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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泰国旅游消费者购物行为研究 

    云南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大省,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地更是早已享誉世界

的旅游胜地。近年来云南旅游发展迅速,入境旅游方面更是突飞猛进,成绩斐然。

从旅游收入增幅来看，2011 年云南旅游总收入达 1300.29 万元，同比 

2010 年增长 22.56%。旅游外汇收入在 2011 年达 104.56 亿元，同比 2010 年增长

13.91%。从客源市场发展趋势来看，2011 年，云南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前十位的

国家中东盟国家分别是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其客流量排名分别是

第一、第二、第八和第十位。在东盟国家中，泰国到云南旅游的人数是最为突出

的，连续四年名列第一，见附录三。因此，对泰国客源市场购物行为研究具有现

实意义。在调查的 200 人中，基本资料从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方面进行。 调

查问卷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学历结构、月收入结构及旅游目的结

构，见附录四。 

5.1 泰国旅游者的购买行为意向分析 

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调查显示，在调查的 200 名旅

游者中有 64%的旅游者认为在旅游活动中会进行购物行为，他们认为旅游购物不

可缺少的一项活动。有 28.5%的旅游者不确定在旅游活动中是否会购物，这部分

人暂时没有购物目标，可能在旅游活动中，看到特别喜欢的才会买中。有 7.5%

旅游者认为购物活动不重要，不会进行购物行为。由此表明，旅游者认为购买旅

游纪念品在旅游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绝大部分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会进行购物

行为。同时也间接说明，旅游购物消费在云南的旅游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抓

住 64%的会进行旅游购物行为的消费者有助于云南提高旅游购物收入。这部分从

购买信息获得途径、购买动机、购买时间、购买地点、购买期望价格几方面进行。 

    1.购买信息获得途径。调查显示，泰国旅游者在旅游购物资料获取时，有

50.5%的旅游者选择网络信息收集，20%的旅游者从翻阅报纸杂志获得，11.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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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通过电视广告获得，8%的旅游者选择家人或者朋友介绍，7%的旅游者会

选择导游推荐。由此说明，极少数旅游者会选择导游推荐。泰国消费者绝大部分

的旅游购物信息是来自于网络，由于网络的快捷性和全面性、宽辐射性，人们在

收集旅游信息时会选择较为方便的网络进行信息搜索与集中。在调查的泰国消费

者中，搜索网络信息时，72.5%的人会选择 Google，极少人会选择 Yahoo 和 Baidu。 

    2.购买动机。被调查的泰国旅游者购物主要是自己使用和馈赠他人，所占比

例分别为 44.5%、54%，其他目的的仅占 1.5%。  

    3.购买时间。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泰国旅游者在购物用时上，绝大部分

人选择 41～60 分钟最多，占总调查人数的 41.5%。研究发现，在购物时间上，

性别差异也影响着购物用时。在旅游购物中，几乎没有男性选择购物用时在 1

小时以上。而女性旅游者则几乎没有选择购物用时在 20 分钟以下。男性大部分

用时在 21～40 分钟左右，女性用时在 41～60 分钟左右的最多。 

4.购买地点。通过调查发现，被调查的泰国旅游消费者在购物场所选择上，

35%的调查者选择特殊购物街，11.5%选择个体小店，25%选择去商场选购。也

就是说有 59%的人会选择自行购物，26.5%的旅游者选择在旅游纪念品专营店。

仅有 14.5%的消费者选择在旅行社指定的商店选购旅游购物品。 

5.购买期望价格。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泰国旅游者能够接受的购物品价

格主要是 400 元及以下和 401~300 元之间，这两个所占比例是 18%、59.5%。其

他区间所占比例仅为 22.5%。在购物消费占总旅游消费的比例上，在调查的 200

人中，有 55.5%的旅游者会选择购物占总旅游消费的 11%~20%，20%的旅游者

选择购物占总旅游消费的 10%以下，16%的旅游者选择购物占总旅游消费的

21%~30%，仅有 8.5%的旅游者会选择购物占总旅游消费的 30%以上。由此可知，

绝大部分旅游者在旅游购物时不会在购物上花费太多。 

5.2 泰国旅游者购买差异分析 

消费者只有在具有购物需求的前提下，才会进行购物消费行为。因此，当泰

国消费者需求处于未知状况时，我们就不能了解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因此无法

做出正确的需求定位。这部分是对泰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进行相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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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购买商品差异分析 

