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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登一座山，逛一条街，游一座城，无

论是“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旅游，还是

“融入其中”的沉浸式慢游，在旅程中，可

以看见从未见过的风景，也能在不同的场

景中感受各地的“心跳脉搏”，品味不同地

区的独特韵味。

在“5 · 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

（wenjuan.com） 及中国青年报全媒体平台

进行了一项关于“青年旅游意向”的调

查，共有 2134名青年参与，结果显示，休

闲式的、兴趣主导式的“慢游”更受受访

青年青睐。为了提升游玩体验，90.9%的

受访青年会提前查阅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攻

略，游玩线路及路程远近是受访青年最关

注的旅游地信息。

94.0%受访青年喜欢旅游

在武汉读书的 00 后杨万淑很喜欢旅

游，今年已经打卡了浙江绍兴和湖北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

杨万淑会选稍微冷门小众的地方，也会考

虑有没有当地特色，“像绍兴的乌篷船，恩

施的山水，都让我十分着迷”。

为了能有更好的旅游体验，今年五一

假期杨万淑选择了错峰出行。“我和朋友 5
月 2 日到的恩施，那时不少上班族已经准

备返程了，景区的人少了很多。所以在恩施

的屏山大峡谷游玩时，有更多时间体验景

区的项目，坐在船上游览时，映着山水倒

影，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

对于上班族李立来说，旅游并不是一

件容易事。“平时工作多，很难有空闲时间，

而到了节假日，各个景区人又普遍比较多，

体验感不好。”在常州工作的他选择趁着周

末到省内其他城市游玩，前段时间去了苏

州，“现在交通很方便，无论是坐高铁，还是

自驾，都能很快到达目的地，为游览节省了

不少时间”。

调查显示，94.0%的受访青年喜欢旅

游。交互分析发现，85 后受访者喜欢旅游

的 比 例 更 高 ，为 95.4% ，其 次 是 00 后

（94.6%）。
相较于快节奏、打卡式旅游，在广州

读研的 00 后赵熙更喜欢随意自在的“慢

游”。今年寒假返校路上，赵熙先到重庆

玩了几天。“我对重庆向往已久，那儿有

我很喜欢的作家三毛的故居，一直想去看

看，所以在重庆的最后一天，我打卡了三

毛故居。在去的路上，还无意间发现了与

我同名的，清末词人赵熙的故居，感觉像

是一场奇遇。”

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旅游方式？调查

显示，69.8%的受访青年喜欢休闲式的旅

游，48.8%的受访青年喜欢兴趣主导式的旅

游。可见，放松的“慢游”更受受访青年青睐。

此外，有 45.5%的受访青年喜欢随心

所欲式的旅游，37.9%的受访青年则喜欢有

计划的出游。其他方式还有：与他人结伴

（34.5%），打卡式的（26.3%），急行军式的

（12.4%），独自出游（9.7%）。
“我更喜欢一个人旅游，一方面比较考

验个人规划能力，另一方面游玩也更自由，

不用在吃什么、去哪个景点上迁就别人。”

赵熙觉得，独自出游更要重视安全问题，要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路线和出行方式。“在去

张家界和凤凰古城时，因为路程比较远，一

个人出行不方便，我就在长沙报了旅行团，

和别人拼团出游，比较省心，也更安全。”

