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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泰国是亚洲地区最热门的留学地之一，中国大学生前往泰国留学人数每年都

在增长。近年来大学生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大，同时泰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外出旅游

也成为留学生留学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通过对留学生的旅游偏好现状研究，了解基本

情况有助于当地政府及旅游机构有针对性地发展留学生旅游市场。本研究不仅对从管理

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统计学具有一定意义，而且可以让旅游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更加

全面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群体在旅游过程中的需求偏好，为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人员以及

营销人员制定相关计划提供指导，提高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本研究课题以泰

国华侨崇圣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留学生旅游偏好现状为核心和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收

集留学生各旅游偏好维度的选择数据，研究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外出旅游情况，

了解留学生的旅游偏好现状，有针对性地发展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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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ailan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laces to study in Asia,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ailand is growing every year. In recent years, the 
tourism market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great potential. At the same time, Thailand is rich in 
tourism resources, and travel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life of studying abroad. Therefor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preferences of foreig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situation is helpful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ourism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the tourism market for foreign students. This study is not only meaningful to 
management, economics, psychology and statistics, but also can make tourism operators and 
employees underst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way. The 
demand pre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provides guidance for tourism product and 
service developers and marketers to make relevant plan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m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topic tak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preference of oversea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HCU) as the core and sample.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selection data of each dimension of foreign students' tourism preference, 
studies the travel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of HCU in Thailand, and understands 
the situa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Tourism preference status quo, targete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of HCU in Thailand Chinese students tourism market. 
 

Keywords : Oversea Chinese students, Tourism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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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泰国是亚洲地区最热门的留学地之一。据统计，中国有 3 万人在泰国留学，分布在 44

所高校。中国留学生在泰国留学，大部分为“海外留学+海外工作”的模式，而优惠的留学政策是

吸引中国学生赴泰国留学的其中一个原因。中国成为了泰国留学生最大的输出国，双方积极推动中

泰教育的交流使得在泰中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长，且泰国的旅游资源发达，在泰中国留学生能够随

时随地“说走就走”地来一场旅行，所以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偏好现状研究是具有探讨性的。本文

以在泰中国留学生群体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情况的调查，了解当

前留学生旅游偏好基本情况，就调查结果，提出发展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的方案。 
（一）研究问题 
1.调查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的偏好现状。 

2.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市场建议。 

 

（二）研究框架 
图 1研究框架 

 

 

 

 

 

 

 

 
首先，在进行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 BBA（工商管理学院）留学生旅游偏好影响因素探究前，

要以个人性别、年龄、年级为基本特征。通过分析得出个人态度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偏好，个人

对“旅游”的认知以及旅游的欲望是个人态度的行为表现。第二，外在环境因素是影响旅游偏好因

素的重要内容，外部环境因素由旅游决策偏好、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出游方式偏好和旅游六要素

构成。这四个部分涵盖范围宽广，涉及项目众多。而根据前人对大学生旅游偏好的大量研究得出，

安全因素也直接影响个人旅游偏好，可总结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差异以及气候因素对个人

的影响。结合本文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在泰留学生旅游偏好的研究，安全因素占影响旅游偏好因素

的主导地位。留学当地的政局是否安稳，汇率的上升下跌，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变和气候不同母国问

题都直接影响个人旅游偏好的形成与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旅游偏好的界定以及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于旅游偏爱的研究起步晚而相关研究成果快速增长，国内研究多从心理学方面入手，

经济学方面研究成果相对缺乏，而且注重具体的实证研究，概念理论等基础缺少。近年来，国外的

定性分析趋势下降，国内对研究旅游偏好多从因素方面入手，启示若要发展旅游市场，必须以旅游

偏好研究为基础，结合心理学、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知识。邓辉（2005）发表文章

《旅游偏爱及其形成分析》指出现今中国对旅游偏爱的研究成果极少，对旅游偏爱的定义笼统，各

学者的观点不一，还会存在相似的结论，且有误区。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偏好的研究普遍从旅游者

的旅游六要素进行研究，即：“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方面，分析者旅游者在这六大方面