    1.性别不同的购买商品分析。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发现，女性受访旅游者人数

比重要高于男性人数比重。性别差异导致了女性旅游购物者多于男性旅游购物

者。女性消费者更愿意将闲暇的时间用于旅游消费上。在旅游购物品选购上，由

于性别的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调查的 200 名泰国旅游者中，女性在旅游

时对工艺品、精美礼品及纪念品较为感兴趣，而男性旅游者则对保健品、纪念品

感兴趣。如图 5.1 所示。            

   

图 5.1 性别不同的商品选购差异 

     在调查问卷中，性别不同，在最看重的购物品商品品质上及所认为的商品

特色，同样存在差异。女性消费者更看重的是旅游购物品的商品包装、价格及功

能质量。在商品特色上，认为商品的“特色”应当是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识、制作

工艺及外观、形状的体现。男性消费者更看重的功能质量和知名度。而在商品特

色上，认为商品的“特色”依次为产地的独特性、制作工艺的特色及文化内涵和

历史意识的体现。如图图 5.2、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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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性别不同的商品品质偏好差异 

   

图 5.3 性别不同的商品特色偏好差异 

2.年龄不同的购买商品分析。在调查中发现，中年游客是来云南旅游的主力

军,泰国的青少年市场和老年市场空间还较大。在旅游购物品选购上，由于年龄

的不同，旅游者在购物时对商品的选择、最看重的商品品质及商品特色上存在差

异。如图 5.4 所示，在调查的 200 名泰国旅游者中，18 岁及以下的旅游者喜欢

购买旅游纪念品。19~35 岁的旅游者喜欢购买旅游纪念品和传统工艺品。36~50

岁的旅游者喜欢购买旅游纪念品和当地特色食品。50 岁以上的旅游者选择购买

保健品的居多。18 岁及以下的旅游消费者看重的是旅游购物品的商品包装、价

格，其次是知名度最后是功能质量。19~35 岁的旅游者看重的是旅游购物品的依

次为：功能质量、知名度、商品包装、价格。36~50 岁的旅游者看重的是旅游购

物品的首先是功能质量，其次为商品包装价格，最后为知名度。50 岁以上的旅



 
 
 
 

 
 

 
 
 

25

游者看重的是旅游购物品主要是商品的价格和功能质量。由此说明，青年消费者

在旅游购物时还是比较注重外观包装，而中老年人则更注重购物品的品质，如图

5.5 所示。 

   

图 5.4 年龄不同的商品选购差异 

   

图 5.5 年龄不同的商品品质偏好差异 

     在商品特色偏好上，18 岁及以下的旅游者认为是制作材料有特色，19~35

岁的旅游者认为产地、制作工艺及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都应该有特色。36~50 岁

的旅游者认为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制作工艺及外观都应该有特色，50 岁以上

的人则认为制作材料、制作工艺以及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都应该有特色。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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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年龄不同的商品特色偏好差异 

3.学历不同的购买商品分析。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平均水平较高，其中学历

为大学专科及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32%和 47%。初中或以下学历的不

到 10%，高中或中专学历的调查者仅有 13%。由此可见，在选择出国旅游的泰国

旅游消费者中主要以学历偏上的消费者为主。由于受教育程度教高，对云南的认

识也相对较多，所以在旅游购物品及服务档次上就要求较高。学历为初中或以下

的旅游者在选购旅游购物品时，比较偏好于旅游纪念品、当地特色食品和传统工

艺品。学历为高中或中专的旅游者偏好于旅游纪念品、传统工艺品及保健品。学

历为大学专科的旅游者偏好于旅游纪念品及保健品。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旅

游者偏好于旅游纪念品和传统工艺品其次为精美礼品。如图 5.7 所示。 

         

图 5.7 学历不同的商品选购差异 



 
 
 
 

 
 

 
 
 

27

初中或以下学历的旅游消费者看重的是商品包装、价格和购物品的功能质

量，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旅游消费者看重的是购物品的功能质量，大学专科学历的

旅游消费者看重的是功能质量和商品的知名度。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旅游者最

注重的是商品的功能，其次则是商品知名度和包装、价格。如图 5.8 所示。 

 

图 5.8 学历不同的商品品质偏好差异 

    在商品特色偏好上，如图 5.9 所示，初中或以下学历的旅游消费者认为特色

应该体现在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上，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旅游消费者认为应该在制

