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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大学生旅游消费情况调查 

罗丽  张琦  杜为公 

（武汉工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大学生旅游已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细分市场，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

从武汉工业学院大学生出游频率、出游偏好、出游目的等方面总结了大学生的旅游消费需求及消费特点，从而对大

学生的旅游消费行为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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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学生旅游已逐渐成为我国旅游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有的大学生在节假日和

同学或朋友外出旅游，有的在寒假和家人一起旅游。他们一年的旅游消费高达 1000 元以上，最低的也接近 100 元。但是，实

际情况是大学生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但却备受旅游企业冷落。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大学生旅游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适当的

解决办法，对于大学生旅游消费市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概况 

调查时间：2012 年 6 月 8 日；调查地点：武汉工业学院；调查对象：武汉工业学院在校大学生；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人：罗丽、张琦。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武汉工业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0 份，回收 1920 

份，回收率为 96％；有效问卷为 1860 份，有效率为 93％。在本次调查中，一共有 16 道题目，其中客观题 15 道，主观题 1 道，

受访大学生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年龄在 20—25 岁左右。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出游方式、出游时间、资金来源、消费金额、出游

限制等方面。调查问卷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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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分析 

1、出游方式选择分析。在出游方式的选择中，同学结伴和班级出游两种方式分别占了32.94％和23.63％，这说明大学生出

游存在明显的小群体特征；而选择旅行社出行的同学只占11.81％，这说明旅行社推出的产品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出游的需求，而

且其服务力度不足。另外，在出游中大学生最关心的是费用（41.2%）和安全（33.5%）问题，由此可见，旅游企业也必须在这

些方面进行完善。 

2、大学生出游态度分析。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有68.33％的人有过大学期间出游的经历，而在没有出游经历的人中，有

81.53％的同学有出游的意向。这说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对出游持有非常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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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游时间段选择分析。选择周末出游（33.72％）和寒暑假（34.01％）出游的同学占的比重稍大，而且以班级组织或是

个别同学结伴出游的形式居多。 

4、大学生出游的限制性因素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出游经历的人中，31.85％的人认为没有旅游经费是限制出游的最

主要原因，而没有心仪的旅游项目或地点（25.28%）和没有出游伙伴（18.34%）则是限制出游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 

5、大学生出游消费情况分析。大学生的经济尚不能独立，多属于中低层次消费者。调查显示，38.34％的人每次旅游的实

际费用支出为300—600 元，支出在300 元以内的人占到了25.37％，24.9％的人支出在600—1200 元之间。而在这些旅游费用

中，35.1%来自于家长的资助，19.5%来自于平时节省的生活费，只有18.9%来自于平时兼职和工作所得。由此可见，大学生旅游

花费来源构成多元化，但是大学生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仍然有限，所以对价格比较敏感。在旅游产品的选择上，有49.21％的选择

了经济型（主要在乎游，吃、住、行不讲究），选择舒适型（最在乎游，对吃、住、行有一定标准）的为45.69％，只有5.1％

的人选择了有较高要求的豪华型。 

6、出游目的地的选择分析。对旅游目的地类型的偏好方面，选择“自然风光”的同学占51.3％，选择“人文景观”的同学

占l6.89％。由此可见，大学生出游的主要目的是观光和休闲。 

三、影响大学生旅游消费的因素 

1、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求知欲。受教育程度高和出游率高通常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在对武汉工业学院学生的调查中，调

查对象全都为本科以上学历，充分体现了大学生旅游市场的高文化素质特点。知道的越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越多。调

查问卷中，很大一部分同学回答外出旅游是为了开阔视野。 

2、充裕的闲暇时间和金钱。高校学生具有暑假和寒假近90天的宽松闲暇时间，还有70 多天的周末及“五一”、“十一”

黄金周等固定假日，闲暇时间非常充裕，这极大地刺激了大学生外出旅游的需求。目前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上现在的大

