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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徒步旅游者行为偏好研究 

——基于户外徒步俱乐部研究 
舒静 

（重庆三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万州  404020） 

摘要：本论文以川西地区作为目的地，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访谈方式，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将参与川西地区户外徒步俱乐部组织
的徒步旅游者作为案例，分析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偏好，对旅游者的信息渠道偏好、旅游动机偏好、出游人员构成偏好、出游时间偏
好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参与川西户外徒步俱乐部的信息渠道获取方式主要来自网络以及同事、朋友的推荐。由于大多
数人只有周末有时间，所以户外俱乐部的徒步活动基本会安排在周末。20~36岁的旅游者，会选择朋友、同事一起参加徒步；36~55
岁的旅游者则主要选择与家人一起参加徒步；55岁以上则主要是独自一人参与徒步。徒步可以很好的满足不同旅游动机人群的需要，
比如寻求刺激、健身需要、带领孩子体验徒步、放松心情、结交新朋友、打发周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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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对旅游活动的需求也不

断增加，徒步旅游方式具有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简单易行和成本
低廉等特点，在城市居民中的普及率和参与度越来越高（管慧香，
2013）[1]。关于户外俱乐部组织的徒步旅游研究较少，其中孟薇（2017）
[2]将户外徒步俱乐部定义为：一定数量的徒步爱好者在空闲时间自发
相聚在一起进行步行活动，以满足身心需求的一种组织。 

旅游偏好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工具，旅游偏好会根据个人
旅游者的世界观、消费观、年龄、社会经验、收入等情况的不断变
化，偏好决定了消费者在不同时期对于可以提供选择的商品或者其
他商品进行排序[3]。分析旅游者的旅游偏好行为，可以很好的了解旅
游者的需要，在旅游营 方面具有理论意义。 

川西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深受徒步旅游
爱好者追捧。目前关于川西徒步组织的概念、旅游者行为偏好等的
研究不多。本文通过川西地区参与户外徒步俱乐部组织的徒步旅游
者的行为偏好分析，希望能为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参与川西地区户外徒步俱乐部组织活动的

旅游者，参考相关文献数据资料，采用实地考察、深入调查方法，
收集旅游者旅游行为偏好信息。本次通过实地考察，观察参与徒步
旅游的整个过程、方式等，并对参与徒步的 30 位旅游者进行深入访
谈。访谈的主要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旅游者的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出游频率；第二部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基本
情况，分别从旅游信息获取渠道、出游时间、出游人员构成、旅游
动机方面调查其旅游偏好。 

3 徒步旅游旅游者行为研究综述 
在通过文献资料对国内外徒步旅游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发

现，在国外旅游市场，徒步旅游是背包旅游者 主要的旅游方式，
徒步旅游包含于背包旅游，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对背包旅游的研究较
多，而徒步旅游的研究则偏少（黄向，2005）[4]。国外关于背包旅游
的旅游者旅游行为研究主要从游客感知、游客体验方面进行研究。
在背包旅游游客感知的研究中，具有代表的有 Murphy（2008）[5]分
析了背包旅行者对澳大利亚目的地形象的感知。Sroypetch（2016）[6]

以斐济亚萨瓦群岛为例，研究了主客双方对背包旅游的社会文化影
响有显著不同的感知。 

国内徒步旅游的旅游者旅游行为研究主要从游客体验感知、出
行意向方面进行研究。谢彦君（2017）[7]采用身体地理学视角，提出
徒步旅游体验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生成实践，即旅游者通过具体身
体的参与，与旅游情境深度融合，寻求个体完善与成长的对象性活
动。金鑫（2019）[8]从感官体验、身体体验、学习体验、记忆体验四
个维度，并分别对游客的旅游体验维度、满意度维度、忠诚度维度
进行特征分析。李夏锐（2021）[9]以推拉理论为基础，基于徒步旅游
的相关文献提取指标来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探讨影响川西徒步旅游
出行意向的因素。 

通过以上的整理和归纳可以发现，国内外的学者在徒步旅游研
究中对游客体验感知、发展现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在徒步旅
游旅游者旅游行为偏好方面，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内容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以川西地区作为目的地，将通过参与户外徒步
俱乐部组织的徒步旅游者作为案例，分析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偏好，
希望能为徒步旅游的现有研究增添内容。 

4 旅游者旅游行为偏好分析 
4.1 信息渠道偏好 
获取信息渠道的途径是旅游者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调查

数据如图 1 所示，参与川西户外徒步俱乐部的信息渠道获取方式，
首先是以朋友介绍、同事介绍为主，占总量的 48%。在闲暇时间，
朋友、同事之间也会相互讨论值得一去的旅游目的地。其次是通过
网络方式获取信息渠道，占比 35%，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户外组织
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形式发布活动信息，徒步爱好者可以根据自己
的时间、体能情况自由选择合适的活动。 后是与家人一起参与活
动，占比 10%。朋友介绍、同事介绍、网络这三个方面的获取信息
渠道方式，是影响旅游者做出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 

 

图 1  信息渠道获取统计 
4.2 出游时间偏好 
经过深入访谈，因为大多数人均为上班族，少量 60 岁左右的退

休人员，其中退休人员中多数非节假日需要带孙子，所以户外俱乐
部的活动基本会安排在周末。同时每年会组织几次长途活动，如青
海路线等，参与人数不多，主要是为享受年假，以及寒暑假的学生、
老师服务。 

