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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分析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问题研究六
◇宋咏梅亢会芳(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西安7l0054)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基础，融入乡村文化、生态、休闲等多种元素，以休闲度假为主

要方式的旅游形式，具有产品结构合理、特色鲜明、服务质量高、市场竞争充分等特点。随着相关政策的

出台，乡村旅游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乡村旅游正在逐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式。然而．面对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需求，乡村旅游存在激烈竞争下的“同质化”I、严

重等问题．如何加快推进乡村旅游的品牌建设，更好地满足广大游客服务质量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余可发撰写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研究：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一书由经济

管理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该书结合典型案例对特色旅游品牌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乡村旅游需要

加强品牌建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随着现代农业理念与旅游消费理念进一步融合和创新，乡村旅游正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发展

方式也从单一的观光型旅游逐步转变为休闲度假型产业。但是，由于乡村旅游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发展

水平有待提升，品牌化建设仍需不断加强。该书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多样化的案例进行归纳和总结。在

乡村旅游案例中，游客可以参与到文化体验、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等不同活动中，通过参与活动感受不同

乡村旅游带来的乐趣，了解农耕文明、地域文化及民俗风情。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游览乡村美景和品尝山

珍美食，还能体验民俗风情、了解农事农艺．亲身感受农耕文明对自然生态及人文社会等的影响。作者认

为，乡村旅游可以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使身心得到放松，获得美好幸福感。

针对书中案例，作者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如案例中的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

由于相关产业缺失、市场开发相对滞后，导致品牌效应没有发挥出最大效用。因此，作者提出乡村旅游目

的地品牌创建应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提升自身价值和竞争力，为乡村旅游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首先，

要以消费者为中心，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旅游产品

和服务，积极与游客互动，让游客有获得感。其次，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旅游企业的积极作用，作为旅

游品牌建设和经营的主体，要充分认识旅游企业在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再次。要对现有的农村旅游品牌进

行塑造与整合，形成品牌效应，树立品牌意识，完善旅游目的地配套功能及设施，加强技术创新，建设完

善的电子商务系统，做好宣传营销和服务。

当前．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何推动和满足广大游客对“吃、住、行、

游、购、娱”六要素的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是未来乡村旅游

行业发展的重点之一。未来。我国旅游市场将持续增长，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成为乡村旅游产品发展

的方向。针对旅游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同质化竞争、同质化发展等问题，作者进行了反思。乡村旅游必须坚

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品牌建设贯穿到行业发展的始终。通过对市场消费需求的精准分析和营销

策略的合理运用，推动旅游产品不断升级，服务不断完善，品牌不断扩大，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该书依

据理论建构和案例分析归纳总结的发展路径，条理清晰，提出的培育发展特色资源、推进乡村产业与旅游

、比深度融合等发展建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s项目来源：西安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项目“陕西文旅融合发展态势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J21sz(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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