作材料上有特色，大学专科学历的旅游消费者认为特色应该体现在文化内涵和历

史意义和外观、形状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旅游者认为应该体现在产地的独

特性、制作工艺有特点和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图 5.9 学历不同的商品特色偏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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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职业构成方面，旅游者的职业构成较多，其中国家公务员也就是政府工

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及学生中到过云南的比重较大，占总调查人数

的 73%，由此说明：在东盟合作的背景下，中泰合作较为密切，所以很多泰国企

业愿意到云南寻找新的商机，因此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及个体经营者在

双边往来较为频繁。如图 5.10 所示，在购物品选购上，由于职业差异，不同职

业在选购上有所不同，国家公务员偏好于选购旅游纪念品、保健品及精美礼品。

企业管理人员在选购上偏好于旅游纪念品、传统工艺品及保健品。公司职员偏好

于选购旅游纪念品、当地特色食品及保健品。个体经营者偏好于选购传统工艺品。 

     国家公务员比较看重的购物品是功能质量和知名度，企业管理人员较为看

重购物品的功能质量，公司职员看重旅游购物品的功能质量和知名度，个体经营

者看重旅游购物品的功能质量和包装、价格。退休人员较为看重购物品的功能质

量，学生看重购物品的功能质量的包装、价格，其他则看重购物品的功能质量。

由此表明，旅游者在选购购物品时，首要考虑的是购物品的功能质量，其次才会

考虑价格、知名度方面因素等。在购物品特色上，国家公务员认为购物品应该在

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产地及制作工艺上具有特色。企业管理人员也同意认为购

物品应该在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产地及制作工艺上具有特色。企业职工则认为

应该在包装、价格上有特色。个体经营者认为主要特色应该体现在购物品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意义。退休人员认为特色应该体现在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及制作工艺

上。学生群体认为购物品的特色除了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外还应该从制作材料和

包装上面体现。 

 

图 5.10 职业不同的商品选购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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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收入不同的购买商品分析。在收入方面，在参与问卷的人当中，收入水

平比较平均，比较突出的是收入为 15001~20000 铢的旅游者，占调查总人数的

40.5%，几乎超过调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收入在 20001~25000 铢之间的旅游

者有 30%之多。因此说明，在选择云南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人中，大多为中等偏上

收入人群。而 15000 铢以下的收入人群占 22.5%，而 25001 以上的收入人群也仅

为 7%。收入在 15000 铢以下的旅游者在购买时会选择旅游纪念品和精美礼品。

收入在 15001~20000 铢的旅游者偏好于纪念品和保健品。收入为 20001~25000

铢的旅游者偏好于购买传统工艺品和保健品。收入 25001 铢以上的旅游者偏好于

传统工艺品的购买。在购物品品质上，基本上所有旅游者都会首先考虑的是购物

品的功能质量。其次才会考虑知名度及外观。 

在购物品特色上，收入为 15001~20000 铢的旅游者比较在意购物品的材料、

工艺及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收入在 15001~20000 铢之间的旅游者认为购物品的

应当有特色。收入为 20001~25000 铢的旅游者认为购物品的特色应该在产地、工

艺及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上体现。收入 25001 铢以上的旅游者认为购物品的工艺

及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最主要。 

 

图 5.11 收入不同的商品选购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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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收入不同的商品品质偏好差异 

在购买价格方面，旅游消费者在进行购物的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收入水平

考虑所购买物品的价格，59.5%的消费者会选择旅游购物品价格在这个区间，在

旅游购物时，收入低的旅游消费者则会选择自己承受能力以内的商品，收入高的

旅游消费者则在价格上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会先考虑其他因素，因此在单件价格

的承受能力上，收入低的消费者则选择价格在 400 铢以下的旅游购物品。收入中

等或以上的则选择 401~600 铢之间的旅游购物品，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只要发现

