业已开始转型,
 

旅游业也不例外,
 

需要创造体验空间来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内蒙古地区地域特色鲜明,
 

旅游业资源丰富,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

下,
 

乡村旅游业发展迅速[1]。
 

如何让乡村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让乡村旅游向生态方向发展,
 

让消费者沉

浸式体验是一个系统工程[2]。
 

旅游资源的载体———旅游村硬件要紧跟消费者体验需求,
 

在建设中做到有的

放矢,
 

有求而应。
 

寻求体验经济特征与消费者体验需求及乡村旅游建设之间的契合点是根本,
 

并在此基础

上将细化的体验需求落实到乡村建设中是真正的目标。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步骤和方法

研究步骤:
 

确立旅游村规划和建设目标→收集整理分析相关数据和资料→确定指标分类框架→初步选

取指标项并拟建评价体系表→实地调研走访并确定最终指标项→专家评分→层次排序的一致性检验→计算

权重。
 

最终得出一个一定范围内可推广和参考的预评价体系[3]。

研究方法:
 

主观评价———层次分析法与客观评价———熵值法相结合进行[4]。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

erarchy
 

Process,
 

AHP)是一种用于决策分析和评估问题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可用于解决复杂的决策问题,
 

特别是在需要权衡不同准则和因素时尤其具有优势。
 

熵值法(Entropy
 

Method)是一种用于指标体系构建和

权重确定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该方法基于信息熵的概念,
 

通过衡量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和信息量,
 

来确定每

个指标的权重。
 

熵值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相对于其他指标的信息熵来刻画指标的重要性,
 

熵

值越大表示指标的差异性越大,
 

反之则表示指标的差异性越小。
 

本文将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作为主要的研

究方法,
 

其中层次分析法提供了一个层次化框架和权重计算方法,
 

熵值法则通过计算信息熵量化指标的差

异性,
 

从而确定权重。
 

通过结合这两种方法,
 

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指标因素间的依赖关系及差异性特点,
 

从

而保障指标体系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1.2 核准数据来源———内蒙古乡村旅游典型载体筛选

作为乡村旅游的直接载体,
 

乡村旅游村落是游客体验的容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于2019年

和2020年遴选出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内蒙古自治区共有24个村入选[5]。
 

本文的研究分为资源文化无

产型、
 

资源文化有产型、
 

资源观光型、
 

景区依托型四大类[6]。
 

资源文化无产型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自然资

源和文化遗产为基础,
 

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乡村的独特魅力。
 

这种旅游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自然与人文资

源,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乡土文化传统,
 

通常以农户、
 

农家院等形式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
 

游客可以亲近

自然、
 

体验农耕文化、
 

参与地方传统活动;
 

资源文化有产型乡村旅游在保护和传承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的

基础上,
 

更加强调利用这些资源发展乡村经济,
 

提供就业机会,
 

注重与当地农民合作,
 

发展农业、
 

农产品加

工和手工艺品制作等产业,
 

通过提供农家乐、
 

乡村特色酒店等服务形式吸引游客,
 

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不

仅能够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还能够保护和传承乡村自然与文化资源;
 

资源观光型乡村旅游以其丰富的自然

景观和特色观光资源为主要吸引点,
 

强调游客对乡村自然风光和独特景观的观赏和体验,
 

包括山水风光、
 

农田风貌、
 

乡村风格建筑等,
 

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通常提供观光巴士、
 

导游讲解等服务来吸引游客进行观

光游览,
 

对乡村自然环境保护和景观管理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通过依托周边著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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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风景名胜吸引游客前来游玩和体验,
 

主要通过开发和整合周边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
 

提供住宿、
 

餐饮、
 

娱乐等服务,
 

让游客在乡村度过一个休闲、
 

放松的假期,
 

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与景区之间有较高的互动性,
 

既能让游客感受到乡村的宁静和自然之美,
 

又能享受到景区所提供的设施和服务[7-9]。
 

上述4种乡村旅游村

落涵盖了当前内蒙古乡村旅游的主要形式,
 

满足内蒙古乡村规划发展要求。
 

因此,
 

根据每种村落特点选取

合适的指标类型,
 

是乡村旅游规划发展的关键。

本文对每个类型下的村落进行对比分析,
 

选取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
 

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保合少镇恼包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河少镇石人湾村、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巴图湾村作为

