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长三角旅游市场分析报告(优质5
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深入
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
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长三角旅游市场分析报告篇一

从各方面统计和估算的数字分析，广东人过春节花钱越来越
大方，春节消费调查报告。在广州一大学做教师的小彭称，
因为供了一套房，加上孩子上学，所以一家人春节花费还是
比较节省，但即便如此，置办年货加上亲戚、朋友、同学人
情走动，还是花去7000元。在白领阶层中，小彭的钱花得还
不算多。今年天冷，又为逛商场多吃多穿多花费再添一把火，
几乎所有的消费场所全面火爆，春节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黄
金消费时段。

广州市的天贸南大、广百集团等百货公司，今年春节期间投
放市场的商品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而销售增幅也
同样超过20％。其中，广百初一至初七销售额达3365万元，
增幅达45．5％，这说明虽然供应量大了，但需求量也在增大。
而友谊百货1月前28天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0％，王府井
这28天的销售额已达到去年一二月的销售总和，相当于去年
全年销售额的1／3。

省经贸委市场流通处罗房枢说，今年春节来得早，从元旦开
始市场已开始启动。在前后持续约一个月的春节消费月里，
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全年月平均零售总额上涨
约30％，达到600亿元。分摊到全省近8000万常驻人口粗略估
算，意味着平均每人花费近800元。这还是一个较保守的测算
数字。



横看竖看春节地位有变

消费虽然依然火爆，但年味似乎并不是用金钱能买得到的。

说到年味，人们的眼前常常会浮现这样经典的传统图景：风
雪夜归，阖家团圆，围炉夜，守岁至明，开门三声爆仗。新
年游，看花市，百戏竞阵，货郎蚁集。然而年复一年，这样
的简单图景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暨南大学商学系主任杨建华认为，花钱
更多，但品味年味更难的原因很多：

其一，将春节的过去与现在纵向相比，过去过年是人们一年
消费的集中体现，虽然现在仍是这样，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高，过年消费远没有过去那么高度集中，调查报告《春
节消费调查报告》。如果划曲线图，过去的曲线更陡峭，现
在则平缓得多。

其二，将春节放在全年中横向来看，过去的文化较为传统单
一，春节地位高企，现在东方西方文化交流，古代现代文化
荟集，一年大小节日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冲击了春节的传统
地位，使得春节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那么神圣化。特别是
年轻消费者，传统观念更是淡薄。

一位消费者对记者表示：“该买的总是要买！和其它日子一
样，春节只是给了自己一个花钱的理由而已。”

大人小孩不用等到新年就能换上新衣裳，餐桌天天都能摆上
以前过年才能吃到的美食，小时候盼望能打打牙祭的“年”
也就极大地失去了它的意味，没有人再炫耀自己的新衣新鞋，
因此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年”有什么特别。

别样消费冲淡年味



剪窗花、放鞭炮、拜祖宗天地等许多传统过年习俗，现在已
经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和标签。在新兴消费观念的支撑下，日
益兴起的别样消费正在逐日冲淡年味。

当然，过年办年货，全家老少买新鞋新衣等传统消费需求仍
然存在，且还在增长。以广州酒家集团为例，其年宵品市场
投放量比去年增加了50％，仍是供不应求；传统年货一条街
也是各商场、超市的保留“节目”。但是年货制作的社会化、
商品化，包括吃年夜饭的酒店化，极大地冲淡了传统年味。
或者说，这过年味“不地道”了。

虽然如此，“年”的“旧瓶”中更添进了许多“新酒”，别
样的消费更是冲淡了传统的年味。譬如短信拜年使拜年这一
大过年的重头戏大大简单化，仅广州移动除夕一天的短信发
送量就达3500万条以上。拜年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已经淡化为
一种形式。

大量市民的出游计划使得广州传统年节市场上部分消费者缺
席，不少人已不再坚持“风雪夜归，一家团圆”。广州市假
日办的调查显示，在1960位被访者中，春节黄金周期间有意
出外旅游的比重为57．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9个百分点。
根据测算，出游者人均花费552．9元，预计全市居民旅游总
花费21．6亿元。同时，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多以及节前掀
起的一股购车热潮，今年春节不少市民自己开车回家过年，
而选择自驾车游的人也明显增多，自驾游已成为一种过年时
尚。

