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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全视角的背包客旅游问题研究

陈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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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世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中国旅游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以“张扬个

性,亲近社会，感知自然，体验生活，释放自我”为主要目的,完全自主安排旅游活动和行程

的背包自助旅游人数在我国又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本文研究的是背包游中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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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在和平发展的世界中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而背包自助游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因为其自由、开放、多形式、多种类等突出特点得

到越来越多人们的推崇，在旅游界掀起一股背包游热潮。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从古时起背

包出游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方式。数年来世界整体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和交通等方面获得

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其中我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和交通等方面特别是近几年，无论是

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还是人均来看，我国居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伴随着世界

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中国旅游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种以“张扬个性,亲近社会，感

知自然，体验生活，释放自我”为主要目的,完全自主安排旅游活动和行程的背包自助旅游

人数在我国又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分析

近年来，背包客（Backpacker）背包游的发展无论是在他国还是我国总体上都呈上升趋

势，学生、学者、企业等不同个人或者群体对背包游这项旅游项目无论是从行为学还是心理

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背包游这种旅游方式渐趋成熟。同时，背包旅游者们也逐渐倾向探新

求异、惊险刺激的户外活动。就是这样一个渐趋成熟的旅游项目每年都会发生不同的安全问

题，尤其是在中青年人中居多，其中选择这种旅游方式的人群中学生占了约 1/2。

有关旅游安全的问题形式严峻，虽然旅游安全事件多次发生，但是依旧阻挡不了人们背

包旅游的热情，而在旅游过程中遇到的某些事件会对旅游者造成显在的或潜在的心理和生理

影响，这些情况的发生会是可预见的或是无意识的，以致旅游者本身都会常常忽略此类问题。

为让更少的人在生命或者是心理、财产上减少或避免受到威胁，给背包客提供一份更多的保

障参考。同时，对热爱旅游的朋友们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在拥有多一个释放、改变自我的机会

选择的情况下，给父母、家人带来多一点安全感的认同。

二、调查情况

我们团队在 2015 年 7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在大连，针对高校本科生以问卷调查，调查

形式以问卷调查、网络调查、访问咨询、背包客背包游等形式，此次调查问卷共 300 份，有

效问卷 269 份。通过对填写调查问卷的多名背包旅游者进行深入访谈，以更加详细的扩展安

全误区，并了解更多遇事时采取措施的方法和出游前的准备等等。我们团队以各种形式进行

背包游，通过切实体验完善数据，发现问题，进行解决，并与旅途中结识的人进行交流获取

更多的数据支持。

三、调查分析

通过发放问卷及访谈咨询和实际体验的方式对性别、旅游次数、出游费用以及背包游相

关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查，得到基本数据，我们团队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关于背包客对风险感知、

感知因子以及感知差异分析。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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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旅游都作为一种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而备受广大人们关注，但是经常

会受到经济、时间、交通、联络、居住等问题的阻碍，而让很多的人放弃旅行，尤其是大学

生。伴随着世界整体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交通能力的提高改善，人们对出游的方式也

有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即探访亲友游、自驾游、跟团游、自驾游和背包游等，更大程度上的

刺激了人们旅游的需求，尤其是大学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具有诱惑力。

通过数据显示，在大学生中大多数学生都会经常去旅游，其中男女旅游的比例相差不多，

男生小于女生，男生 44.24%，女生则是 55.76%；但是选择背包游的男女比例则是反过来，

女生小于男生，男生 65.79%，女生则是 24.00%。由此不难看出旅游的人中虽然女生人数大

于男生，但是在选择背包游的过程中女生明显少于男生，通过调查咨询得出，女生们会出于

对自身的安全考虑而放弃背包游，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旅游费用的来源问题，88.00%的人们的

经费都是来自于家庭，打工兼职占了 31.00%以及 2.00%的学生是用自己的奖学金，不难看出，

学生旅游费用绝大部分都是来于家庭，因家里父母反对等原因会让女生选择放弃背包旅游。

男生则因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以及对探险的热爱而选择，其次，家庭的原因也不会去阻止

他们进行这一场未知的背包旅行。

（二）交通工具及同伴的选择

在旅游的过程中无论是选择跟团游还是背包游，交通工具的选择都会对旅游安全产生影

响，尤其是背包游。美国学者 Heggie 对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观看岩浆流的徒步旅行者进行

了研究，发现这些徒步者中，常有受伤和生病的情况发生。根据他的调查数据其中刮伤、擦

伤占 59%，51%的人因走路过多磨出水疱，47%的人造成肌肉拉伤和扭伤。根据数据发现其中

初次出游的徒步者是最易受伤和生病的人群，还有些缺乏经验的游客无视警告牌而误入危险

区。

根据上述图表可以直观看出在徒步、骑车、搭车、火车、飞机和自驾的选项中旅游者对

交通方式的选择多样化，在这些交通工具中，39%背包客选择徒步、36%选择搭顺风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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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骑车和 28%选择乘飞机，通过与多名背包客沟通发现，背包客对风险的感知力和感知因

子有较高的判断力，更多的背包客选择多种交通工具结合的方式进行背包游，避免了因走路

过多和骑车时间过长对自身产生的伤害和需要承担机票高价的经济支持，而一些背包客因怕

出现意外，也想更好的进行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拒绝搭顺风车。在同伴的选择过程中，67%

的背包客选择的同伴是跟自己的朋友，观点是在旅途中会互相帮助会更安全，也会得到心理

上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3%会选择跟在网上论坛中结识的友人背包游；20%的人们选择自