主要研究对象(图1)。

审图号:
 

蒙S(2023)027

图1 内蒙古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图

1.3 细化数据来源———典型旅游村规划建设现状记录

从旅游者视角出发对典型旅游村进行实地调研,
 

主要记录道路、
 

标志物、
 

停车场、
 

绿化、
 

民宿酒店、
 

餐

饮、
 

购物、
 

娱乐等方面的信息(表1)。
表1 乡村旅游重点村现状

现状

名称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保合少镇恼包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黄河少镇石人湾村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无定河镇巴图湾村

道路

特点

道路可达性较好,
 

内部道

路硬化率高,
 

停车混乱,
 

未做透水设计。

道路可达性好,
 

道路硬化

率高,
 

停车场使用率低。

道路不完善,
 

未开通公共

交通,
 

道路全部硬化,
 

停

车规模小。

道路不完善,
 

未开通公共

交通 服 务,
 

道 路 硬 化 率

高,
 

停车混乱。

绿化

特点

绿化率高,
 

未采取集中污

水处理,
 

公共休息空间较

少,
 

未设置智能旅游服务

设施。

绿化面积大,
 

垃圾收集器

分布均匀,
 

利用率高,
 

有

游客休憩空间,
 

设置了智

能旅游服务设施。

绿化率较高,
 

大都集中在

公共耕地上,
 

天然湿地,
 

有休憩空间,
 

未设置智能

旅游服务设施。

绿化建设较好,
 

有公园、
 

休闲广场等休憩空间,
 

设

置了智能旅游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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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现状

名称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保合少镇恼包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黄河少镇石人湾村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无定河镇巴图湾村

民宿

酒店

特点

约30家民宿,
 

其中示范

性民宿3家,
 

但均未对民

宿物理环境及游客生活

环境进行标准化考虑。

现代及古典两种风格民

宿,
 

未对民宿物理环境及

游客生活环境进行标准

化考虑。

民宿有一定的地域文化

特色,
 

未对民宿物理环境

及游客生活环境进行标

准化考虑。

地方特色民宿,
 

但未对民

宿物理环境及游客生活

环境进行标准化考虑。

餐饮

特点

农家乐和小饭馆共计50

余家,
 

均 为 村 民 私 家 经

营,
 

未经硬性指标规范指

导设计。

明清古风商业美食街,
 

包

括私家经营和加盟品牌

商家,
 

未经硬性指标规范

指导设计。

农家乐数量较少,
 

未经硬

性指标规范指导设计。

当地特色私营餐厅和饭

店,
 

未经硬性指标规范指

导设计。

购物

场所

特点

只有便民商店,
 

村民以摆

摊的形式出售水果等产

品,
 

无固定摊位。

以恼包特色商业街作为

主要 购 物 场 所,
 

较 为 便

利,
 

有固定的经营地点。

除便民商店外,
 

未建有固

定的购物场所,
 

村民以摆

摊的形式出售水果等产

品,
 

无固定摊位。

建设有部分旅游用品商

店及便利店,
 

摆摊购物形

式很普遍。

娱乐

设施

特点

现有当地特色杏花节及

果树采摘等项目。

现有农事活动体验采摘

品尝、
 

游乐场及游湖船等

项目。

现有果园采摘、
 

湿地观光

等项目。

窑洞体验、
 

溪流飞瀑、
 

游

乐园、
 

沙漠探秘、
 

采风写

生、
 

农业园观光及研学等

项目。

2 结果与分析

2.1 准则层的确立———体验经济特征要素和游客体验需求的耦合

体验经济的特征共包括10个方面:
 

①
 

终端性,
 

②
 

差异性,
 

③
 

感官性,
 

④
 

延伸性,
 

⑤
 

参与性,
 

⑥
 

补

偿性,
 

⑦
 

经济性,
 

⑧
 

记忆性,
 

⑨
 

关系性,
 

⑩
 

知识性[10]。
 

研究发现除差异性外,
 

其余特性都是针对消费

者而言的,
 

可见游客作为体验经济形式和旅游活动之间的媒介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因此细化研究体

