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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旅游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以河南省高校为例，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大学生旅游态度、旅游动机、旅游影响因素、旅游时空特征、旅游偏好、旅游消费、出

游方式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前我国大学生旅游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开拓大学生旅游

市场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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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ge student tourism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ourism market．The tourism be—

havior is ver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Based on a survey with 500 samples collected from five uni—

versifies in Henan province-tourist attitude，tourist motive-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tourism-the space-

time for the tourism。tourism preference。tourism consumption and tourism way are analysed．The unique—

ness of the tourist market of college stud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summarized and out exiting

problems are pointed-and then som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exploit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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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学生目标市场作为

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之快，潜力之巨大，

越来越受到旅游界的关注。针对学生旅游市场，赵

幼芳[1]曾做了初步研究。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细

分和大学生旅游的快速发展，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

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如霍力[2]关于大学

生旅游消费心．理分析，中山大学的李丽梅[3]和朱

镇[43关于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研究，以及刘静艳[5]关

于大学生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分析等。

然而，国内针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专门研究，特

别是全面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缺乏

数据资料和实证分析，或数据仅来源于某一很小区

域范围内，因此数据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另外，由于

区域差异、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的不同，大学生旅

游行为也表现很大区域差异性。如国外的一份抽样

调查显示[6]，在世界各旅游目的地中，青年旅游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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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旅游者的比例为：美洲42．9％，欧洲49．0％，非

洲34．0％，亚洲38．7％，大洋洲34．0％。可见，旅

游行为区域差异性表现非常明显。鉴于此，并针对

中部地区大学生旅游市场调查研究的空缺，研究选

择了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

学院、河南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研究，试

图找出区域大学生行为特征，为开拓区域大学生旅

游市场提供参考依据。

一、调查和分析方法

(一)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填写问卷和访谈的方法，对河南大学、

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学院和河南农业

大学等5所高校2000级、2003级的500名在校本

科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为了增加

数据的可靠性，在时间上选择“五一”旅游黄金周之

后的5月8日(2004年)。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

一年级158份，男生77份，女生81份；二年级122

份，男生63份，女生59份；三年级146份，男生80

份，女生66份；四年级46份，男生20份，女生26

份。回收有效问卷472份，有效率94．4％，数据样

本基本上满足了分析的需要。

(二)采用统计和对比分析方法

对整理的调查数据，采用了通用的统计软件包

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客观、直观、可信的结果。然

后，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与其他区域的

大学生旅游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结果分析一、毒口木7】17I

旅游市场就其狭义而言，是指总体上的旅游需

求，即旅游客源市场。就其广义和实质而言，则指在

旅游产品交换过程中所反映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

和。旅游市场的基本矛盾是旅游产品的需求和供给

的矛盾，旅游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充当连接供给和需

求之间的桥梁o[73本文研究对旅游市场的范围采用

了广义的界定。大学生旅游市场是旅游市场中的一

个细分市场，进行市场需求特征分析是开发旅游市

场的前提。

(一)大学生旅游态度分析

大学生整体上表现出积极的出游态度，但出游

态度的差异性表现明显。从调查的数据(见表1)

