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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省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省,
 

拥有丰富的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如何确保休闲农

业、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选取河南省8个代表性城市中的14个区县作为样本区域,
 

从资

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
 

社区参与度与游客满意度、
 

信息化水平提升、
 

环境保护措施与生态平衡维持4个方面,
 

调

查分析了行业现状、
 

挑战与机遇。
 

调查表明:
 

调查区域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人均能耗略高于全国;
 

行业年投资回

报率为19.15%,
 

郑州、
 

洛阳回报率突出,
 

就业机会显著增加;
 

游客对停车顺畅、
 

交通便利评分不高,
 

对服务水平、
 

保留原生态气息评 分 高,
 

参 与 性 活 动、
 

旅 游 消 费 性 价 比 评 分 较 低,
 

总 体 满 意 度 为84%;
 

数 字 化 营 销 投 入 占 比

38.51%,
 

电商商务年交易额7.75万元/户,
 

环保投入占比5.1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30.32%。
 

研究表明:
 

河南

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资源利用、
 

经济效益、
 

信息化水平和环境保护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潜能,
 

但仍面

临诸如活动创新不足、
 

信息化管理滞后、
 

环保投入有限等挑战。
 

建议地方政府和行业从业者应加大环保投入,
 

深化

数字化转型,
 

优化服务与活动设计,
 

以提升游客体验和价值感知,
 

同时强化社区参与和市场拓展,
 

构建更加绿色、
 

智慧、
 

和谐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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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nan
 

Province,
 

known
 

for
 

it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possesses
 

abun-

da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ensu-

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his
 

study
 

selected
 

14
 

counties
 

from
 

8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as
 

sample
 

areas,
 

investiga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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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current
 

industry
 

stat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four
 

aspects: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ynamic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ourist
 

satisfaction,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in-

formatization,
 

and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maintenance.
 

Results
 

show
 

that
 

per
 

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surveyed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areas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industry
 

average
 

return
 

on
 

investment
 

is
 

19.15%,
 

with
 

out-

standing
 

returns
 

in
 

Zhengzhou
 

and
 

Luoyang.
 

New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ourists
 

rate
 

low
 

scores
 

on
 

parking
 

and
 

transportation,
 

while
 

service
 

and
 

natural
 

ecology
 

receive
 

high
 

rat-

ings,
 

and
 

activity
 

and
 

value
 

for
 

money
 

scores
 

are
 

relatively
 

low,
 

with
 

an
 

overall
 

satisfaction
 

rate
 

of
 

84%.
 

In
 

terms
 

of
 

informatization,
 

digital
 

marketing
 

accounts
 

for
 

38.51%
 

of
 

activities,
 

with
 

an
 

e-commerce
 

transaction
 

volume
 

of
 

77
 

500
 

yuan
 

per
 

househol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s
 

account
 

for
 

5.12%
 

of
 

total
 

investments,
 

with
 

renewable
 

energy
 

contributing
 

30.32%.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Henan
 

Province
 

demonstrates
 

a
 

certain
 

potentia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n
 

term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economic
 

benefits,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activity
 

innovation,
 

lagg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limi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s
 

exist.
 

It
 

is
 

suggest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dus-

try
 

practitioners
 

should
 

increa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s,
 

deepen
 

digitalization
 

transforma-

tion,
 

optimize
 

service
 

and
 

activity
 

design
 

to
 

enhance
 

visitors
 

experiences
 

and
 

value
 

perception,
 

also
 

strengthe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
 

to
 

build
 

a
 

greener,
 

smarter,
 

and
 

more
 

harmoni-

ous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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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的今天,
 

旅游已成为连接人与自然、
 

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1]。
 

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作为旅游领域的新兴分支,
 

以其独特的农业景观、
 

丰富的乡村文化和深度的游客体验,
 

成

为现代人追求精神满足和品质生活的重要途径[2]。
 

河南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不仅拥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还具备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独特的乡村风貌,
 

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3]。

随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显现,
 

如资源过度利用、
 

生态环境破坏、
 

文化失真等,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4-6]。
 

探讨如何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在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中的和谐共生显得尤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指明了新的发展路

径,
 

提供了理论支持,
 

强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
 

需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乡村文化的继承[7]。
 

面对全

球性的挑战(如全球变暖、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8-9]),
 

以及地方性的问题(如城乡差距的扩大、
 

农业现代化的

转型等[10-11]),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更承载着社会进步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12]。