验经济特征和游客体验需求之间的耦合对于评价体系的建立具有指导作用。
 

从体验视角出发,
 

根据体验

经济的10大特征以及消费者需求,
 

确定6大评价层次,
 

包括出行、
 

游览、
 

住宿、
 

餐饮、
 

购物和娱乐。
 

其

中,
 

出行是乡村旅游的起点,
 

游客对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度有要求。
 

出行层次包括交通方式和交通服

务,
 

游客希望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
 

如公共交通、
 

自驾车、
 

包车等方便快捷地抵达目的地。
 

在交通

服务方面,
 

游客期望获得准确的交通信息、
 

优质的服务和安全的出行环境。
 

游览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内

容,
 

游客对于游览体验有较高的要求。
 

游览层次包括景点质量和游览服务。
 

景点质量包括景观美感、
 

自

然环境、
 

文化价值等,
 

游客期望能够欣赏到独特的景观,
 

体验到丰富的文化内涵。
 

游览服务包括导游讲

解、
 

旅游设施和导览地图等,
 

游客希望能够获得专业的解说和方便的导览服务。
 

住宿是游客在乡村旅游

中的重要需求,
 

对于住宿的舒适性和便利性均有要求。
 

住宿层次包括住宿设施和住宿服务。
 

住宿设施要

求提供干净、
 

舒适的客房和完善的配套,
 

如空调、
 

热水、
 

卫生间等。
 

住宿服务包括前台接待、
 

行李寄存、
 

客房清洁等,
 

游客希望能够获得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入住体验。
 

餐饮是游客在乡村旅游中重要的体验之

一,
 

游客对于餐饮的口感和品质有要求。
 

餐饮层次包括餐饮设施和餐饮服务。
 

餐饮设施要求提供舒适的

就餐环境和卫生餐具。
 

餐饮服务包括服务态度、
 

菜品选择和菜品质量等,
 

游客希望能够获得热情周到的

服务和美味可口的餐点。
 

购物是游客在乡村旅游中常见的活动,
 

游客对于商品选择和购物环境均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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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购物层次包括商品质量和购物环境。
 

商品质量要求提供正宗、
 

有特色的乡村产品和手工艺品,
 

游客

希望能够购买到独特的纪念品和土特产。
 

购物环境要求提供干净、
 

整洁的商店和方便的支付方式,
 

游客

希望能够享受愉悦的购物体验。
 

娱乐体验是游客在乡村旅游中放松和休闲的重要方式,
 

游客对于娱乐活

动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均有要求。
 

娱乐层次包括娱乐设施和娱乐项目。
 

娱乐设施要求提供适合不同年龄层

次的活动场地,
 

如游泳池、
 

儿童乐园、
 

休闲区等。
 

娱乐项目要求提供丰富多样的活动选择,
 

如农家体验、
 

露天音乐会、
 

乡村运动会等,
 

游客希望能够参与有趣的娱乐活动。
 

只有充分从六大评价层次了解到消费

主体的真正需求,
 

再结合乡村旅游村自身资源和特色来确定村庄的规划和建设,
 

乡村旅游才能良性循环

和生态发展[11-12](图2)。

图2 确立准则层

2.2 指标层的选定———旅游体验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契合

确定了准则层之后,
 

在参考相关文件和标准的基础上确定指标项[13-16],
 

然后通过踏勘调研、
 

问卷调查

搜集各类数据,
 

并对指标项进行修订和完善,
 

得出评价指标[17-22](表2)。
 

其中,
 

以游客需求及体验经济为目

标,
 

将单位人数下旅游厕所数量及座椅数划分到出行方面,
 

主要原因在于厕所数量决定游客寻找厕所的出

行距离,
 

同时座椅数决定观光车能够服务的游客数量,
 

均属于出行需求。
 

此外,
 

将垃圾桶服务半径划分到

游览方面,
 

主要考虑到垃圾桶需要承担景点观赏需求,
 

既要美观,
 

也要服务周到。

2.3 综合指标评价计算

根据表2各个层级做出判断矩阵,
 

邀请各部门专家及高校相关学者对矩阵进行专业评分,
 

然后将结

果统计、
 

分析,
 

并做出各层级评分表。
 

层次分析法进行因子权重值计算,
 

构建判断矩阵,
 

并运用方根法

对矩阵最大特征根及特征向量进行求解。
 

在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合格后,
 

求得判断矩阵中各权重得分,
 

从而确定一级指标因子权重值和6大类、
 

35小类因子的权重值)。
 

至此,
 

A(目标层)———B(准则层)层级

的权重计算和B(准则层)———C(指标层)的权重计算完成,
 

二者相乘做归一化处理,
 

得出 A(目标

层)———C(指标层)的权重值(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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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预评价体系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标准值或

