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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在助力乡村振兴和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乡村发展的经济、文化

和环境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采用

扎根编码的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编码，总结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分别为

基础设施、利益主体、品牌建设和脆弱性背景，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基于

此分析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在这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接着从政府、企业、村民和游客四

个相关的利益主体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训和提高村民

素养等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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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ssi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environ-
mental aspect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jects new momentum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grounded coding,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ere summarized,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stakeholders, brand build-
ing, and vulnerability backgroun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se four aspec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are analyzed. Then, 
the reasons are analyzed from the four relevant stakeholders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villag-
ers, and tourists. Finally, the pa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is proposed, including promot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and improving villag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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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旅游业作为乡村产业发展过程的重要路径，在助力乡村振兴和促进乡村地

区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乡村发展的经济、文化和环境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旅游

业可以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带动乡村地区经济活力的同时，

可以推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实现经济多元化[1]。同时乡村旅游业通过创新的商业

化将传统文化融入乡村的现代发展中，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当地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此外乡村旅游有助于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地方建设乡村旅游度假区同时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是乡村旅

游发展依旧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2]。早在 2021
年，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发布了《“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和《“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

创新规划》，提出了“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和“积极发展智慧旅游”的发展战略部署，并对如何

实施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数字化创新发展作出了详细规划，指出数字化是促进各个产业发展的新的选择路

径方向，因此旅游产业实现数字化升级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本研究采用扎根编码的方法，选

择 Y 市的乡村旅游地区作为调研地点，调研目前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进行原因分析，从

而探索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了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经典的质性研究的方法之一，过程主要包括开放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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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其核心是强调在不断比较过程中把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范畴化和理论

具体化的工作[3]。 

2.2. 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选择了 Y 市某地乡村旅游景区作为调查地点，对当地的村民、来游玩的游客以及相关的工作

人员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这些访谈的进行是在去年的暑假社会实践期间。共与 10 名当地村民，11
名来游玩的游客、5 名相关工作者以及 2 名旅游公司管理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情况见表 1。主要针

对当地的村民和游客来进行深入访谈，在被访谈者知情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录音笔记录。最后将整理出

的文字材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编码，并预留 3 份访谈资料用于饱和度检验。 
 

Table 1. Interviewee information 
表 1. 访谈对象情况表 

访谈对象情况 

访谈对象 人数 占比 

当地的村民 10 35.7% 

游客 11 39.3% 

工作人员 5 17.9% 

旅游公司管理人 2 7.1% 

3. 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分析 

3.1. 开放式编码 

扎根编码的第一阶段就是开放式编码，通过对收集到的访谈记录不断进行解读，一步一步的分析提

炼，然后把原始资料概念化、范畴化，本文总结出 46 个初始概念，接着对初始概念进一步范畴化[4]，得

到服务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人才的引进和培训、政策的支持等 13 个基本范畴，限于篇幅，仅展示部

分编码，见表 2。 

3.2. 主轴编码 

在经过开放性编码之后，通过聚类每次只对一个类属进行分析，并寻找其中的相应关系，从而发现

和建立范畴之间的潜在的逻辑联系，最终确定主范畴。对上述的开放性编码得到的 13 个范畴进行主轴式

编码，最后总结出四个主范畴，分别为基础设施、利益主体、品牌建设和脆弱性背景。各主范畴及其相

对应的范畴内涵如表 3 所示。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对主轴编码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分析，总结出核心范畴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

素，受到产业内部因素和产业外部因素两方面的影响，产业内部因素主要是品牌建设和脆弱性背景，产

业外部因素主要有利益主体和基础设施。基于此，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

图 1。 

3.4. 饱和度检验 

为确保上述结果的正确和有效，同时为了避免信息的缺失和遗漏，本文预留了 3 篇访谈记录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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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pen coding process 
表 2. 开放式编码过程 

开放式编码过程 

访谈资料 初步概念化 概念化 范畴化 

a1：来这边很惊喜的是这边的景点有二维码，扫一

扫就可以了解每一个景点的位置、游客中心的位

置，没想到在乡下也有这么方便的体验 
a2：来这边整体上还好，但是感觉基础设施还不够

完善，公交车只到原来景区的大门，不到新的东晋

水城景区那边 
a3：其实景区的关于智能化设施的操作人员还是比

较少的，有时候还需要附近村庄的大学生志愿者帮

忙 
a4：另一方面愿意来我们这种在乡下的景区的工作

的也比较少，很多培训好了，结果没多久就离开了 
a5：虽然景区的建成，我们村里有些人也进去工作

了，但也只做做扫扫垃圾这样的工作，也做不了其

他的工作 
a6：原来一家人来这边还很期待有什么有特色的东

西，但这里面和其他景区也相差不大，全是差不多

的小吃，还有旅游周边，没什么好玩的，下次不来

了 
...... 