国外学者构建了精细的评估指标体系,
 

涵盖了经济、
 

社会、
 

环境等多个维度,
 

以及微观、
 

中观、
 

宏观多

个层次,
 

实现了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全面、
 

系统的评估[13-15]。
 

评估指标包括了传统的经济效

益指标,
 

如游客数量、
 

收入增长、
 

就业率提升等,
 

涵盖了文化认同度、
 

社区参与度、
 

生态足迹、
 

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
 

展现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提升居民福祉、
 

保护自然环境等方

面的综合效益[16]。
 

在评估技术方面,
 

国外学者积极探索了多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如模糊综合

评价法、
 

层次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
 

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等,
 

提高了评估的

精确度与可信度。
 

从多个角度捕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复杂特性,
 

识别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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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为政策制定与产业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17-19]。

我国研究者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地区特色,
 

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

实证研究[2,
 

20]。
 

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不仅关注评估

方法的创新,
 

更重视评估结果在政策制定与实践操作中的应用价值[21-22]。
 

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上,
 

国内

学者充分考虑了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特殊性,
 

如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乡土文化的传承、
 

小农经济

的转型等,
 

构建了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估框架[23]。
 

同时,
 

国内学者还积极探索了评估方法的本土化改

造,
 

如结合中国特有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结构,
 

运用案例分析、
 

专家咨询、
 

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提高了评估的

针对性与有效性[21,
 

24-26]。

理论层面上,
 

评估河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有助于深化对该领域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认识和理解,
 

探索新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
 

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科学、
 

系

统的理论支持;
 

实践层面上,
 

评估河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是全面了解其当前发

展状态、
 

识别存在问题并提出有效改进措施的必要途径。
 

评估可以揭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资源利

用、
 

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
 

准确的决策依据。
 

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

措施,
 

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不仅有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还能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
 

推动乡村经济的繁荣和振兴。
 

为此,
 

本研究针对河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

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
 

社区参与度与游客满意度、
 

信息化水平提升、
 

环境保护措施与生态平衡维持

等方面进行评估,
 

旨在针对评估结果,
 

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和建议,
 

为地方政府、
 

产业管理者及

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假设

1.1 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27-28]。
 

高效

利用资源能够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进而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带来更高的经济效

益。
 

文献[29]发现,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休闲农业项目的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由此提

出如下假设:

H1:
 

河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与其资源利用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即资源利用越高效,
 

经

济效益越高。

1.2 社区参与度越高,
 

游客满意度越高

社区参与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表明,
 

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不仅能够提升游

客的旅游体验,
 

还能促进社区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增强游客的满意度,
 

当社区成员积极参与旅游活

动时,
 

游客满意度有所提高[30]。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当地社区的参与度越高,
 

游客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满意度也越高。

1.3 信息化水平提升有助于市场拓展

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信息化水平可以显著拓宽市场,
 

吸引更多游客[7]。
 

信息化手段如在线预

订、
 

数字营销等不仅可以提高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
 

还可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
 

通过引入信息化手段,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市场推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游客数量和收入均实现了快

速增长[21]。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提高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信息化水平,
 

如在线预订、
 

数字营销等,
 

有助于拓宽市场,
 

吸引更

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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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保护措施可有效维持生态平衡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
 

研究指出,
 

实施有效

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维护生态平衡,
 

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通过实施环境保护措

施,
 

如减少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等,
 

休闲农业项目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由此提出如

下假设:

H4:
 

实施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以有效维持生态平衡,
 

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总面积16.7万km2,
 

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73%(图1)。
 

河南省的地势呈西高东低的特征,
 

由

平原和盆地、
 

山地、
 

丘陵、
 

水体构成,
 

其中平原和盆地占总面积的55.7%。
 

河南省是全国农产品主产区和

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
 

也是全国农业大省和粮食转化加工大省。
 

此外,
 

河南省还是中华民族、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底图审图号:
 