看，其中有72．25％的大学生对旅游持赞成态度，

25．42％的大学生持无所谓态度，仅有2．33％的大

学生对出游持反对态度。

表1 大学生旅游态度统计

在对大学生旅游持“无所谓”态度的访谈中发

现，大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经济条件限制了他们的

出游。即便如此，四年级相当一部分学生计划在毕

业前到自己向往的旅游目的地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

“毕业旅游”。与李丽梅[33对中山大学的相关调查结

果(大学生出游意愿在96．8％以上)相比，可以发

现，大学生出游态度表现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展

水平高的地方，大学生出游态度更积极，而经济发展

水平低的地区，大学生出游态度表现相对较低。

(二)大学生旅游动机分析

旅游动机是产生旅游需求的内在驱动力，是具

体购买行为的依据。由于大学生思想活泼，热情奔

放，善于猎奇，富于想象，憧憬未来，追逐新潮，所以

外出旅行，去更多接触和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他们习

惯性的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观光占73．09％。体验

新生活52．75％，摆脱学习压力30．08％，探亲访友

17．37％，学习17．37％，在陌生地方交朋友4．05％。

分析认为，大学生旅游动机多以观光娱乐为主，探险

修学为辅，同时也表现了大学生旅游需求的多样性

特征，文化或精神动机是大学生出游的主要动机，交

际处于次要动机。这一调查结果与李丽梅等对中山

大学大学生的旅游动机的调查结果(游览风景名胜、

著名历史古迹、体验新生活都在70％以上，摆脱学

习压力、探亲访友都在40％以下)是基本吻合的。

(三)影响大学生旅游的因素分析

影响旅游的因素很多，其中大学生旅游的限制

性因素有经济条件、闲暇时间、体力因素等。调查结

果显示，大学生旅游影响因素中最大因素是经济因

素，占旅游影响因素的78．81％；其次是时间因素，

占12．92％。经济、时间因素成为其旅游的主要障

碍，而且大学生旅游影响因素中，男女生表现出几乎

完全相同的特征(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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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大学生旅游影响因素

同时，在本次大学生旅游经费来源的调查中显

示，大学生旅游经费主要来自家庭、奖学金、勤工俭

学，分别占73．31％、3．00％、10．17％。因此，家庭

富裕的同学可能会有更多的出游机会和更高的旅游

消费，这与他们的经济支付能力有关。另外，时间因

素也成为大学生旅游的另一个限制性因素。大学生

闲暇时间相对比较多，但是其时间具有一定的特征。

在节假日之余，他们的时间显得相当有限。因此，大

学生这一旅游者群体有自身的特殊性，它决定了大

学生在出游目的地和时间选择上会表现出明显的时

空特征。

(四)大学生旅游的时空特征分析

1．空间特征分析。旅游空间行为是人们在地域

上进行旅游和游玩的过程oca]按涉及活动的范围的

大小，可将其分为省内游、国内游、国际游。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省内游的百分比是59．96％，国

内游是39．62％，海外游为0．42％(见表2)。可见

大学生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符合旅游的距离衰减规

律，即旅游人数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表2大学生旅游空间行为特征

2．时间特征分析。大学生出游时间具有明显的

季节性特征。调查结果显示，双休日占大学生出游

时间的17．16％，法定节日34．75％，寒暑假

39．83％，其他8．26％(见表3)，出游时间主要分布

在假期较长的法定节日、寒暑假等；同时大学生出游

天数也呈现一定的特征。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出

游时数多在2—5天，所占比例为59．11％；其次是

24小时以内游，占20．55％；大学生旅游时数超过一

周的很少，仅占5．9％，而且多集中在假期较长的寒

假和暑假，旅游平均停留时间为4．8天。

表3大学生旅游时间分布

(五)大学生旅游偏好分析

旅游者由于他们的兴趣、能力、气质和性格的不

同，构成了各自的个性特征。对大学生旅游偏好调

查表明，大学生到自然风景区、人文历史古迹区和民

族风情区去的比例分别为28．8％、54．4％、46．8％。

因此，大学生在认识活动、情感和意向活动方面都存

在一定的差异。但作为大学生这一群体，往往也表

现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和需求。

(六)大学生消费行为分析

大学生旅游费用较低，追求经济实惠，旅游花费

表现很大的区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首先，大学

生旅游消费表现很大的区域差异性。在本次调查访

谈中发现，大学生的旅游费用多在300元左右，比中

山大学的调查结果旅游花费平均408元少108元。

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大学生旅游消费较经济发展较

低的地区平均消费高。其次，大学生旅游消费也表

现很大的个体差异性。据武汉大学特殊消费调查显

示[9]，大学生年支出均值为8 383．96元，年消费最

高的达到18 50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 100元。

其中，大学生在旅游消费方面占很大的比率。武汉

大学生一年的旅游费用最高达到1 000元以上，最

低的只有100元左右。最后，大学生消费心理也表

现为独特的心理个性。在对大学生访谈中发现，大

学生消费心理表现为具有追求新颖，显示时尚，突出

个性，张扬自我，感情丰富，易于冲动特性，同时大学

生消费表现出讲究经济实惠的特征。

(七)大学生出游方式分析

大学生出游方式主要以团体出游为主。调查结

果显示，团体出游所占的比例为79．87％，单独旅游

比例为12．71％，学生参加旅行社组织旅游的比例

仅为1．06％(见表4)。在访谈中发现，大学生很少

参加旅行社组织旅游的原因，一是费用较自行组织

的要高出很多，二是旅行社的服务不能够满足大学

生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和旅行社的宣传不够。

表4大学生出游方式

(八)期盼的旅游目的地分析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在调

查问卷中设置了“你下次最想去的目的地是——”自

填式题目。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填写了距离自己

较远的和比较有名的旅游地和景点。比如苏州园

林、浙江西湖、云南大理等。想去的旅游城市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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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大连、南京等。旅游景点主要有五岳名

