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的地如何抓住年轻游客的心
本报记者 齐 征

作为本次调查的指导老师，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厉新建4年
来一直关注并分析研究 《大学生旅游意向
调查》的结果。对于2013年的报告，他给出
了几点有趣的解读， 对于目的地如何把握
大学生群体的出游脉搏有所助益。

第一，大学生旅游过程中资金的来源，
有52%左右是来自于父母的。“这个比例虽
高，但是相对于去年的数据有明显下降。同
时，27%是来自于学生平常节约的生活费。
客观地说，两者相加，意味着有约80%大学
生的出游费用都跟父母有密切关系。”厉新
建认为，一方面，社会需要为大学生旅游自
身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多便利， 比如社会应
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支持， 包括在产品上更
多关注。在大学生出行的交通工具选择中，
很多是依靠火车出行的， 随着高速交通体
系不断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围绕着火
车线路去组织大学生旅行，设置一些大学
生旅游的产品，值得探讨。另一方面，能力
提升的需要来自于大学生自己。比如旅游
过程中所有的花费不一定都要在出发之

前准备好，旅游费用可以在旅游的过程中
自己赚。“2008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我碰
到很多国外学生，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学生
说 ，他到墨尔本旅游之前，手里的钱只够
从出发地到墨尔本的费用。 他在墨尔本所
有的费用都是他到墨尔本后打工所得。农
场、青年旅社、廉价旅馆、背包客栈都可以
找到工作的机会。”所以，厉新建认为大学
生的旅游理念还可以有所改变。

第二， 有50%多被调查大学生喜欢户
外运动、到野山去，有30%多的人喜欢去森
林公园，20%多喜欢去休闲农庄。实际上，旅
游对大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

助。“国外有人专门研究注意力重建， 他们
认为到自然环境中去， 逃离喧嚣的城市环
境，对认知能力提升会有更大帮助。对于旅
游目的地未来的发展来说， 需要思考有什
么样的方式可以提升大学生的认知能力。
旅游目的地无论是在自然环境中还是人文

环境中， 如何将信息转变为大学生认知的
沉淀，值得思考。”厉新建说，比如，大学生群
体对新技术有天然的敏感和爱好， 所以目
的地在提供解说服务过程中， 如何依托现

在的技术， 为大学生群体提供他们所喜欢
并乐意接受的解说服务也是值得探索的。

第三， 有53%的大学生选择城市周边
或者省内游。大学生本身比较好动，所以大
学生认为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概念，值得
探讨。厉新建认为，对于大学生旅游市场，
需要关注到规模效应和挤出效应之间是不

是有相互关系。 大学生旅游市场本身也有
大众和小众之分 。“有些大学生消费能力
强，有些大学生消费能力弱。旅游目的地如
果在大学生旅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去抓小

众市场， 将有可能会推动那些原来不为人
知的小众景点进入市场。 比如台湾已经出
现的很多私房菜、私房景点等。”

第四， 自由行在大学生市场中会持续
大发展。调查显示，68%的大学生喜欢自由
行。“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在自由行大发
展的过程中 ， 如何回归到自由行的本
质———自由无拘束的旅行， 但同时它应该
是一个更便利的旅行。”厉新建说。自由行
并不完全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什么都由自己

安排。 在这里面最根本的是如何让出游更
便利。 目的地可能需要去找一些适合大学
生旅游特征的产品进行改进。 比如说大学
生非常喜欢技术， 如何通过技术服务的方
式，为大学生自由行提供更好的信息推送，
如何做更多的协同搜索； 大学生非常喜欢
美食， 对大学生群体能不能在选择旅游目
的地的同时， 把美食的信息推送给他……
如何让大学生花更少的时间选择更适合他

的产品也值得研究。
第五， 如果景区或目的地城市重视大

学生群体旅游产品的开发， 有一项工作非
常重要———进一步完善旅游目的地的基础

设施。大学生搜集到的旅游信息，很多来自
于网络。比如说，调查中，被调查学生关于
目的地的信息54%来自于网络， 价格信息
60%来自于网络。“他们分享旅游感受的方
式是博客、微博、微信。尤其是微博和微信
都是随时随地提供信息。 如果目的地基础
设施支持这些对环境非常敏感的学生，把
他们的感想即时发布出去， 将会影响到其
他消费人群。”厉新建认为，作为一个旅游
目的地，如果想挖掘年轻人市场，利用年轻
人市场非常活跃的特点， 来为旅游目的地
做传播的时候， 旅游目的地一定要有非常
完善的设施，和低价进入的门槛。

