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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线上产品日益增加、

线下支付广泛普及,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在出行和消费方式与移动互联网已密不可分；旅游产

品也应迎合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进行设计和开发。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他们

的旅游行为特征及市场上大学生旅游产品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在移动互联网日益猛增的背景

下大学生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的策略，希望对开发更便于大学生及青年旅游者的旅游产品起

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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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时代互联网迅速发展和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人

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品开发设计的思路也要随之改变；同时大学生群体在网

民群体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多，而针对其旅游产品较少。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研究大学生旅

游行为特征，设计和开发符合大学生需求的旅游产品，为大学生提供更加优惠、便利、舒适

的旅游产品显得十分必要。

一、大学生旅游市场的现状调查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校大学生的旅游需求，笔者进行

了广泛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走访的方式在各大高校完成，问卷调查通过网络进行

发放，调查内容包括大学生出游的动机、喜好、特征、及对互联网下旅游新产品的期待与建

议。调查结果如下：

（一）大学生旅游产品定位有待明确

大学生作为一个不具备过多社会能力和经济能力的人群，在旅游行业往往被忽略；但是，

大学生群体却拥有着庞大的旅游市场，他们拥有较长的时间前提；与此同时，大学生对新鲜

事物具有尝新和挑战精神，这为他们提供了出游动机；然而市场上却鲜少有为之提供的旅游

产品，而针对大学生的旅游产品也因为定价过高，最佳旅游季节冲突等问题，未能被大学生

接受。

（二）大学生对旅游产品的信任度较低

在谈及包价旅游时，大学生往往给人的反应是导游随意更改旅游线路、强制购物、态度

恶劣；这也是大学生在选择自主出行的原因之一。然而自主出行在不知道不熟悉的旅游目的

地的情况下，往往容易走“冤枉路”，花“冤枉钱”。

（三）互联网安全性有待提高

在本次调查中，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对互联网的隐私性问题有过担心，此前携程网站也出

现过，购买者信息泄露的事件；而旅游产品在购买时，不论是住、行都需要游客提供自己的

个人信息，出境游则更详细。设计互联网旅游产品时，保证游客在购买产品时的网络环境及

信息保密也是值得重视的。

（四）目前网上预订系统有待完善及电子导游的普及范围有待推广

目前大学生出游使用预定功能在住、行、游等方面，且互相独立，无利害关系。大学生

在互联网上接受的信息冗杂，难辨优劣，致使流失游客。预订功能是为了节约预订者的时间，

而且缓解了商家因突然增多的客流量时服务力度的措手不及，所谓是一举两得。互联网上的



预定信息却存在刷好评、虚假介绍等现象，目前网上预订也限于餐饮、酒店、机票和部分景

区，电子导游更是局限于部分展品或是展区的讲解功能，缺少人性化。

（五）大学生旅游者的特殊性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对新鲜事物有极度的追求性，勇于挑战，却缺少过

多经济支撑，然而大学生市场规模巨大，需求不同于其他的游客群体，而现在的旅游市场中，

专门为大学生设计的旅游产品少之又少，一般的旅游产品不能很好的满足大学生的要求，缺

乏个性化，不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而且价格普遍偏高。其实大学生和在社会上的就职青年

的年龄相差不大，所以在挑选旅游商品时，如果能抓住大学生的心理，对于旅游产品的推广

也不会局限于大学生本身，而是针对这一年龄段的旅游产品，所以大学生旅游产品的开发是

具有长远眼光和必要性的。

二、大学生旅游的消费行为特征调查分析

（一）大学生旅游消费现状分析

1.大学生出游受费用限制

根据本此调查有六成大学生因旅游成本过高而放弃出行计划，所以大学生在选择旅游产

品时比较注重价格。首先，大学生本身是无收入群体，可用来旅游的并不充裕；其次，大学

生是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勇于探索的群体。所以，在有限资金条件下获得更多的旅游体

验是其所重视的。

2.大学生在选择出游时更关注交通及住宿价格

大学生在出行多以自由行或结伴行为主，在确定旅游目的地时多关注出行交通的价格及

住宿价格；而当地景区价格、餐饮价格或团费却关注度稍减。交通及住宿是出游不可或缺的

因素，通常在制定出行计划时要考虑旅游季节及当地客流量等问题而提前预定，故关注度较

高。

3.大学生在选择出游时更关注安全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有大约六成的大学生在使用移动互联网制定出游计划时担心个人信息泄