山、九寨沟、浙江西湖等。想去旅游省份主要有云

南、西藏、海南等。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更期

盼到较远的、比较有名的和平常没有机会到达的旅

游目的地去旅游。

三、开拓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对策

(一)大学生旅游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基本矛盾是大学生旅游产品

需求和产品供给的矛盾。上面对大学生的需求特征

分析表明，大学生旅游行为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多

样性的特征。

然而，当前我国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正处在

探索性阶段，旅游市场供给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界对大学生旅游

市场的潜力潜力认识不够，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其潜

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次，大学生旅游产品针对

性不强，产品类型较为单一，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多样

性需求；第三，票价设计欠合理，当前我国的旅游产

品价格设计很少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票价对

于大学生来讲相对较高。

(二)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对策

大学生旅游市场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搞好大学生旅游市场不仅是旅游业界和教育

部门要做好的工作，同时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协

调和相应的政策支持，共同构建新时期大学生旅游

网络，全面培育我国大学生旅游市场，为我国旅游业

持续发展和经济建设增添新的亮点。

1．打造适合大学生需求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

是吸引游客、开拓市场的基础。要有针对性的开发

大学生旅游产品，改变旅游产品单一、市场针对性不

强的弊端，形成适合大学生旅游产品系列。在产品

设计方面，要突出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主题的特

色结构，以及观光、娱乐、专项旅游构成的旅游等级

结构，并有重点地开展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以适应

大学生多样化的需求，使他们在旅游过程中达到放

松、休闲、娱乐、学习的目的。在路线设计方面，要借

助大学生长假开发长途旅游线路和双休日开发短途

旅游路线。

2．设计灵活多变价格调控体系。旅游价格制定

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旅游产品的竞争力，影响旅游

市场开拓的效果。大学生出游的最大障碍是经济因

素，旅游票价是否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旅游决

策。因此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改进学生门票半

价制度，设计灵活多变的票价调控体系，如双休日票

价体系、长假票价体系、日常票价体系等，从而把潜

在的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

3．打通高校旅游信息渠道。旅游促销是促进旅

游产品销售的多种手段的综合。如广告、宣传、参加

或举行博览会、毕业分配活动等。大学生旅游宣传

促销要朝着多元化(网络化、现代化)、多渠道(人员、

现代技术手段等)的方向发展，并在高校实施适当的

感情促销。要将广告促销、人员推销、网络促销及公

共关系促销等多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

整体的促销组合系统，以获得最佳的促销效果。

4．健全学生旅游的政策支撑体系。完善政府、

企业、金融、学校四位一体政策支撑体系，拉动大学

生旅游需求，开拓大学生旅游市场。采取政府主导，

企业投入的形式，开发一批大学生专项旅游产品和

综合服务设施；由政府引导，企业和交通部门协调，

完善学生旅游票价格优惠制度；积极推动银行业向

大学生提供旅游消费信贷服务政策[103；政府和学校

联合设立大学生旅游专项基金，积极推动修学旅游，

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繁荣我国大学

生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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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陈顺明.王兆燕.CHEN Shun-ming.WANG Zhao-yan 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分析及市场开发建议--以长沙市

高校为例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2)
    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其潜力巨大,却备受冷落.正确把握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特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根据对长沙市高校

大学生旅游意向的抽样调查数据,深入探讨了大学生群体的旅游心理及行为特征,总结了大学生旅游行为的一般规律,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开发大学生旅游市

场的建议.

