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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乡村旅游产业快速扩张和康养旅游消费需求日趋增加的背景下,基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乡村康养旅游

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游后体验的网络游记为基础,采用网络文本分析和重要性与表现性分析法(impor-
tant-performanceanalysis,IPA)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乡村康养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提升发展策略.结果表

明:①乡村康养旅游目的地规划分布不合理,供需之间匹配度有待提升;②乡村康养旅游业态内容较为单一,不能

很好地满足多元化需求;③住宿环境和设施缺乏科学设计,体验满意度不高.应通过科学规划供需匹配的产业格

局,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和提升康养型乡村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等主要路径,来实现乡村康养旅游的产业发

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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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rapidexpansionofruraltourismindustryandtheincreasingde-
mandforhealthcaretourism,it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analyzethedevelopmentofruralhealth
caretourismfromtheperspectiveoftouristexperience.Basedontheonlinetravelnotesofposttourexpe-
rience,themainproblemsanddevelopmentstrategieshavebeenstudiedinthedevelopmentofruralhealth
caretourismbymeansofcombiningnetworktextanalysisandIPAanalysis.Theresultsshowthat,①the
planninganddistributionofruralhealthcaretourismdestinationsareunreasonable,andthematchingde-
greebetweensupplyanddemandneedstobeimproved;②thecontentofruralhealthcaretourismisrela-
tivelysingle,whichcannotmeetthediversifiedneedswell;③theaccommodationenvironmentandfac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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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arelackofscientificdesign,andtheexperiencesatisfactionisnothigh.Inordertoachievetheindustri-
aldevelopmentlevelofruralhealthcaretourism,weshouldscientificallyplantheindustrialpatternof
supplyanddemandmatching,buildanewbusinessformofindustrialintegrationandimprovethecon-
structionandservicelevelofhealthcarerural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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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医疗模式开始出现由患病医治到保健预防的转变,康养

旅游的市场需求逐渐增加,对乡村康养的研究逐渐增多.乡村具有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文化,
吸引着城市居民前往,因此乡村成为退休人群疗养、旅游的最佳选择.对有旅游发展优势的传统老旧村落

和待改造村落进行村落景区的规划与开发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趋势[1].目前国外关于康养旅游的研

究以概念和目的地养生体验研究为主,如:MuellerH等[2]研究认为,康养旅游指的是人们为保持身体健

康和减缓压力而旅行或者到外地留宿所造成的一种现象;Goodrich等[3]探讨了养生旅游的概念和整体旅游

发展的意义,医疗旅游和健康旅游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提高整体医疗待遇以拉动古巴养生旅游的发展

的策略;SmithM等[4]进一步对康养旅游的概念结构进行了全面总结.国内有关乡村康养旅游的研究相较

于国外起步较晚,实践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出现的森林浴场,养生旅游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如曲小雨[5]以宁德市周边乡村为例进行养生度假旅游规划模式的研究;王丹[6]以宁强县综合性康养基地规

划为例,探究康养旅游的规划建设理论;王晨[7]以磁安康养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为例,探索乡村康养旅游

的优势与意义.
通过了解国内游客在乡村康养旅游后的体验和感受,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乡村养生旅游产业的现状

问题和质量水平,了解市场需求,探究康养产业的发展目标和策略,进而在实际项目建设中更好地进行市

场定位、战略制定和内容规划,提升乡村康养旅游业发展活力.本研究通过收 集 网 络 文 本,运 用

ROSTCM6对文本进行处理,使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分析网络文本[8].采用重要性与表现性分析法(important-
performanceanalysis,IPA)探究游客的乡村康养游后体验,分析国内乡村康养旅游的现状,并以此为依据提

出发展策略.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网络文本资料来源于国内较知名、数据量较大的 UGC(UserGeneratedContent)网站(即用

户发表自己的游后意见、评论、旅游内容等)和OTA(OnlineTravelAgency)网站(即在线旅行社).UGC和

OTA在旅游目的形象构建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9].以“乡村康养”“乡村养生”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时间限定为从2016年至今,共得到相关游记342篇,以此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样本.