传统的“年味”还转移到了车市、楼市。除夕日，在汽车市
场仍可以见到不少人在看车买车。他们是怀着节日购车会有
优惠的心理来到这里的，而商家也想尽量回笼资金过年。而
广州春节的楼市从早年的“7天不卖楼”到“初三、初四启
市”，到去年的“春节照常卖楼做展”，虽然一年一变，但
基本上都是销售之前的尾货。今年春节楼市再有新突破，众
多楼盘都将一批保留单位或者新货在春节期间拿出来入市。



不少广州市民乘春节相互拜年时候顺便来看看楼盘，体验小
区的良好居住环境，即使拜年期间不成交，节后也可能付诸
行动。

因春节而拉动的像家电、家具、楼房、靓车、旅游等部分消
费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因此传统型消费虽然也有所增长，
但相比之下，其“光芒”就变得十分微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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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选主题

（1）某一旅游景点或景区旅游服务市场调查。例如：

滕王阁旅游服务市场调查；

三清山旅游服务市场调查；

龙虎山旅游服务市场调查；

井冈山旅游服务市场调查；

庐山旅游服务调查；

其它旅游景点旅游服务

市场调查；

（2）某一旅游城市节假日旅游市场调查。例如：

南昌市五一黄金周旅游市场调查；

其它旅游城市黄金周旅游市场调查；

（3）某一人群旅游市场调查。例如：



大学生旅游市场调查；

老年人旅游市场调查；

青年人旅游市场调查；

儿童旅游市场调查；

其它人群旅游市场调查；

二、制定调查计划

1.确定调查任务

即对调查目标作出具体表述和明确规定

2.确定调查范围、资料来源和调查方法

3.确定调查手段

即收集资料所必须的各种工具或条件。

4.确定抽样方案，决定：

（1）抽样单位

（2）样本大小

(3) 抽样方法

5.完成时间：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同时，须在10月15号之前完
成此项工作。

三、分析调查结果



1.处理资料

（1）整理。对所得资料进行筛选，剔除谬误、不实和含糊之
处。

（2）分类。根据调查目标，对所得资料按一定标准归类、统
一编号。

（3）列表。根据所得资料，编制成各种图表，以便进一步分
析。

2.撰写调查报告

（1）报告的基本内容：

前言。 概述调查宗旨、经过、调查目标、调查方法和技术，
以及必要的谢辞等。

正文。包括调查目标、调查任务的详细说明、调查结果的阐
述。

结尾。提出意见和建议。

（2）报告写作要求

长三角旅游市场分析报告篇三

在出游频率方面，的被调查者每学期出游一次，而的被调查
者每学年出游一次，只有的被调查者每学年出游三次以上，
的被调查者从未出游过。

在出游时间方面，大部分被调查者出游时间在3天至一周，占
据了总数的，比xx年增加了约3个百分点;而进行一周以上长
途旅游的所占比例则为，比xx年下降了。



在被调查对象中，的被访者每月生活费在500~1000元，的被
访者每月生活费在1000~1500元之间，与xx年相比增长了。

旅游费用资金来源的调查结果与xx年大致相同，的被访者资
金来源于父母，的被访者是通过平时节省生活费来积攒旅游
资金，的被访者是通过做兼职工作。

的被调查者愿意把生活费的10%~xx年相比下降了;的被访者
愿意把生活费的三成以上用于旅游，但与xx年相比，下降了。

在阻碍大学生旅游的因素中，“资金缺乏”仍是最大的因素，
虽然比例比xx年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但仍然占据了;“时间
不足”仍然排在第二位，占据了，比例比xx年稍有增长。

住宿花销最多 最愿为美食花钱

在短途旅游中(3天以内)，的人花费在xx年相同。

自助游极受青睐 火车是首选交通工具

在本次调查中，有的被访者选择自助游的出游形式，说明自
助游在大学生群体中非常受青睐，选择旅行社团队游和社团
旅游的则分别只占据了和。

在选择出游的同伴时，“要好的朋友”仍然占据首位()，其
次是“家人”()，“同学”()和“独自一人”()，“恋人”
则占了。

在“是否会乘坐以下交通工具”的选择当中，的被访者选择
会乘坐“火车”，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坐比例远远小于火车。
选择会乘坐“汽车”的有，选择“飞机”的有xx年增长
了;“增长见识”()仍排在第二位，比xx年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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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目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收入提高，广州市旅游市
场蓬勃发展，旅游消费已成为人民群众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进一步了解广州市目前的旅游消费情况，广州市消
费者委员会于20xx年6月对广州市旅游市场及消费现状开展调
查，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和掌握广州市旅游消费环境及消费者
的评价、意见和建议，给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广州旅游消费
市场管理，提高旅游行业服务质量，促进广州市旅游业健康
有序发展提供科学有效依据。此报告仅对调查样本负责，公
布结果仅供消费者参考。

