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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旅游行为调查分析与市场开发策略 

——以常州地区学生为例 

杨炎 杨晋
1
 

（江苏理工学院 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摘 要】：旅游市场蓬勃发展，深入至各垂直细分市场，高校是其中较为稳定、具有潜力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的

一个细分市场，对于旅游企业而言，深入的了解大学生旅行取向以充分释放高校学生旅游市场发展潜力显得尤为重

要。以常州区域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对大学生出游时间地点频率、消费水平、旅游偏好、旅游动机

等方面提取数据，并分析高校学生的出游行为特点和个性倾向，从市场支持、产品开发、营销选择多角度提出大学

生旅游市场的开发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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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发展蓬勃，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旅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消费及话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

大学生还会逐步迁移成为旅游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 

大学生是一个集中且个性特征倾向性较强的群体，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及运作也受到了各方普遍关注。但目前大学生旅

游市场与其他市场相较而言因企业重视程度不够，管理运作缺少相应的规范标准，仍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因此，针对大学生

旅游行为进行调查与分析，并付诸相应的大学生旅游市场开发运作策略，充分释放这个市场的发展潜力，对未来旅游市场的发

展也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1 大学生旅游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1.1消费者客观因素 

1.1.1旅游时间及地点。 

大学生出行旅游时间的短期性和分散性限制了长时间和远间距的旅游。大学生在安排旅游时往往会更多地选择高校周边的

旅游景点。在旅游时间的选择上，大部分学生会利用周末、节假日等短期余暇时光与朋友、伴侣外出旅游。 

1.1.2旅游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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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 中国大学生网络生态与消费行为报告显示，中国在校大学生家庭月均生活费供给为 1325.5 元，近八成大学生消

费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大学生的可支配收入有限，价格矛盾或许变成了阻碍大学生旅游市场成长的重要因素。 

1.2消费者主观因素 

1.2.1个性倾向性。 

大学生旅游个性倾向性即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具有旅游倾向的思想体系动机、观点、意识等外在行为的表

现。大学生专业多元、爱好广泛，不喜规行矩步，易于接受新鲜流行事物，因而其旅游个性倾向性非常突出。 

1.2.2出游自主性。 

多数大学生出游是因为求知欲的促使，属于探求新知、忠于兴趣的旅游活动，更倾向于有丰富内容的旅程，因此极少选择

跟团出游。大学生更愿意与伴侣朋友一起出游，既能自主安排行程，又能增进朋友感情。 

1.3旅游企业 

目前涉足大学生旅游的绝大部分是中小型旅游企业，这类企业相对来说资金有限，资源匮乏，提供的旅游产品形式单一，

市场针对性不强，出现极强的供需矛盾。旅游企业不了解高校学生的要求及取向，无法提供满足其要求的旅游产品，高校学生

也不能领会自己的哪些需求可以被旅游企业满足。 

而实力雄厚的大型旅游企业又不重视大学生旅游市场，在各大型旅游网站上可以看到针对亲子、新婚夫妻、老年人的旅游

产品，但并未看到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产品宣传，大学生能够直接看到垂直产品的渠道非常有限且狭窄，在以大学生为关键词搜

索时出现的产品也并没有差异化，可见其并未在此投入精力。 

1.4社会环境 

社会及政府在大学生旅游市场中给予的支持力度不足。 

其一，旅游管理部门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调查研究与理解程度不够，旅游消费统计资料缺乏精确性且不具备参考性。政府

部门对学生旅游常常采用保守立场，限制了旅游企业开发学生旅游市场的动力。学生旅游市场因为没有获得重视和鼓励而缺乏

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其二，大学生可支配收入低，旅游活动受到限制，而政府及社会没有在缓解旅游经济压力方面做出措施，

致使高校旅游市场失去了众多潜在客户；其三，大学生的旅游行为受到教育系统的制约。大学生年龄比较小，社会阅历少，出

于安全因素的考虑，高校对大学生出游行为总保持谨慎态度，这样会给大学生旅游市场带来冲击，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的发

展；其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不健全，现阶段的青年旅馆普遍存在为了压缩客单价牺牲体验感的现象。 

2 大学生旅游行为调查与分析 

大学生是大学生旅游市场的主体，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旅游的一些特征，更好的反馈旅游市场，本文在写作之前，采取调

查问卷的方式，对常州区域部分高等院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了 2000 个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913 份，占

95.65%。受访男女生比例相差不大，基本持平。问卷中包含了 20个关于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关键性问题，内容涉及被调查者基本