范围(I)
单位

体验经济视角下 出行方面(B1) 通往旅游村四级以上公路数量(C1) ≥1 条

内蒙古乡村旅游 城市公交或旅游专线数量(C2) ≥1 条

预评价研究 村庄主干道硬化率(C3) 100 %

通往村庄道路旁标识标牌覆盖率(C4) 100 %

停车场内各类车位数(C5) 100~150 个

单位人数下旅游厕所数(C6) 0.02~0.01 个/人

旅游厕所服务半径(C7) ≤300 m

游览方面(B2) 林草覆盖率(C8) ≥50 %

单位人数下公共休憩空间内座位数(C9) 0.2~1 个/人

指挥旅游服务站普及率(C10) 100 %

村内各空间节点标识标牌覆盖率(C11) 100 %

垃圾桶服务半径(C12) ≤70 m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13) ≥90 %

生活污水处理率(C14) ≥70 %

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C15) 100% %

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率(C16) 100% %

村内环境管护人员比例(C17) 0.2~1.5 %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数比例(C18) ≥70 %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C19) ≥70 %

住宿方面(B3) 空气质量等级(C20) 2~1 级

水体质量等级(C21) 4~1 级

声环境质量等级(C22) 2~0 级

饮用水安全覆盖率(C23) 100 %

建设与装修用材等级(C24) 3~1 级

餐饮方面(B4) 等待休息区设立率(C25) 100 %

无障碍设计覆盖率(C26) 100 %

WIFI覆盖率(C27) 100 %

男女分设的公共卫生间普及率(C28) 100 %

使用自产无公害农副产品比例(C29) ≥80 %

购物方面(B5) 购物点距离旅游主要过道或主要干道间的距离(C30) ≤200 m

购物场所经营面积(C31) ≥1
 

000 m2

服务与管理人员培训率(C32) ≥60 %

娱乐方面(B6) 乡村休闲娱乐和文化体验产品种类(C33) ≥3 个

具有乡村特色的夜间休闲活动种类(C34) ≥2 个

单位人数下娱乐场所单体使用面积(C35) ≥10 m2/人

  注:
 

表中旅游厕所服务半径、
 

垃圾桶服务半径、
 

购物点距旅游主要通道或主要干道距离为逆向指标;
 

其余均为正

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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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评价因子权重(层次分析法)

目标层(A) 准则层(B) 指标层(C) 权重值

体验经济视角下 出行(B1) 通往旅游村四级以上公路数量(C1) 0.028

内蒙古乡村旅游 城市公交或旅游专线数量(C2) 0.007

预评价研究 村庄主干道硬化率(C3) 0.028

通往村庄道路旁标识标牌覆盖率(C4) 0.007

停车场内各类车位数(C5) 0.016

单位人数下旅游厕所数(C6) 0.016

旅游厕所服务半径(C7) 0.016

游览(B2) 林草覆盖率(C8) 0.083

单位人数下公共休憩空间内座位数(C9) 0.032

指挥旅游服务站普及率(C10) 0.014

村内各空间节点标识标牌覆盖率(C11) 0.014

垃圾桶服务半径(C12) 0.034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13) 0.007

生活污水处理率(C14) 0.036

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C15) 0.036

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率(C16) 0.014

村内环境管护人员比例(C17) 0.036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数比例(C18) 0.014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C19) 0.036

住宿(B3) 空气质量等级(C20) 0.012

水体质量等级(C21) 0.005

声环境质量等级(C22) 0.033

饮用水安全覆盖率(C23) 0.012

建设与装修用材等级(C24) 0.012

餐饮(B4) 等待休息区设立率(C25) 0.007

无障碍设计覆盖率(C26) 0.020

WIFI覆盖率(C27) 0.020

男女分设的公共卫生间普及率(C28) 0.006

使用自产无公害农副产品比例(C29) 0.044

购物(B5) 购物点距离旅游主要过道或主要干道间的距离(C30) 0.025

购物场所经营面积(C31) 0.010

服务与管理人员培训率(C32) 0.061

娱乐(B6) 乡村休闲娱乐和文化体验产品种类(C33) 0.136

具有乡村特色的夜间休闲活动种类(C34) 0.036

单位人数下娱乐场所单体使用面积(C35) 0.086

  运用熵值法进行权重计算,
 

以实地调研数据为计算权重的依据,
 

保证权重的客观性。
 

利用SPSSPRO
数据分析处理软件,

 