二、调查方式、范围及对象

本次调查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样本主要分布在越
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和天河区。调查对象为广州市内年龄
在18岁以上、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有过旅游经历的消费者。

三、调查内容

(一)近年来广州市旅游市场总体情况，包括旅游总收入、接
待旅客人次、旅游综合竞争力排名、旅行社数量及旅游景点
情况等。

(二)广州消费者旅游消费情况分析，包括旅游目的、旅游时
间、出游方式、旅游地选择、旅游支出、旅游购物偏好等。

(三)消费者对广州的旅游服务评价，包括对旅行社、旅游景
点、消费水平、餐饮住宿、市内交通以及总体满意度的评价。

(四)旅游消费争议情况，包括在旅游过程中是否发生争议，
与哪些经营者发生争议，发生哪方面的争议，对旅游争议采



取何种态度等。

四、调查步骤

本次调查采用面对面调查、委托调查和电话调查三种方式进
行，并对调查过程进行质量监控和数据统计，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和相关性分析，完成本调查报告。

第二部分 20xx-20xx年广州市旅游业发展状况

一、20xx-20xx年广州市旅游消费总体情况

据广州市旅游局统计数据，20xx年广州旅游业各项旅游指标保
持稳步增长，全市全年共接待游客亿人次，同比增长;旅游业
总收入达到1911亿元，同比增长。20xx年，全市接待游客亿人
次，同比增长;旅游业总收入亿元，同比增长15 .24%。20xx
年，广州全年接待游客亿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亿元，同
比增长，旅游业总收入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国城市第
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二、广州旅行社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据统计，截至20xx年3月31日，广州市共有旅行社425家，其
中有98家在20xx年度被广州地区诚信旅行社评定活动组织委
员会评定为“广州地区诚信旅行社”。旅游社从业人员方
面，20xx年与旅行社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是8180人，
至20xx年底已经上升到12901人(国家旅游局导游管理系统登
记在册)。

三、广州旅游景点情况

广州有众多旅游景点，包括历史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风景名胜区、游乐场景点、动物园景点等等。



历史遗址包括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起义
烈士陵园、镇海楼、南海神庙、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陈家
祠、西汉南越王墓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个：三元里
平英团旧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
址、广州公社旧址、光孝寺等等。风景名胜区有白云山、番
禺莲花山、增城白水寨、南沙天后宫等;游乐场景点有长隆欢
乐世界、长隆水上乐园、南湖游乐园等。

第三部分 调查结果分析

一、消费者旅游消费情况分析

(一)旅游地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旅游地选择最多的是“广东省内”和
“中国大陆内”，中选率分别达到和;其次是“广州市内”
和“港澳台”，中选率分别是和;再次是“国外”，中选率是。
可以看到，目前消费者前往的旅游地最多的是省内、国内，
另外到港澳台和国外旅游的消费者也不少，显示随着生活水
平提高，消费者越来越多选择到港澳台和国外进行旅游消费。

(二)旅游目的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旅游目的选择最多的是“放松心
情”和“领略景色、风土人情”，中选率分别达到和;其次
是“陪伴亲友”和“购物”，中选率分别是和;再次是“纪念日
(如生日等)”和“探亲访友”，中选率分别是和;还有 的消
费者选择“其他”。可以发现，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旅游的目的呈现多样化趋势，也说明人们对于旅游越来越随
意。

(三)旅游时间的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旅游时间的选择最多的是“随机”，



中选率达;其次是“寒暑假”和“春节、五一、十一等小长
假”，中选率分别是、;再次是“周末双休日”和“除旅游高
峰外的其他时段”，分别有和的消费者选择。可以看到，消
费者还是比较倚重暑假、小长假、周末双休等假期出游，这
无可避免会形成出游高峰，景区拥堵，影响人们的旅游质量
和感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目前整个社会对于带薪假期的
推广落实还不够，人们难以自由选择出游时间。

(四)单次旅游支出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在单次旅游支出上选择最多的
是“1000-3000元”和“3000-5000元”这两个档次，中选率
分别达到和;其次是“500-1000元”和“5000-10000元”，中
选率分别是和;再次是“500元以内”和“10000元以上”，中
选率分别是和。可以看到，消费者单次旅游的支出大多
在1000元至10000元之间，与目前大多数人一个月的收入水平
大致相同。