豫S(2021年)017号。

图1 研究区域

河南省拥有丰富的乡村自然旅游资

源,
 

山脉集中分布在豫西北、
 

豫西和豫南

地区,
 

如太行山、
 

伏牛山、
 

桐柏山等。
 

同

时,
 

河南省还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

源地之一,
 

文化遗产丰富,
 

为乡村旅游提

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河南省的

乡村饮食特色明显,
 

豫菜以其色、
 

香、
 

味、
 

形、
 

皿五性俱全而著称,
 

还有洛阳水

席、
 

开封小吃等民间菜肴和农家饭、
 

山野

味等乡村美食。
 

2023年,
 

河南省乡村旅

游接待国内游客达9.95亿人次,
 

旅游总

收入达到9
 

646亿元,
 

拥有724家 A级

旅游景区,
 

其中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249家,
 

旅游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

要力量。

2.2 数据获取方法

本研究基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以及

《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
 

选取了河南省内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课题组在

2023年5月至10月,
 

依据农业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的多样性,
 

选取郑州市、
 

洛阳市、
 

开封

市、
 

南阳市等8个市的14个区县作为样本区域(详见表1)。
 

为确保数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课题组共计

发放了950份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754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79.37%。

为确保研究样本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本研究采纳了多种数据收集方式,
 

包括随机抽样法、
 

面对面现

场访谈、
 

问卷调查,
 

以及半结构化访谈等。
 

调研对象涵盖了村干部、
 

游客、
 

村民,
 

以及乡创中心相关人

员,
 

以全面捕捉不同角色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视角与需求。
 

在性别分布上,
 

女性占比为

52.54%,
 

男性占比为47.46%;
 

年龄方面,
 

主要集中于18~28岁(26.45%)及29~39岁(39.41%)两

个年龄段,
 

反映了调研对象的年轻化趋势,
 

这与乡村旅游市场中活跃的人群年龄结构相吻合;
 

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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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家庭月收入主要集中在5
 

000~7
 

500元(20.80%)和7
 

501~10
 

000元(14.87%)两个区间;
 

职业

背景方面,
 

以公司职员(22.88%)、
 

自由职业者(18.05%)和学生(17.15%)为主;
 

教育水平方面,
 

大专

(31.52%)和本科(38.28%)居多。
表1 调查主要地点及样本分布

地级市 区
 

(县) 有效样本规模/个 所占比例/%

郑州 中牟县 50 6.63

新郑县 52 6.90

巩县 50 6.63

洛阳 偃师区 48 6.37

栾川县 55 7.29

开封 兰考县 58 7.69

杞县 55 7.29

南阳 南召县 52 6.90

镇平县 50 6.63

许昌 鄢陵县 51 6.76

襄城县 58 7.69

新乡 新乡县 58 7.69

商丘 睢县 57 7.57

驻马店 西平县 60 7.96

3 结果与分析

3.1 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

表2为河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
 

旨在评估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在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方面的表现。
 

对研究区8个市的14个区县调查发现:
 

平均每人每

日消耗的电量为1.82
 

kWh,
 

高于全国人均日用电量1.78
 

kWh;
 

年投资回报率为19.15%;
 

平均每村每年

因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而新增的工作岗位为18.12个,
 

不仅体现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对当地就业的

直接贡献,
 

也反映了其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作用,
 

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升

社区的经济活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资源再利用率达到了30.21%,
 

表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使约30.21%
的资源得到了循环利用或二次利用。

表2 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问卷调查结果

指标 数据 描述

人均日用电能耗 1.82
 

kWh 衡量生产单位产品或服务所需的能源量

年投资回报率 19.15% 衡量投资效益的比率

年均新增就业机会 18.12个/村 新工作岗位的数量

资源再利用率 30.21% 资源再利用率效率

  图2为研究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下统称休闲农旅)年投资回报率调查结果。
 

年投资回报率=年均利

润/投资总额×100%。
 

调查发现,
 

研究区休闲农旅年投资回报率为15.69%~21.21%。
 

年投资回报率与城

市的人口规模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
 

郑州和洛阳作为人口较多的大城市,
 

其休闲农旅的年投资回报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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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21.21%和20.51%,
 

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年投资回报率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消费能力以及休

闲农旅的市场需求有直接关系。
 

大城市通常具有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对于休闲农旅的需求更为旺

盛,
 

这为休闲农旅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此外,
 

大城市周边的交通便利性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从而提升了休闲农旅项目的盈利能力。
 

