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10- 12- 30

[基金项目 ]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新农村建设中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营销策略0资助 (编号: 09C1155)

[作者简介 ]  张桂华 ( 1973- ), 女,湖南邵东人,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

第 12卷第 2期
2011年 4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 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 ina( Soc ial Science Ed ition)

Vo.l 12 No. 2
Apr. 2011

湖南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特征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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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运用抽样调查方法, 对湖南休闲农业市场的消费者进行调查, 得出消费者结构、消费动机、消费水平、消费模

式、消费感知、消费意愿和信息来源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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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查背景

休闲农业是以农事活动为基础, 以农业生产经营为特

色, 把农业和休闲业结合在一起, 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自然

环境, 结合农林牧渔及加工业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

生活等内容, 吸引休闲者前来观赏、品尝、购物、习作、体验、

休闲、度假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 [ 1]。发展休闲农

业可以有效地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文化等关联行业

和产业的发展, 促使单一的农村产业结构发生转变, 促进当

地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湖南省是一个农业

大省, 具有丰富的休闲农业资源, 具备得天独厚的发展休闲

农业的条件。 2006年, 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出台了5关于加快

发展休闲农业的通知 6,明确将休闲农业企业纳入新农村建

设统一规划和政策支持的范围。 2007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

的5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决定 6指出: 湖南要大

力发展休闲农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 2]。可见, 休闲农业

已成为湖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一个崭新的亮点和农

村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消费者是休闲农业市场的主体, 要推动休闲农业的发展, 有

针对性地开发休闲农业项目, 正确引导和培育休闲农业消费

市场, 就必须首先对消费者的特征进行调查研究。

二  调查实施

(一 )调查方法

按照地理区域、经济、环境及民俗等因素,将湖南休闲农

业市场划分为长株潭区、环洞庭湖区、湘中南区和大湘西山

区等四大区域 [ 3]。作者于 2010年 3月至 9月, 运用抽样调

查方法对上述地区进行调查。通过留置调查问卷,由农庄工

作人员随机邀请农庄的顾客在休闲活动结束后, 填写调查

问卷。

(二 )调查对象和内容

在长株潭经济发展区、湘中南区、环洞庭湖区、大湘西山

区分别随机选取 10家休闲农庄,对其消费者的人口学特征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客源地、职业与家庭人均

月收入水平等指标 )、消费动机、消费水平、消费模式、消费

感知、消费意愿和信息来源进行调查。

(三 )数据的统计与处理

每家休闲农庄发放调查问卷 30份, 共发放问卷 1200

份,回收 1053份, 回收率 87. 75% ,其中有效问卷 1026份,有

效率 85. 5%。先通过手工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初步分类和统

计,然后利用 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汇总, 在统计分析的

基础上对其结果进行研究和解释, 其结果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消费者的结构

调查发现,湖南休闲农业市场上的消费者从性别结构

看,男女人数基本持平; 从客源地来看, 本省的消费者占绝大

多数,人数在 87%左右, 并且长株潭、岳阳、衡阳地区的城镇

居民占到了其中的半数以上, 省外消费者则以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和重庆等城市的居民为主。另外, 由于距离衰减作用

的影响,休闲农业市场的客源地在距离上有明显的同心圆结

构: 92. 6% 的游客来自 200km 以内的地区, 5. 2% 的来自

200~ 400km地区, 400km以外者仅占 2. 2%左右。从年龄结

构看, 19 ~ 35岁的消费者是客源市场的主力军, 占 56. 5% ,

即休闲农业市场的消费者是以中青年人为主。从文化程度

看,中高等文化层次的消费者居多, 可见湖南休闲农业市场

的消费者整体文化素质较高。从职业结构看, 消费者的职业

类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中学生和公务员所占比重相对较



大, 分别占消费者总量的 28. 7% 和 30. 2% ; 从人均月收入

看, 与其他休闲产品的消费不同, 由于学生是休闲农业消费

市场的主力军, 休闲农业市场上收入水平在 1500元以下的

中低收入消费者所占比例最高,合计达 41. 5% ,详见表 1。

表 1 湖南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的结构特征

项目 指标 百分比 (% ) 项目 指标 百分比 (% )