漏，及网络提供的旅游信息存在不真实性等问题。网络宣传速度相对其他媒介而言是很快的，

信息也同样纷杂。大学生群体还未步入社会，民事行为能力感相对薄弱，安全问题不仅是大

学生自己所关心的，也是其家人、社会所关注的。

（二）大学生出游行为需求分析

1.目前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下出游倾向于出行、食宿及信息收集

据本次调查中和市场上现有产品分析，有七成多的被调查大学生在使用移动互联网制定

出游计划时主要以交通、食宿的信息为主；而且市场上现有产品也主要分布在交通、食宿上。

同时市场上的旅游产品存在购票审核、出票手续繁琐，也使大学生的信息关注点偏向了出行

和食宿。

2.大学生在选择旅游产品时依赖移动互联网

目前人们的生活已离不开手机，据 CNNIC 第 39 次调查显示，网民的职业和年龄结构多

分布于 20-29 岁的学生群体。而本次调查也显示大学生在接受和选择旅游产品的方式时更依

赖于移动互联网。

3.大学生在接受旅游信息更倾向于图片信息

图片的直观性更容易被大学生群体接受，而且图片的网络传播速度较视频快速；同时影

视剧、音乐对旅游景区的知名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例如：因赵磊的《成都》而火的成都，

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稻城亚丁；这些地方都借助了作品的热度做了极好宣传的成功案

例；不仅如此，朋友圈的个人展示的网络传播方式也对亲朋具有影响力；同时，现在网络红

人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优质的网络文案和直播宣传，是比宣传片和广告更有影响力。

而大学生日常也活跃于网络上，这些文案也更具说服力。



三、大学生旅游产品开发的策略

大学生旅游市场是一个特殊的旅游市场，想要抓住这一个旅游市场，就要抓住大学生的

需求，开发和设计符合该旅游市场消费特有的旅游产品，以此来赢得该旅游市场的信任。

（一）网上预订、电子导游及移动互联网相结合

大学生旅游群体在选择旅游产品上更热衷于自主出游和接伴出游，在线路选择时也倾向

于自行制定旅游路线，这时网上预订功能便显得尤为重要；自主出游缺少导游讲解，电子导

游相对导游人员更具自主性，对游客一视同仁，不存在偏颇；现在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

生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这三者结合，进一步节省了旅程的等候时间、节省了导

游人员的费用，给大学生出游者带来了优惠。目前二维码消费已经成为时尚，一部小小的手

机可以解决现金、卡及身份验证、实时定位等问题。实时定位的电子导游可以解决对于景区

地形不了解的游客迷路的问题，且移动设备像互不干扰，不影响其他游客；网上预订功能也

不仅限于车票、机票，酒店和部分景区，包括餐饮行业同样也可进行预订，以减少景区高峰

期无处就餐的尴尬；景区景点的预订功能也能为旅游高峰季游客负重饱和状态提供有效的舒

缓作用。

（二）景区局域网的覆盖

相对于（一）提出的开发设计策略是存在一个前提的，就是网络畅通及电力充足。但在

现实，由于地理原因，许多景区是位于郊区或高山之上，网络状况并不理想，所以拥有一个

景区自己的区域局域网是尤为重要的，时时监测网络的使用情况，网络的流畅程度取决游客

的耐心及对景区的印象好坏。而在出游过程中，大学生对移动数据数据的使用程度非常频繁

的，景区局域网的覆盖将会提供极大的便利；景区在用餐的区域及休息区提供充电设备也会

为游客提供便利，将服务做到人性化。

（三）大学生自主旅游平台的建立

大学生自主旅游平台是为了大学生出游便利而设计的，游网站信息杂乱，难以筛选，同

时大学生自主出游，主要参考微博、百度等软件所提供的攻略，安全系数较低，不利于收集，

平台就是将信息发布、信息收集、信息优选、信息推荐等，便于大学生在自主出游制定旅游

路线。在平台内，大学生可以通过注册等方式，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从而获取学生优惠，

而商家可以通过平台，发起对大学生优惠活动。同时平台运用信用系统，对于预订功能，因

为大学生社会行为能力不足，商家是承担风险的，而大学生也会因商家的爽约而面对人身财

产损失，所以一个能够监管商家和大学生信用的平台也是极其需要的，信用系统会将达到信

用度的商家及用户开发相应特权，同时平台可以集合多种旅游产品，便于大学生从平台中选

取适合自己的产品。

（四）平台的环境问题

大学生自主出游的平台，针对大学生群体，保证平台的安全性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除此，平台的环境，广告等信息的乱入也会影响使用者的直观感受，给予平台正确的定位，

舒适的使用环境，是平台建设性的问题；以及平台信息的准确性，这是平台发展性的问题。

（五）平台的附加功能

增加用户交流渠道。平台的功能不仅限于制定出游计划、预订、电子导游等一系列功能，

用户的使用反馈是促进平台发展的重要建议，除此使用反馈也是用户之间交流出行问题的经

验，也是旅游目的地无形的宣传。交流渠道是在保证交流双方用户的身份、安全等级达到标

准而进行的，避免发生刷好评等恶性问题。

综上所述，在这个互联网盛行的时代，要积极的发展线上旅游，结合大学生消费水平以

及消费特征开发设计适合大学生的线上旅游产品，例如互联网站、APP、以及景区讲解、购

票等相关设备，为大学生出游提供更加优惠、便利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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