2.学位论文 杨瑞 西安市大学生旅游行为模式研究 2006
    西安市大学林立，大学生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但长期以来旅游企业缺乏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正确认识，而学术界对于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研究也才刚

刚起步，研究层面较浅，研究成果缺少科学方法的检验，难以令人信服。尤其对西安市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使得西安市大学生旅游市

场的开发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

    基于以上原因，本论文吸收和借鉴旅游消费者行为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以西安市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普通旅游者行为的对比和对大学

生旅游需求和消费过程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总结出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特征、影响旅游消费行为因素以及大学生旅游偏好的差异，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

议，希望对开发西安市大学生旅游市场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研究大学生的旅游需求特征。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西安市大学生对旅游的态度非常积极，而且旅游态度

中的知、情、意相当一致，这说明西安市大学生拥有非常高的旅游热情。同时我们通过因子分析和频数分析的方法，将大学生的旅游动机划分为六种

，其中求知动机、缓压与归属动机、娱乐与情感动机以及实践与访友动机成为大学生旅游的主要动机。研究结果还表明大学生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目的地

的偏好与实际到访的旅游地有一定差异。大学生最喜欢的旅游资源类型是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最喜欢去的旅游目的地是四川、

云南、西藏、陕西、国外和北京。而大学生实际到访的旅游目的地却主要集中在以人文古迹为主的陕西地区，且距离越远，到访率就越低，这与他们的

旅游目的地偏好表现出不一致。

    第二，研究大学生的旅游消费特征。研究显示，大学生的旅游消费行为表现出与其经济能力和特殊的生理、心理相适应的特点。据调查，大学生的

旅游经费主要来源于父母和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而他们出游前考虑最多的是景点价格和个人经济条件，表现在对交通、住宿和购物品的选择上

，也主要以火车、同学亲友家和物美价廉的土特产品为主，而且在景点的停留时间短，消费额也少，足见经济能力低是制约大学生出游的主要瓶颈。而

大学生喜爱自由，不愿受约束以及善于接受新事物等个性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出游方式和旅游信息渠道选择上，更愿意参加自助式或班级组织的旅

游活动，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如亲友推荐、电视、网络等获取旅游信息。

    第三，研究影响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作者应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对以上结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检验，结果发现影响大学生旅游的

主要方面，即旅游次数、旅游时间和旅游消费额的因素有五个，它们是月生活费、景点距离、景点价格、对旅游的情感和出游的意愿，其中月生活费和

出游的意愿成为影响大学生旅游次数、时间和日消费额的共同因素，而月生活费成为第一影响因素。

    第四，研究大学生旅游偏好的差异。通过单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法我们对大学生旅游偏好做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家庭结构、家

庭所在地和持有不同动机的大学生旅游偏好存在着差异，男生喜欢文物类旅游资源和探险运动类旅游项目，而女生喜欢民族、节庆、饮食、医疗类旅游

资源和参观参与性旅游项目；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更喜欢园林、民族、艺术、节庆和医疗类旅游资源；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喜欢文物和医疗类旅游

资源；有缓压与归属动机和实践与访友动机的大学生对于旅游偏好的态度是“兴趣广泛”，而有娱乐与情感动机的大学生对于旅游偏好的态度是“爱憎

分明”。

    第五，研究大学生与普通旅游者旅游行为的差异。通过大学生与普通旅游者旅游行为差异的定性研究，我们发现大学生的缓压、娱乐和情感归属的

旅游动机比起普通旅游者显得更为强烈，同时在旅游偏好方面大学生更喜欢山水风光类旅游资源，而且大学生的经济能力不如那些有工作经验的普通游

客，在旅游地停留时间不如普通游客长，旅游消费能力也不如普通游客强。在信息渠道选择上，大学生的选择范围比普通游客要广，这说明大学生接受

新事物的能力比普通游客强。

    总之，本项研究较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西安市大学生的旅游消费行为的特征，是对大学生旅游行为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同时本文对大学生旅游动