(共 258 条原始访谈语句) 

a1：景区智能化建设给游客较大

的惊喜 
a2：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不完善 
a3：景区的工作人员的水平还有

待提高，缺乏专业人才 
a4：乡村人才流失较为明显，待

遇留不住人 
a5：乡村村民的受教育水平较

低，在旅游产业发挥的作用较小 
a6：乡村旅游的内容存在同质化 
a7：政府提供了硬件软件支持 

a8：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 
a9：发展初期客流量尚可 
a10：品牌建设缺乏特色 
a11：政府的扶持力度大 

...... 

A1：景区数字化

建设 
A2：交通基础设

施不完善 
A3：人员的工作

水平 
A4：人才流失 

A5：乡村村民的

作用 
A6：乡村旅游景

区内容同质化 
A7：政府的支持 
A8：青壮年劳动

力流失 
A9：游客数量 
A10：品牌建设 

...... 
 

B1：乡村旅游服

务智能化 
B2：交通不便利 
B3：人才的引进

和培训 
B4：政策的支持 
B5：农民的综合

素质 
B6：景区内容同

质化 
B7：宣传渠道 

...... 
 
 
 
 

 
Table 3. Main category and corresponding category 
表 3. 主范畴及所对应范畴 

开放式编码过程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薄弱 

交通不便利 

乡村旅游服务智能化 

利益主体 

政府支持 

农民的综合素质 

人才的引进和培训 

游客个体心理因素 

品牌建设 

景区内容同质化 

宣传渠道 

本地特色文化资源 

定制化营销创意不足 

脆弱性背景 
旅游行业脆弱性 

传统生计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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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图 1.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饱和度检验，对“春节来的时候路太堵，根本找不到地方停车”，“没有看出景区或者仿古建筑与东晋

水城有什么关系，和其他地方的古镇差不多，没有什么意思”，“找不到游客中心，问保安说不知道，

景区路标不清晰，问保安还是不知道，完全没有服务游客的意识”等等原始语句重复了上述的扎根操作

流程，所提取的范畴依旧是交通基础设施不行、景区缺乏特色、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行等，可以包含在

基础设施、利益主体、品牌建设和脆弱性背景四个主范畴中，没有新的概念和范畴产生，符合上述的理

论模型。因此当前结果趋于饱和，真实性和有效性得到了验证。 

4. 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 

4.1. 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的研究发现，乡村旅游景点配套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仍需要完善。首先，许多乡村旅游的目

的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出现网络覆盖不全面、网速较慢、数字化旅游平台建设相对薄弱等等

问题，甚至有些乡村地区没有网络，导致游客难以及时获得所需的信息，游玩体验感极差[5]。其次乡村

旅游景区的智慧交通系统和智慧化景区建设较为薄弱，一方面大部分的乡村旅游地区目前都没有构建智

慧化交通设施平台，在旅游高峰期节假日，容易导致交通拥挤、停车难的问题。如调研的 Y 市大纵湖旅

游度假区的车位仅有 200 个，在春节旅游高峰期景区的车位严重不足，占用道路两侧，造成严重的交通

堵塞。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景区存在智能设施后期存在维护不到位的情况，在初建时投资巨大，设施完备

齐全，但后期经营效果不行，缺乏相应资金对其保养维护，会出现智能设施闲置的情况。 

4.2. 利益主体方面的问题 

从利益主体的角度来看，乡村旅游的利益主体有政府、游客、乡村居民以及景区工作人员等。经过

调研和扎根发现，乡村旅游一方面缺少高质量的数字化综合人才，目前数字技术已经应用在了乡村旅游

的很多方面，但目前乡村旅游在招收培训的人才时还是会局限在旅游业相关的专业人才，容易忽视数字

化所需的综合人才的引进和培训[6]。因此会出现乡村旅游景区空有智慧化的设施，却没有相关的人才去

操作，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目的地村民的数字素养还需要提高。部分景区的工

作人员由附近的村民担任，但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数字素养的人才选择主动回乡很少，更多的会留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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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好的大城市就业。乡村的绝大部分人是由老人、妇女、孩子构成，他们的数字化意识和素养不高[7]。
因此尽管大部分的乡村村民现在都拥有电子设备，但他们不懂得如何去运用这些数字技术，只会简单使