符合心意的商品就会进行购买不考虑它的价格因素。总之，旅游消费者在进行旅

游购物活动时，绝大部分人都会以自己的收入作为衡量标准，衡量后才会进行购

买决策。这是由于这区间的旅游购物者的收入为 15001~20000 铢这个区间。也就

是说旅游购物者的购物消费与其收入水平是成正比的。 

    6.旅游目的不同的购买商品分析。由于旅游的目的不同，旅游者在购买购物

品时会存在差异。休闲观光的旅游者偏好于旅游纪念品。探亲访友的旅游者则偏

好于当地特色食品。商务会议的旅游者偏好于旅游纪念品、传统工艺品及保健产

品。学习交流的旅游者则主要购买的是精美礼品。以购物为目的的旅游者偏好以

选择购买精美礼品和当地特色食品。 

5.2.2 购物场所差异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泰国旅游消费者在购物场所选择上，32%的调查者选择

特殊购物街，18%选择个体小店，16%选择去商场选购。也就是说有 66%的人会

选择自行购物，仅有 12%的消费者选择在旅行社指定的商店选购旅游购物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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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旅游者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及旅游目的的不同，在购物场所的选

择上也存在差异。 

在性别方面，女性在购物场所选择上，主要偏好于特色购物街、个体小店。

男性则主要选择旅游纪念品专营店、商场。 

在年龄方面，18 岁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和个体小店进行购

物品的选购，19~35 岁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和旅游纪念专营店选购。36~50

岁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和旅游纪念专营店及旅行社指定的商场购买。50

岁以上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和旅行社指定的商场购买。 

在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喜欢在特色购物街进行选购，高中或中专学历

的旅游消费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或旅游纪念专营店进行购买，大学专科学历的旅

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购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或

旅游纪念专营店及旅行社指定的商场购买。 

在职业方面，国家公务员喜欢在旅游纪念专营店进行购买，企业管理人员喜

欢在特色购物街及旅游纪念专营店进行购买，公司职员喜欢在特色购物街购买，

个体经营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及旅游纪念专营店进行购买，退休人员喜欢在个体

小店、商场、旅游纪念专营店进行购买。学生喜欢在特色购物街购买。 

在月收入方面，收入在 15000 铢以下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购买，收入

在 15001~20000 铢之间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和旅游纪念专营店购买，收入

在 20001~25000 铢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和旅游纪念专营店购买，收入在

25001 以上的旅游者喜欢在旅游纪念专营店和旅行社指定的商场购买。 

在旅游目的方面，以休闲观光的目的旅游者喜欢在特色购物街和旅游纪念专

营店购买，探亲访友为目的的旅游者喜欢在商场个体小店购买，以商务会议为目

的的旅游者喜欢在旅游纪念品专营店和旅行社指定的商场购买，以学习交流的旅

游者主要选择在购物特色街和个体小店购买。 

综上所述，在被调查的旅游消费者在购物场所的选择上，有自主性和依赖性。

自主性是由于大部分旅游者会选择特色购物街，这是由于特色购物街有一定的自

由度能够自我发挥，不受导游时间约束，能够随心所欲的选择购物品。依赖性是

由于一部分人在陌生的环境中购物时会产生警惕心里，无法预测所购买的商品是

否存在问题，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旅游纪念品专营店和旅行社指定的商

场。因此，购物场所的两项特点相结合有利于促进消费者积极实施购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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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泰国旅游者满意度分析   

     1.云南旅游购物环境。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旅游者对云南购物环境感

到满意和一般，这两者所占比例为 44%和 24.5%。旅游者对云南购物环境评价一

般，说明云南需要进一步完善购物环境，营造良好的购物氛围。 

    2.云南旅游购物场所人员服务态度。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旅游者认为云南服

务人员服务态度一般，所占比例为 55%，认为满意的占 23%，非常满意的仅为

7.5%，这说明云南购物场所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服务态度有待提高。  

    3.云南购物场所营销方式。调查显示，在 200 名调查者中，48.5%的旅游者

表示满意，29%的旅游者表示一般，9.5%的旅游者表示不满意，9%的旅游者表

示非常满意，4%表示不满意。 

    4.云南市场上旅游购物品特点。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旅游者在对市场上

的纪念品评价时，认为样式老气，缺乏地方特色，所占比重分别是 36%、35%，

其他价格高，质量差，不易携带所占比例为 12%、9.5%、7.5%。 

    综上所述，泰国旅游者在云南购物对服务人员态度比较满意，其次是购物营

销方式，最后是购物环境。尽管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人选择满意，但是还是存在

不满意者，因此要将所有的旅游者需求考虑周全就需要进一步的改进。由此，从

市场细分、购物品细分、购物营销方式、购物场所工作人员及购物环境几方面提

出相应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