机类型、影响大学生旅游行为的因素和大学生旅游偏好差异作了实证分析，科学地检验了相关理论，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尝试和创新。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2018.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2%81%e7%95%99%e7%a7%91%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2%b1%e5%ae%8f%e8%83%9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5%be%b7%e5%b9%b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ANG+Liu-k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QIAN+Hong-she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HEN+De-gu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2%b3%e5%8d%97%e5%a4%a7%e5%ad%a6%e7%8e%af%e5%a2%83%e4%b8%8e%e8%a7%84%e5%88%92%e5%ad%a6%e9%99%a2%2c%e6%b2%b3%e5%8d%97%e5%bc%80%e5%b0%81%2c475001%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5%b9%bc%e8%8a%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2018%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c%8d%e5%8a%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9c%e6%96%87%e5%b9%b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2018%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4%b8%bd%e6%a2%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f%9d%e7%bb%a7%e5%88%9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2018%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9%95%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qbkfyjj20050612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kjqbkfyj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9%9d%99%e8%89%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5%a9%b7%e5%a9%b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vykx20050300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vy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bb%ba%e5%96%9c%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2018%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b6%e6%b1%89%e5%86%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e%97%e5%8d%97%e6%9e%9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2018%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f%9d%e7%bb%a7%e5%88%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5%9a%e4%b9%89%e8%8a%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2018%5e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9%e6%95%8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2018%5e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9%e6%b1%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2%88%e7%ba%aa%e7%90%bc%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njtdxxb-sh20020401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njtdxxb-s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9%a1%ba%e6%98%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6%e7%87%9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HEN+Shun-mi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Zhao-yan%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llygdzkxxxb200602004.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llygdzkxxxb20060200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llygdzkxx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7%91%9e%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00229.aspx


3.期刊论文 粟建忠.刘洋 观光型与商务型旅游城市旅游行为比较研究——以桂林市和南宁市大学生为例 -现代商

贸工业2009,21(14)
    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桂林市和南宁市大学生旅游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观光型旅游城市与商务型旅游城市大学生旅游行为的差异,并

希望借此推进大学生旅游业的发展.

4.期刊论文 刘嘉纬.蒙睿.LIU Jia-wei.MENG-Rui 中日大学生旅游行为比较研究——以昆明、东京部分高校为例 -
旅游学刊2006,21(7)
    本文在对昆明市8所高校和东京立教大学学生进行"大学生旅游行为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群体特征、时空特征、消费特征和

感知特征,并从这4个方面比较了中日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上的异同,为全面建构青少年旅游网络和促进中国大学生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5.学位论文 孙晓 大学生旅游行为及其市场细分研究——以河南高校为例 2009
    随着我国高等院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高考年龄限制不断放宽等高等教育改革措施的实施，国内在校大学生规模不断在扩大，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2％，在校大学生2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这同时也带动了高校学生旅游市场的迅速增长。目前，国内外

学者对于旅游者行为、旅游者动机、旅游者消费行为、旅游者偏好、旅游者类型的研究比较多一些。

    然而，对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针对这一特定市场的旅游产品尚处于开发的初级阶段，较多的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夏令营或

流于大众化的产品，而较少有为高校学生设计的定制化产品和服务以适应这一细分市场持续增长的旅游需求。随着国内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的

，高校学生旅游市场蕴藏着巨大潜力，大学生群体也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被关注群体，已引起专家学者对大学生旅游动机、旅游行为和旅游市场的研究。

为此，针对高校学生的旅游动机和购买特点，分析适销对路的产品特征和营销策略，不仅有利于旅游企业开发并成功运作这个市场，对我国旅游业的长

远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文主要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旅游行为研究，以期为旅游企业能更好地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提供一定的依据。全文共分为七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引言。主要论述了选题背景，研究目的、意义，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第二章，相关研究进展和文献综述。通过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大学生旅游行为以及细分大学生这个特殊市场。

    第三章，旅游行为研究的理论分析。主要从经济学、心理学和地理学角度对旅游行为进行分析，通过不同的学科分析来了解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的多

种类型。

    第四章，大学生旅游行为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本章主要是对大学生旅游行为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大学生旅游行为的一些规律。

主观因素方面主要从大学生旅游态度、动机、偏好进行分析；客观因素主要对大学生旅游费用来源及支出、获得旅游信息渠道、旅游次数与时间安排、

旅游的空间特征、出游方式、实际目的地选择等分析。

    第五章，大学生旅游市场现状分析。本章主要对大学生市场潜力、需求、相关支持体系、大学生旅游市场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分析，来了解大学生旅

游市场的现状。

    第六章，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具体建议。根据大学生旅游市场的特点，提出健全大学生旅游的政策支撑体系，以及多种优惠方式拓展市场，开发适