游玩线路及路程远近是受
访青年最关注的旅游地信息

“我比较喜欢做计划，所以每次旅游前

都会做攻略。”杨万淑说，出行前会把衣食

住行都考虑到，如果和同伴一起去，还会进

行简单分工，比如谁负责做出行攻略，谁考

虑饮食攻略等，“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到

更多风景”。

杨万淑觉得，提前做好规划能省去旅

行中的很多麻烦，“去恩施前，了解到当地

比较有名的景点是恩施大峡谷和屏山大峡

谷，但两者相距几百公里，所以如果都想去

的话，就必须提前做好规划，不然时间会很

仓促”。

调查显示，90.9%的受访青年会提前

查阅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攻略。57.1%的受

访 青 年 会 在 抖 音 等 短 视 频 获 取 信 息 ，

52.9%的受访青年会通过朋友推荐介绍，

51.5%的受访青年会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种草”。

重庆的 85 后麻圆（化名）是一名旅行

博主，主打亲子旅游，平时会在小红书等平

台分享最近的旅行经历和旅游体验。因为

会带孩子出行，所以做攻略成为麻圆出门

前的必备项，还会准备备选方案，“比如备

好大人孩子的各种生活用品和药品，分类

装好，以应对旅行中的突发情况，让旅行更

从容”。

在为别人“种草”的同时，麻圆也会关

注别人的推荐，“上个月去了四川自贡，也

游览了云南大理和丽江，还带孩子看了雪

山脚下的荒野之国，那也是我心仪很久的

地方”。

调查中，46.1%的受访青年会通过网络

搜索查询当地信息，33.8%的受访青年会从

影视剧中的地名、取景地了解当地信息，其

他还有：各地文旅局长“代言”推荐（25.5%），
OTA平台挑选产品（指“在线旅行社”，如携
程、去哪儿——记者注）（20.5%），各类广告

推送（12.3%）。
“马蜂窝和携程是我常用的平台，主要

会查询各个景点间的线路安排。”通过查

询，赵熙会确定游玩路线，像重庆和武汉的

各个区都很大，而且各有特色，如果跨区出

行难免会有一些玩不到的地方，所以赵熙

选择按区游玩，“时间有限，做好规划才能

避免走回头路”。

调查显示，游玩线路（62.1%）和路程远

近（61.1%）是受访青年最关注的旅游地信

息。其他还有：美食必吃榜（58.2%），住宿价

格（57.0%），物价水平（48.0%），天气情况

（47.7%），网红打卡地点（40.9%），民风民俗

（39.3%），当地特产（27.7%）。
“苏州最有名的是园林，比如拙政园、

狮子林，是必须要打卡的地方，还有苏州博

物馆也值得一去。”为了能够在周末逛完想

去的地方，李立做了详细的攻略，比如园林

的门票价格，从园林出来后的线路，以及提

前预约博物馆等。李立在游玩时还会关注

当地的一些特色产品，“去的时候快到母亲

节了，听说苏州的丝绸很有名，所以挑了一

条丝巾，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

此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青 年 中 ，00 后 占

26.1%，95 后占 24.2%，90 后占 31.3%，85 后
占 18.3%。来自一线城市的占 35.6%，来自

二线城市的占 37.9%，来自三四线城市的

占 19.9%，来自县城或城镇的占 5.2%，来自

农村的占 1.5%。

“青年旅游意向”调查显示：

休闲式、兴趣主导式的“慢游”更受青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如今，年轻人谈婚论嫁，“房子”是绕不

开的话题。在传统观念里，有房才有安全感。

但随着买房压力越来越大，房子让许多年轻

人，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站在“婚姻”这

道门外望而却步。成家时一定要有自己的住

房吗？你能接受不买房就结婚吗？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1512 名

35 岁以下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

于成家时要不要有自己的住房，67.1%的

受访青年明确必须要有。同时，居住在一

线城市、女性、已有自住房的受访群体认

为应该有的比例更高。

拒绝租房结婚，受访女性
比男性态度更坚决

1995 年出生的郑月岚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姑娘，丈夫也从小生长在北京顺义。

她说，“土著”身份让他们小两口的购房压

力小了很多。婚后，两人一直住在公婆名

下的一套小两居里。两年前宝宝出生，空

间一下子就不够用了。前不久，他们置换

了一套 110 平方米的二手房，位于顺义马

坡。在郑月岚的观念里，年轻人成家了就

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处，“如果条件

有限达不到，至少也要保证稳定”。

去 年 毕 业 于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的 袁

杨 ， 目 前 在 家 乡 常 州 从 事 法 务 工 作 。

他正计划着不久后与女友结婚，现在

俩人正商量着在南京买房。“我认为年

轻人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结婚了还是

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婚后过家庭生

活，不再是一个人漂泊不定，房子是不

可或缺的载体。”

李蜜研究生毕业后在广州一家外企就

职，现租住在一间公寓里。从事风险投资的

她对买房有着不同的观点。“从投资收益的

角度考虑，租房是每月拿出一小部分收入，

其余能自由支配，可以投资在其他收益率高

的产品上。而买房对于不少家庭都是支付巨

额首付，并长期背负债务，相当于把资产都

套在了房产上，生活缺少很多快乐。”