(五)旅游方式

在旅游方式上，最多消费者选择的是“参团”，中选率有;其
次是“自助游”，中选率是;再次是“自驾游”，中选率是;
还有的消费者选择“其他”。可以看到，随着汽车的普及和
资讯传播发达，越来越多人不再需要通过参加旅行社组团进
行旅游，而是通过自驾或者自助的方式出游。

(六)旅游购物偏好

在旅游途中喜欢购买什么产品上，消费者选择最多的是“土
特产”和“美食”，中选率分别达和;其次是“工艺品”，中
选率是，再次是“金银玉石”和“其他”，中选率分别是和;
还有 的消费者选择“不买”。可以看到，消费者旅游时购买
的商品基本集中在当地土特产、美食和工艺品。



二、消费者对广州的旅游服务评价

(一)旅行社服务水平满意度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广州市内旅行社服务水平选择“非
常满意”的有，“满意”的有;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
意”的分别有和;还有的消费者选择“不清楚”。可以看到，
消费者对广州市内旅行社的服务水平总体认可度较高，不满
意的占比较少。

(二)旅游景点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

在对广州市内旅游景点服务质量评价上，消费者选择“非常
满意”的有，“满意”的有;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
意”的分别有和;还有的消费者选择“不清楚”。可以看到，
消费者对市内旅游景点服务质量表示不满意的占比不大。

(三)旅游消费水平评价

在对广州市内旅游消费水平评价上，消费者选择“很高”
和“较高”的分别有和，两者相加达到;选择“较合理”
和“较低”的分别有和。这说明，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广州的
旅游消费水平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会限制消费者来穗旅游
消费的欲望。

(四)旅游景点交通情况评价

在对广州市内旅游景点交通情况的评价上，消费者选择“很
好，交通便利”的有;选择“还可以，但个别景点交通不便”
的有;选择“部分景点交通不便”的有 %;选择“很差，大部
分景点交通难以达到”的有。这说明，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广
州市内景点的交通状况总体良好，但部分景点的交通状况仍
然有待改善。



(五)餐饮服务满意度评价

在对广州市内餐饮服务评价上，消费者选择“非常满意”
和“满意”的分别有和，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的有和;还有的消费者选择“不清楚”。可以看到，消费者对
广州的餐饮服务表示不满意的比例非常少，这也从一个侧面
印证了“食在广州”不是浪得虚名。

(六)住宿服务满意度评价

在对广州市内住宿服务评价上，消费者选择“非常满意”
和“满意”的分别有和，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有和;还有的消费者选择“不清楚”。可以看到，九成以上消
费者认为广州的住宿服务水平在满意以上。

(七)对广州旅游服务的总体评价

在对广州旅游服务的总体评价上，消费者选择“非常满意”和
“满意”的分别有和，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
有和;还有的消费者选择“不清楚”。可以看到，消费者对广
州旅游服务的总体评价与上述(一)至(六)项的满意度评价大
致相当，显示出旅行社、景点、消费水平、交通、餐饮、住
宿等要素与城市的旅游形象密切相关，旅游消费者往往也首
先通过这几方面感受一个城市的面貌。

(八)是否会再去广州的景点旅游

在这个问题上，的消费者选择“会常去”;的消费者选择“会
偶尔去”;和的消费者选择“不会再去”和“不清楚，看情况
而定”。这说明，来广州景点旅游的“回头客”占大部分，
有八成以上，这也与消费者对广州旅游服务的总体评价水平
大致相当。

(九)对提升广州旅游服务质量的建议



在这个问题上，消费者选择最多的是“降低景点门票价格”和
“改善景点环境卫生”，中选率分别有和;其次是“增加景
点”，中选率是;再次是“改善景点交通”、“加强旅行社管
理”和“加强餐饮住宿服务管理”，分别有、和;还有的消费
者选择“其他”。可以看到，消费者比较关心的是景点的门
票价格、环境卫生和交通状况，有关部门需要在这些方面加
大管理和建设力度。

三、消费者旅游消费争议情况

(一)在旅游过程是否发生过争议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消费者选择“是”，的消费者选
择“否”，也就是超过五分之一的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发生
过各种旅游争议。

(二)在旅游中与哪些经营者发生争议

在发生过旅游争议的消费者中，有的消费者与旅行社发生过
争议;有和的消费者与餐饮服务经营者、住宿服务经营者发生
过争议;有和的消费者与购物点经营者、旅游景点经营者发生
过争议;有、的消费者与娱乐服务经营者、交通服务经营者发
生过争议;还有的消费者与其他经营者发生过争议。可以看到，
旅行社、餐饮、住宿等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争议的比例较大，
这一方面与这些经营者和消费者接触频繁密切有关;另一方面
也提示我们，旅行社、餐饮和住宿等经营者的服务质量与旅
游消费者的满意度紧密相关。