经过大量阅读UGC和OTA网站上收集的相关游记,发现其中包含大量的景区宣传和网红推介广告,
需要对游记进行仔细筛选.筛选规则为:删除明显的景区宣传、推广文章;对单纯的图片型游记、无文字游

记进行删除;将内容与景区游后体验无关、叙述不完整的游记进行删除;去除涉及多个目的地的游记,如

包含村落、其他景区、城区等多个目的地.经过筛选后,共得到73篇游记(表1).
表1 筛选后的有效游记数量

网站类型 网站名称 游记数量

UGC

马蜂窝 16
美篇 10
简书 7

OTA

去哪儿 22
携程 16
同程 2

合计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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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得到的游记进行预处理工作:删除有效游记中与乡村康养旅游无关的内容;合并同一用户写的相似

游记[10];将所有游记内容汇总复制到同一个txt文档中,共计112829字.

1.2 研究方法

1.2.1 网络文本分析法

网络文本分析法属于内容分析法,核心是对信息进行识别,把质性的、不系统的内容转化为系统的数

据资料,推断信息背后的准确意义,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定量性等特点.本文通过收集处理网络游记获得

高频词、语句标签与概念,准确、客观地对游客的乡村康养游后体验进行研究.
运用ROSTCM6软件对txt中的文本进行处理.首先,在阅读大量文献和游记后,编辑自定义词典、

过滤词表,去除与本研究无关和意义不大的高频词如“我们”“好像”等,以保证高频词的参考价值.同时建

立归并词群表,将意义相近的高频词汇合并,如将“乡村”和“村子”合并为“乡村”.按照词汇频率由高到低

排序,取排名前90位的高频词(表2).由表2中可知,文本中名词最多,共计55个,主要是游客体验的乡

村康养资源,如“温泉”“文化”“酒店”等.动词共计18个,如“养生”“旅游”“休闲”等,主要反映游客行为.形
容词17个,主要表达了游客的康养体验和感知.

表2 乡村康养基地游后体验高频词表

序号 词汇 频次 序号 词汇 频次 序号 词汇 频次

1 温泉 259 31 美食 37 61 娱乐 25
2 养生 200 32 村落 37 62 明月 25
3 文化 139 33 传统 36 63 舒适 25
4 旅游 119 34 田园 36 64 味道 25
5 酒店 117 35 美丽 35 65 长寿 25
6 森林 100 36 风情 35 66 温汤 25
7 景区 76 37 旅行 34 67 村民 25
8 特色 75 38 艺术 34 68 身心 25
9 乡村 72 39 项目 34 69 民居 24
10 休闲 72 40 展示 33 70 独特 24
11 体验 71 41 大自然 33 71 设计 24
12 环境 71 42 资源 32 72 红色 24
13 生态 68 43 清新 32 73 阳光 23
14 历史 65 44 栈道 32 74 农业 23
15 度假 62 45 现代 31 75 景色 23
16 自然 58 46 建设 31 76 山水 23
17 空气 57 47 风景 31 77 全国 23
18 农家乐 56 48 丰富 31 78 走进 23
19 享受 54 49 风光 31 79 面积 23
20 身体 52 50 基地 30 80 气候 23
21 公园 48 51 千古 30 81 入住 23
22 健康 45 52 发展 29 82 休息 22
23 度假村 44 53 小镇 29 83 舒服 22
24 当地 44 54 绿色 27 84 江南 22
25 建筑 42 55 水清 27 85 古朴 22
26 村庄 42 56 放松 27 86 古井 21
27 天然 41 57 新鲜 27 87 呼吸 21
28 房间 41 58 服务 26 88 美好 21
29 打造 39 59 住宿 26 89 泉水 21
30 康养 38 60 餐厅 26 90 原始 21

1.2.2 IPA分析法

IPA分析法即重要性与表现性分析法,是可以通过建立模型直观地反映消费者对产品的重视程度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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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表现差异化的测量方法.本研究通过建立文本概念得分情况IPA模型,分析游客对乡村康养旅游组成要

素的实际体验.
1.2.2.1 文本编码

对文本资料进行逐句贴标签,即初步定义现象[11].将文本中表达相同意义的一句话或几句话标注

ai(i=1,2,3,…),并将其进行概括定义[12].最终得到1240条标签,详细编码过程见表3.最后对定义进

行归纳,升华为概念,用aai(i=1,2,3,…)表示,最终归纳为15条概念见表4.
对归纳出的概念进行排序,并建立评价机制对标签进行评价,由 A至E依次表示“非常好、好、中、

差、非常差”,并依据评价等级依次赋值5~1分,如文本“村落中游客量最少”,赋值“aa1A”,表明该条文本

归属aa1概念,同时评价为A级,表示乡村人流体验非常好,不会拥挤,打分为5.标签赋值过程中选择3
位了解乡村康养旅游的编码员,3人分别对文本标签进行赋值,若结果不一致时讨论协商,咨询专家意见