对成家时买房这件事，李蜜没有很大的

执念。“房子对我不是必需品。如果投资市场

波动很大，没有合适的投资机会，我才考虑

买房托底。毕竟房子作为固定资产，尤其是

在一线城市，是比较坚挺的投资品类。”

调查中，67.1%的受访青年明确，成家时

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12.9%的受访青年表示

没有必要，20.0%的受访青年认为要看情况。

交互分析显示，不同人群在成家购房

上的态度存在一定差异。

在居住情况上，已有自住房的受访者

最支持成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78.4%）。
在生活城市上，一线城市的受访者对此认

可比例最高，为 73.0%，其次是二线城市受

访者（67.7%）。
不 同 年 龄 中 ，18- 25 岁 的 受 访 者

（70.4%）认为成家必须要有自己住房的

比 例 最 高 ，其 次 是 30- 35 岁 的 受 访 者

（69.8%）。此外，受访女性（67.7%）坚持

成家时要有房子的比例略高于受访男

性（66.3%）；同时，在认为没有必要的比

例 上 ，受 访 男 性（14.4%）比 受 访 女 性

（11.7%）高。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女

性更加在意成家时是否有房子这件事。

“自己有了房才算是在一
个地方生了根，能踏实地发
芽、开花”

对于为何坚持成家时要有自有住

房，郑月岚解释，她深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租房就要面临不断搬家。自己有了

房才算是在一个地方生了根，能踏实地

发芽、开花，才是有了真正的家”。她说，房

子本身就能给人很强的安全感、归属感，

“我会不断地添置家居用品来装饰、充实

这个小家。看着生活品质一点点提升，

家也不断温馨起来，幸福感是很高的”。

在很多人心中，有房才有家。为何这种

观念会普遍存在？78.5%的受访青年认为是

因为自有住房能带来安全感、归属感，

53.9%的受访青年觉得买房更能提升居住

和生活品质。

“有了自己的房子，不管是未来育儿还

是养老，都更加有自主性。”在袁杨看来，两

人成婚后第一套房的置房费，应该主要由

男方承担。“现在青年婚恋市场竞争激烈，

有房也是男士经济实力的证明，能让女生

更安心。”但同时他坦言，自己买房能有底

气，一是家里人在经济上能支持，二是南京

房价相对比较友好。他说，自己相中了南京

鼓楼那一片，很繁华，可房价仍远比北京、

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远郊区低了很多。

在李蜜看来，如今房价不低，刚工作

没几年的年轻人大都没有多少积蓄，单靠

他们自己，买房属实是件为难的事，而且

买房也不应该是单独哪一方的事情。“只要

两人感情坚固、相互信任，成家时也不一

定非要有房，两人共同的家可以共同去奋

斗和打拼。”

27岁的杨平是江西赣州人，现在武汉

某检察院任职。他觉得，房子是生活的一

种保障，也是一份家业，更是对对方的一

种承诺，是两人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他

坦言，自己独自一人在异乡打拼，常有无

处归根的孤独感。“如果在一个地方买了

房、安了家，我才会感到是真正地融入了

这座城，能让我十分地安心踏实。”

调查中，50.5%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传统

观念里自己的房子才是“家”，47.4%的受访

青年觉得是出于家庭实际需求，为育儿养

老提供安稳条件，22.9%的受访青年指出是

受传统习俗影响，结婚要配置婚房。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赵秀池表示，对于产权房和租赁房，

人们享有的权益是不一样的。租房的诸多

不便，会坚定人们想要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的观念。而且中国自古就有“有恒产者有恒

心”、购房置地是成功人生写照的看法。因

此，很多人的人生奋斗目标就是拥有属于

自己的住房，是能够理解的。“这样的奋斗

目标没有坏处。年轻人就是要奋斗，无奋斗

不青春。但同时，年轻人要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来解决住房问题，没必要为了有房而背

上巨额债务。租赁住房一样可以解决住房

问题，同样能使生活更美好。”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青年中，已有自

住房的占 32.7%，与长辈同住的占 37.2%，

租房的占 21.2%，住宿舍的占 8.1%。生活在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29.4%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2.3% ，三四线城市的占 25.3% 。男性占

