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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动机的探险旅游者类型研究 

—以长沙地区为例 

尹春玲    江波 

【摘 要】探险旅游者作为探险旅游市场的主导因素，明确其分类结构对探险旅游经营者和行业管理者意义重大。

利用旅游动机、旅游者类型和探险旅游相关理论为基础，以长沙市户外探险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进行聚类实证研究，

运用因子分析法识别出了社交情感、获取成就、个性独立（自我意识）、自我发现、接触大自然、自我完善、从众、

解压等 8 个公因子，将 8 个公因子赋予新的变量值，运用聚类分析法，发现探险旅游者类型分为聚成社交联谊型

探险旅游者、获取成就型探险旅游者、自我意识型探险旅游者、自我提升型探险旅游者、接触自然型探险旅游者、

自我完善型探险旅游者等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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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人类开始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登顶珠穆朗玛峰等一系列新型活动的开展，现代探险旅游（ Adventure 

tourism ）的概念开始出现。关于美国探险旅游者的一份问卷调查发现，几乎一半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五年内参加过探险旅游

休假
 ① 
。探险旅游已经成为北美地区增长最快的旅游产业

 ② 
。有大约 45 ％的加拿大居民在他们 2001 年的旅行计划中准备进

行一次户外探险旅游，这在加拿大旅行行为排名中成为仅次于探亲访友的第二流行的选择
 ③ 

。在西方发达国家，探险旅游已迈

人成熟阶段。而中国探险旅游市场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探险旅游从 1998 年开始在少部分人中盛行， 2004 年起，参加这项

活动的人数呈井喷式增长
 ④ 
。近年来，我国各类自助游网站、俱乐部不断涌现，“自助探险游”已开始由“勇敢者的游戏”向大

众旅游过渡
 ⑤ 

。 

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更加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注环保问题、对产品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等等
⑥
。管理和

引导探险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是了解客户，满足他们的需求。了解探险旅游者的消费需求，需要聚焦到不同的旅游消费心

理学上，强调特定需求、动机和期望，或单独个体的主观经历、体验和对探险需求的认知理解。笔者试图通过聚焦长沙市户外

探险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结合旅游心理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探险旅游领域的相关理论对长沙市户外探险旅游者进行

类型分析研究；帮助探险旅游经营者和行业管理部门，从探险旅游者的需求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实施供需匹配和行业管理，

进一步提高战略制定的有效性和实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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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探险旅游是有人引导的商业旅游（ Gulded commercial tour ) ，它的主要吸引物是依托自然环境特征的、需要特殊体育

或者类似设备支持的、令游客激动的室外活动
①
。国外探险旅游活动形式多样化、组织管理专业化、保障体系成熟化，已经迈入

了成熟和巩固阶段
②
。 Sung ( 2000 ）提出六类探险活动类型：普通狂热型、预算年轻人型、软温和型、高端自然主义者型、

家庭休闲型、成熟独行者型
③
。探险旅游活动作为人的一种外在实践活动，需要某种内在驱动力的激发才会发生。比如 Hall 对

探险旅游动机的分类：寻找风险、自我发现、自我实现、接触大自然和社交联系
④
。探险旅游活动在我国的起源可追溯到明代著

名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和旅游家徐霞客。但探险旅游真正走向大众旅游市场，还是近十年的发展结果。探险旅游研究，从文献

数量分布来看，总体数量很少，但表现出较强的增长趋势，尤其 2000 年以后探险旅游研究数量有了较大数量的增长
⑤
。按照内

在心理变量区分的标准，国内基于旅游动机研究旅游者类型的文献相对较多。比如苏勤根据主导动机的不同，将周庄旅游者分

为追求游览与愉悦的旅游者、追求学习与知识的旅游者、追求发展与成就的旅游者和追求休闲与放松的旅游者等 4 种类型。国

内旅游者类型划分的文献相对于国外较少。旅游者类型划分更多的是服务于旅游市场细分，学者们通常是按照各自研究问题的

角度和分析目的，采用不同方法和标准对旅游者进行分类，以确定目标市场。 

三  实证研究 

（一）区域概况 

长沙市探险旅游真正走向市场是在 2000 年初，首家户外俱乐部 ― 喜马拉雅的诞生。随着长沙户外市场的发展，又陆续

有长沙御风户外俱乐部、长沙市凌鹰户外体育运动有限公司、畅行天下户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爬山虎、相约户外、五湖四

