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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应用软件的普及和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用

户青睐，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作为旅游客源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对

这个群体的研究找到一些旅游行为规律，为其他群体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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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10 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 51.7%，学生群体所占

比例最高，为 25.1%，其中网民中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为 11.5%。同时大学生作为旅游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其他出游者在选择时有很大影响。本文通过移动互联网对大学生旅游

行为的影响，总结归纳大学生旅游行为具体的行为特征。

一、调查基本情况数据统计

（一）调查对象和内容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对互联网背景下旅游的客观评价、及时掌握大学生多变的需求，

2016 年 10 月对在校大学生展开调查。本次调查主要是通过互联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大学生

个人特征、出游动机、态度、偏好、方式、花费以及大学生旅游过程中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和态度。

（二）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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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查基本数据统计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14 份，接受调查问卷人员的基本信息具体数据如下：

表 1接受调查问卷人员基本信息整理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00 46.7

女 114 53.3

年级

大一 18 8.4

大二 48 22.4

大三 126 58.9

大四 7 7.0

研究生 7 3.3

二、调查结果分析及结论

（一）大学生出游意识调查

1.大学生普遍喜欢旅游

在本次调查中：“非常喜欢”旅游的所占比例最大有 125 人，占总数 58.4%；“一般喜欢”

的 84 人，占总数 39.3%；“不喜欢”旅游的 5 人，占总数 2.3%。

2.大学生浏览旅游信息频率较高

在本次调查中：对互联网上浏览旅游信息的频率“有时”所占比例最大为 108 人，占总

数 50.5%；其次是“很少”为 57 人，占总数 26.6%；最少是“经常”为 49 人，占总数 22.9%。

3.大学生对互联网缺少信赖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比较信赖互联网的真实性，有 136 人，占总数 63.6%；不信赖

的有 78 人，占总数 36.4%。

以上可以看出大学生普遍喜欢旅游，平时对旅游信息的浏览很普遍，但对互联网还是缺

少信赖。

（二）大学生出游倾向调查

1.出游动机各不相同

在本次调查中大学生出游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分别是：游历，欣赏风景，增长见识占

比例各为 70.6%、释放心情，缓解压力占比例各为 72.4%、锻炼身心，培养独立能力占比例

各为 43.0%、走亲访友占比例各为 33.6%、广交朋友，增加交际能力占比例各为 29.4%、探

索新事物，冒险，寻找刺激占比例各为 56.5%、其它占比例为 11.7%。

2.出游时间以短期旅游为主

在本次调查中大学生出游时长主要集中在三四天到一周：出游一两天占比例 10.3%；出

游三四天 58.4%；出游一周 52.3%；出游更长时间 15.0%。

3.出游频率较高

在本次调查结果中显示，大学生出游频率较高，每周出游有 10 人，占总比例 4.7%；每

个月出游一次有 23 人，占总比例 10.8%；每学期出游一次 82 人，占总比例 38.3%；每年出

游一次 13 人，占总比例 6.1%；不定期出游 86 人，占总比例 40.2%。

4.出游形式倾向于自主出游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出游选择时更倾向于自己制定旅游计划，其中有 144 人自己制

定旅游计划，占总比例 67.3%；其次是亲朋好友安排，有 32 人，占总比例 15.0%；接下来是

移动互联网22人，占总比例10.3%；最后通过旅行社和其它方式的均为8人，占总比例3.75%。

5.出游目的地侧重各不相同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目的地选择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有 61 人，占总比例 28.5%；选择

知名景点 77 人，占总比例 36.0%；探索趣味旅游目的地 76 人，占总比例 35.5%。

大学生在出游动机和目的地的选择方面各自侧重不同，自己的想法很丰富，出游时间主

要集中在三天到一星期之间，倾向于自己制定计划，独立性较强，出游时间不确定，比较随

机。

（三）出游时对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1.对移动互联网全方位应用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对网络平台使用方面综合性较强，订酒店占比例 80.0%；订机

票、车票 79.0%；选景点 48.1%；省钱 44.0%；省时间 51.9%；路线多样 48.1%；餐饮 35.1%；

其他 4.2%。

2.在自主旅游时注重食住行与信息查找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自助旅游时移动互联网用有 48.6%用于信息分享；46.7%用于

聊天；70.6%用于查找信息；74.8%用于解决食住行和娱乐问题；50.0%用于制定旅游计划；

9.8%在其他用途应有。

3.浏览旅游网站时注重价格、景区景点与住宿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浏览旅游网站时 61.2%关注机票价格：74.3%关注居住条件和

价格；30.8%关注旅游团费；74.8%关注景区景点；44.9%关注行程安排；关注其他方面的有

10.3%。

大学生对互联网的应用比较综合，注重各方面的相互协调，更侧重于价格，希望出游时

在食、住、行、游、购、娱各方面得到满足。

（四）问卷调查结果综合分析

从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对旅游持有肯定态度，在出游选择时自主性很强，追求新



鲜，追求刺激，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等心理，拥有较强的出游意识，同时移动互联网为