44.2%，女性占 55.8%。18-25岁的占 25.0%，

25-30岁的占 50.0%，30-35岁的占 25.0%。

（潘泽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成家时一定要有自己的住房吗？67.1%受访青年认为应该有
78.5%受访青年认为自有住房能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自古以来，中国家庭就有准备婚房

的传统观念。但如今，房子成为横在不少

年轻人婚姻面前的一座“大山”。想翻过

去钱包挺难，不翻过去婚嫁也难。为什么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结婚时要有自己的

房子？不买房就不结婚吗？

现在在武汉某检察院任职的杨平，

是江西人。他介绍，在他们老家，结婚时

男方是一定要有房产的。如果没房子裸

婚，也不是不行，但在街坊邻居面前是没

面子的。杨平坦言，他就深受这一习俗影

响，认同成婚时男方得有自己的住房。自

己这两年也在积极努力地工作，攒钱购

置婚房。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78.5%的受访青年觉得自有

住房能带来安全感、归属感，50.5%的受

访青年认为在传统观念里，自己的房子

才是“家”。47.4%的受访青年指出要求成

家时有房是出于家庭实际需求，能够为

育儿养老提供安稳条件。

杨平介绍，高彩礼、男方置房原本是

他老家婚嫁时的两大“特色”。但随着这

些年国家不断倡议摒弃天价彩礼的陋

习，如今，他们当地的彩礼在某种程度上

已成为一种形式，但成婚时男方要备房

的习俗至今依然保留，“人们对于结婚时

要有房这件事儿仍然非常在意”。

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像武汉的武昌

南湖这类房价稍高的地段，每平方米价

格不到两万元，一套三居室下来大概

200 万元。我每年的薪资、年终奖，再加

上公积金，好好攒起来，很有望在几年后

购置一套不错的房产。这让我更加有动

力工作，生活很有奔头。”他认为，在有

能力和资金允许的前提下，买房是一件

好事。

今年 28 岁的北京姑娘郑月岚在生

了宝宝后，把家里的小两居置换了一套

三居室。她觉得，两个人结婚过日子，生

活就该稳定下来了，应该有一套自己的

住房，让身心都有一个停靠的港湾，这样

安全感更高，工作也更能全力以赴。

现在广州某外企任职的李蜜，和男

友租住在一间公寓里。李蜜表示，自己

因为做投资工作，安全感更多是来自于

资金的多寡，“广州房价很高，首付加

高房贷会‘套牢’我。相比之下，收入

稳定，手里有钱，能供我随时支配，更

让我感到安心”。

谈及租房生活，她并不排斥，“如

果换工作了，或者一个社区住腻了，说

走就能走，想去哪儿住就去哪儿住。现

在趁年轻在大城市打拼，锻炼成长。等

以后累了，我可以选一座环境美、房价

友好的宜居城市定居下来。”李蜜说，

“生活没有什么所谓固定的轨道，当下

舒服是最好的状态。”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青年中，已有

自住房的占 32.7% ，与长辈同住的占

37.2% ，租 房 的 占 21.2% ，住 宿 舍 的 占

8.1%。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 29.4%，二线

城 市 的 占 42.3%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25.3%。男性占 44.2%，女性占 55.8%。18-
25 岁的占 25.0%，25-30 岁的占 50.0%，

30-35岁的占 25.0%。

（潘泽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当房子成为横在年轻人
婚姻面前的一座山，怎么破？

生活没有固定的轨道，
当下舒服是最好的状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打卡博物馆，了解当地的过去现在，感

受历史的沧桑巨变；游古镇小街，体验当地

的人文风情，在浓浓烟火气中品味当地的

独特韵味；亦或买些文创产品，为旅程留下

美好回忆。如今，文化旅游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和喜爱，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古色