海等二十几家有影响力的户外运动俱乐部相继成立。笔者在 2014 年年底做前期市场调研时，从主管长沙市户外运动俱乐部（公

司）的行政部门长沙市体育局了解到，真正通过相应资质审核，在长沙市体育局备案的户外俱乐部（公司）共 23 家。但据不

完全统计，通过十几年的发展，长沙市经营户外运动相关产品的俱乐部或公司已经超过 160 家。长沙市户外探险旅游者参与探

险旅游的主要渠道：其一，是户外俱乐部或公司；其二，是户外门户网站以及固定的户外 QQ 群；其三，是旅行社（例如：湖

南海外旅游曾经成立的探险旅游部）。 

（二）样本来源与人口统计  

2014 年 5 月至 8 月，对长沙市已经参加过探险旅游的探险旅游者进行抽样调查。具体分为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方便

抽样又称偶遇抽样，通过长沙市户外俱乐部、户外运动公司、旅行社和户外门户网站，利用他们进行探险旅游行前说明会以及

相关活动召集时进行问卷调研；第二部分：立意抽样又称判断抽样或目的抽样，派专门的调研人员采取蹲点的形式，通过在长

沙市区的几大户外用品店( 8425 户外用品店、长沙黑石户外、喜马拉雅户外店、长沙巡航户外运动室内攀岩馆、畅行天下户外

店）和长沙市民比较喜爱的户外运动场所（橘子洲、岳麓山、梅溪湖）进行调研。在样本人口统计方面，本次调查的探险旅游

者男性占 55.3 % ，女性占 44.7 % ；可知男性比女性居多。年龄方面， 18 一 32岁人占 64.4 % ，年轻人是长沙市探险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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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Hall , C . M . Special interest travel : A prime force in the expansion of tourism ? In R ．Welch.(Ed): 8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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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群体的主力军。文化程度方面，本科以上学历者占 61.9 ％。在职业方面，学生及未成年人占 32.9 % ，政府、事业或企业一

般员工占 25 %,个体、自由职业者占 23.7 % ，三者占 81.6 % ,长沙市探险旅游者其职业体现出普通员工为主要消费人群。收

入水平方面，不足 1500 元占 22.4 % ，1500 一 3000 元占 21.1 % , 3000 元以下水平的比例接近一半。来源地域方面，芙

蓉区占 21.1 % ，天心区占 13.2 % ，岳麓区占 23.7 % ，开福区占 13.2 % ,雨花区占 14.5 % ，望城区占 6.6 % ，长沙县

占 5.3 % ，宁乡县占 2.6 % ；岳麓区属于长沙高校以及高新区；芙蓉区属于长沙商业繁华区，省、市首脑机关汇集于此，是湖

南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的中心，也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密集度最高的地域；这两个区域是长沙市年轻人

以及高学历人群居多的区域，也是长沙市探险旅游者主要来源区域。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1 ．探险旅游动机描述通过对探险旅游者动机项进行信度分析，测量结果表明，动机因子的 Cronbach ' Sa 系数为 0 .879

大于 0.8 ，说明本研究关于探险旅游者动机项的调研问卷信度甚佳。 

通过统计，我们发现最为重要的旅游动机是 12（欣赏美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平均分 4 .16 ，是平均分最高的动机。

按照旅游动机重要性依次分别是：5（开阔视野和增长见识）、6（体验不一样的旅游经历）、14（回归大自然）、22（丰富人生经

历，增加成就感）、9（休息和运动，增强体质）、4（增加阅历，获得他人尊敬）他们的平均得分都在 3.6 以上，是长沙市探险

旅游者普遍认为较为重要的探险旅游动机。而 19（寻找另一半，发展一段恋情＼结识异性朋友）、26（受身边朋友／亲人影响，

出行纯属陪同）等是长沙市探险旅游者认为最不重要的探险旅游动机，其平均得分分别是： 2 .37 和 2 .86 。 

2 ．探险旅游动机因子分析 

首先对 27 项探险旅游动机描述项运用 SPSS19 .O 软件进行 KMO 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Bartlett '5 Test of 

Sphericity ) ，结果显示 KMO 值 0 .796 ，大于 0 .7 ，说明该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Bartlett ' S 球形检验值 1 850 .910 , 

f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0 .05 ，说明数据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具有相关性，也说明统计数据是适宜做因子分析的。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知，长沙市探险旅游者参与探险旅游的前 8 个主要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8 .390 ％。而其他剩余成分