情况、出游时间地点频率、消费水平、旅游偏好、旅游动机等方面，并在得到问卷以后整理了相关数据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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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出游时间、地点及频率 

2.1.1时间。 

大学生相对来说旅游时间非常充裕（见表 1），但是时间都比较分散且短暂。调查数据表明，节假日及寒暑假中出游频率最

高。这之中，元旦和中秋出游比例相对较低，国庆和清明出游比例相对较高。原因是元旦这个时间基本上是各高校期末考试周

的时间，中秋更多人选择与家人一起团聚，因此规划出游较少；国庆和清明都是在刚刚开学时，出游激情较为高昂。 

表 1大学生可支配时间及旅程选择 

可支配时间 时长 旅程选择 

 元旦 3天 短途游 

 清明节 3天 短途游 

节假日 
劳动节 3天 短途游 

端午节 3天 短途游 

 中秋节 3天 短途游 

 国庆节 7天 长途游 

双休 52天左右  周边游 

寒暑假 100天左右  长途游 

 

2.1.2地点。 

根据问卷数据，常州高校学生最爱出游的都市分别为上海、无锡、苏州、南京。大约六成以上大学生去过这些距离常州较

近、往返旅程交通花费均在 150 元以内的城市。较远的热门地点包含杭州、长沙、武汉、成都、重庆、北京等，约四分之一的

学生表明在选择远距离出行城市时会优先考虑它们。 

2.1.3频率。 

就问卷数据来看，学生较为热衷旅游，有 75.43%的被调查大学生表现出对旅游活动的喜爱，占受访学生的多半。大学生出

游较为频繁，有 31.2%的大学生一年中仅有一次旅游活动，有 36.1%的大学生则为两次，出游三次及以上的大学生占比 23.4%。

其中，每年一次旅游活动的人群中，单身与非单身人群比例基本持平，两次旅游活动的人群中，非单身人群的比例上升至 61%，

而一年三次旅游活动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持续上升至 76%。可见，大学生群体中非单身人群的出游频率相对更高。 

2.2旅游消费分析 

大学生每学期旅游消费情况普遍在 500～1500元之间，大概有 74.4%的大学生在这个区间（见表 2）。 

表 2大学生每学期旅游消费水平 

金额 占比 

小于 500元 14% 

500-1000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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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500元 34% 

大于 1500元 11% 

 

2.2.1消费结构。 

在所有旅游花销中，住宿成为消费之重，占比 27.3%，其次是餐饮，占比 21.6%，景区入场券（占 19.4%）和交通（占 18.9%）

位列其后。 

2.2.2住宿。 

大学生出行旅游选择民俗较多，占到 71%，最常使用的预定住宿类 APP 为 Airbnb。26%的大学生会选择住宿酒店，仅有 3%

的人会选择青旅这一方式。 

2.2.3交通。 

63.2%的被访者选择会乘坐火车及高铁，选择乘飞机出行的仅占 19.4%。 

3 旅游倾向分析 

3.1信息获取 

根据数据，大学生旅游信息 32.7%来自于小红书，16.9%来自于微博，39.1%来自于马蜂窝，11.3%来自于穷游（见图 1）。有

明显社交属性的信息来源 APP深受大学生欢迎。 

 

图 1旅游信息来源 

3.2旅游目的 

“增长见识”占比 33.4%，位列第一，“兴趣主导”占比 28.3%，排在第二位，其后依次是：调整心情（占 27.8%）和寻奇

猎险（占 8.6%）。 

3.3旅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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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78.1%的高校学生喜欢自由行这种出游方式，自由无拘束的旅行形式相当契合大学生个性特征。 

4 大学生旅游市场开发措施 

4.1构建良好的大学生旅游驱动系统 

大学生限制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力度、高校的参与及引导、旅游企业的投入程度以及基础设施不健全

等。要构建良好的大学生旅游市场驱动系统，企业、政府和高校应当加强合作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政府在交通、景区门

票、住宿及餐饮方面对大学生提供相应优惠以缓解大学生旅行消费压力，激活更多的旅游需求；第二，完善相应的大学生旅游

市场配套设施，如青年旅馆和旅游宿营地等，发展本土有特色的青年旅游文化来引导大学生进行选择。其实青年旅舍与民宿有

一定相似性，较之酒店，都能够衍生出不同的风格特色以吸引消费者；第三，政府鼓励引导旅游企业介入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