南阳市年投资回报率仅为15.69%,
 

在研究区域内最低。
 

调查发现,
 

南阳市部分休闲农旅投资项目处于亏损状态,
 

拉低了总体的年投资回报率。
 

此外,
 

南阳作为人口规模较小

的城市,
 

其居民的消费能力和休闲农旅的市场需求无法与大城市相比,
 

这直接影响了其休闲农旅项目的收

益。
 

南阳的休闲农旅项目面临着更多的经营挑战,
 

如市场竞争、
 

管理效率以及产品创新能力等,
 

这些因素

均可导致年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研究证实H1成立。

研究指出,
 

休闲农旅的发展不仅需要考虑地理位置、
 

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
 

还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经

济环境和居民的消费特征。
 

因此,
 

为了提升休闲农旅的年投资回报率,
 

建议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在进行项目

规划时,
 

综合考虑城市的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居民的消费习惯,
 

以确保投资项目的成功和可持续

性。
 

同时,
 

对于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
 

政府应采取措施,
 

如提供财政支持、
 

优化服务体系、
 

增强市场营销

等,
 

以提升休闲农旅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从而提高年投资回报率。

研究区休闲农旅年均新增就业机会为8.45~18.12人/村(图3),
 

这一跨度反映了不同地区休闲农旅对

当地就业市场影响的异质性。
 

郑州、
 

开封、
 

南阳、
 

许昌4个城市,
 

休闲农旅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
 

年

均新增就业机会均超过了17人/村,
 

显著高于其他研究区的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
 

驻马店的年均新增就业

机会仅为8.45人/村,
 

处于研究区的最低水平。

郑州、
 

开封、
 

南阳、
 

许昌等城市作为河南省内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拥有较高的旅游接待能力和旺

盛的休闲农旅需求。
 

休闲农旅项目在此类城市周边布局,
 

能够吸引大量的本地和外来游客,
 

从而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
 

而驻马店等地由于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旅游资源开发不足,
 

导致休闲农旅项目新增就业的能

力受限。
 

南阳市依托其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农业产业基础,
 

发展了多样化的休闲农旅业态,
 

如生态采摘

园、
 

特色民宿、
 

农耕体验等,
 

这些项目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也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加。
 

相反,
 

一

些资源条件相对单一的地区,
 

如驻马店,
 

在休闲农旅项目创新和市场拓展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限制了就业

潜力的释放。

此外,
 

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
 

营商环境的优劣以及产业链配套的完善程度,
 

也是影响休闲农旅新增就

业机会的重要因素。
 

政府在郑州、
 

开封等城市休闲农旅发展方面给予了较多的政策倾斜,
 

如财政补贴、
 

税

收减免、
 

用地支持等,
 

加之这些城市较为成熟的市场服务体系,
 

共同促成了休闲农旅项目的繁荣,
 

间接带

动了就业增长。
 

而在政策扶持较少、
 

市场环境欠佳的地区,
 

休闲农旅项目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制约,
 

就业创

造能力自然受限。

图2 研究区休闲农旅年投资回报率调查 图3 研究区休闲农旅年均新增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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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区参与度与游客满意度

表3为研究区休闲农旅游客体验感的调查结果,
 

涉及多个关键体验维度,
 

采用10分制评分体系,
 

旨在

客观反映游客对休闲农旅各项服务和环境的真实感受。
 

停车顺畅与交通便利两项指标得分不高,
 

表明休闲

农旅景区在交通可达性和停车设施规划方面仍存在不足,
 

包括节假日高峰期车流管理不当、
 

停车场容量有

限以及交通指示标识不清晰等,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游客的出行体验和满意度;
 

园区布局合理与基础设施

完善这两项指标反映了游客对园区内部设计和公共设施建设的评价,
 

得分中等,
 

说明虽然大多数园区在规

划上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但仍存在基础设施老化、
 

维护不善或配置不足等问题,
 

影响了游客的舒适度和便

捷性;
 

服务水平与保留原生态气息两项指标得分较高,
 

表明休闲农旅在服务质量和保持自然生态方面获得

了游客的肯定,
 

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得益于员工的专业培训和优质的服务意识,
 

保留原生态气息则体现了休

闲农旅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
 

以及对游客亲近自然需求的满足;
 

参与性活动有特色与参与性活动丰富

两项指标得分偏低,
 

显示出休闲农旅在活动设计与创新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原因包括活动内容同质化严

重、
 

缺乏创意和趣味性,
 

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与自然资源的独特魅力,
 

导致游客体验感平平;
 