并采用极差法首先对调研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同时对各项数值进行相同度量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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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然后得出村落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并算出矩阵的信息熵值和信息效用值。
 

信息效用值可以更直

观地看出各项指标权重大小。
 

最后进行归一化处理,
 

保证各指标项的权重值在[0,
 

1]的取值区间内,
 

并使

各项权重值求和后为1(表4)。

表4 评价因子权重(熵值法)

目标层(A) 准则层(B) 指标层(C) 权重值

体验经济视角下 出行(B1) 通往旅游村四级以上公路数量(C1) 0.029

内蒙古乡村旅游 城市公交或旅游专线数量(C2) 0.093

预评价研究 村庄主干道硬化率(C3) 0

通往村庄道路旁标识标牌覆盖率(C4) 0

停车场内各类车位数(C5) 0.023

单位人数下旅游厕所数(C6) 0.046

旅游厕所服务半径(C7) 0.030

游览(B2) 林草覆盖率(C8) 0.025

单位人数下公共休憩空间内座位数(C9) 0.027

指挥旅游服务站普及率(C10) 0.046

村内各空间节点标识标牌覆盖率(C11) 0.021

垃圾桶服务半径(C12) 0.046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13) 0

生活污水处理率(C14) 0

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C15) 0

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率(C16) 0

村内环境管护人员比例(C17) 0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数比例(C18) 0.027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C19) 0.040

住宿(B3) 空气质量等级(C20) 0

水体质量等级(C21) 0

声环境质量等级(C22) 0

饮用水安全覆盖率(C23) 0

建设与装修用材等级(C24) 0

餐饮(B4) 等待休息区设立率(C25) 0.035

无障碍设计覆盖率(C26) 0.055

WIFI覆盖率(C27) 0.093

男女分设的公共卫生间普及率(C28) 0.093

使用自产无公害农副产品比例(C29) 0

购物(B5) 购物点距离旅游主要过道或主要干道间的距离(C30) 0

购物场所经营面积(C31) 0.039

服务与管理人员培训率(C32) 0.050

娱乐(B6) 乡村休闲娱乐和文化体验产品种类(C33) 0.032

具有乡村特色的夜间休闲活动种类(C34) 0.093

单位人数下娱乐场所单体使用面积(C35)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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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体验效果分析

对旅游村规划建设的预评价庞大且复杂,
 

不仅仅是以上指标可涵盖的项目,
 

比如出行方面要达到便捷

舒适的出行体验,
 

停车场地面材质、
 

透水排水设计、
 

内部绿化情况等均要考量;
 

厕所的建设程度也应符合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8973—2016)规范要求。
 

游览方面要达到绿色流畅的游览体验,
 

游览步道建设可以结合周边环境设计并自成景观;
 

观光车也是游览的优选项。
 

住宿方面要达到安全愉悦的

住宿体验,
 

民宿质量、
 

消防安全等方面值得关注。
 

餐饮方面要达到温暖人性的餐饮体验,
 

地域特色要充分

体现。
 

购物方面要达到规范合理的购物体验,
 

统一管理和个性化设计需要考量。
 

娱乐方面要达到形式多样

的娱乐体验,
 

娱乐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均要关注[23]。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
 