辟和经营中去；第四，高校与企业双向合作，引导大学生的旅游活动行为。 

4.2开发大学生旅游产品 

在各大旅游电商网站中搜索大学生旅游产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游学类产品，较为单一，侧面说明大学生旅游市场急需

优秀旅游产品。 

4.2.1按时间地点频率数据开发。 

节假日一般会选择短途游，目的地多是苏州、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国庆期间一般会更倾向于跨省城市，比如武汉、

长沙、成都等；而在数量最多的双休日，他们一般不会制定详细的旅游计划，出游也仅仅是去体验某个项目，不会给行程做太

多规划。因此在切合大学生出游的时间段中设计旅游方案更能获得其青睐。 

调查发现，非单身大学生出游频率较高，因此，大学生旅游市场可以开辟特别的情侣出游产品，有相当大市场。 

4.2.2按消费水平数据开发。 

首先，企业在设计开发大学生旅游产品时需要了解大学生的经济情况及消费偏好，实行多层级的价格体系从而获取不同经

济条件的大学生客户。 

其次，旅游有淡旺季之分，旅游企业应根据出游时间不同拟定差别价格，旅游活动某个组成部分浮动会影响线路总成本的

变动，应采取灵活的定价计策抓住更多的客户。 

最后，根据线路成本定价，线路成本主要由车资、景点入场券、餐费、住宿费用四大部分构成，在旅游产品定价时要充分

思量这几方面元素，以寻求最为合理的价格实现效益最大化。4.2.3按主观取向数据开发。（1）大学生旅游取向受社交媒体影响

大。致使大学生产生出游冲动的原因极其多元化，有可能是一张图片、一首歌曲、一个短视频或者是他们喜爱的明星等等，在

大学生旅游目的地中不难发觉社交网络热门打卡地点的身影。另外，大学生在影视综艺明星网红方面的偏好显著，IP 的力量不

容小觑。 

(2）基于个人兴趣的旅游日趋攀升。探寻美食、艺术人文、户外运动的旅行占据兴趣旅行的多数。多数学生表示轻户外线

路非常具备吸引力，旅游产品可以加入户外元素来吸引年轻游客。行程中除了深入体验当地的美景外，还可包括骑行、水体娱

乐、营火、航拍等项目以获得大学生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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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注自由行产品趋势。调查显示，78.1%的大学生喜欢自由行，自由行在大学生市场中发展迅速。需要关注的是，回归

自由无拘束的旅行相较于被安排地明明白白的跟团游来说具备较强的自主性，并不完全是在旅行过程中所有事情都由自己一手

安排，背后最根本的逻辑是如何让出游更便利。 

(4）大学生参与开发旅游产品。企业除了需要去找寻符合大学生旅游特征取向的旅行产品进行改进，如何让大学生花更少

的时间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旅行产品也值得研究。企业应当深入挖掘高校学生需求，去做细致的、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旅

游企业可以让大学生参与旅行产品的开发，签订协议，企业按照客户的要求制定行程，规划路线，安排住宿、乘车和后续服务。

在科技发展成熟的今天，这种方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有效达成。同时这种方式有可能为企业带来参考和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

可以提高市场应变效率，使企业更具有竞争力。 

4.3拓宽营销渠道 

4.3.1加强与高校组织的合作。 

在针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营销时，要注意到大学生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和集中的人群，企业应当加强与高校学生组织的双向

合作，如进行高校活动赞助等，来扩大企业或旅游产品在高校的知名度与受众度，提高在高校中的市场占有率。 

还可在学校设置旅游代理，或者直接聘用大学生为旅游销售人员，增加大学生购买旅游产品的便捷性，同时给学生解答相

关问题，在推广旅游产品的同时能够把握当前大学生旅游活动动态，掌握大学生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从而进行有效的旅游产

品开发及旅游产品促销策略的及时调整。 

4.3.2注重互联网渠道。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宣传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甚至占据主导。企业可以选择在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知乎等大学生使用比

较频繁的网络平台上进行宣传，加强与精准客户的互动，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扩大宣传力度与产品知名度，创造属于青

年人独特有活力的品牌以及文化故事，获取高校学生的认同感与参与感。 

5 结语 

大学生旅游市场是一个发展潜力较大的旅游细分市场，为使其能持续健康发展，政府部门要加强出台引导及鼓励措施、高

校要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旅游，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旅游观；旅游企业要主动了解高校学生的旅游需求及偏好，积极开发有针

对性的旅游产品；同时在营销宣传上选择更多元更贴合年轻人风格的方式及渠道，增强与大学生用户的互动，提高品牌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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