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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体验视角下的淄博市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调查研究 

刘秀丽

淄博职业学院，山东淄博 255314

[ 摘要 ] 淄博市作为齐国故都，乡村民俗文化赋存丰厚，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成效显著。但从整体发展情况

看，依然存在静态景观开发为主、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等问题，传统乡村文化没有得到深入挖掘，乡村旅游

发展的后劲不足，竞争力薄弱。本文在深入乡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基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了淄博市乡

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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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体验式旅游背景下，游客已经不能满

足于单纯的感官刺激，开始追求旅游活动的文化内

涵。如何让传统乡村民俗文化“活”起来，增强乡村

旅游的竞争力，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振兴，成

为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

一  游客消费行为和旅游体验满意度分析

（一）游客消费行为调研

1 游客心目中理想的乡村：

调查显示，游客认为理想中的乡村应该“生态

环境好，动植物资源丰富，乡村（田园）风光自然优

美（84.84%）”，“保留传统乡土（民族）特色的乡村

建筑、街道和聚落景观（66.77%）”，“生活简单，节奏

慢，让人感受到放松、愉悦和平和（40.65%）”，“可以

参与多种民俗活动，满足好奇心，感受当地与众不

同的民俗风情（34.84%）”。

2 受到季节的影响，游客到淄博市进行乡村

旅 游 的 时 间 主 要 集 中 在 春 季（43.87%）和 秋 季

（35.16%）。

3 游客的旅游方式主要是自助游（84.19%）。

4 旅 游 伴 侣 主 要 是 家 人（74.84%）和 朋 友

（15.81%）。

5 旅游停留时间多为一天不过夜（68.39%）或

两天（24.19%）。

6 乡 村 旅 游 人 均 消 费 在 200 元 以 下 的 占 比

40.32%，201~300 元 之 间 的 占 比 26.77%，400 元 以

上的仅占 18.07%。

（二）游客旅游体验满意度调研

1  乡村游憩环境满意度

调研数据显示，游客对淄博市乡村游憩环境满

意度比较高，认为“自然生态景观保存好，空气清

新”，满意比率为 74.19%；认为“野生动植物丰富，

乡村（田园）风光自然优美”，满意比率为 60.32%。

2  乡村文化保存的满意度

调研数据显示，游客对乡村文化保存不是很满

意，对于“传统乡土（民族）特色的乡村建筑、街道和

聚落景观保存和维护”的满意率为 59.67%，对于“乡

村文物古迹或文化遗址保护”的满意率为 58.06%，

对于“民间艺术、手工艺的展示和保存”的满意率为

54.52%。

3  乡村民俗体验的满意度

调研数据显示，游客对于乡村民俗体验的满意

度普遍较低，甚至在一些乡村旅游区（点）民俗体

验项目缺失。游客对“乡村户外活动（散步、爬山、

水上活动、钓鱼、骑马等）”的满意率为 63.87%，“品

尝特色农家菜肴”的满意率为 73.55%，“居住特色

民宿”的满意率为 58.06%，“体验传统的交通方式

（船、轿、驴、马等）”的满意率为 49.04%，“参与农村

节事活动（赶集、农具耕作、牲畜喂养、采摘、农产品

节等）”的满意率为 57.05%，“参加民俗节庆活动

（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活动）”的满意率为

54.19%，“了解乡村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习俗”的

满意率为 50.97%，“参与或欣赏乡村特色的游艺活

动（民间表演、游戏、竞技、杂艺活动）”的满意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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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6%，“购买到特色的乡村旅游纪念品”的满意率

为 50.33%。

4  心灵体验与感受满意度

调研数据显示，通过乡村旅游，游客心灵的体

验和感受效果良好，认为能够“接近与体验大自然，

感受到回归传统理想乡村的感觉（72.26%）”，“沉淀

心灵，获得宁静，怀旧情绪得到抚慰（寻找到过去乡

村生活的感受）（72.26%）”，“增长了知识，增加了

生活乐趣，亲友间情感更加密切（72.9%）”。

二  淄博市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分析

（一）旅游开发的优势条件

1  乡村民俗文化资源赋存丰厚

淄博作为齐国故都，文化底蕴丰厚，大量传统村

落、古迹遗址、地方传统节日（伏羊节、黑牛节等）、婚

丧嫁娶人生礼俗、民间游艺等民俗文化得以保存并

传承，使旅游开发工作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2  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充盈

调查结果显示，淄博市乡村旅游的一级客源市

场为张店、淄川、博山、临淄、周村五区，约占全市乡

村旅游总人数的七成；二级客源市场为淄博周边的

滨州、东营、潍坊、济南、莱芜等地，约占总人数的二

成；省内其他城市为机会市场，占总人数一成左右。

3  淄博市委、市政府多措并举，全力扶持乡村旅游发展

淄博市历来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发展。2018 年

底，淄博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淄博市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 2022 年）》，致力于地方民俗文化的

研究与挖掘，这些举措为淄博市乡村旅游的发展和

乡村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开发和规划层次低，乡村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从目前淄博市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来看，普遍

存在片面强调乡村自然资源开发，忽视乡土文化内

涵挖掘的现象，乡村自然景观、农家乐、田园乐等旅

游形式仍然是乡村旅游的主流，大多以静态形式呈

现，同质化现象严重。

2  参与、互动性项目少，产品竞争力弱，季节性明显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目前淄博市的乡村旅游项

目以乡村观光、田园采摘、农事参与、品尝美食、入

住民宿为主，乡村特色游艺活动、生活习俗体验、手

工艺品的 DIY 制作等参与性强的项目较少或缺失，

产品重复性开发，缺少竞争力，致使游客停留时间

短，人均消费水平低。

3  旅游开发专业人才缺乏

人才是发展乡村民俗旅游的最大障碍，需要懂

管理、会策划、善营销的高端人才。而目前乡村旅游

从业人员大多为当地老百姓，经营者对旅游业的了

解较浅、能力有限、发展乏力，处于低层次粗放经营

状态。

三  淄博市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一）深入挖掘乡村民俗文化内涵，突出“乡味”

乡村旅游发展要以当地民俗文化为灵魂，以本

地乡土文化为核心，在开发中应注重对原汁原味的

乡村资源进行保护，打造乡村记忆、乡村客栈乡村

味道、乡村工厂和乡村乐园，让游客全面体验农业

生产活动和农民生活。

（二）注重游客参与，创新产品设计

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应当融合淄博当地民俗文

化特色，重视文化体验，突出互动性、参与性和主题

性，创新产品设计，满足游客的深度体验需求，延伸

产业链。

（三）做好旅游开发顶层设计，打造乡村旅游品牌

高起点编制规划，引领乡村民俗旅游发展，杜

绝低端建设，防止盲目开发，准确定位旅游客源市

场，设计一批以乡村生活深度体验为主要内容，突

出主题创意，集参与性、娱乐性、体验性为一体的乡

村旅游项目，走乡村旅游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道路，

创立自身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乡村旅游可

持续发展。

四  结语

淄博市乡村民俗文化资源赋存丰厚，客源市场

充盈，涌现出了一批有特色的乡村旅游业态。但从

资源开发角度看，乡村旅游过多依赖自然旅游资源

的开发，对乡村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产品竞争力缺

乏，游客满意度不高。在后续开发过程中，应该以满

足游客需求为出发点，文旅融合，做好顶层规划设

计，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内涵，重视文化体验，创

新产品供给，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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