的选择偏好。郁从喜，陆林（2008）的文章《国外近年来游客旅游偏好研究综述及启示.安徽师范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从需求、性别、旅游个体特征、目的地偏好和特殊群体偏好五个方面对近年

来国外旅游偏好进行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谢雪梅，赵枫（2008）的文章《近十年国外旅游研究透

视——基于 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和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的分析》

分析国外近十年旅游的发展状况。因为旅游偏好收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总结来说都离不开旅

游者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作者通过国外三大旅游期刊《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里面大量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外对旅游研究通常是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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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旅游心理与行为研究、旅游目的地研究、旅游市场研究、旅游业研究以及旅游管理研究。 
根据该以上文献的调研结果看出，国外对旅游研究范围很广，例如在专题研究中，非常注重旅

游产品的研究，且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旅游从业人员的心理与行为研究和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催生

的一些旅游程序研究也成为了国外研究热点。但研究者也强调了，这些文献中的分析方法比较单一

且存在局限性，所以结果难免会出现差错，启示本文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需要慎重考虑，而分

析结果并不会百分之百正确。 
（二）大学生旅游偏好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生旅游现状多从大学生的旅游欲望、旅游时间和频率、旅游目的地类型、

旅游目的地距离这些方面研究。王红霞，陈炜（2012）文章《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旅游偏好的研究综

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从性别角度研究大学生旅游偏好现状发现，性别对旅游

偏好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喜爱购物，男性比女性出游的次数要多，男性喜欢冒险性

较强的旅游产品，而女性则喜欢民俗风情化的旅游产品。同时，王维佳（2009）认为当前大学生出

游偏向于体验性而不是观赏性，但总体来说受到了旅游预算的影响。张翠晶，赵静（2010）调查发

现，大学生对旅游充满欲望，且寒暑两假是大学生出游的高峰期，反应我国大学生旅游市场有着非

常好的前景，然而大学生的出游仍然会受到经济影响，且是首要影响因素。 
通过阅读大量的研究大学生旅游偏好的文献，本研究认为留学生作为大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

对这一群体的旅游偏好研究国内外却很少，尽管国外文献中不乏研究留学生的旅游偏好，但是其所

分析内容并不完整与详细，多数以针对一个影响因素来进行分析概括。大学生旅游群体庞大且每年

还在增长当中。学校课程与作息时间搭配适宜，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课余时间，大学生学习压力大，

学生对异地充满好奇感，外出旅游成为了大学生了解异地文化、风情和自我锻炼的良好契机。 
三、大学生旅游偏好维度分析 

根据刘培松（2014）《基于旅游者偏好的低碳旅游发展策略研究》中的低碳旅游者偏好影响因

素模型和 Swarkbrook 旅游消费者行为偏好模型，影响旅游偏好形成可分为内在因素、外在因素与安

全因素；内在个人因素包括个人属性与个人认知，年龄、性别、年级、语言掌握程度与旅游预算属

于个人属性，对旅游的认知和欲望属于个人认知因素；外在因素包括旅游决策偏好、旅游目的地选

择偏好、出游方式偏好以及旅游六要素偏好；安全因素有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差异与气候因

素。 
（一）内在因素 

学生的个人属性的影响。由于每个人年龄、性别、旅游预算、年级、语言能力、个人态度与动

机等都不同，从而使得个人养成的喜好和偏好不一样。例如，不同年龄段人群选择的游玩地类型不

同，小朋友会选择像是公园或者游乐园这种休闲类型的地方有玩；年轻人会选择到不同的地方体验

民俗风情；而老年人则选择游览山水风光等。 
（二）外在因素 

外部环境对旅游者选择的影响。外在影响旅游偏好因素分别有：旅游决策偏好、旅游目的地选

择偏好、出游方式偏好、旅游六要素偏好以及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 
1.旅游决策偏好：旅游者在选择旅游产品或服务时存在着不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旅游者旅游

目的和信息收集过程在旅游者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旅游者一般通过朋友、父母、亲戚、邻