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只有 31.6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所萃取的 8个主要因子共可解释圈量表 68 .39 ％的变异量，既此 

8 个成分作为主要因素可以概况数据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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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得，27 个因子被提取为 8 大公因子，各个因子载荷量都不低于 0.5 ，可以认为因子分析的

结果是基本合理。经过因子分析，结果与原有构思略有出人，故进一步梳理 8 个公因子的组成部分并进行重新命名（表 3 .1 ）。  

3 ．长沙市探险旅游者聚类分析 

从表 3 .2 可以看出，长沙市探险旅游者类型 l 的人数最多；其次是类型 3 ；再其次是类型 2 ；第四的是类型 4 和类

型 5 ；类型 6 选择的人最少。 

 

由于篇幅限制，被调研者在人口经济学以及旅程相关因素参数的表格不一一列出，在此仅将重要参数描述。第 1 类：社交

联谊型探险旅游者。（受访者 n = 88 ，占总受访者人数的犯％）该群组中男性多余女性（ 62.5 % > 37.5 % ) ；年轻人居多

占 54 .1 % ；受教育程度主要在本科及本科以下 ( 79.1 % ) ；职业以学生、个体自由职业者和政府、企事业一般员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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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6 % ) ；月收人都在 3000 元以下；参与户外探险旅游年限以 2 年以下为主，年平均参加探险旅游次数在 3 次以下；

主要是通过与亲朋结伴同行和自驾车或背包独行；人均探险旅游费用大概在 1001 一 3000 元；主要通过网络组织群和朋友来

获取信息；旅程长度一般选择 2 一 7 天。这一类人群最喜欢温软自然型活动（其中以徒步为主）。 

第 2 类，获取成就型探险旅游者。（受访者 n = 43 ，占总受访者人数的 16 % ）该群组中男性多余女性（ 58 .3 % > 41 .7 ) ; 

28 一 47 岁年龄段占 50 % ; 已婚人士居多占 66.7 % ；本科及本科以下学历者占 83.3 % ；职业以个体自由职业者最多

（ 33.3 % ) ; 月收入主要在 3001 一 6000 元（ 58.3 % ) ；参加户外探险旅游年限在 2 年以下和 2 一 5 年的选择都是占

据 33 .3 % ，年出行频率 50 ％都在 3 次以下；主要是通过与亲朋结伴同行（ 66.7 % ) ; 58 .3 ％人均消费在 1001 一 3000 

元之间；主要信息来源是网络 ( 83.3 % ) , 91 .6 ％的人旅程长度都选择在 2 一 7 天。 83 .3 ％的被调研者最偏爱温软自

然型的活动 ( 66.7 ％的选择徒步）。 

第 3 类，自我完善型探险旅游者。（受访者 n 二 21 ，占总受访者人数的 8 % ）该群组中女性多余男性（ 52 . 4 % > 47 .6 % ) ; 

18 一 27 岁年龄层居多占 42 .8 % ；单身未婚者占 52 .4 % ; 57 . 1 ％的探险旅游者是本科学历； 66 .6 ％是学生以及政

府企事业单位一般员工； 42 .8 ％是低收入人群（ 3000 元以下） ; 57 .1 ％的被调研者户外探险经验是 2 年以下， 52 . 4 ％

每年出行在 3 次以下；主要是通过与亲朋好友结伴同行（ 53 .4 % ) ; 38 .1 ％人均消费在 1001 - 3000 元， 52 . 4 铸的

信息来源都是网络； 80.9 ％的人都选择 2 一 7 天的旅程长度。 90 .4 ％的被调研者最偏爱温软自然型活动。 

第 4 类，个性独立型探险旅游者。（受访者 n = 25 ，占总受访者人数的 8 % ）该群组中男性多余女性（ 57.1 % > 42 .9 ) ; 

18 一 27 岁年龄层的占 85 .7 % ；已婚的占 57 .1 % ；本科学历者居多 ( 71.4 % ) ；学生未成年人占 71 .4 % ; 3000 元