旅

游消费性价比这项指标反映了游客对休闲农业旅游产品价格与价值匹配度的评价。
表3 休闲农旅游客体验感调查

调查项目 打分(10分制) 调查项目 打分(10分制)

停车顺畅 6.45 旅游消费性价比 6.15

园区布局合理 6.50 参与性活动丰富 5.45

交通便利 6.12 基础设施完善 6.10

服务水平 7.04 保留原生态气息 7.10

参与性活动有特色 5.64

  表4为研究区休闲农旅游客满意度的关键指标,
 

休闲农旅在提升游客满意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游客总体满意度较高表明游客对休闲农旅的体验持有积极态度,
 

这一

成绩得益于休闲农旅景区在服务品质、
 

环境营造和活动设计等方面的持续优化,
 

以及对游客需求的敏锐洞

察和响应,
 

然而,
 

仍有改进空间,
 

需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
 

重复访问率这一指标反映了休闲农旅景区对游

客的吸引力,
 

35.10%的重复访问率表明,
 

休闲农旅在建立游客黏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仍有近2/3的

游客尚未重复访问,
 

原因包括活动内容的同质化、
 

新鲜感的缺失或服务体验的波动性,
 

导致游客缺乏长期

关注和再次访问的动力;
 

推荐意愿反映了游客愿意向他人推荐的比例,
 

略低于重复访问率,
 

这意味着部分

游客虽然个人体验良好,
 

但并未强烈感受到分享或推荐的必要性,
 

这一现象或可归因于休闲农旅在个性化

服务、
 

独特体验和情感连接上的不足,
 

未能充分激发游客的分享热情和口碑传播;
 

较低的游客投诉率反映

了休闲农业在质量管理和服务响应机制上的有效性。
 

研究证实H2成立。
表4 休闲农旅游客满意度调查

序号 数据/% 描述

游客总体满意度 84.00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平均满意度

重复访问率 35.10 游客重复访问同一旅游目的地的比例

推荐意愿 30.04 游客推荐目的地给他人的比例

游客投诉率 2.12 游客投诉的比例

3.3 信息化水平提升有助于市场拓展

表5为研究区休闲农旅信息化水平的调查数据。
 

数字化营销投入占总营销预算的38.51%,
 

表明研究

区在休闲农旅的营销策略中,
 

已经开始重视并投入相当的资源用于数字化营销,
 

以利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

等现代通信技术手段,
 

提高营销效率;
 

网络覆盖率高达90.10%,
 

表明研究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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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成果,
 

为休闲农旅的信息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网络环境;
 

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7.75万元/户,
 

这一

数据直接反映了休闲农旅在线交易活动的繁荣程度,
 

体现了电子商务在休闲农旅领域的广泛应用;
 

社交媒

体活跃频率达到1.2万互动/月,
 

表明休闲农旅相关主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活跃度较高,
 

能够有效地与游

客进行互动,
 

提高品牌曝光度和用户黏性;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使用情况显示,
 

有12.2%的休闲农旅企业

采用了客户管理等系统,
 

尽管这一比例相对较低,
 

但也显示出部分企业在提升客户服务质量、
 

实现精准营

销方面所做的努力。
表5 研究区休闲农旅信息化水平调查数据

指标 数据 描述

数字化营销投入占比 38.51% 数字营销投入占总营销预算的比例

网络覆盖率 90.10% 互联网覆盖的人口比例

电子商务年交易额 7.75万元/户 在线交易总额

社交媒体活跃频率 1.2万互动/月 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和用户互动频率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使用情况 12.2% 客户管理等系统的普及率

图4 研究区网络覆盖率

  河南省8个城市的网络覆盖率为85.6%~

95.1%,
 

其中郑州以95.1%的覆盖率居于首位,
 

而许昌和驻马店则以85.2%的覆盖率位于较低水

平(图4)。
 

这些数据反映了各城市在基础设施建

设、
 

经济发展水平及信息技术重视程度方面的不

同。
 

郑州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城市,
 

其网络覆盖率最

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在经济发展与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
 

高网络覆盖率不仅为

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好的信息服务,
 

也为游客提供

了更加便捷的网络体验,
 

这对于提升旅游体验是

非常关键的。
 

郑州的高网络覆盖率是由于其较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对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