张凌云：别再把海洋视为畏途
我国海洋的国土面积299.7万平方公

里 ， 二十一世纪是海洋时代 ， 我们应该
首先培养海洋意识 ， 认识到海洋战略在
国家战略发展中的地位 。 从小培养国民
的海洋意识很重要 ， 而旅游是一个很有
效的途径。 从年轻人抓起 ， 培养他们的
海洋战略 ， 让他们了解海洋 、 认识海

洋、 亲近海洋 ， 而不是再把海洋视为畏
途。

世界旅游组织认为 ， 海洋旅游占国
际旅游收入的50%。 而中国在海洋旅游
方面刚刚起步 ， 我看到这次的榜单有一
个体会 ： 我们现在讲旅游 ， 可能还是在
讲以城市为依托的滨海旅游 ， 而这只是

海洋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和初级阶段 。
海洋旅游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 比如说一
些海上的活动 、 项目 ， 包括热气球 、 探
险 ， 还有海中 ， 比如潜水 、 海底观光 、
海岛旅游等 ， 再远就是远洋邮轮旅游 。
这个系列可以覆盖从观光向休闲 、 度假
的整个产品系统。

戴学锋：借海洋资源释放国内旅游需求
中国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 而开发

海洋旅游资源最主要的作用是突出主

权 、 显示存在 ， 使得我们这个国土真正
被利用。 我认为 ， 现在很好地利用海洋
资源更加重要 。 海湾 、 海岛 、 海滨 ， 和
海相关的旅游是世界旅游的最大明珠。

中国前些年由于不重视这些 ， 造成
了传统旅游目的地非常拥挤 ， 产生了国
内旅游的挤出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 ， 哪里是释放国内旅
游需求的重要空间 ？ 我觉得是海岛 、 海
湾 、 海滨 ， 这些与海相关的旅游资源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这些和海相关的资
源 ， 既是国家领土安全的需要 ， 也是
释放国内旅游的需要 ， 是青年人未来
发展的需要 。 所以 ， 青年喜爱的 （海
洋 ） 旅游目的地推介活动的举办意义
非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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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大学生旅游意向调查报告发布
本报记者 姜 蕾 齐 征

由中国青年报社青年旅游传播研究

院、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大学生旅游实践营
共同实施的2013年 《大学生旅游意向调查
报告》日前出炉，此次调查于2013年10月进
行，在清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厦门大学、
云南大学、 湖南大学等全国23所高校的约
1600名在校大学生中进行， 共回收有效问
卷1524份，问卷有效率约为95.25%。

调查从大学生旅游偏好、旅游花费、旅
游方式、出游准备、旅行关注点、分享方式
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群体的旅游特点。

就数据来看，大学生旅游偏好很强，出
游频率交频繁。 有85.43%的被调查大学生
表示热爱旅游 ， 占受访学生的大多数 。
47.91%的被调查大学生一学期至少会旅行
一次，26.71%的被调查大学生一学年旅游
一次， 另有12.66%的被调查大学生一学年
旅游3次及以上。

从出游范围看 ，52.69%的被调查大学
生曾在省内及周边旅游；46.65%的被调查
大学生曾去国内其他城市旅游；有5.84%的
被调查大学生曾经出境游。

大学生感兴趣的旅游目的地集中在：
“适合户外运动的野山”（占52.62%）、“森林
公园”（占37.34%）、主题公园（占36.48%）和
休闲农庄（占25.85%）。

51.12%的被调查大学生表示， 愿意把
旅行时间安排为3天至1周，有7.35%的学生
愿意安排一周及以上的时间。

在旅游投入方面，有36.42%的被调查大
学生表示愿意把10%~20%的生活费用于旅
游，而有31.30%的被调查大学生愿意把20%
~30%的生活费用于旅游，较去年增长3%。

在旅游花费方面，大学生
多靠父母补助，花销呈上涨趋
势，但结构向自给自足微转
调查发现，在受访者中，46.19%的学生

每月生活费在500~1000元 ，32.74%的学生
每月生活费在1000~1500元之间。

与去年相比， 2013年最大的不同为旅
游花费的来源有从依赖父母资助逐渐转向

自己补给的趋势。 虽然被调查学生2013年

的出游费用仍主要来自父母， 但构成略有
变化， 其中， 52.23%的被调查学生的旅游
花费直接来自父母资助 ， 比去年下降了
8.41%； 而27.03%的学生表示， 旅游花费
来自平时节俭的生活费 ， 比去年增长了
4.02%。 此外 ， 有13.78%的学生表示旅游
花费来自兼职收入， 比去年增长了2.08%。