以下收人者是 57 .1 % ; 85 .7 ％只有 2 年以下的户外探险旅游经验， 57.1 ％年平均出游次数在 3 次以下；主要通过网上

自发组团的方式出游（ 57.1 % ) ; 42.9 % 愿意花 1000 元以下的人均花销；网络和朋友邀约是此类型被调研者最喜欢的信息

获取方式（各占 57.1 ％和 57.2 % ) ；比较喜欢一日往返或者 2 一 7 天的旅程出游。探险旅游活动类型的选择以温软自然

型（ 42 .9 % ）以及风险配备型（ 42 .9 % ）选择者最多。 

第 5 类，自我提升型探险旅游者。（受访者 n = 25 ，占总受访者人数的 9 .2 % ）该群组中女性多余男性（ 57.1 % > 42 .9 ) ；

年轻人（ 42.9 % ）和成熟的受访者（ 57.1 % ）为主；单身或未婚人士占到了 57.1 % ；本科以上高学历者占到 57 . 2 % ，

大专以下的则有 42.8 % ，比例差距不大；以学生（ 42.9 % ）和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 28 .6 % ）为主；低收人和

高收入者比例相当（各占 42.9 % ) ；探险旅游经验 2 年以下的受访者占 71.4 % ，年平均出游次数主要在 3 次以下（ 85.7 % ) ；

更倾向于与亲朋结伴而行（ 85.7 % ) ；费用预算一般在 3000 一 5000 元／人；主要通过网络、朋友及俱乐部邀约形式获得

旅游信息，比较喜欢 2 一 7 天长度的户外旅行。该类人群比较喜欢温软型户外活动（ 85.7 % ) ，以徒步为主（ 57.1 % ）。 

第 6 类，接触自然型探险旅游者。（受访者 n = 19 ，占总受访者人数的 6.6 % ）该群组中仍然是男性（ 60 % ) ，成熟

受访者（ 80 % ）为主；本科以下的占 60 % ；以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和自由职业者（各占 40 % ）为主；低收入和

高收人者比例相当（各占 40 % ) ；该群组绝大多数是 10 年以上探险旅游经验者（ 80 % ) ，年平均出游次数主要在 6 次以

下；更倾向于自发组织或独立自驾、背包出行；出行的费用一般在 3000 元厂人以下（ 85.8 % ) ；通过网络、网络邀约或从

电视／报刊杂志上获得户外旅游信息；旅程上比较喜欢 7 天以上的户外旅行。此类人群对温软型和荒郊野外型户外活动都比较

喜欢（各占 40 %）。 

四  结论 

国外探险旅游市场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和行业管理比国内发展要早几十年。很明显，探险旅游者本身不仅是旅游者也是消费

者，具有消费者的特性，对探险旅游产品的需求会因为旅游动机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聚焦旅游动机、旅游者类型，以长沙市

探险旅游者为样本，通过抽样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对长沙市探险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探险旅游者类型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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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探险旅游者旅游动机因子分析，列出的 27 项探险旅游动机识别出 8 个公因子，通过系统聚类法得到长沙市探险旅游者

的 6 大类型及特征。 1 ．社交联谊型探险旅游者：以社交、与他人互动为旅游动机的探险旅游者组群。该人群的旅游动机是

以情感主线展开的，重视交流和情感；主要通过与亲朋结伴同行；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网络组织群和朋友；喜欢温软自然型

活动。 2 ．获取成就型探险旅游者：以获取刺激、征服难度、追求理想为旅游动机特点的探险旅游者组群。该群以自由职业者

为主；主要信息来源是网络；喜欢温软自然型的产品。 3 ．自我完善型探险旅游者：以提升自我各方面能力和技能为动机的探

险旅游者组群。该群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居多；喜欢以徒步活动为主的温软自然型产品。 4 ．个性独立（自我意识）型探险旅游

者：以满足自己独立和个性需求为旅游动机的探险旅游者组群。本该群科学历者居多，网络和朋友邀约是此类型被调研者最喜

欢的信息获取方式；选择温软自然型和风险配备型的产品居多。 5 ．自我提升型探险旅游者：以发掘自身潜力、寻求自身体验

为动机的探险旅游者组群。以单身或未婚人士为主；出行的费用预算一般在 3000 一 5000 元厂人；通过网络、朋友及俱乐部

邀约形式获得旅游信息；该类人群比较喜欢温软型户外产品。 6 ．接触自然型探险旅游者：以了解大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动机的

探险旅游者组群。该群以已婚人士为主；低收入和高收人所占比重相当；此类人群对温软型和荒郊野外型产品都比较喜欢。当

然，在探险旅游者动机的判断和分类上，仍有值得细分、深人和研究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