居等身边人收集旅游相关信息，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网络收集旅游信息方式越来越普

及。 
2.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这一选择偏好可分为旅游者对目的地作用以及目的地对旅游者的作用，

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决定了旅游者的选择，而旅游目的地的类型、人文、环境、质量以及空

间距离也决定了旅游者是否选择前往该地进行游览。 
3.出游方式偏好：出游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和出游组合（出游同伴选择）构成出游方式偏好。 
4.旅游时间偏好：分别是外出旅游的时间段与外出旅游的概率，留学生会选择在周末、空余时

间、寒暑假、节假日或者近一段时间的旅游次数等等时间段出游都是构成旅游偏好的因素 
5.旅游六要素偏好：分别是“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这六要素依次是根据旅游者从

高到低需求排列，饮食方面排在首位，住宿条件为次要，然后依次为出行方式、游玩类型、购物偏

好、娱乐场所偏好。 
综上所述外部环境对影响旅游者的选择，同时旅游者也决定了是否选，双方是一个相互作用，

相互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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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因素 
学者对安全因素的研究大多数针对旅游者出国旅行，而留学生在这部分的研究价值尤为突出，

根据前人的的研究，安全因素占影响旅游偏好因素的主导地位。留学当地的政局是否安稳，汇率的

上升下跌，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变和气候不同母国的问题都直接影响个人旅游偏好的形成与发展。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一）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结合管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知识进行综合研究，具体研究方法有决

定性研究、描述性研究方法、文献归类法。将通过中国知网、百度学术和谷歌学术获取有关旅游偏

好的界定以及研究现状、大学生旅游偏好现状、大学生旅游偏好维度分析、针对旅游偏好因素所提

出建议四个方面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收集、鉴定、筛选和分类，为本论文研究提供奠定理论基础。得

出旅游偏好的定义、大学生旅游市场现状、影响旅游偏好的相关因素，以及针对旅游偏好维度所提

出意见的文献来作为本论文研究的理论依据。目的在于为调查留学生旅游偏好现状提供信息援助，

明确调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偏好现状为研究目标，对工商管理学院的 BBA 于

IB 学生发放问卷，收集两个专业学生的旅游偏好数据，并运用 spss 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结合本

论文收集的国内外关于旅游偏好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得出相关结果，有针对性提出地发展华侨崇

圣大学在泰中国留学生旅游市场。 
（二）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BBA（中文项目与英文项目）和国际商

务管理专业 IB 三个项目的 59 届、60 届和 61 届中国留学生作为调研对象。BBA（中文项目与英文

项目）共 116 人，IB 共 48 人。 
（三）问卷收回情况 

根据前人经验，问卷回收后存在一定数量的无效问卷，致使总体数据的走向发生变法，对最终

结果造成影响。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 164 份问卷，其中无效问卷 1 份，未收回问卷 1 份，收回并有

效问卷 162 份。 
（四）研究工具 

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问卷总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留学

生基本信息调查，该部分主要是收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级、专业、掌握泰语的程度、掌握泰语程

度是否会影响在泰旅游的情况，目的是为了，统计华侨崇圣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情况，

以便与后续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第二部分是旅游偏好现状调查，该部分是为了调查学生的旅游偏好

现状，分别是在泰国的旅游经历、对旅游的认知和欲望、旅游目的、旅游目的地偏好、旅游时间和

频率偏好、旅游方式偏好、旅游经费情况以及旅游六要素偏好；第三部分是关于旅游偏好现状建议

调查，该部分主要了解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认为旅游企业和泰国政府，应通过哪

些措施可以发展中国留学生旅游市场。

五、数据分析 

（一）基本信息调查 

本问卷调查结果使用 SPSS24 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 
 

表 1 问卷样本结构 
计数   

 

您所在的专业是（） 

总计 IB BBA 

Q2 您所在的年级是（） 大二 1 54 55 

大三 22 35 57 

大四 23 27 50 

总计 46 116 162 

本次调查向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留学生共发放 163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62
份，废卷 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9.39%。如表 1 此次调查的 样本结构，性别上，62.3%为男性，37.7%
为女性。年级上，34%为大二学生，35.2%为大三学生，30.9%为大四学生。专业上，28.4%是 IB 学