重新赋值.
表3 文本编码详细过程

乡村康养旅游游记文本
文本编码

贴标签 概念化

  漫步在村落之内,游客很少(a1),依然能强

烈感受到它的遗风余韵,像是让人瞬间回到古老

的地带(a2),村落如今有许多养老的老人在此居

住(a3),四处可见生活气息,碰巧赶上了一场当

地人自主组织的歌曲表演(a4),在余音绕梁之下

感受这种静谧的生活(a5).
距离万洞古村不远处有一处花海,花海里开

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朵(a6),花海依山傍水,湖

光山色浪漫唯美,放眼望去,就像梦里那幅七彩

缤纷的乡村画卷(a7),一切都是那样安静,一切

都是那样美好(a8).
……

a1 村落中游客量少

a2 村落环境古老

a3 村落中有很多养老的老人

居住

a4 乡村生活气息浓重、碰巧赶

上了民俗活动

a5 村落生活环境静谧舒适

a6 古村不远处有花海

a7 花海依山傍水,景色优美

a8 村落环境安静美好

……

aa1拥挤感知环境(a1)

aa2村落环境(a2、a3、a5、a8)

aa3乡村民俗、历史文化(a4)

aa4生态环境(a6、a7)

……

表4 乡村康养基地旅游体验概念结构

概念编号 要 素 文本示例

aa1 拥挤感知环境 没什么人、拥挤、人很少……

aa2 村落环境 民宿门前的小花、街道干净整洁、静谧小巷……

aa3 乡村民俗、历史文化 温泉历史悠久、月亮文化节、红色文化氛围……

aa4 生态环境 翠绿的山峰、花海依山傍水、雨凇漫山遍野……

aa5 乡村外交通 乘车、高铁、打车……

aa6 乡村内交通 停车场、小火车、步行……

aa7 周边产品 浙云母、玉山茶、葡萄酒……

aa8 村民互动 和老爷爷聊天、老板人很好、村民热情好客……

aa9 住宿环境 客房很大、每间房有两层、别墅私密性很棒……

aa10 景点体验 云溪谷宛如仙境、溶洞内妙趣横生、壮观的柘林瀑……

aa11 康养产业 泡温泉、户外拓展、理疗房……

aa12 特色饮食 五谷杂粮配野山菌、驴肉火锅、特色吊烤山羊仔排……

aa13 公共服务设施 指路牌不明确、路灯不亮、有出租单车……

aa14 服务水平 前台服务很好、中医专家当面问诊、按摩得很放松……

aa15 活动项目 溜索、划竹筏、晚霞垂钓……

1.2.2.2 指标计算

对得到的15条概念进行频数统计,同时计算概念的总分值、重要性指标和表现性指标.总分值统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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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同一概念下每条文本的赋分W 总和,总分值F 的计算公式为:

F=∑
n

i=1
Wi

  重要性指标Ii 表示第aai 条概念的重要程度,可以反映游客对其的重视度或本概念对游客的影响程

度,Ni 为第i条概念的频数,N 为概念总频数.表现性指标Pi 表示第aai 条概念的表现情况,可以反映游

客对其体验满意度.通过计算得到各条概念的I值和P 值(表5).
Ii=(Ni/N)×100%
Pi=F/Ni

表5 旅游体验概念的I值和P 值统计

概念编号 频数 Ni 总分值F
I值

数值/% 序号

P 值

数值 序号

aa1 28 102 2.26 13 3.64 10
aa2 84 352 6.77 6 4.19 3
aa3 200 854 16.13 2 4.27 2
aa4 214 958 17.26 1 4.48 1
aa5 50 152 4.03 10 3.04 13
aa6 34 90 2.74 12 2.65 15
aa7 58 226 4.68 8 3.90 6
aa8 46 190 3.71 11 4.13 4
aa9 78 250 7.21 5 3.21 11
aa10 52 192 4.19 9 3.69 9
aa11 162 666 13.06 3 4.11 5
aa12 108 416 8.71 4 3.85 7
aa13 20 54 1.61 15 2.70 14
aa14 28 90 2.26 14 3.21 12
aa15 78 296 6.29 7 3.79 8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游客结构与消费行为基本特征

在收集有效游记时,在网站中或游记中收集、统计游客基本特征,能反映国内乡村康养旅游游客的基

本概况,进而对游客特征进行研究,为乡村康养旅游的规划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的游客基本特征