大学生出游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为大学生出游提供了机会。移动互联时代，大学生旅游行

为也展现出了时代特征：

1.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拥有更多出游动机

大学生对互联网的应用广泛，在不同途径不同方式的刺激下有更多的出游想法，很大程

度的增加大学生出游。

在旅游动机方面，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下刺激了更多的旅游动机，与传统的旅游

动机不同的移动互联网通过广泛的传播途径将图片，文字，音频与视频充分融合，不受时间

与地域的影响可以随时随地收看。同时由于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的普及，“晒”成立日常

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对充满好奇心的大学生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刺激了大学

生出游动机

2.大学生选择目的地范围广泛

大学生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不甘于墨守成规，现在网络出现了很多旅游方式，让大学

生在选择时有很大的空间。同时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希望展示自己的不同，体现自己

的爱好与品味，于是大学生在出游选择目的地时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在选择目的地方面，大学生通过移动互联网不再单一的关注距离问题，同时参考景区或

城市提供的出游人数做出选择。

3.大学生对出游充满热情

通过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在出游频率不定期出游达 40.2%，这与他们平时的课余时间

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没有完成旅游计划和想法有 144 人，67.3%的认为是时间不够。

4.大学生出游时对移动互联网具有依赖的心态

本次调查中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三小时所占比例高达 66.8%，不管是出游准备还是

出游过程中对互联网的利用率都相当之高，不论在对目的地的选择；出行方式的选择，住宿

餐饮的选择等方面都会有所参考。

5.移动互联网为大学生出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大学生在平时对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得心应手，在出游时更是将互联网运用到淋漓尽致，

将其运用到食、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订酒店，订机票，车票，选择旅游路线，餐

饮，景点等等都会在互联网上选择或参考，为大学生出游提供了便利条件

6.移动互联网下大学生出行侧重于住行与安排计划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上售票成了很多出游者的最佳选择，大学生也不例外，80.0%

的大学生认为互联网提供的最便利的服务就是购买车票、机票和住宿。同时出游过程中，大

学生通过互联网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可以随时改变行程，安排计划，和家人朋友及时进行沟

通，在出游支付时更加方便快捷。

7.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选择商品看重价格

对于没有完成出游计划和想法的有 60.8%，130 人是因为价格太贵，其中在应用移动互

联网是有 44.0%的人是为了省钱。这与大学生这个群体生活水平有着直接关系。

同时，大学生对使用互联网旅游信息仍然还持有怀疑态度，主要原因来自于以下几个方

面：

1.通过网上视频、图片与介绍等与所到地有很大差距，实物与网上不符。

2.个人信息泄漏严重，引起诸多不便。

3.地理位置偏僻或人流较大使得信号弱，不能及时显示消息。

4.过分依赖手机，电量和流量对其有很大影响。

5.杂乱信息太多，广告泛滥，影响阅读和选择。

三、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对大学生旅游市场的建议



（一）积极引导大学生在出游时的选择

大学生在校接受理论方面的高等教育，在出游时可以补充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让他们在

离开家庭、学校时倾向于自己制定计划，形成独立自主的思想，锻炼强健的身体，培养伙伴

之间的协作能力，同时能开阔眼界、认识自然、了解历史、接触社会。

（二）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

政府部门的监察和网民的自觉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使大学生在出游时有一个良好

的环境，减少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这也为其他群体的出游者提供便利和良好的出游环境，

使出游者在出行时拥有好心情，为下次出游提供基础。

（三）为大学生出游提供便利条件

大学生普遍喜欢旅游，同时在出游时喜欢自己制定旅游计划，现在在移动互联网上对各

景区缺少统一管理，各种信息杂乱，景区的详细信息，具体门票价格，最好观景时间，景区

附近食等，都影响大学生制定出游计划。

政府部门和旅游工作者能对景区统一管理，将景区在移动互联网上有详尽信息，使大学

生在出游时有很好的参考，便于制定计划。

（四）完善景区景点的功能性

景区景点内缺少统一管理，不能提供完整的路线，游客服务中心功能不足，机动车乱停

放，缺少安全提示，节假日客流量急剧增加，超过景区容量。

景区景点内合理管理，注重景区景点质量，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便利提供电子地图，可提

前售票，网上查询景区景点内具体人数，使大学生在出游时尽量避开人流高峰，合理规划。

（五）保证出游攻略真实可行

大学生出游很大一部分都是参考出游攻略，如微博，百度等，这些攻略普遍以大学生穷

游为背景，提供旅游路线的同时也会有住宿、餐饮和出行方式的参考，很多大学生都会将此

参考，这涉及到大学生出游的安全，只有保证了这些信息的真实可行才能保证大学生出游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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