己独自背包游；在旅游中会结识很多朋友，而选择跟旅行中结识的朋友一起背包游的人占

10%。根据数据可见背包游者会慎重选择同伴，选择的同时会兼顾心理感知与外在行为。

（三）住宿条件选择

在住宿的选择方向上，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青年旅社和家庭旅店，而在住同学宿舍的选择

上女生为 43.26%要高于占比例为 26.67%的男生，住同学宿舍会很大给女生带来很大的便利

条件，如日常用品、住宿环境等；在户外居住因会遇到各种突发事故所以只有 6.77%的女生

和15.56%的男生选择跟多个好友一起搭帐篷；在网友家居住的为0%；在其他选项中有15.56%

的男生选择和 36.49%的女生选择，据悉，他们除了会选择在网络场所、车站、24 小时快餐

店外还会选择在一些快捷酒店等地。根据这些选择地和图表数据可见，选择地都是在热闹或

者偏热闹的场所，避免了僻静的街道、无人的住所和人烟稀少的村落、山区等地。

综合分析发现，在背包客旅游过程中大学生对危险因子的感知判断力清晰，有条理的选

择对自身是否有帮助的条件，不盲目。

四、调研分析及对策研究

根据《2015-2020 年中国旅游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旅游景区 20976 家，客流量持续上升，而 A级旅游景区更有

5573 家。旅游景区已成为居民旅游消费的热点之一，伴随着背包客的目标旅游地也随之增

多。根据调查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背包客属于“风险可控型”对自我能够控制的安全因素

比较敏感，这些因素包括设备、急救能力还有个人因子等；“风险不可控型”对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法律法规等个人不可控制的安全因素比较敏感。因此，除了要加强大学生理论能

力外更要加强大学生背包客的实践动手能力，普及户外求生知识、户外自救技能、如何安全

保护财产和加强外界救援能力等等。此外，本项目组根据安全问题的六个方面结合问卷数据

进行分析并提供可行性措施，即财产安全、自然灾害、交通方面、疾病中毒、社会方面及其

他。

（一）财产安全

在背包游过程中最常见的财产安全问题是丢钱、钱财被偷、被骗、以及旅费不够等,面

对此类情况应该将钱财及证件等物品分开放，并将其贴身放置，在一些摊位、景点等地应注

意商家的小字的温馨提示以及问清楚后再碰物品，还应做好经费预算、精打细算。

（二）自然灾害

对大雨、雷电天气、洪水、滑坡、泥石流、大雾、暴雪、地震、火灾、坍塌、风化碎石

等等自然因素而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控制的，如 2004 年东南亚海啸，2008 年汶川地震，同时

在云南、四川和青海等地，旅游者也发生过雪崩事故，在福建、台湾等地也有因洪水、台风

使旅游者死亡的情况，还有马航等空中事故。恶劣的自然环境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提

前预防，随时关注天气信息，与当地居民有良好的沟通，听取当地居民意见，设备尽可能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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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提前制定计划，预测会遇见的不同情况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不盲目。

（三）交通方面

为使大部分人不会因堵车而致赶不上车，应留出 1~2 小时的检票前的空余时间。因司机

疲劳驾驶、雨雪天气路滑、大雾天气看不清路况、违法超员等因素造成的交通事故是屡见不

鲜，2013 年黑龙江黑河一列货运列车行至龙镇襄河间 81 公里处道口，与一辆客运汽车相撞，

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多人受伤；疑为运输烟花爆竹车辆发生爆炸，造成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大面

积坍塌及桥板松动。为避免这些突发事故的发生给自身带来伤害，应遵守交通规则，不坐无

证无牌车辆，宁等三分钟不抢三秒钟，右侧通行，与车辆保持距离，遇事及时拨打紧急求助

电话。

（四）疾病中毒

大多数背包者会因水土不服而生病，提前备好药品，尽量不喝生水；因缺少食物或对某

种果子、食物好奇心理而尝试，最后导致中毒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应加强野外求生知识；遇

见不小心摔倒、扭伤、踏空跌倒、被动物袭击致伤等情况我们应及时对伤处进行处理，也应

注意与动物保持距离，小心脚下；面对突发疾病如身体各种疾病，还包括高原反应等，应及

时采取急救措施，并提前准备好药品，在进行旅游地的选择上应考虑自身身体条件等。

（五）社会方面及其他方面

打架、漏电触电、高空坠落、机器失控、枪支、港口治安、海难、船体漏水、海盗、旅

行线路出现错误、迷路等情况也会发生，在旅游者注意感知危险、判断危险因子提前采取措

施的同时，旅游相关部门自身应采取相应措施，时时检查维修设备，而有关部门也应加强相

关教育培训，建立健全背包或探险旅游的保障体系结构，并借助网络技术和 GIS 空间分析技

术和 GPS 定位系统，注重创新和本土化运用，对发生事故地点和受伤害的背包客进行快速定

位跟踪，应对偏远地区进行支持，加强信号覆盖范围，打开未覆盖地区的网络通信信号，便

于发现危险、发生危险时及时向外求救。

结语

旅游可以很好的拓展每个人知识的宽度和广度，另外，背包游更是可以让自我认知更加

强烈、增强个人自信心、提高沟通能力等，同时也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危险，背包游的特点决

定了对背包客的旅游经验、身体素质、危险感知等方面的要求要比传统旅游高的多，所以在

感知危险提前采取措施的同时不要忘记强化体质、注重积累经验、多学习安全知识和急救措

施等，在法律、政策、旅游相关企业的支持下和目的地文化的理解下，背包客更应以积极向

上正确的心态保护自己，注意安全。希望借由本项目组的分析对大学生背包客的安全问题，

提供有益借鉴等。希望借由本项目组的分析对大学生背包客的安全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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