性
别

客
源
地

年
龄

文
化
程
度

男

女

200 km以内

200~ 400km

400km以外

18岁以下

19~ 25岁

26~ 35岁

36~ 45岁

46~ 55岁

55岁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或本科

本科以上

51. 8

48. 2

92. 6

5. 2

2. 2

8. 6

33. 7

22. 8

16. 2

12. 5

6. 2

8. 7

34. 8

49. 6

6. 9

职
业

人
均
月
收
入

企业职员

公务员

学生

自由职业者

其他

800元以下

800~ 1500元

1500~ 2200元

2200~ 2900元

2900~ 3600元

3600元以上

19. 8

28. 7

30. 2

12. 6

8. 7

22. 2

19. 3

15. 3

12. 5

16. 4

14. 3

(二 )消费者的消费动机

如表 2所示, 从年龄看, 不同年龄的消费者消费动机差

异十分明显, 青少年以体验学习的消费动机为主, 26~ 45岁

的中青年以社会交往的消费动机为主, 55岁以上老人的消

费动机则集中在观光旅游和康体健身上。从职业看,不同职

业的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体验学习的消费动机

为主, 但公务员、企业员工也表现出较强的社会交往动机。

从文化程度看, 文化程度越高的消费者, 休闲度假、观光旅游

和体验学习的消费动机越强, 文化程度越低的消费者 (学生

除外 ) ,餐饮购物的消费动机越明显。从收入水平看, 月收

入在 1500~ 29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者有较强的社会交往和

体验学习动机, 月收入在 3600元以上的高收入消费者的消

费动机则集中在休闲度假和体验学习上。这说明,消费者的

收入和文化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青睐康体休闲和体验参与性

强的高层次休闲农业 (学生除外 )。

(三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直接影响休闲农业的经济效益, 消费

水平的高低,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

如表 3所示, 湖南休闲农业市场上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基本上

呈正态分布, 约 65% 的消费者年均消费支出集中在 300 ~

600元之间,年均消费支出在 750元以上的只有 5. 6%。调

查还发现, 由于当前湖南休闲农业市场还是以 /一家一户 0

的 /农家乐0为主体, 在休闲的内容上, 大多局限于钓鱼、住

宿、棋牌、卡拉 OK等, 缺少特色和吸引力, 消费者普遍反映

缺少可消费的项目, 缺乏特色的服务, 其消费支出的 70%以

上都集中在饮食、交通的花费上。这说明, 湖南休闲农业市

场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总体偏低, 消费支出的结构还不合理。

表 2 湖南休闲市场消费者消费动机调查表 (% )

消费者

消费动机

休闲

度假

观光

旅游

社会

交往

康体

健身

体验

学习

餐饮

购物
其他

年龄

结构

18岁以下 15. 2 21. 8 14. 5 14. 2 25. 6 4. 4 4. 3

19~ 25岁 14. 6 18. 7 17. 9 14. 4 24. 5 5. 2 4. 7

26~ 35岁 14. 8 15. 5 22. 8 13. 7 16. 8 11. 5 4. 9

36~ 45岁 14. 3 15. 2 21. 7 14. 6 18. 2 11. 4 4. 6

46~ 55岁 16. 2 15. 4 19. 7 16. 2 17. 3 10. 3 4. 9

55岁以上 12. 5 18. 4 15. 4 20. 8 15. 9 10. 7 6. 3

文化

程度

初中及以下 14. 7 16. 9 15. 7 12. 4 22. 8 12. 2 5. 3

高中或中专 15. 6 17. 3 17. 1 12. 8 17. 1 15. 6 4. 5

大专或本科 16. 2 18. 7 17. 4 13. 2 18. 5 11. 3 4. 7

本科以上 17. 4 19. 3 16. 6 12. 6 20. 4 10. 2 3. 5

职业

结构

企业职员 15. 3 16. 3 17. 1 11. 6 18. 8 16. 7 4. 2

公务员 16. 7 15. 5 17. 3 11. 2 19. 4 15. 8 4. 1

学生 15. 6 18. 8 12. 6 16. 5 25. 5 6. 8 4. 2

自由职业者 13. 5 17. 7 15. 7 14. 4 21. 7 13. 2 3. 8

其他 17. 3 16. 8 15. 3 12. 5 19. 5 14. 2 4. 4

月收入

水平

800元以下 15. 1 19. 8 13. 3 11. 6 18. 4 15. 7 6. 1

800~ 1500元 17. 6 19. 3 10. 2 11. 5 19. 7 16. 3 5. 4

1500~ 2200元 18. 2 15. 4 18. 3 9. 1 20. 5 14. 8 3. 7

2200~ 2900元 20. 3 14. 6 16. 7 10. 9 21. 3 12. 4 3. 8

2900~ 3600元 21. 9 15. 5 14. 4 12. 4 22. 6 9. 3 3. 9

3600元以上 22. 8 18. 3 10. 1 15. 3 23. 8 6. 4 3. 3

表 3 湖南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消费水平调查表 (% )