生，71.6%是 BBA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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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偏好维度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主要分析旅游方式偏好、旅游时间偏好、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旅游决

策偏好五个旅游维度与旅游偏好的相关性，置信区间的显著性 sig<0.05 具有显著意义。
 

表 2 相关性分析 

 

Q11 您最喜

欢以下哪种

出游方式？ 

Q12 您更喜

欢什么时候

外出旅游？ 

Q15 您更偏爱

那种距离范围

的旅行？ 

Q16 您更喜

欢哪种旅游

目 的 地 类

型？ 

Q18 您更喜

欢一下那种

渠道获取旅

游信息？ 

Q11 您最喜欢以下

哪种出游方式？ 

皮尔逊相关

性 

1 .203
**

 -.010 .171
*
 -.088 

显著性（双

尾） 
 

.010 .898 .030 .264 

个案数 162 162 162 162 162 

Q12 您更喜欢什么

时候外出旅游？ 

皮尔逊相关

性 

.203
**

 1 .160
*
 .049 -.080 

显著性（双

尾） 

.010 
 

.041 .535 .312 

个案数 162 162 162 162 162 

Q15 您更偏爱那种

距离范围的旅行？ 

皮尔逊相关

性 

-.010 .160
*
 1 .040 .029 

显著性（双

尾） 

.898 .041 
 

.610 .714 

个案数 162 162 162 162 162 

Q16 您更喜欢哪种

旅游目的地类型？ 

皮尔逊相关

性 

.171
*
 .049 .040 1 -.118 

显著性（双

尾） 

.030 .535 .610 
 

.135 

个案数 162 162 162 162 162 

Q18 您更喜欢一下

那种渠道获取旅游

信息？ 

皮尔逊相关

性 

-.088 -.080 .029 -.118 1 

显著性（双

尾） 

.264 .312 .714 .135 
 

个案数 162 162 162 162 162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2 分析了旅游方式偏好、旅游时间偏好、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旅游决策偏

好五个旅游维度与旅游偏好的显著关系，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旅游偏好与旅游方式偏好、旅游时间

偏好和旅游目的地类型偏好均有显著性，显著性均＜0.05。而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决策偏好 sig
均＞0.05，不存在显著性。从上表可看出，大学生外出旅游取决于旅游方式偏好、旅游时间偏好和

旅游目的地类型，和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决策偏好两个维度并没有很大得相关性。 
（三）单因素 ANOVA 检验分析 

此部分将对留学生性别与旅游方式偏好、旅游时间偏好、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

旅游决策偏好进行单因素 ANOVA 检验，置信区间的显著性 sig<0.05 具有显著性。 
单因素 ANOVA 分析的是性别分别与五个旅游偏好维度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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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是性别对旅游方式偏好、旅游时间偏好、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旅游决策

偏好检验结果得知，旅游方式偏好 sig=0.068，旅游时间偏好 sig=0.834，旅游距离范围偏好

sig=0.381，旅游目的地类型偏好 sig=0.864，旅游决策偏好 sig=0.510，其中四个旅游偏好维度 sig

均＞0.05，因此性别与旅游时间偏好、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旅游决策偏好都不具

备相关性，性别与旅游方式偏好维度存在相关性。可以看出，男女之间就旅游方式偏好存在较大的

差异，旅游方式会成为男女外出旅游的一个突出的影响因素。 

（四）旅游偏好现状调查 

关于旅游偏好现状调查结果进行频率的相关统计结果。 
表 4您喜欢旅游吗？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非常喜欢 38 23.5 23.5 23.5 

喜欢 89 54.9 54.9 78.4 

无所谓 31 19.1 19.1 97.5 

不喜欢 4 2.5 2.5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根据表 4 旅游态度人数分布图，非常喜欢旅游人数有 38 人，占比 23.5%；喜欢旅游人数有 89