多数高校学生是独生子女，生活费都颇有富余，有了不少自由支配的资金，这也是大学生外出旅游的原因之一。 

3、特殊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旅游可以消除紧张心态，缓解精神压力。大学生所具有的求异、求新等个性特征及心理需

要，使他们喜欢离开自己的常居地外出追求美丽的生态环境、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和浪漫的情趣；还有的大学生喜欢中外历史文

化，喜好参观各类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址；年轻人强烈的社交需求特征使他们经常结伴出游，或者去走亲访友。 

四、大学生旅游消费的行为特点 

1、旅游消费行为的普遍性。旅游、上网、谈恋爱成为21 世纪大学生活的三门“必修课”。由于各种的原因，大学生纷纷

走出校门，加入到旅游者行列当中，使得大学生旅游这一队伍逐年增加，旅游也成为大学生活中的一种时尚，一种必需品。调

查结果显示，近70%的大学生都外出旅游过，没有外出旅游过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原因，只有极个别人是因为不喜欢。 

2、旅游欲望强烈。在调查问卷中，有81.3%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旅游，16.6%的大学生表示一般喜欢，不喜欢的几乎为零。性

别差异对大学生外出旅游欲望产生不同的影响，调查表明，在81.3%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当中有72%都是女生，这说明相对于男生

来说，女生更喜欢外出旅游。 

3、出游目的分析。调查发现，大学生旅游的主要目的依次为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获取知识、增长

见识，找熟人玩儿和消磨时光，其中放松心情、缓解压力的占58%，开阔视野、陶冶情操的占28%，获取知识、增长见识的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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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内容的丰富性。自然风光，以及自然与人文风光相结合的景观等旅游产品尤其受大学生的青睐，特别是一些知名度

高的景区，更是受到大学生的追捧，由问卷可以看出，更多的大学生还是喜欢自然景观，体现了他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5、旅游方式的多样性。调查显示，47.4%的学生喜欢集体外出旅游，26%的大学生愿意和几个好友结伴出游，只有20%的大

学生喜欢独自外出旅游。出游方式的选择与个体心理素质有关，这表明当前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注重身体和文化的培养，

而忽视独立个性的培养。 

6、旅游时间的集中性。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大学生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主要利用课余时间出游。寒暑假、双休

日、“五一”、“十一”黄金周为大学生旅游的集中时间，双休日一般选择短途旅游，其他时间则选择中长途旅游。 

五、大学生旅游市场开发及存在的问题 

1、产品质量不高。大学生旅游产品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大学生的旅游需求，使大学生一心期望的美好的旅游受到撞击，很

多大学生旅游一次，外出旅游的动机就差了很多，失去了旅游的热情，这就导致大学生达不到外出旅游的目的。另一方面，很

多外出旅游过的大学生对去过的景点没有再去的想法，因为所游览过的景点没有让他们留连忘返的经典内容，这就是大学生旅

游产品吸引力不足的主要问题。 

2、旅游企业对大学生旅游市场关注度不高。大部分旅行社都没有针对大学生设计旅游线路，只是在法定假期对大学生旅游

给予打折优惠。这并没有对大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除此之外，旅行社对大学生市场不重视，部分旅行社没有针对大学生做

相应的定期宣传计划。大学生对旅游宣传的印象，只是停留在某旅游景点的特色上。在旅游旺季，特别热门的景点，并没有对

校园内部做宣传，许多大学生是在校外了解到的相关旅游信息，因此导致了大学生旅游市场还处于停滞阶段。 

3、旅游产品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大学生思想单纯，外出旅游目的在于可以多接触社会，借此锻炼、培养自己的社交能

力和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技能。同时，大学生也希望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来充实自己的课外生活，所以在选择旅游产品时不

会顾虑太多，以自己的喜好为主，对一些新奇的旅游产品比较有兴趣。 

在价格方面，由于大学生没有更多的可支配资金，一般情况下只能进行短途、近距离的旅行。但大学生追求的是一种完全

不同的生活环境，又与自身条件相矛盾，对其造成巨大吸引力的景点费用一般又比较高，从而限制了大学生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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