建筑，或是方言习俗，这些元素无不深深烙

上了当地的独特印记，让人久久难忘。

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问卷网 （wenjuan.com） 及中国青年报

全媒体平台进行了一项关于“青年旅游意

向”的调查，共有 2134 名青年参与，结

果显示，风俗习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受

访 青 年 在 旅 程 中 最 关 注 的 文 化 元 素 ，

92.7%的受访青年认为旅游是认识祖国河

山、增长见识的重要方式。

超九成受访青年会在旅
行中关注当地文化元素

“我比较喜欢有文化气息和历史厚重

感的城市，这是我选择旅游目的地时首先

考虑的因素。”在北京工作的杨桦前段时间

游玩了西安，看到了历史书中提到的兵马

俑，感觉很震撼。杨桦感叹，西安作为多朝

古都，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

“这些元素让这座城市更有韵味了”。

调查显示，超九成受访青年会在旅行

中关注当地的文化元素，仅 0.9%的受访青

年表示不关注。66.6%的受访青年会关注当

地的风俗习惯，53.8%的受访青年会关注当

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0.1%的受访青年会

关注当地的历史渊源。

在 95后张子敏看来，到一个地方一定

要打卡当地的博物馆，那是一个城市的过

去，也连接着未来。“前段时间我和朋友打

卡了长沙博物馆，去之前提前预约了门票。

虽然看的时候没办法全都记住，但总会不

自觉地想要多了解当地的历史。”

“去凤凰古城时，我报了个旅行团，

在路上导游介绍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00 后赵熙说，因为凤凰古城是在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很有民族特色，而且导

游就是苗族人，“所以当时问了导游一些

苗族的习俗，比如哭嫁以及当地人为什么

喜欢银饰等问题，导游进行了解答，感觉

还挺长知识的”。

调查中，50.1%的受访青年会关注当地

的特色文创产品，且有 74.3%的受访青年

认为特色文创会让当地更“出圈”。

在武汉读研的 00 后杨万淑今年在绍

兴游玩时，路过了王羲之作《兰亭集序》的

兰亭景区，“当时我一下子回到了高中时代

背诵《兰亭集序》的日子，很有情感共鸣，所

以在离开时买了一块《兰亭集序》的镇纸作

为收藏”。

不过，杨万淑坦言，特色文创想要“出

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觉得，现在不少

文创产品缺乏创意，仿制比较多，比如有的

地方文创冰棍火了，其他地方也开始跟风

卖冰棍，或者全都做书签、纸扇之类的产

品，缺少与当地文化的紧密结合，让人很难

有购买欲望。“我觉得像故宫的文创产品就

做得很好，与故宫的建筑、文化元素巧妙地

结合在一起，也比较精美，很能打动我，我

会愿意为此花钱。”

受访青年在旅行中还会关注的文化元

素 包 括 ：手 工 制 品（49.3%），传 统 建 筑

（47.4%），方言（25.7%），歌曲戏剧（20.5%），
知名人物（18.6%）等。

“旅行不仅能拓宽视野，
也是结识新朋友的重要方式”

“我很喜欢逛一个地方的老城区，那里

的建筑、街道，都很有生活气息，能够反映

当地的特色和文化。”赵熙说。

张子敏觉得，旅行的意义在于走出原

先的生活圈，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新鲜感，而

且旅程中的点点滴滴也会成为多年以后的

美好回忆。

调查显示，92.7%的受访青年认为旅游

是认识祖国河山、增长见识的重要方式。交

互分析发现，85后受访者表示认同的比例

更高，为 95.7%，其次是 00后，为 93.2%。

“旅程中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乐趣，学到

不同的知识。”张子敏感觉，现在越来越多

的家长重视带孩子出去旅游，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就是希望帮孩子开阔视野，增

长知识，“学习不仅体现在书本知识上，行

万里路也是重要的方面”。

杨万淑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对很多地

方的认识，是通过书本或视频获得的。

“比如喀斯特地貌，到了现场时，会觉得

书本上的字都活了过来，熟悉的记忆也都

涌现出来，不禁感叹，‘原来喀斯特地貌

是这个样子’。”

“在旅行中，我的同伴说，‘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还要阅人无数’，这句话

很打动我。”杨万淑说，在旅行中会认识

一些人，有的可能是萍水相逢，有的则

会建立起新的联系。在恩施的旅程中，

杨万淑就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通过聊天

发现对方是隔壁学校的，这让杨万淑觉

得很奇妙，也约定了之后有时间一起出

去玩。“对我而言，旅行不仅能拓宽视

野，还能拓展社交圈，是结识新朋友的

重要方式。”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在校学生占

20.0% ，全职工作者占 62.5% ，个体户占

6.8%，自由职业者占 8.9%。

92.7%受访青年认为 旅游是认识祖国增长见识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