消费水平 (元 /年 ) < 150 150~ 300 300~ 450 450~ 600 600~ 750 > 750

百分比 3. 4 12. 6 38. 2 26. 7 13. 5 5. 6

(四 )消费者的消费模式

湖南休闲农业按功能划分, 主要有旅游观光型、参与体

验型、休闲度假型、民俗节庆型四种类型 [ 4]。据此, 将休闲

农业市场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分为旅游观光、参与体验、休闲

度假、民俗节庆四种消费模式。调查发现, 有 40. 7% 的消费

者选择的休闲农业消费模式是参与体验, 28. 6%的消费者选

择的是民俗节庆,选择休闲度假和旅游观光消费模式的消费

者分别占 20. 3%和 10. 4%。由此可见, 消费者已不再满足

于走马观花式的农业观光游, 而是非常注重参与农事活动,

体验农耕文化以及乡风民俗、村寨气息。

(五 )消费者的消费感知

衡量消费者对休闲农业的感知质量, 主要应从食宿 (包

括价格、特色、卫生、种类 )、交通 (包括便捷性、舒适性、安全

性 )、娱乐 (包括项目种类、趣味性、参与性、价格 )、购物 (包

括农产品采摘和土特产的购买 )和顾客感知到的服务态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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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评价因子展开 [ 2]。根据 L ike rt五级尺度标准, 把消费者感

知的各评价因子和消费者感知的总体评价分为 /好、较好、

中等、差、极差0五级尺度。通过问卷调查, 得出湖南休闲农

业市场消费者的感知评价情况。如表 4所示, 湖南休闲农业

市场消费者的总体感受一般, 有 45. 2%的消费者对休闲农

业的综合感知评价为中等水平, 在 5个主要评价因子中, 消

费者比较满意的只有娱乐服务 ,并且消费者对食宿条件很不

满意, 有 56%的消费者认为食宿差或极差。

表 4 湖南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感知评价表 (% )

感知指标 好 较好 中等 差 极差

食宿条件 3. 8 10. 5 29. 7 38. 4 17. 6

交通条件 10. 7 18. 4 37. 2 23. 1 10. 6

购物条件 11. 5 17. 4 39. 3 22. 3 8. 6

娱乐服务 20. 3 32. 6 28. 7 13. 1 5. 3

服务态度 10. 5 12. 8 43. 2 21. 3 12. 2

综合感知 7. 8 15. 8 45. 2 22. 3 8. 9

(六 )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反映了消费者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

需求欲望。调查发现, 虽然消费者对湖南休闲农业市场的综

合感知评价只有中等水平, 但在关于消费意愿的调查中, 仍

有超过 60%的消费者表示愿意或非常愿意, 且有 26. 9% 的

消费者持中立态度。这说明, 休闲农业的消费需求旺盛, 消

费者大多渴望远离都市,遁迹山野, 到农村呼吸新鲜空气, 感

受自然淳朴的农家生活。

表 5 湖南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表 (% )

消费意愿 非常愿意 愿意 无所谓 不愿意 极不愿意

百分比 22. 7 39. 4 26. 9 9. 6 1. 4

(七 )消费者的信息来源

调查发现, 消费者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经营者的宣传、

旅行社、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获取休闲农业的消费信息

的。其中, 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获取信息的占 38. 9% , 通过休

闲农业经营者的宣传获取信息的占 16. 3% ; 通过旅行社获

得信息的占 11. 6% ; 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

的报道获取信息的占 12. 5% ; 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的占

3. 7% 。可见, 湖南休闲农业经营者的宣传力度是不够的, 消

费者了解休闲农业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

四  结论与建议

(一 )加强客源市场研究, 正确选择目标市场

根据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的结构特点,可将湖南休闲农

业的客源市场分为三个不同的级别,分别为: 一级客源市场,

即近距离客源市场, 以湖南省内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

等城市为主; 二级客源市场, 即中距离客源市场, 指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和重庆、湖北、江西、贵州、广西以及以京、津为中

心的华北市场、港澳客源市场; 三级客源市场,即远距离客源

市场,指境内其他省份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美国、加

拿大、东南亚等境外其他客源市场。从总体上看, 湖南省休

闲农业的发展应以一级客源市场为开发重点, 二级客源市场

为中长期目标,辐射三级客源市场。其中, 长株潭区应以本

省居民,尤其是长沙、株洲、湘潭的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外省市等地为辅助客源市场;湘中南区应以本省及粤港澳

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其他二级客源市场为辅助客源市

场;环洞庭湖区应以本地三市、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为

主要客源市场;湘西山区应以省内一级客源市场为主要客源

市场,以二、三级客源市场为辅。

(二 )开发体验式休闲农业产品, 提高参与体验项目的

比重

针对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动机、消费水平和消费

模式所具有的特征, 应开发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体验式休

闲农业产品,提高休闲农业项目的参与性、互动性, 满足消费

者对 /体验0的需求。如湖南常德的桃源县, 不但可以大力

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在阳春三月,让游客前来赏花踏青, 感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描绘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还可依托