分析包含目的地、客源地、游览天数、结伴方式4个方面.
2.1.1 乡村康养出游目的地和游客来源地

由图1和图2可知,当前浙江(19%)、广东(16%)、广西(14%)、四川(12%)、湖南(10%)的乡村养生

旅游的游客量相对较多,因其旅游资源和区位较具优势,养生旅游产业发展也相对成熟,逐渐形成品牌优

势,吸引较多不同地区游客前来游览体验.而从客源地分布可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北京、广东等经济

发达、城市生活节奏快的地区游客来源较多,反映出其康养市场需求较大,且对比可知北京、上海当地乡

村养生旅游地建设不足,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故游客多选择外省较有名气的疗养地进行旅游.
2.1.2 游客游玩时间

由图3中可知,绝大多数游客进行的乡村康养旅游时间为短期的1~3d旅游,占比68%.结合查阅大

量文本内容可知,短期游游客出行的主要时间段多为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周末与工作日景区人流量差距大.
还有少部分为4~7d,占比25%,多为调养休闲、公司团建等.7%的游客能体验一周以上,多数为长期疗

养和“候鸟人”.结果反映出多数游客的乡村康养旅游体验时间较短,因而需在规划中充分考虑游览线路的

时长规划和项目的体验方式,使游客在体验时间内充分感受乡村养生旅游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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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游客目的地分布 图2 游客来源地分布

2.1.3 游客结伴方式

从图4中可以发现,游客结伴方式多为朋友(43%)和家人(34%).由文本中可知,朋友结伴体验乡村

康养的游客多为中老年人,银发客群是康养旅游的主要市场,退休中老年人有充足的旅游时间和资金,且

对健康、疗养的需求较大,参与乡村康养旅游可以调养身体、舒缓身心.而以家庭为结伴方式的游客通常是

陪伴家中老人和亲子游较多,在乡村中进行亲子游,可以进行自然科普、农事体验和亲子活动等体验性项

目,培养孩子了解自然、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天性.同事(12%)出行一般是公司团建或三五同事同行,调

节日常工作中产生的身心疲惫,而独自出行者(8%)希望能在康养活动中获得高品质体验,以此调节身心、
修身养性.

图3 游玩时间 图4 游客结伴方式

2.1.4 游客消费偏好和体验感知

由高频词表(表2)可知,“温泉”一词频率最高,表明兼具养生、休闲度假功能的温泉康养旅游在康养

市场中较为热门,能够满足现代人的度假休闲消费需求,市场吸引力大.“养生”“休闲”“享受”等词排名靠

前,表明游客参与乡村康养旅游期望可以修养身心,享受健康、放松的慢生活.“文化”“特色”“历史”等词反

映出游客在体验康养项目的同时,也偏爱乡村的特色文化、民俗风情,感受当地风土人情,获得归属感.
“酒店”“农家乐”“房间”等词排名靠前,表明游客较在意住宿硬件设施的体验,舒适静怡的住宿环境能使游

客获得良好的恢复性效应.
2.2 乡村康养游的消费需求和感知差异分析

在旅游体验概念的频数分析和评分基础上,用IPA法计算出各概念的重要性指标和表现性指标[13].建
立IPA评价模型(图5),将重要性指标(I 轴)作为横坐标轴,表现性指标(P 轴)作为纵坐标轴,I 值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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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平均值分别为6.73%和3.66,将其分别作为X 轴和Y 轴的切割点,将各概念的指标导入坐标系模型.
其中第1象限重要性指标和表现性指标均较高,表示游客较重视并对此概念体验较好;第2象限的重要性

指标偏低,表现性指标较高,表示游客较不重视但体验感到满意;第3象限表现性指标和重要性指标都较

低,表示游客体验较不好但属于不重要的因素;第4象限表示游客重视但体验较差.

图5 乡村康养基地体验的IPA模型分析

2.2.1 第1象限优势保持区

该象限区的因素分析表明,游客在乡村康养体验后对其中5个概念较关注且评价较高,分别为村落环

境、民俗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康养产业和特色饮食.这些是游客在乡村康养旅游中主要的体验内容,表明

当前国内乡村康养产业的主要内容已经得到了游客的认可,能为游客提供总体满意的旅游体验,并且旅游

内容能够逐渐发展成为自身优势,因此应在这些方面继续保持优势,持续强化,提升自身特色与质量水平,
打造乡村康养特色品牌.
2.2.2 第2象限供给过渡区

该象限区内包含4个要素,分别为村民互动、周边产品、景点体验和活动项目.这些概念总体上是乡村

生活和活动体验,游客对其印象不深但感受较好,能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资源、时间有限的情况