人，占比 54.9%；表示无所谓的人数有 31人，占比 19.1%；不喜欢旅游人数有 4人，占比 2.5%。从

表中可以清楚看到，留学生超过半数对旅游的态度时表示肯定的，喜欢旅游的，有一定数量的留学

生对旅游的喜爱非常突出，每年都要外出旅行，仅仅存在个别不喜欢旅游的留学生。 

表 5您在什么情况下不愿意外出旅行？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没有时间 35 21.6 21.6 21.6 

个人预算不充足 98 60.5 60.5 82.1 

不熟悉当地语言 15 9.3 9.3 91.4 

现有旅游产品或服务不好 14 8.6 8.6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表 5是在不愿意外出旅游的调查方面，表示个人预算不充足而不愿意外出旅行的人数有 98人，

表 3 单因素 ANOVA 检验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Q11 您最喜欢以

下哪种出游方

式？ 

组间 1.472 1 1.472 3.381 .068 

组内 69.639 160 .435   

总计 71.111 161    

Q12 您更喜欢什

么时候外出旅

游？ 

组间 .039 1 .039 .044 .834 

组内 141.473 160 .884   

总计 141.512 161    

Q15 您更偏爱那

种距离范围的旅

行？ 

组间 .562 1 .562 .772 .381 

组内 116.432 160 .728   

总计 116.994 161    

Q16 您更喜欢哪

种旅游目的地类

型？ 

组间 .025 1 .025 .029 .864 

组内 136.395 160 .852   

总计 136.420 161    

Q18 您更喜欢一

下那种渠道获取

旅游信息？ 

组间 .344 1 .344 .437 .510 

组内 126.002 160 .788   

总计 126.346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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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60.5%；没有时间人数有 35 人，占比 21.6%；不熟悉当地语言人数有 15 人，占比 9.3%；现有

旅游产品或服务不好人数有 14 人，占比 8.6%。从饼图中可以看出，留学生外出旅行收个人预算不

充足影响较大，超过半数学生是因为经济问题不能外出旅行。 

表 6您最喜欢以下哪种出游方式？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独自出游 25 15.4 15.4 15.4 

结伴出游 105 64.8 64.8 80.2 

与家人同游 27 16.7 16.7 96.9 

参团旅游 5 3.1 3.1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留学生出游方式偏好方面，105人喜欢结伴出游，占比 64.8%；与家人同游有 27人，占比 16.7%；

25人喜欢独自出游，占比 15.4%；5人喜欢参团旅游，占比 3.1%。 

表 7您更喜欢什么时候外出旅游？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周末 6 3.7 3.7 3.7 

空余时间 93 57.4 57.4 61.1 

节假日 17 10.5 10.5 71.6 

寒暑假 46 28.4 28.4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留学生旅游时间偏好方面，93人喜欢在空余时间外出旅游，占比 57.4%；46人喜欢在寒暑假外

出旅游，占比 28.4%；17 人喜欢在节假日外出旅游，占比 10.5%；仅 6 人喜欢在周末外出旅行，占

比 3.7%。留学生有过半人数选择在空余时间外出旅游，然而大学生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虽然寒暑

两假学生拥有较长的时间为外出旅游，但是对于留学生来说选择寒暑假出游的人数比空余时间的少。

根据数据可看出，留学生在寒暑假时间出游的偏好不明显。 

表 8您外出旅游通常花费多长时间？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1 天 4 2.5 2.5 2.5 

1-2 天 26 16.0 16.0 18.5 

2-7 天 113 69.8 69.8 88.3 

7 天以上 19 11.7 11.7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留学生外出旅行花费时长方面，113 人表示外出旅行会花费 2-7 天，占比 69.8%；26 人表示花

费 1-2 天外出旅行，占比 16.0%；19 人表示花费 7 天以上旅行，占比 11.7%；仅 4 人表示会花费小

于或等于 1天时间旅行，占比 2.5%。 

 

 

表 9您更偏爱那种距离范围的旅行？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市内 5 3.1 3.1 3.1 