用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功能，从而难以跟上数字旅游业的发展，不利于乡村旅游的长期发展。 

4.3. 品牌建设方面的问题 

从品牌建设角度来看，正如上述的扎根编码的结果，首先在当今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可以借助

互联网的传播信息快而广的优势进行宣传，但能够成功吸引游客的停留的却少之又少，其根本原因是内

容同质化[8]，各个景区大同小异的义乌“特产”和连锁的小吃店缺乏独一无二的个性，因此在当今数字

化背景下，借助互联网来推广乡村旅游没有一个独特的品牌形象是走不通的。其次利用数字化宣传效果

不显著，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宣传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但大部分乡村旅游景区没有建设相关的网站，缺

乏数字营销的相关经验，没有充分挖掘数字化的优势[9]。主流媒体平台的账号粉丝较少，曝光度较低，

其特色的传统文化、美食、景色没有办法让潜在的游客知晓，影响了其客流量与知名度运营。 

4.4. 脆弱性背景方面的问题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背景的影响。通过实地调研和扎根编码，发现前三

年长期的疫情给旅游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造成巨大的冲击，旅游业的脆弱性也随之暴露。在数字化背景

下，数字技术被应用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随之乡村旅游的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个

人信息泄露风险支付安全风险、网络欺诈风险等等。如乡村旅游涉及到游客的个人信息，如姓名、联系

方式、身份证号等。如果这些信息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就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游客的隐私泄露和

财产损失，这也是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脆弱性[10]。此外，乡村旅游业跟旅游业一样受到高度依

赖外部环境、政策支持以及市场的性质的影响，在市场需求以及为游客提供服务体验方面比较容易被突

发公共事件和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 

5. 原因分析 

在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从政府、乡村旅游相关企业、游客和乡

村村民这四个不同的主体去进行分析。 

5.1. 政府主体 

从政府层面来看，首先是政府对于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和引导上还比较欠缺。

尽管目前我国政府能够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旅游中的广泛应用和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受传统思维限制，部分乡村旅游地区的政府依然缺乏明确的数字化发展规划，相关的乡村旅游

数字化的法规和标准还不够完善，以及相关的优惠政策较少等等。其次是政府对于乡村旅游的数字资源

整合和利用的力度不足，缺乏统一的乡村旅游数字化服务平台，导致乡村旅游的数据资源分散，共享程

度低，各地区难以协同发展[11]。同时，随着在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市场监管和服务体系不完

善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监管手段相对弱后、提供的数字化服务的水平参差不齐等等。此外受限乡镇地

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于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化综合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和税收优惠等等投入有限。 

5.2. 企业主体 

从企业这一主体分析，首先是数字技术应用的力度还不足，大多数乡村旅游的企业基本上都只是中

小企业，甚至是合作社等微企业。虽然发现了数字技术对于乡村旅游的积极作用和潜能，但对数字技术

的了解还局限在网站运营和简单的微信公众号宣传层面，缺乏更深层次的应用，如电子商务、大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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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12]。同时乡村旅游企业大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汇报以及资金有限，因此其不愿意进行数字化进一步

的升级投资，从而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改进和提升服务，不能利用数字技术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

定制服务，导致产品和服务缺乏特色。使得游客体验不够便捷，也限制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拓展能

力。 

5.3. 村民主体 

从村民主体角度分析，首先是部分村民对于数字化乡村旅游的概念、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

对于乡村旅游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上，观念较为落后，满足于现状，缺乏创新和变革的动力。

其次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农村人口空心化，大部分的乡村的构成是老人、小孩和妇女，受到教育程度和知

识水平的限制，一方面许多村民可能缺乏数字化技能，比如线上销售、网络营销、在线预定等等，使得

村民很难运用数字化技术去宣传乡村旅游的特色和产品，从而难以提高其知名度[13]。另一方面一些乡村

干部和村民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在数字技术上投入足够的资金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此外为了自身的

利益最大化，一些村民之间、村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不足，从而可能导致数字化乡村旅游发展

过程中产生问题。 

5.4. 游客主体 

在数字化背景下，从游客这一主体分析，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

先是游客对乡村旅游目的地信息获取和传递存在一定的难度，由于传统的乡村旅游营销手段主要是线下

推广和传统媒体广告，这在数字化时代显得单一且效果有限。乡村旅游在数字化营销的方面较为滞后，

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往往难以获取到真实、准确、及时的旅游信息。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选择旅游目