在旅游花费的安排上，住
宿为花销最多项， 大学生旅游
时最愿为美食花钱

在短途旅游中（3天以内），34.78%的人
花费在200元以内，39.11%的人花费在200~
500元，21.19%的人花费在500~1000元。

在中长途旅游 （3天以上 ）中 ，花费在
200~500元的比例下降至29.40%， 而500~
1000元的比例上升至30.64%。

在所有花销中 ， 住宿成为大头 （占
28.22%），其次是餐饮（占21.06%），景区门
票 （占19.55%）和交通 （占18.90%）位列其
后。

而在花费意愿上， 美食是被调查者的
首选（占71.13%）。

自助游是大学生群体青睐

的旅游方式， 火车是他们的首
选交通工具

在本次调查中， 有67.85%的被访者选
择了自助游的出游形式， 选择旅行社团队
游和社团旅游的分别为15.68%和10.30%。

出游时，65.09%的被访者选择会乘坐
火 车 ， 选 择 乘 飞 机 出 行 的 仅 占 两 成
（19.09%）。

在旅游目的方面， 大学生的选择呈现
多元化趋势。

“观赏风景”（占33.33%） 虽仍为第一
位， 但较去年已大幅下滑了23.05%,“增长
见识”（占28.35%）仍排在第二位，其后依次
是 ：调整心情 （占27.82%）和寻奇猎险 （占
8.60%）。

大学生更倾向暑假出游， 网络是信息
主要来源。

在旅游时间的选择上， 暑假依然是被
调查对象的首选（占59.65%），其他选项依
次是 ： “五一 ”等小长假 （占41.34%）、“十

一”黄金周 （占34.652%）、寒假 （占24.87%）
和双休日。

在“了解旅游目的地信息”和“了解旅
游价格信息”两项调查中，网上信息均名列
前茅， 分别为54.92%和60.96%， 远远超出
“朋友介绍”和“通过旅行社”等方式。

52.36%的被访者表示会提前两周进行
旅游准备，30.31%的被访者选择“提前一个
月”，此结果与去年基本持平。

大学生出游首先关注目的地舒适度。
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旅游舒适度”

仍是被调查大学生考虑的首要因素 ，占
37.27%；其次是“费用”，占22.64%；再次是
“安全”， 占19.82%。 此结果基本与去年持
平。

而在旅途中，“住宿”（37.53%）和“纪念
品没特色”（27.76%） 是让被调查大学生容
易感到不满的环节。

在分享方式上， 新媒体是大学生群体
的首选，图片是他们主要分享内容。

大学生群体是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群

体， 在分享旅游感受的方式上， 传统方式
如互赠照片 、 发彩信等早已不是主流方
式 ， 而博 客 （占 58.27% ） 、 微博 （占
35.24%） 和微信朋友圈 （占22.51%） 则成
为被调查大学生最倾向选择的分享方式。
69.75%的被访者会选择与他人分享旅行图
片， 只有17.45%的被访者会选择用文字记
录旅行感受。

2013年是国家旅游局推
出的海洋旅游年， 因此在本次
调查中， 专门设计了海滨旅游
的相关题目，调查显示，大学生
群体更青睐干净的自然环境，
对滨海旅游目的地管理混乱最

为不满

“干净的海水” （60.10%） 成为被调
查大学生选择海滨景区景点旅游的最看重

因素， 其次是 “新鲜的空气” （46.78%）
和 “舒适的度假休闲环境 ” （46.39%）。
根据调查结果， 大学生在去过的海滨旅游
景点中最不满意的因素为景区 “管理混
乱” 和 “环境脏乱”。

随着经济的发展， 全国人民的生活水
平大幅度提高， 旅游逐渐成为大众生活中
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旅游业
蓬勃发展，成为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产业。
对民众进行调查， 了解他们的旅游意向十
分必要， 而其中大学生群体是最有活力与
市场潜力的群体。

对大学生群体的旅游意向、 旅游方式
及旅游态度等进行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

因： 一、 有助于旅游主管部门及时了解、
掌握该群体的旅游意愿、 消费动态， 为旅
游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
对旅游市场发展作出前瞻性判断， 并制定
相关计划引导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从而
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加快我国经济转型的脚步 ；
二、 有助于旅游企业和旅游地区及时了解
市场动态， 并且作出相应的措施适应市场
的改变， 满足该消费群体的需求， 从而促
进旅游地区及相关旅游企业的发展： 三、
对于青年群体， 特别是大学生群体而言，
能在同一坐标系下， 了解同龄人的喜好，
为出游提供很好的参照系。

基于此， 中国青年报社于2010年3月，
进行了首次大学生旅游市场调查， 得到旅
游主管部门、 旅游企业、 旅游目的地政府
等的一致好评。

中国青年报社一向以 “推动社会进
步， 服务青年成长” 为办报理念。 为了在
旅游产业向 “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及人民
群众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迈进过程中， 切
实推动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为旅游主
管部门及旅游企业提供客观的第三方调查