市周边 44 27.2 27.2 30.2 

外府 60 37.0 37.0 67.3 

国外 53 32.7 32.7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留学生旅游范围偏好反面，60人更偏爱在外府游玩，占比 37.0%；53人更喜欢到国外旅行，占

比 32.7%；44人喜欢在市周边游玩，占比 27.2%；仅 5人喜欢在市内游玩，占比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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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您最近一次外出旅行的交通方式是（）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汽车 71 43.8 43.8 43.8 

火车 12 7.4 7.4 51.2 

飞机 73 45.1 45.1 96.3 

徒步 6 3.7 3.7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留学生外出旅游交通方式偏好方面，73人喜欢乘坐飞机出行，占比 45.1%；71人喜欢乘坐汽车，

占比 43.8%；12人喜欢乘坐火车，占比 7.4%；仅 6人喜欢徒步旅行，占比 3.7%。 

表 11您更喜欢哪种旅游目的地类型？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自然山水 42 25.9 25.9 25.9 

海岛休闲 81 50.0 50.0 75.9 

现代都市 20 12.3 12.3 88.3 

历史遗迹 19 11.7 11.7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留学生旅游目的地类型选择偏好方面，81人更喜欢海岛休闲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占比 50%；42

人更喜欢自然山水类型，占比 25.9%；20 人喜欢现代都市类型，占比 12.3%；19 人喜欢历史遗迹，

占比 11.7%。 

表 12您更喜欢一下那种渠道获取旅游信息？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朋友推荐 36 22.2 22.2 22.2 

咨询旅游公司 11 6.8 6.8 29.0 

上网浏览 108 66.7 66.7 95.7 

报纸杂志 7 4.3 4.3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表 12 是留学生旅游决策偏好，108 人喜欢通过网上浏览方式获取信息，占比 66.67%；36 人喜

欢根据朋友推荐选择旅游产品或线路，占比 22.22%；11 人喜欢咨询旅游公司来获取旅游信息，占

比 6.79%；7人喜欢通过报纸杂志获取旅游信息，占比 4.32%。

表 13您的旅游经费最大的支出是（）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饮食 32 19.8 19.8 19.8 

酒店 62 38.3 38.3 58.0 

出行交通工具 18 11.1 11.1 69.1 

景点门票 14 8.6 8.6 77.8 

购物 23 14.2 14.2 92.0 

娱乐项目 13 8.0 8.0 100.0 

总计 162 100.0 100.0  

表 13 是留学生旅游经费最大的支出项目方面，62 人表示酒店会成为旅游经费中的最大支出，

占比 38.3%；32 人选择饮食是支出最大的一项，占比 19.8%；23 人认为购物是旅游经费中最大的支

出，占比 14.2%；18 人表示出行交通工具费用是旅游经费中指出最大的，占 11.1%；14 人表示景点

门票是旅游经费中最大的支出，占 8.6%；13 人认为娱乐项目是旅游经费最大的支出，占 8.0%。 
 
 
 
 

135



 

（五）关于旅游偏好现状建议调查——从政府与旅游企业方面 
表 14 您认为泰国旅游企业在发展中国留学生市场时最有效的途径是（多选题，最多选 3 项） 

描述统计 
 个案数 总和 

A.针对留学生兴趣特征，开发及学习、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旅游产品

和路线 
162 105.00 

B.增加游客好评度，对部分留学生进行回访 162 41.00 
C.针对留学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来说，合理定价旅游产品 162 100.00 
D.宣传自身的旅游安全度，降低游客对本地的旅游奉献感知 162 68.00 
E.可以考虑与校内社团或学生会等组织合作推出优惠旅游活动 162 50.00 
F.设立旅游专栏，拓宽旅游信息传播渠道 162 30.00 
G.开发、设计有吸引力的一站式旅游产品，减少留学生在外焦虑感 162 51.00 

