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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研究
———以昆山市高校学生为例

马世贸袁董雪峰袁屈赛英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昆山 215300）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代大学生，数量庞大，喜欢挑
战，已经成为青年旅游群体的主力军。本文以昆山市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深入分析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特征以

及现阶段旅游市场的开发状况，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希望为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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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

国即将进入全面小康时代，而对于旅游的需求也在急剧增长。根据

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2020年 4
月，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 3700万，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
校数量达到了 2852所，排名世界第二，且各高校还有扩大招生规模
的趋势。中国在校大学生的庞大基数，不仅彰显了我国教育体质改

革的成功，也给旅游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消费潜力[1]。在我国经济腾飞
中成长的当代大学生，闲暇时间充足，有一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对大

千世界有着无限憧憬，是最具消费潜力的年轻一代，必定可以推动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综上所述，研究在校大学生的旅游消费行为，充

分认识在校大学生的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必将有助于旅游市场的开

发[2]。
昆山市被誉为“中国第一县”，其本身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

时，昆山市拥有地铁、高铁等便利、经济实惠的交通工具，使得在校

大学生旅游范围辐射至包括上海、苏州在内的长三角区域。因此，分

析昆山市在校大学生的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对于深入挖掘大学生旅

游消费市场，改善大学生旅游现状都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2 调查状况
本次调查以昆山市各大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网上

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时间为 2020年 10月初，此时正值国庆
假期之际，是大学生出游的高峰时间段。本次网上调查问卷共计

200份，最终回收 200份，实收有效调查问卷 200份，有效问卷率为
100%。

3 昆山市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3.1 大学生旅游的动机分析
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喜欢新事物，课余时间较多，完成基本的

学业任务后，在假期出行旅游已经成为大学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他们是旅游的主力人群。在众多的大学生中，出行旅游的动机也

呈现多样化趋势。据调研统计，有 45%的大学生出行旅游是为了丰
富个人生活阅历、增加见识；33%的大学生是想通过旅游来散散心、
调整心态，缓解学习压力；也有 22%的大学生是单纯的娱乐消遣、
追求刺激。

3.2 大学生旅游的信息来源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高速发展，社会已进入

信息化时代。在校大学生大多是互联网中高度活跃的群体，他们更

加青睐于借助互联网收集信息。根据调查报告显示，有高达 79%的
学生是通过互联网获取旅游信息，有 12%的学生是通过亲朋好友
的介绍获取旅游信息，有 5%的学生通过旅行宣传社获取信息，剩
余的 4%通过电视广播或杂志刊物获取信息。互联网信息相比传统
的电视和报刊等，拥有高度的共享性，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获取全

世界各地的旅游信息；有便捷的检索性和互动性，可以更有针对性

的获取目的地的信息；有极强的时效性，可以获取到实时的信息，避

免一些过时的信息造成的误导。移动互联网为大学生出游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使得学生可以提前对旅游目的地的门票价格、住宿费、交

通费用等作出合理的规划。因此，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互联网的渠

道去了解旅游需要的信息[3]。
3.3 大学生旅游的经济来源
大学生作为旅游的主要群体，具有旅游消费的意识，却没相应

的经济能力，没有固定的收入[4]。据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
的旅游费用是由家庭支持的，有 40%的学生依靠兼职的工资出行
旅游，也有少部分学生由在校期间获得的奖学金充当旅游费用。这

可见，大部分学生出行旅游仍然需要家庭的支持或勤工俭学，这也

导致大学生旅游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

3.4 大学生旅游目的地偏好、消费水平、出行方式及旅游时间
根据上述调查，大学生旅游的目的主要是丰富阅历、放松心情，

因此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成为大学生旅游的主要去处。据统计，有

75%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去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区旅游；有 25%的大
学生希望去娱乐场所或商业街，这部分学生也是单纯地为了娱乐消

遣。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受限于其没有固定收入，调查显示，43.5%的
大学生出游的平均花费在 1000元到 2000元之间，19.5%的大学生
出游的平均花费在 2000元至 5000元之间，出游费用在 5000元以
上的只占 9%，出游费用在 1000元以下的有 28%。同时调查报告显
示，大学生出游的交通工具以价格实惠的火车为主，火车出行的占

比高达 55%，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选择自驾游，只有 13.5%的大
学生负担的起票价较高的飞机，长途汽车由于其在节假日期间经常

堵车，较长的行程时间使得其在旅游出行时基本被抛弃。在旅行时

间方面，大学生更愿意选择时间为 2~3天的短期旅行，因为假期时
普遍上涨的住宿费，占用了大学生一大部分旅游费用，这导致大学

生只能通过缩短旅行时间来节省开支。据统计，有 31.5%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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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费用上花费最多，这也限制了大学生其他项目的消费能力。

4 昆山市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对市场的启示
4.1 加强对大学生旅游的开发
当下，旅游市场主要针对具备较高消费能力的社会人士，有成

熟旅游攻略，但这些旅游攻略往往不适合消费能力较低的大学生，

缺少专门针对大学生的独特项目，对于大学生的旅游市场开发较

浅。大学生虽然消费能力不高，但其基数大，旅游热情高，旅游企业

应与各大高校紧密合作，开拓大学生旅游业务，深入挖掘大学生旅

游的消费潜力，必将有助于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5]。
4.2 丰富产品线，打造符合大学生个性的旅游产品
当代大学生是最具个性的年轻群体，他们思维活跃、好奇心强、

喜欢冒险。因此，在打造大学生旅游产品时要迎合大学生的心理需

求，结合最新潮流。例如打造徒步旅行、露营以及毕业主题旅游等。

同时在住宿方面给大学生适当的优惠倾斜政策，让大学生也能够进

行距离更远、周期更长的旅游，从而增加每个学校的辐射范围，拉动

旅游经济的发展。

4.3 利用网络进行营销
网络营销相比传统的营销工具具有成本低、时效快等优点，而

大学生了解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网络。因此，企业应充分利用网

络对大学生实施精准营销，例如可以和携程、去哪儿网、飞猪等大型

网站进行合作，推出符合大学生的旅游产品。当代大学生，热衷于在

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旅游，企业可以利用这点，策划转

发、集赞等活动，扩大宣传力度。

5 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已经

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校大学生作为时代前沿的年

轻一代，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是旅游最具潜力的消费群

体。企业应加强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开发，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

作，打入大学生旅游市场，打造迎合大学生心理特征的旅游产品，挖

掘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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