(三)在旅游中出现哪方面的旅游争议

在这个问题上，两成发生过争议的消费者中，选择最多的
是“餐饮食宿不符合约定标准”，中选率是;其次是“强迫购
物”和“行程表内的景点和娱乐项目要自费”，中选率分别
是和;再次是“旅行社擅自安排购物点”和“旅行社擅自改变



行程”，中选率分别是和;还有和的消费者选择“导游态度
差”和“其他”。可以看到，争议的发生大部分与旅行社、
餐饮、住宿等服务经营者没有按照约定提供服务有关，此外
强迫购物和导游态度差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四)对旅游争议采取的态度

根据调查数据，发生旅游争议后，消费者选择“默默忍受”
的有;选择“与导游及旅行社交涉”和“向消费者组织或行政
部门投诉”的分别有和;选择“向新闻媒体报料”和“向法院
起诉”的分别有和;还有的消费者选择“自己找人解决”。可
以看到，大部分消费者在发生争议后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维
权，而其中与旅行社交涉和向消费者组织或行政部门投诉是
最主要的两种途径。

四、广州旅游消费投诉情况

根据广州市消委会统计，20xx年1月至20xx年5月，消委会通
过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系统接到旅游消费的咨询、投诉案
件1216宗，其中咨询685宗，投诉531宗。

根据广州市旅游局统计数据，20xx年1月至20xx年6月，接到
旅游投诉与咨询3696件(20xx年713件，20xx年2105件，20xx
年1-6月878件)，其中属于旅行社责任可归责于旅行社的旅游
投诉397件(20xx年旅游投诉比20xx年增长3倍，原因在
于20xx年整合后的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上线，进一步畅通了市
民进行旅游投诉的渠道)。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由于拒签退团
原因导致的扣费纠纷、旅行社延误变更旅游行程、降低住宿
餐饮标准、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已尽合理义务仍不能避免
的事件等方面。

五、案例分析



长三角旅游市场分析报告篇五

江西省赣州市辖1区2市15县，总人口88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近600万)，国土面积、人口分别占全省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
是我国东南部最大设区市.，该市提出了“力争用3至5年的时
间拉开赣州特大城市框架，用左右的时间把赣州建设成为特
大城市”的奋斗目标，全面启动新一轮城市建设.20赣州市城
市化率为35%，20xx年则达到了44%，城市人口持续增长.本文
选择江西省赣州市中心城区的章贡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20xx年城市化率高于赣州市平均水平的宁都县、大余县、
龙南县、会昌、信丰县、于都县，以及城市化率低于赣州市
平均水平的赣县、瑞金市等10县、市、区市民化农民集中居
住的小区抽取样本，运用市场调查的方法，实证研究“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在户
籍等方面获得市民身份的传统农民”，即“市民化农民”旅
游消费者行为特征.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3份，其中有效问
卷为254份.问卷发放方式为多人多点同一时期进行的方式.问
卷内容主要包括市民化农民群体在旅游消费情况、旅游消费
决策中所涉及的经济因素、忧虑因素、旅游目的地喜好等相
关问题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对各种旅游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差
异，以及在旅游资讯传输方式的选择偏好，为企业拓展市场
提供实证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从市场学和消费的角度，1665
岁的市民化农民从消费能力以及对整体市场的影响力都具有
决定意义，其市场消费力较大，故将调查对象界定于1665岁
之间的市民化农民.在受访的254名市民化农民中，男性137人，
占54%;女性117人，占46%.

1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的条件已然成熟

市民化农民文化素质较高将受教育程度分为5个层次.受访人
群中，受教育程度达大专及以上的占;受教育程度达高中或中
专的占;受教育程度达初中的占;受教育程度达小学的占;未受
过学校教育的占.大学、中专、高中程度的人数达到.文化程



度较高者容易转变消费观念，接受新的消费方式，乐于通过
旅游增长见识、放松身心，较容易使旅游成行.