加强内蒙古乡村旅游村落建设,
 

包括出行建设、
 

厕所建设、
 

住宿体验建设、
 

旅游餐

饮建设、
 

娱乐项目建设等规划项目。
 

同时,
 

加强旅游地区与游客的沟通与互动,
 

通过问卷调查、
 

访问等形

式,
 

获得乡村旅游地建设的宝贵意见。
 

相较于内蒙古乡村旅游村落建设之前,
 

游客的浏览体验有了显著提

升。
 

图3为旅游地游客体验结果,
 

在6个月的旅游建设中,
 

通过游客满意度、
 

体验感、
 

娱乐性、
 

重返旅游地

意向、
 

推荐指数、
 

景色舒适性6个指标来评价游客的游览体验。
 

将指标评价分值设置为5个等级,
 

1~2分

为效果较差、
 

3分别为一般、
 

4~5分为优秀。
 

旅游村落建设之前,
 

内蒙古乡村旅游建设游客体验效果较为

一般。
 

比如在体验感、
 

娱乐性及推荐指数中,
 

旅游地得分分别为1分、
 

2分和1分,
 

均无法满足游客的实际

体验需要,
 

而经过建设后的内蒙古乡村游客旅游体验有了显著提升,
 

比如游客的体验感得到了大幅度提

高,
 

由1分增加到4分,
 

推荐指数同样也由1分增加到了4分。
 

此外,
 

旅游村落建设之前旅游地景色舒适性

为3分,
 

经过景区优化建设后舒适性达到5分。
 

对游客的走访与调查结果表明,
 

大部分游客对乡村旅游景

色持基本认可态度,
 

但认为乡村旅游地区对环境管理较为一般,
 

且无个性化旅游特色。
 

依据游客的旅游体

验效果,
 

内蒙古乡村地区结合当地景色、
 

产业特点及游客反馈意见,
 

积极打造具有地区乡村特点旅游产业

项目。
 

经过6个月的建设,
 

游客对内蒙古乡村旅游持高度认可态度[24]。

图3 内蒙古乡村旅游体验效果比较

2.5 预评价体系的确定

本文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各自计算出指标层权重的基础上,
 

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综合权重,
 

最终确

定了预评价体系(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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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预评价体系综合权重计算结果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C)

层次分析

法权重

熵值法

权重

综合

权重

体验经济视 出行(B1) 通往旅游村四级以上公路数量(C1) 0.028 0.029 0.028
 

5

角下内蒙古 城市公交或旅游专线数量(C2) 0.007 0.093 0.050
 

0

乡村旅游预 村庄主干道硬化率(C3) 0.028 0 0.014
 

0

评价研究 通往村庄道路旁标识标牌覆盖率(C4) 0.007 0 0.003
 

5

停车场内各类车位数(C5) 0.016 0.023 0.019
 

5

单位人数下旅游厕所数(C6) 0.016 0.046 0.031
 

0

旅游厕所服务半径(C7) 0.016 0.030 0.023
 

0

游览(B2) 林草覆盖率(C8) 0.083 0.025 0.054
 

0

单位人数下公共休憩空间内座位数(C9) 0.032 0.027 0.029
 

5

指挥旅游服务站普及率(C10) 0.014 0.046 0.030
 

0

村内各空间节点标识标牌覆盖率(C11) 0.014 0.021 0.017
 

5

垃圾桶服务半径(C12) 0.034 0.046 0.040
 

0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13) 0.007 0 0.003
 

5

生活污水处理率(C14) 0.036 0 0.018
 

0

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C15) 0.036 0 0.018
 

0

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率(C16) 0.014 0 0.007
 

0

村内环境管护人员比例(C17) 0.036 0 0.018
 

0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数比例(C18) 0.014 0.027 0.020
 

5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C19) 0.036 0.040 0.038
 

0

住宿(B3) 空气质量等级(C20) 0.012 0 0.006
 

0

水体质量等级(C21) 0.005 0 0.002
 

5

声环境质量等级(C22) 0.033 0 0.016
 

5

饮用水安全覆盖率(C23) 0.012 0 0.006
 

0

建设与装修用材等级(C24) 0.012 0 0.006
 

0

餐饮(B4) 等待休息区设立率(C25) 0.007 0.035 0.021
 

0

无障碍设计覆盖率(C26) 0.020 0.055 0.037
 

5

WIFI覆盖率(C27) 0.020 0.093 0.056
 

5

男女分设的公共卫生间普及率(C28) 0.006 0.093 0.049
 

5

使用自产无公害农副产品比例(C29) 0.044 0 0.022
 

0

购物(B5) 购物点距离旅游主要过道或主要干道间的距离(C30) 0.025 0 0.012
 

5

购物场所经营面积(C31) 0.010 0.039 0.024
 

5

服务与管理人员培训率(C32) 0.061 0.050 0.055
 

5

娱乐(B6) 乡村休闲娱乐和文化体验产品种类(C33) 0.136 0.032 0.084
 

0

具有乡村特色夜间休闲活动种类(C34) 0.036 0.093 0.064
 

5

单位人数下娱乐场所单体使用面积(C35) 0.086 0.055 0.07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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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随着城市生活快节奏和压力的