应大学生的旅游产品，并针对大学生的市场特点，树立新的营销理念。

    第七章，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指出了本文研究的结论及不足，并对以后此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6.期刊论文 杨旸.刘泽华.YANG Yang.LIU Ze-hua 大学生旅游行为分类及其特征研究--以南京大学为例 -桂林旅游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6(6)
    通过问卷调查,对南京大学的大学生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特征如出游频率、动机、目的地选择的类型及其他一些相关指标进行了分析,利用聚类分析等

方法将大学生的旅游行为分为"积极型"、"保守型"、"冷漠型"和"冲动型"4种类型,分析了各类大学生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

7.期刊论文 曹继宏.CAO JI-hong 大学生旅游行为及景区营销策略探讨 -商业研究2006,""(24)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旅游市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与大众游客相比,大学生潜在游客具有出游欲望强、旅

游信息来源及出游方式多样化、注重产品的经济性、出游动机求知性明显以及消费行为较为理性等特点.在游客终生价值理念的指导下,旅游景区只有重

新整合信息及销售渠道,建立并完善景区市场营销系统,为大学生游客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服务组合才能确保其可持续营销战略得以贯彻和实施.

8.学位论文 冯兆磊 福州市大学生旅游问题研究 2008
    大学生旅游市场日益重要。福州市大学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关于福州市大学生旅游市场的研究依然是空白。

    本论文在总结研究了大学生旅游相关文献后，以福州市8所高校1119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大学生旅游行为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总结出大学

生旅游态度、大学生旅游动机，大学生旅游偏好、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特征。大学生最主要的三种旅游动机为：求知动机、缓解压力调节心情动机和探亲

访友动机。大学生有强烈的出游愿望，最喜欢的旅游资源类型依次是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对大学生旅游行为的分析得出，大学

生的经济出游能力较差，只能够承受较少的旅游花销；在出游时间段上多选择暑假和黄金周出行；出游一般与朋友或者家人结伴，很少参加旅行团；大

学生选择旅游目的地主要在省内；大学生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朋友推荐、上网浏览和电视三个渠道；大多数大学生没有关注过旅行社的宣传并随

团出游；大学生如果要跟旅行团，最关注的仍然是费用，对旅行社知名度关注较小，市场可塑性大。

    在分析了大学生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设立大学生旅游组织管理机构——福州市大学生旅游处，以协调大学生旅游的相关部门。在针

对大学生旅游相关部门提出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对策的基础上，最后构思了一个福州市大学生旅游网站，提供了大学生与旅游企业，高校以及旅游相关

部门方便快捷交流的平台。

    福州市大学生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但是旅游企业缺乏对大学生旅游市场开发，而高校对大学生旅游持保守态度，导致大学生旅游市场发展缓慢。学

术界对大学生旅游的研究只注重对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研究，针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对策研究没有可操作性。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不少城市的大学生旅游

进行了研究，但是福建省大学生旅游研究处于空白状态。

    本论文在研究了国内外旅游行为的研究后，以福州市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大学生旅游行为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总结出大学生旅游动机、大

学生旅游态度和偏好、大学生旅游行为的特征。对在校大学生旅游市场开发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初步构思，并且提出了建立一个福州大学生旅游网站的

设想。以期对福州以至国内相似城市的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提供可借鉴的依据。本文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前言部分。首先阐述了选题背景，总结了国内外的旅游行为研究和大学生旅游行为研究，然后简单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以

及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为大学生旅游相关理论综述。首先研究了国内外对旅游动机的分类以及国内对大学生旅游动机的研究，确定了调查问卷的旅游动机选项

；第二对旅游态度和旅游偏好理论进行了总结；第三对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可以树立旅游企业良好形象

，培养忠实顾客，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虽然大学生旅游市场开发具有可行性，但是大学生旅游仍然会影响大学生的正常的学习生活，而且旅游中存

在安全隐患，大学生旅游会增加高校的管理难度，这就要求高校对大学生旅游进行合理的引导，旅游企业开发针对大学生的旅游产品，旅游相关部门重

视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共同促进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发展。

    第三部分是对福州市大学生旅游行为的分析。在基于福州市大学生旅游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首先对人口统计特征分析，其次对福州市大学生旅游动

机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求知型旅游动机、缓压与归属动机、实践与访友动机是大学生主要的三种旅游动机类型。第三对大学生旅游态度与旅游偏好进行

分析，大学生有强烈的出游愿望，大学生最喜欢的旅游资源类型依次是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最后是对大学生旅游行为的分析