的地、了解旅游项目、安排行程等方面遇到困难[14]。同时，由于信息传递不畅，游客的需求和反馈也难

以被乡村旅游从业者及时获取，这影响了服务质量的提升。此外从游客的角度看，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

中，可能会遇到个人信息泄露、网络安全威胁等问题。 

6. 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 

6.1. 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出数字旅游新业态 

数字化赋能乡村旅游，首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加快推动乡村旅游各类基础设施数字化，如

无线网络覆盖、电子支付等，构建“乡村 + 旅游 + 互联网”的数字旅游新业态，提升乡村旅游的便捷

性和舒适性[15]。其次针对实践调研过程发现乡村旅游中交通不便捷和最后一公里停车难等问题，一方面

可以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建设智慧交通平台。借助智慧化交通平台，游客可以合理规

划出行安排，在预测出现拥堵路段时及时安排交警进行指挥疏通，让游客一路畅通，顺利到达。其次在

解决乡村旅游停车难的问题时，一方面可以推进停车管理信息化和智慧化，运用物联网技术进行大数据

分析，实时分析整个区域的剩余车位的数量、分布以及车位周转率并及时将数据公布在智慧交通平台上，

提升车位的流转率。 

6.2. 引进和培训数字化人才，提高村民数字素养 

数字化背景下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引进和培训旅游业和数字化人才，提高村民的数字素养。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缺少专业的人才是制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5]。针对这个问题，首

先乡村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数字化和旅游人才引进政策，从住房、养老等方面入手，给与政策保障来解

决人才留下的后顾之忧。其次乡村旅游景区可以与高校和数字化企业建立起合作机制，一方面景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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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学生提供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高校通过建立相关的培训课程和项目，提高旅游专业学生的数字

化技能和应用能力，而景区和数字化企业之间可以建立数字化技术人才交流平台进行信息共享和技术创

新，吸引更多企业为乡村旅游业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持[16]。此外很多乡村旅游景区的部分工作人员都是由

当地的村民担任，因此还需要提高当地村民的数字素养，通过让村民切身感受到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作用，

然后开展培训班、开办讲座等方式来加强村民的网络意识和技能，提高村民的数字素养，从而推动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 

6.3. 促进乡村旅游与数字化融合，加强特色品牌建设 

促进乡村旅游与数字化融合，加强特色品牌建设，是推动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首先可以提升乡村旅游的数字化水平。这包括建设乡村旅游网站、移动应用等数字化平台，提供

在线预订、导览、解说等服务，方便游客获取旅游信息并进行行程规划。其次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广

乡村旅游，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数字化手段，通过发布精美的图片、短视频等内容，展示乡村的自

然风光、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或者与旅游达人、网红等合作，开展乡村旅游直播、分享等活动，吸引

更多游客关注和参与，增加乡村旅游的曝光度和影响力[17]。还可以深入挖掘乡村特色资源，结合乡村旅

游资源和游客需求，运用数字化技术根据当地的特色建设独特的乡村文化品牌，如将乡村旅游与中医结

合，建设“康养游”的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将乡村旅游与戏剧结合，建设“农耕戏剧文化”的乡村文化

旅游品牌等等。 

6.4. 利用数字化建立旅游市场信任关系，减少旅游业脆弱性 

三年持续的疫情暴露了传统旅游业的脆弱性，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提

供了一个方向，因此可以利用数字化建立旅游市场信任关系，减少旅游业的脆弱性。首先针对游客的需

求，让乡村旅游产业的上下游和企业的内外部以及相关的每个市场主体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在供给侧进行

创新，发挥数字生产力的作用，建立起各方更坚韧的信任关系，共享数字经济的价值。其次可以建立乡

村旅游各方面的数字化共享平台，整合产业资源，相关的企业可以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深度合作，中小

企业通过平台可以借鉴行业“领头人”成功的探索经验，促进乡村旅游资源数据的数字化采集与存储。

然后，还需要在数字化背景下加强乡村旅游业各方的合作，例如乡镇政府可以为数字化下乡村旅游的发

展提供一些政策保障，政府和企业之间可以合作联合举办一些类似美食节和风筝节等等大型活动，形成

多方合作共赢的局面。此外，加强数字技术的安全性，保护数字化平台数据的安全和用户的隐私，也是

利用数字化建立旅游市场信任关系不容忽视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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