/桃花节0,举办一些能增进感情、促进沟通的户外互动活动

和体验活动, 或者让前来观赏的城市居民亲手种植或 /认

领0桃树, 使其成为桃树的 /主人0。成为 /主人 0之后, 这些

城里人会非常关注 /自家果树0的成长情况,经常光顾果园,

给果树浇水、施肥、除虫。

(三 )加大宣传力度,拓宽信息传播渠道

针对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消费意愿和信息来源的特征,

树立整合营销传播的观念, 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除了增加

在报纸、电视等主要媒体上的广告投入外, 休闲农业经营者

还可通过联谊会、展览会、科普讲习、农业知识培训、新闻发

布会等方式,向消费者宣传自身的亮点、看点; 或者在休闲场

所的主要交通口、主要景区、市中心、车站、机场等地设置标

牌、发放传单; 也可利用各种节假日, 举办独具特色的节庆促

销活动;同时, 还应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 与周边知名的旅游

景点、景区联合起来进行宣传。此外, 还应加快休闲农业网

站和休闲农业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 各地市可建立专业休闲

网站,重点推介区域内的休闲农业资源。

(四 )合理布局,突出休闲农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湖南省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人文资源。针对休闲农业市场消费者文化层次较高、希望

感受特色乡村文化的特点,湖南休闲农业应结合各地的地域

特色和文化内涵分区发展。长株潭区应大力发展依托红色

革命文化的休闲农业,在长沙主要依托:花明楼刘少奇故居、

橘子洲头、雷锋纪念馆等 ;在株洲主要依托茶陵革命老区;在

湘潭主要依托: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铜像、滴水洞、毛泽东纪

念园、韶山铭园等。湘中南地区应大力发展依托湖湘文化和

农耕文化的休闲农业,主要可依托:中华人文始祖舜帝陵、全

国最大的摩崖石刻浯溪碑林、湖南最大的文庙宁远文庙、被

誉为瑶族世外桃源的千家峒、人类最早种植稻谷的遗址玉蟾

岩、祁阳祁剧、瑶族歌舞、农民磨漆画、紫鹊界秦人梯田等。

环洞庭湖区应大力发展依托湖湘文化和洞庭湖水文化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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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农业, 主要可依托: 潇湘八景中的 /江天暮雪、洞庭秋月、

远浦归帆、渔村夕照 0四景、桃花源、沅江鹿湖芦苇场、岳阳

团湖、湘阴青山岛渔村、岳阳楼, 屈子祠、杜甫墓庐、二妃墓、

柳毅井等。湘西山区应大力发展依托民俗文化的休闲农业,

主要可依托: 皇都文化村、百里侗文化长廊、湘西德夯苗寨、

凤凰古城、王村古镇、梯玛神歌、仗鼓舞、傩愿戏、土家打镏

子等。

(五 )改善经营管理, 逐步建立休闲农业企业准入制度

针对湖南休闲农业市场大多数消费者对休闲农业的综

合感知评价为中等水平的情况, 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逐步

建立休闲农业企业准入制度,主要包括: ( 1)持证经营, 办理

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工商注册登记、税务注册登记等。

( 2)经营场所有较完备的配套设施,如停车场地、收费标准、

游客须知及投诉电话等, 服务设施和安全设施以及就餐环

境、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符合卫生、环保、消防、安全等方面

的规定和要求。 ( 3)依法经营、合理收费、公平竞争、诚实守

信,为游客提供健康文明的优质服务。 ( 4)经营管理和服务

人员应参加休闲农业管理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 并持证上

岗。 ( 5)以农业生产经营 (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及加工业 )为

基础,以农业产业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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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Analysis on Consum er. s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alAgricultureM arket in Hunan

ZHANG Gu-i hua

( H unan Env ironm ent -B iological P olytechnic, H engyang 421005, China )

Abstrac t:  U sing samp le surveym ethods, a survey w as conducted on the consume rs o f recrea tiona l ag ricu lture ma rket in H unan,

and the charac teristics w ere ob tained about the structure of consum ers, consum ption m otivation, consumption leve ,l consump tion pa-t

ter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consum ption desire and in fo rm ation source. And based on these charac teristics, som e adv ices w ere g iven

on how to prom ote the deve lopm en t of recreational agr iculture in H unan.

K ey words:  Hunan;  recreational agr iculturem arke t;  consum er. s charac 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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