，大学生的经济出游能力较差，只能够承受较少的旅游花销；在出游时间段上多选择暑假和黄金周出行；出游一般与朋友或者家人结伴，很少参加旅行

团；大学生选择旅游目的地主要在省内；大学生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朋友推荐、上网浏览和电视三个渠道；大多数大学生没有关注过旅行社的宣

传并随团出游；大学生如果要跟旅行团，最关注的仍然是费用，对旅行社知名度关注较小。第四部分首先分析了大学生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第一，大

学生旅游安全隐患突出。大学生在旅游中与管理者一高校完全脱节。大学生社会经验缺乏，在旅游过程中容易受骗。为了节省费用，很多大学生会选择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2%9f%e5%bb%ba%e5%bf%a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b4%8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smgy20091404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smgy.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smg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98%89%e7%ba%a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2%99%e7%9d%b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Jia-wei%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MENG-Rui%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yxk20060702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yxk.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6%99%93%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8515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6%97%b8%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b3%bd%e5%8d%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ANG+Y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Ze-hu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llygdzkxxxb20050601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llygdzkxxx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llygdzkxx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9%e7%bb%a7%e5%ae%8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AO+JI-hong%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yj200624050.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y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6%af%e5%85%86%e7%a3%8a%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21621.aspx


逃票进景区。第二，高校对大学生旅游持保守态度。作为大学生的管理者，高校出于安全考虑，对大学生旅游持保守态度。第三，没有针对大学生的个

性化旅游产品。大学生素质高，对旅游产品要求高，但是消费能力低。旅游企业一般视之为“鸡肋”，不愿意开发。第四，旅游相关部门对大学生旅游

支持不够。旅游相关行业如交通、保险、信贷等部门没有对大学生旅游给与足够的支持。

    提出设立个大学生旅游组织管理机构——福州市大学生旅游处，以协调大学生旅游的相关部门。然后针对各个部门提出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对策。

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加强法规建设、加强旅游宣传、交通和景点等降低大学生票价、修建青年旅馆等；高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旅游观，做好

大学生旅游的相关管理工作；旅行社、旅游景区针对大学生开发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做好大学生旅游的宣传组织工作；保险部门设计开发大学生旅游保

险，解决高校对大学生旅游问题的后顾之忧；银行开展大学生旅游信贷。

    最后构思了一个由福州市大学生旅游管理处设立的大学生旅游官方网站，网站定位为福州市各高校联合主管的大学生旅游官方网站。网站的管理员

包括各高校，负责大学生会员身份的验证，旅游活动的审批等；各旅游企业，负责旅游信息的提供，个性化旅游产品的提供等；旅游保险部门，负责大

学生个性化旅游保险信息的提供，旅游保险的宣传，旅游保险的推销等；银行信贷部门负责大学生旅游贷款的推出，旅游产品购买的在线支付等。网站

包括主页和论坛两部分。主页包括新闻公告、在线预订、在线支付、用户注册、登录系统、票务系统、旅行社酒店信息发布、旅游保险购买、在线网店

、交通部门信息发布等栏目；论坛包括旅游维权、相约同行、互助游交友、旅游物品交流、旅游照片分享、美食旅游、旅游咨讯、往期旅游活动回顾等

栏目。网站不仅为大学生与旅游企业，高校以及旅游相关部门方便快捷交流的提供了平台，而且旅游相关部门同行业之间提供了相互了解，公平竞争的

平台。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讨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9.期刊论文 金平斌.郎富平 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分析--以杭州市高校为例 -旅游学刊2004,19(4)
    本项研究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主要通过U检验和非参数x2检验以及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与大众旅游者对比以及分别从性别、月生活费差异三个侧

面来剖析大学生的旅游消费行为及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开拓大学生旅游市场提出一些见解.

10.期刊论文 张维梅.姚健 湘潭市在校大学生旅游行为及市场开发研究 -市场论坛2009,""(4)
    大学生旅游是整个旅游市场中一个重要而又独立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文章从感知行为、空间行为、消费行为和群体行为四个方面构建

在较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体系.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来进行调查分析,了解湘潭市在校大学生对交通工具、住宿设施、餐饮设施、出游方式、旅游

活动、旅游目的地等方面的特点,最后提出了湘潭市在校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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