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受访者中，主要有经商、打工、房屋出租、
社会救助和其它等五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调
查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以“经商”和“打
工”为主，分别为占和.以“房屋出租”为“家庭经济收入主
要来源”的占“.政府救助”的占，“其它”(如受子女赡养、
家庭妇女等)的占.说明受访者居住区域就业率较高，就业环
境较好，因而有着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官方数据表明，20xx
年赣州市城镇就业率达到.同时，受访者认为“家庭人均收
入”“增加了”的占;认为“基本持平”的占;认为“减少
了”的占.说明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后，家庭人均收入
普遍有了增加，经济条件得到比较明显改善.

市民化农民与城市融合度好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作为城市
居民，跟以前比，心理感受”的回答，表示“更自豪”的占;
表示“更受歧视”的占;表示“变化不太明显”的占.少部分
人成为市民后有较强的“城市弱势群体”心理.总体上，市民
化农民与城市的融合度尚可.

2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行为分析

预期支出对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调查结果
显示，表示储蓄是着眼于“购建住房”的占;为了“防病养
老”的占;为了“购置家用电器”的占;为“婚嫁教育”准备
的占;“近期可以考虑存钱去旅游”的占.可见，教育、医疗、
建房、购置家电、防病养老等预期支出对市民化农民旅游消
费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有旅游经历的人为数不少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旅游频率”
问题的回答，“没有旅游经历”的占;“近1年内旅游过”的
占;“近24年内旅游一次”的占;“上一次旅游是在五、六年
以前”的占.有过旅游经历的人达到，近4年内旅游过的达到.



许多人希望能够到外面去“逛逛”调查结果显示，表示“愿
意接受”旅游消费的占，表示“不愿意接受”旅游消费的
占4%，表示“没想过”的占.表现出对旅游消费较高的接受度.

大多数人认为旅游应该过夜，因此至少需两日以上调查结果
显示，受访者中，认为“最合适的旅游时间长度”是“1日”
的占;“24天”的占;“510天左右”的占;“10天以上”的占.
因此，认为旅游需要2日以上(过夜)的达到.多数人认为“24
天”或“510天左右”是较适合的旅游时间长度，将旅游的目
的定为休闲娱乐的占多数.

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主要集中在1000元以内，总体消费水
平较低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
在“500元以内”的占;在“1000元以内”的占;在“元以内”
占;在“3000元以上”的占.认为“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
达到1000元以内的占.市民化农民对于1000元左右的出游费用
较为接受.同时，在特定的人群中会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需求出
现，但总体消费水平较低.

认为旅游比较花钱的消费项目是“购物”、“交通”和“住
宿”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旅游中“旅游比较花钱的项目”
是“购物”的占;是“交通”的占;是“餐饮”的占;是“住
宿”的占;是“景区门票”的占.

旅游消费的兴趣点比较单一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最有吸引
力的旅游项目”是“都市风情游”的占;“健康疗养游”的
占;“历史古迹游”的占“，致富样板游”的占;“自然风光
游”的占;“宗教民俗游”的占.旅游消费的兴趣点比较单一，
主要集中于“致富样板游”和“宗教民俗游”.

比较认同“清闲时候或业务淡季”为“最适合的外出旅游时
间”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外出旅游的最佳时间”为“黄金
周”的占;为“传统节日期间”的占;为“清闲时候或业务淡
季”的占，对于出游时间“无特别考虑的”占.



最切合个人实际的旅游目的地与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高度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切合个人实际的旅游目的地”
为“赣州市内或不想外出旅游”的占;为“赣州市外江西省
内”的占;为“其它省份”的占;为“国外”的占.多数人认
为“切合个人实际的旅游目的地”是“赣州市外江西省内”或
“其它省份”，与可承受的单人旅游费用高度相关，旅游选
择的空间范围还不够大.

旅游的最大阻碍因素是“价格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认
为“旅游最大阻碍因素”是“价格问题”的占;是“时间问
题”的占;是“旅游项目”问题的占;是“服务质量”问题的
占;是“个人消费观念”问题的占，是“安全问题”的占;
是“生活问题”的占;是“语言问题”的占.阻碍出游的最大
因素是价格(经济问题)，闲暇时间有限或亲友间的闲暇时间
难以同步等“时间问题”也成为阻碍旅游的重要因素.

最喜欢的旅游组织形式为“旅行社组织亲友邻里结伴旅游”
调查结果显示，“最喜欢的旅游组织形式”为“旅行社组织
散客拼团”的占;为“旅行社组织亲友邻里结伴旅游”的占;为
“亲友结伴自助游”的占15%;为“不知道”的占22%.出游时
多数会选择与亲朋结伴同行，主要是怕被瞧不起、生活习惯
不同、语言不同，多数愿意邻里乡亲组团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