增加,
 

人们越来越渴望能够远离喧嚣,
 

亲近大自然,
 

体验简单而淳朴的乡村生活。
 

早期乡村旅游源于人

们对大自然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追求,
 

同时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手段。
 

乡村旅游

的特点在于丰富的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和生态农业资源,
 

以及亲近自然、
 

体验农耕生活的特色。
 

同时,
 

乡村旅游的发展注重保护和开发乡村旅游资源,
 

提升服务水平,
 

完善产业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尤其

是在内蒙古这片宽广而神秘的土地上,
 

拥有着独特的草原风情和丰富的蒙古族文化,
 

是乡村旅游建设与

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目前,
 

内蒙古乡村旅游已经形成了自身特色与文化属性,
 

不少地区积极开展有机农业、
 

绿色农业等

新型农业模式建设,
 

以有机农业为导向的农田观光、
 

采摘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游客。
 

内蒙古地区拥有丰富

的自然景观,
 

部分地区积极开展如森林徒步、
 

温泉体验等旅游项目,
 

吸引了大批游客。
 

此外,
 

少数民族

文化建设,
 

也是乡村旅游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如部分地区开展独特的蒙古族文化和草原文化活动,
 

还

有部分地区举办传统文化活动和传统手工艺品展览等,
 

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均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观光。

然而,
 

乡村旅游在发展建设中仍有几个方面需要改进,
 

包括出行、
 

住宿、
 

餐饮等迫切需要解决。
 

因此,
 

本文从游客体验的角度出发,
 

聚焦内蒙古乡村旅游村落建设,
 

构建出一个具有一定范围普适性的预评价指

标体系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实践,
 

也是真正回归旅游业的服务本质。
 

旅游体验真正的意义是让消费者参与

到旅游村落的建设中来,
 

这样旅游建设才能落地,
 

乡村旅游才能良性循环。
 

本文从6大层次讨论了乡村旅

游建设的方向,
 

包括出行、
 

游览、
 

住宿、
 

餐饮、
 

购物和娱乐,
 

涵盖了游客出行的方方面面,
 

并根据6个层次

需求,
 

划分了多个建设目标。
 

在出行方面,
 

通过改善内蒙古地区的交通设施,
 

如修建高速公路、
 

航空运输、
 

增加旅游地厕所数量等,
 

提高游客的出行效果。
 

在游览方面,
 

注重保护和开发自然景观,
 

关注绿色环保项

目,
 

增加独具特色的生态垃圾桶等,
 

提高游客的观光体验。
 

在餐饮方面,
 

结合地区文化与民族特色,
 

提供特

色农家餐饮,
 

既满足健康也满足风味要求。
 

总之,
 

根据内蒙古乡村旅游地区的特点,
 

对该地区出行、
 

游览、
 

住宿等目标进行建设,
 

相较于建设之前游客对旅游地区的体验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包括满意度、
 

体验感、
 

娱乐性、
 

推荐指数等,
 

加速了地区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和良性循环。

3.2 结论

本文完成了体验经济视角下内蒙古乡村旅游预评价体系的构建,
 

反映出了现阶段内蒙古乡村旅游型村

落在规划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实际体验需求,
 

可为后期内蒙古乡村旅游村落的规划

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依据。
 

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型村落在建设中仍有部分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财政

资金问题,
 

乡村旅游村落建设需要大量投资,
 

但是地方财政有限,
 

无法满足建设需求。
 

部分地区存在财政

分配不均问题,
 

影响地区经济建设。
 

部分地区无法突出各自的优势与条件,
 

在建设规划上千篇一律,
 

需要

加强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调查和评估,
 

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计划。
 

一些地区在政策扶持方面存在短

板,
 

缺乏相关政策的指导和支持,
 

制约了乡村旅游村落的发展。
 

因此,
 

旅游地区未来需要在财政、
 

资源开发

和地区政策方面进行优化,
 

加大财政投入,
 

挖掘资源潜力,
 

制定支持政策,
 

以加快乡村旅游村落的发展,
 

促

进乡村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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