有效个案数（成列） 162  
关于留学生选择泰国企业在发展中国留学生市场是最有效的途径的多选题，从表中可以看出

105 人选择 A 选项：针对留学生兴趣特征，开发及学习、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旅游产品和路线；100
人选择 C 选项：针对留学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来说，合理定价旅游产品；68 人选择 D 选项：宣传

自身的旅游安全度，降低游客对本地的旅游奉献感知；51 人选择 G 选项：开发、设计有吸引力的一

站式旅游产品，减少留学生在外焦虑感；50 人选择 E 选项：可以考虑与校内社团或学生会等组织合

作推出优惠旅游活动；41 人选择 B 选项：增加游客好评度，对部分留学生进行回访；30 人选择 F
选项：设立旅游专栏，拓宽旅游信息传播渠道。排名前三的选项是 A、C、D，这三项分别是关于旅

游产品设计开发、旅游产品定价、留学生心理，根据这三个选项可看出留学生比较偏向性价比高，

而且能够符合自身兴趣要求的旅游产品和路线。 
表 15 您认为泰国旅游政府在发展中国留学生市场时最有效的途径是（多选题，最多选 3 项） 

描述统计 
 个案数 总和 
A.完善大学生旅游保险制度 162 84.00 
B.加强大学生旅游安全教育与服务 162 72.00 
C.规范旅游市场管理环节，完善管理机制 162 73.00 
D.利用旅游形象推广、媒体广告等现代传媒手段扩大泰国旅游市场

知名度和影响力 
162 56.00 

E.加强对留学生旅游偏好变化研究 162 56.00 
F.建设良好便利的交通设施，提高景点的进入性和交通便利性 162 97.00 
有效个案数（成列） 162  

关于留学生选择泰国政府在发展中国留学生市场是最有效的途径的多选题，根据表中数据，97
人选择 F 选项：建设良好便利的交通设施，提高景点的进入性和交通便利性；84 人选择 A 选项：

完善大学生旅游保险制度；73 人选择 C 选项：规范旅游市场管理环节，完善管理机制；72 人选择 B
选项：加强大学生旅游安全教育与服务；而 D、E 选项同时有 56 人选择。排名前三的选项是 F、A、

C，分别是关于交通便捷性、大学生旅游保险、旅游市场监管方面。 
六、结论 

通过调查问卷数据可看出，在泰中国留学生的旅游欲望强烈，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会在闲暇时

间外出旅游，随着网络社交软件的使用程度增多，留学生在语言差异大的环境下，超过半数的留学

生会通过上网浏览相关的旅游信息为外出旅游做准备，多数学生会选择到外府进行两天到一个星期

的旅行，在旅游的过程中，酒店费用成为了最主要的支出，所以旅游预算不充足是成为阻碍留学生

外出旅游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与前人的研究相符。 
（一）基本信息调查说明 

根据调查问卷的收集数据显示，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留学生男女生比例非常不

平衡，男生多女生少。人数分布在大二、大三、大四，大一学生人数为 0，表明工商管理学院的中

国留学生为项目生，在泰国的学业是从大二开始，大一则就读在国内。项目生的专业分为 BB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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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项目和 IB 项目，两个项目人数分布也是不平衡，BBA 人数比 IB 多。这两个项目的教学语言也

主要是中文和英语双语授课，而且 BBA 和 IB 专业的泰国学生不多，因此这项各专业学生的泰语水

平一般，并没有系统学习泰语。但是这对留学生外出旅游造成的影响较少，仅少部分人受到较大影

响。在进行性别与旅游偏好维度交叉分析中发现，男女性别会影响旅游距离范围、旅游交通方式、

娱乐项目选择偏好和购物类型选择偏好。另外，在进行年级与旅游偏好现状单因素 ANOVA 检验中

发现，性别对旅游时间偏好、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旅游决策偏好都不具备显著性，

说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留学生的旅游偏好现状并不会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 
（二）旅游偏好现状 

1.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留学生已有在泰国外出旅游经历，但是存在一部分并没有外出旅游经历，

这两部分人数相差不多。 
2.留学生的旅游欲望强烈且女生的旅游欲望比男生高，女生更喜欢外出旅游，不过也存在部分

不愿意外出旅游的学生。 
3.对于不愿意外出旅游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个人旅游预算，经济因素限制了留学生