数据。 中国青年报社将于今年10月再次启
动全国范围的 “大学生旅游意向调查 ”，
并拟将该调查常态化， 每年进行一次， 以
形成连贯的可供追踪比较的数据库。

城市

北海是个干净浪漫的城市，中西合璧、
新旧结合的骑楼建筑，柔软如地毯的银滩，
梦幻如画的涠洲岛， 对于追求浪漫的青年
来说是绝佳的旅游地。 （席建超）

三亚是几乎每个有休闲度假需求的中

国人每年都会想到、 每年都无法不想的成
熟的滨海休闲度假地。 （厉新建）

丹东与朝鲜接壤，是抗美援朝战场入口，
素有“北国江南”美誉；特殊地理位置，丰富的
自然历史文化资源、 缤纷的红叶和丰富的地
热资源使它成为温泉疗养胜地。 （席建超）

宁波是山海、文化历史、自然传统组合
最好的海滨城市。 （戴学锋）

三沙， 中国最具世界潜力的海洋休闲
度假目的地。 （厉新建）

上海是一座开放而又保守的城市。西
洋建筑、弄堂和现代大厦交相辉映；中西文
化在此融会贯通，它象征着美丽、摩登和情
调。 （席建超）

海岛、仙境、美酒，不可不去烟台。
（厉新建）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历史文化积
淀最深厚的海滨城市。 （戴学锋）

厦门的岛、礁、岩、寺、花、木相互映衬，
侨乡风情、闽台习俗。海滨美食、异国建筑
融为一体，这里空气清新、四季如春，是非
常浪漫的邂逅地。 （席建超）

景区景点

秦皇岛北戴河景区， 是中国旅游业的
发端和缩影之一。 （席建超）

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柔软沙
滩、惬意阳光、怡情忘我。 （厉新建）

西沙群岛， 中国最有潜力的海滨旅游
区，且西沙旅游对“突出主权，显示存在”意
义重大 （戴学锋）

北海市银滩度假区， 东西绵延约24公
里， 可容纳国际上最大规模的沙滩和海上
运动娱乐项目，沙滩在阳光下会泛出银光，
有“天下第一滩”的美誉。 （席建超）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是以展示海洋
文化、突出海滨特色为主题，集观光、娱乐、
科普、购物、文化于一体，园内奇石怪松、山
水相映，构成了绚丽的海滨风光。 （席建超）

丹东鸭绿江风景名胜区以水景为主

线，山景相依托，名胜古迹历史久远，游一
江可观赏中朝两国风光。 （席建超）

福建莆田湄洲岛，素有“南方小蓬莱”
之美誉，也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是世界上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亿信众顶礼膜拜的
圣地，被誉为“东方麦加”。 （席建超）

青岛崂山风景区，是传统的旅游区，知
名度高。 （戴学锋）

三亚天涯海角风景区， 是全国最著名
的海滨旅游区， 几乎无人不知， 且特色鲜
明。 （戴学锋）

烟台蓬莱阁自然风景区， 蓬莱阁与黄
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楼”。 （席建超）

西沙美景 CFP供图

第八届中国青年喜爱的（海洋）
旅游目的地推荐活动综合榜单

西沙群岛

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福州平潭岛旅游风景区

秦皇岛北戴河景区

北海市银滩度假区

丹东鸭绿江风景名胜区

三亚天涯海角风景区

温州市雁荡山风景名胜区

威海刘公岛景区

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

城 市

厦门

北海

三亚

上海

三沙

杭州

舟山

烟台

宁波

丹东

第八届中国青年喜爱的
（海洋）旅游目的地
专家推荐榜单

城市：
北海

三沙

宁波

三亚

上海

丹东

厦门

烟台

舟山

杭州

景区景点：
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秦皇岛北戴河景区

北海市银滩度假区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丹东鸭绿江风景名胜区

福州平潭岛旅游风景区

威海刘公道景区

西沙群岛

烟台蓬莱阁自然风景区

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

（海洋）旅游目的地专家点评
第八届中国青年喜爱的 （海洋） 旅游

目的地推介活动专家顾问团成员、 北京联
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旅游发展研究院
院长张凌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财
经战略研究院旅游研究室主任戴学锋， 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创新基地

副研究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旅游专家席建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
游管理学院院长、 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 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副秘书
长厉新建在参与本次活动投票的同时， 也
为他们心仪和喜爱的海洋旅游目的地特别

给出了评语。

大学生代表推荐榜单
景区景点

厦门

夏州

三亚

上海

北海

三沙

舟山

海口

日照

烟台

西沙群岛

福州平潭岛旅游风景区

太姥山风景名胜区

三亚亚龙湾风景区

温州雁荡山风景区

三亚天涯海角风景区

北海市银滩度假区

丹东鸭绿江风景名胜区

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

青岛崂山风景区

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景区景点城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