视以及作为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的地位所驱动的。
 

许昌和驻马店的网络覆盖率相对较低,
 

首先是由于这两

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及郑州,
 

限制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
 

其次,
 

这些城市在信息技术的应用

和推广方面存在滞后,
 

导致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此外,
 

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也是影响因素,
 

如果

人口分布较为分散,
 

网络覆盖的难度和成本会增加。
 

研究证实H3成立。

3.4 环境保护措施与生态平衡维持

表6为河南省休闲农旅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维持方面的核心指标。
 

调查发现,
 

环保投入占比为

5.12%,
 

反映了休闲农旅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实际行动,
 

表明行业对绿色发展的重视,
 

通过资金投

入支持环保项目和设施的建设,
 

如废水处理、
 

垃圾回收和绿色能源应用,
 

然而,
 

这一比例也提示了行业在

环保投入上存在潜在空间,
 

需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
 

加大资金投入,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可再生

能源使用比例为30.32%,
 

表明休闲农旅在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利用方面的积极尝试,
 

这一数据表明

行业对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
 

以及对传统化石燃料依赖的减少,
 

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使

用不仅有助于降低碳排放,
 

减轻环境污染,
 

也为行业树立了绿色形象,
 

提升了社会公信力,
 

然而,
 

30.32%
的比例也意味着仍有近70%的能源消耗来自不可再生资源,

 

行业在能源转型上仍面临挑战,
 

需持续探索和

应用更高效、
 

清洁的能源解决方案;
 

高林草覆盖率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
 

提升空气质量,
 

增强碳中和能力,
 

同时为游客提供具有自然美景和生物多样性的休闲环境,
 

25.85%的覆盖率也意味着近3/4的土地尚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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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绿化,
 

行业在生态建设上仍有巨大潜力等待挖掘,
 

需进一步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多样性保护,
 

以实

现生态平衡的长期维持。
 

研究证实H4成立。
表6 研究区环境保护措施与生态平衡维持调查

指标 数据/% 描述

环保投入占比 5.12 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30.32 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

林草覆盖率 25.85 林草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河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资源利用效率、
 

经济效益、
 

社区参与度、
 

游客满意度、
 

信

息化水平以及环境保护措施等方面的现状与特征。
 

具体而言:

1)
 

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上表现出一定水平,
 

如

年投资回报率较高,
 

资源再利用率尚可,
 

但仍有提升空间。
 

年投资回报率与城市人口规模呈正相关性,
 

大

城市如郑州和洛阳表现更佳,
 

而小城市如南阳和驻马店则面临挑战。

2)
 

社区参与度与游客满意度:
 

游客体验存在差异化,
 

部分指标如停车顺畅和交通便利需改善,
 

而服务

水平和保留原生态气息受到好评。
 

游客总体满意度较高,
 

但重复访问率和推荐意愿有待提升,
 

投诉率维持

在较低水平。

3)
 

信息化水平提升:
 

休闲农旅的数字化营销投入、
 

网络覆盖率、
 

电子商务交易额和社交媒体活跃度均

显示了行业对信息化的重视和应用,
 

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使用率较低,
 

表明信息化管理仍有待加强。

4)
 

环境保护措施与生态平衡维持:
 

行业在环保投入、
 

可再生能源使用和林草覆盖率方面做出了一定努

力,
 

但仍需加大环保投入,
 

提升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并加强生态建设。

4.2 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优化资源利用与提升经济效益:
 

鼓励采用节能技术和循环利用策略,
 

提高资源再利用率,
 

同时,
 

针

对不同城市规模和经济环境,
 

制定差异化的投资策略,
 

以提升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效益。

2)
 

改善游客体验与增强社区参与: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园区布局规划,
 

提升服务水平和活动创

新,
 

以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同时,
 

增加社区参与度,
 

确保项目惠及当地居民,
 

提升就业机会。

3)
 

深化信息化建设:
 

加大数字化营销投入,
 

提高网络覆盖率,
 

优化电子商务平台,
 

增强社交媒体互动,
 

同时,
 

普及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提升服务质量,
 

实现精准营销。

4)
 

强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
 

增加环保投入,
 

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
 

提高林草覆盖率,
 

加强生态修复,
 

以实现绿色、
 

可持续的休闲农旅发展。

5)
 

政策支持与市场监管:
 

政府应提供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确保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平衡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
通过实施上述措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不仅能够提升经济效益,
 

增强社区参与度,
 

改善游客体验,
 

还能在信息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实现经济、
 

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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