外出旅游，语言文化差异并不会成为留学生不外出旅游的重要因素。 
4.在旅游目的偏好的调查中发现，放松身心是留学生外出旅游的主要目的，欣赏自然风光则是

次要目的。 
5.留学生出游方式多以结伴出游为主，参团旅游不在留学生的考虑范围。 
6.留学生并没有大部分人喜欢在寒暑假出游，而是更喜欢在空余时间出游。 
7.留学生出游的次数也大多数是 1-2 次，5 次以上人数非常少，出游的概率比较小而且女生概率

要比男生明显，说明女生外出旅游概率比男生高。 
8.旅游期间，在外逗留时间大部分是 2-7 天，留学生更喜欢在外府（省外）或者外国。其中男

生更喜欢前往外国旅游，女生更喜欢在外府旅游。 
9.根据留学生旅游距离范围偏好，出行方式也以汽车和飞机为主，外府出游乘坐汽车，而国外

则乘坐飞机。因此结合男女生在旅游距离范围偏好数据，男生喜欢乘坐飞机出行，女生更喜欢乘坐

汽车出行。 
10.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学生喜欢前往海岛休闲类型的旅游目的地。 
11.在获取旅游信息渠道调查中，留学生更喜欢通过上网浏览而不是通过亲朋好友推荐。 
12.大部分学生在选择旅游经费最大支出项目时，选择的是酒店，可看出住宿费用占用学生最大

的旅游经费。 
13.在对旅游偏好维度相关性分析中发现，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留学生的旅游偏

好维度中，旅游方式偏好、旅游时间偏好和旅游目的地类型偏好存在显著性，旅游距离范围偏好、

旅游决策偏好不存在显著性。 
（三）关于旅游企业和政府在发展中国留学生市场建议选择 

在旅游企业建议方面，留学生更关注的是旅游产品和路线的开发、价格和旅游过程中的心理过

程，留学生希望旅游企业能够针对留学生群体的兴趣特征，开发及学习、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旅游

产品和路线，针对留学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来说合理定价旅游产品，开发、设计有吸引力的一站式

旅游产品，减少留学生在外焦虑感。经济因素是制约留学生外出旅游的仲要因素，旅游企业在面向

留学生销售时，旅游产品的价格上应对留学生有合适的定价，比如留学生如果能够出示学生证，则

价格下调，提供团体价、学生价或者给留学生提供套票等等措施。可参考英国的大学，每学期初始

组织学生到周边城市参观历史古迹，了解本国历史。例如：旅游企业可以给学校推出一日游的旅游

产品供学校挑选，学校挑选了旅游路线后可向每个中国留学生班级发放宣传单张或给学生发邮件，

具体内容包括：组织学生到泰国某个地方游玩、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可附上网址、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否是当天来回、具体费用是多少、这些费用里面包含了什么项目等等。学生可自由选择参与与否，

参加的话要到学校的教务处报名并交旅游费用。 
在泰国政府建议方面，留学生更关注交通便捷性、保险制度和旅游市场的监管机制。留学生希

望泰国政府能够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设施，提高前往景点的便捷程度，完善留学生旅游保险制度，

规范旅游市场监管环节，完善管理机制，能够使得留学生在外旅游玩得开心，玩得安全。近年来，

外国游客在泰国旅游事故频繁发生，普吉岛沉船事件使得中国留学生对普吉岛蒙上阴影。泰国政府

应尽快修复学生对泰国旅游业的形象，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宣传旅游景点的安全度降低留学生的安

全忧虑。根据旅游决策偏好的调查结果，留学生主要是通过上网浏览来获取旅游信息，泰国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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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主要的旅游网站更新旅游信息，加快信息传播速度。各大热门旅游景点可通过在中国的社交媒

体网站开设官方账号，传播景点的最新优惠方案和消息。比如景点在传统的节假日有特别活动安排，

可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具体的信息，吸引留学生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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