下,可以暂时不考虑对这一象限概念的提升[14-15].在条件允许时,保持其优势的同时,培养、提升其发展地

位,将其开发成为乡村康养旅游中吸引力强、游客满意度高的新生要素,为游客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旅

游体验.
2.2.3 第3象限持续改善区

该象限内包含因素的旅游体验满意度较低,但其重要性地位也较低,游客较不在意.为进一步打造功

能完善、设施齐全、旅游体验好的乡村康养基地,管理方需重视和改善这些现存问题.第3象限包含拥挤感

知环境、乡村外交通、乡村内交通、乡村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共5个概念,主要为乡村交通与硬件服务.经
文本分析,游记中多次提及交通可达性低、标识不明确等问题.虽然这些概念是游客在康养旅游中重视程

度相对较低的部分.但规划管理方应该重视并改善交通状况、硬件配置和服务水平,避免游客的不便与困

扰,以期游客能获得更好的康养体验.
2.2.4 第4象限急需整改区

第4象限中仅有住宿环境,游客较为在意养生旅游中的住宿体验,而表现性指标为3.21,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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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本可知,游客在选择住址时,偏向于性价比较高的农家乐和度假村酒店,而质量较高的民宿体验相对

较少.部分游客在游记中表示“环境不适”“房间设计对腿脚不便的相当不友好”“被褥潮湿”等问题.住宿体

验作为乡村养生旅游中的关键元素,起着重要作用[16].管理方和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定期进行质量

评比与检查,同时加强从业人员服务培训,为游客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
从整体上来看,村落环境、乡村文化、养生产业、生态环境和特色饮食已经存在发展优势;村民体验、

周边产品、景点体验和活动项目未重点开发但体验良好;拥挤感知环境、乡村外交通、乡村内交通、乡村服

务设施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住宿条件是当前最急需改善的项目.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需要以自身养生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找准区域切入点,明确目标市

场,进行乡村康养旅游地的发展规划.当前国内乡村康养基地的地域分布无法满足养生市场供需均衡,发

展乡村康养旅游需探究市场需求与地域分布,依托当地优势养生资源,满足消费者相应的养生需求.
以当地旅游资源优势为基础发展特色康养产业,并以产业融合理论为指导,推动当地住宿产业、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业等融合发展.对本土产业围绕康养服务进行统一规划、改造升级,重视乡村养生文化与客

群的情感互动,打造能够释放压力、净化心灵、体验项目丰富的乡村康养产业体系.
乡村空间环境作为乡土性的景观基底,是生态功能载体,景观建设的有力支撑,保证着乡村振兴的可

持续[17].人性化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乡村康养旅游发展的首要任务.乡村康养旅游目的地需要具备合理

的道路系统、完善的指示标识、合理的排水排污设施、农田低碳生产等基础设施建设.康养型乡村的发展策

略应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据村民和游客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优化与完善,以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和游客

康养体验,为游客和村民提供游客服务中心、乡村文化礼堂、康体健身广场等多元化的公共服务设施.
3.2 主要研究结论

根据乡村康养游的网络文本内容分析和IPA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乡村康养旅游发展存着一些急需改

进的问题.
3.2.1 乡村康养旅游地分布不合理,供需之间的匹配度有待提升

乡村康养旅游的客群分布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如城市白领对不同于日常工作奔波的休闲养生环

境需求较大,而发达地区乡村康养的发展受旅游资源、场地等因素影响,导致国内乡村康养旅游目的地地

域分布不合理,康养产业供需不平衡,当前国内康养产业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给乡村康养旅游

的发展带来了较大阻碍.
3.2.2 业态内容单一,不能满足康养市场多元化需求

部分乡村康养旅游地的发展较为粗放,产业发展单一,多集中在温泉、住宿等当地现有产业,不能为

各年龄段游客提供多元化康养体验.
国内养生乡村中的部分住宿产业发展粗放,住宿环境和设施缺乏科学设计,缺乏对康养旅居产业的科

学的总体规划和项目设计,村民自改民居经营民宿情况较多,住宿体验整体上质量不高,易出现设计不人

性化、环境不适和服务不佳等问题.
3.2.3 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服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完善的基础设施能满足游客各方面的需求,是乡村康养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内乡村康养基地的硬

件服务设施仍需进一步提升并加强日常管理,如停车位、景区内道路、照明设施等分布不合理,缺少科学

的总体规划;标识牌、地图标志和盥洗室等因管理水平不足,给游客带来不佳的康养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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