4.3 出游人员构成偏好 
调查结果显示，如图 2，出游人员构成偏好程度方面，出现均

分布的现象，虽然独自一人的偏好程度 高，其与朋友、和家人
一起的出游人员构成情况基本持平。根据参与川西户外徒步俱乐部
的旅游者年龄与出游人员构成偏好交叉分析，如表 1，20~36 岁范围
内的旅游者，主要与朋友一起参加徒步，占比 73%，而独自一人出
游的占比只有 27%；36~55 岁的旅游者则主要与家人一起参加徒步，
占比 69%，独自一人出游占比 31%；55 岁以上则主要是独自一人参
与徒步。根据出游频率与出游人员构成偏好交叉分析，如表 2，每
个月参与徒步的旅游者主要是独自一人徒步；每两周一次的徒步爱
好者则是有一半是独自一人参与，有一半是和家人一起参与，在和
家人一起参与的数据中，进行深入调查时基本是带孩子一起体验徒
步。基本每周都参与徒步的则是独自一人，这部分人员是徒步资深
爱好者。一年 1-2 次徒步的爱好者主要是和朋友一起，占比 50%；
其次是和家人一起，占比 38%，只有 12%是独自一人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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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出游人员构成统计 

表 1  旅游者年龄与出游人员构成偏好交叉分析 

 

表 2  出游频率与出游人员构成偏好交叉分析 

 

4.4 旅游动机偏好 
根据图 3，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川西户外徒步俱乐部组织的旅游者，

其主要动机是结交新朋友，占比 30%，通过徒步活动可以认识新朋友。
其次是健身需要，占 26%，通过徒步可以增强人体抵抗力，从而达到健
身效果。另外以带孩子体验、打发周末时光、寻求刺激和放松心情为动
机的各占 11%，川西具有较多的高山和美景，非常适合徒步；对于打发
周末时光、放松心情来说，徒步旅游相对经济、自由。 

 

图 3  旅游动机偏好统计 
根据旅游动机的交叉分析，如表 3，不同年龄的旅游动机存在

较大差异，在 20~36 岁这一组中，他们的主要旅游动机是结交新朋
友；36~55 岁的主要旅游动机是打发周末时光；55 岁以上则主要以
健身需要为主要动机，这一年龄阶段的旅游者具有较大的健康需求。 

表 3  年龄与旅游动机交叉分析结果 

 

5 结论与启示 
5.1 总结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参与川西户外徒步俱乐部的信息渠道获取

方式主要来自网络，如户外俱乐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活动信息，以
及同事、朋友的推荐。由于大多数人只有周末有时间，所以户外俱
乐部的徒步活动基本会安排在周末；同时老师、学生每年都有寒暑
假，这段时间周内也会安排徒步活动，满足老师、学生的需要。根
据旅游者年龄与出游人员构成偏好交叉分析，20~36 岁的旅游者，
会选择朋友、同事一起参加徒步，占比 73%，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可
以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36~55 岁的旅游者则主要选择与家人一起
参加徒步，占比 69%，这个年龄段的旅游者的孩子基本都已经在上
小学、初中，适合一家人一起出游，通过徒步增进亲子感情的目的；

55 岁以上则主要是独自一人参与徒步，老年人群大多已经退休，徒
步比较考验体力，与自己爱好相同的家人、朋友较少具有一定关系。
徒步过程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分享自己人生，
可以很好的满足不同旅游动机人群的需要，比如寻求刺激、健身需
要、带领孩子体验徒步、放松心情、结交新朋友、打发周末时光。
总的来说，徒步旅游的体验满意度高。 

5.2 启示 
5.2.1 关注亲子徒步旅游市场的开发 
随着全民运动的兴起，教育部也加大了青少年的体能训练，青

少年的体能和视野需要父母的参与，父母在节假日空闲时间，与孩
子的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本研究结果的样本情况，分析得出
亲子徒步群体参与度较高。川西地区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徒步旅
游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的上班族、学生参与，尤其是成都市的市
民。近年来，亲子徒步的规模也逐渐扩大，通过徒步旅游能同时达
到欣赏川西独特的山川、体能训练、增进亲子感情的目的。在户外
俱乐部的徒步路线以及旅游目的地，可以根据父母与孩子的体验需
求，设计科学地挑战身体极限、制定徒步计划。例如可以和徒步旅
游目的地结合起来组织青少年体验当地文化：牧羊等等。 

5.2.2 提高徒步旅游者的环保意识 
川西地区的徒步路线，大多是原生态的环境，这些地区大都交

通不便利，空气稀薄，垃圾的运输和处理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提高旅游者的环保意识尤为重要。在我们徒步的道路上诸
如电热饭盒、饼干袋等垃圾随处可见，这需要我们每一个徒步爱好
者与户外俱乐部提高环保意识，去保护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在我实
地调研的一个户外俱乐部中，领队在到达目的地开始徒步前，会开
始热身运动，讲解路线，其中也会特别提示环保的重要性，领队会
呼吁大家上山后，将产生垃圾带到山下来或者带回城市，这是值得
提倡的。这样的环保意识呼吁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户外俱乐部
需要起到带头作用，在活动的组织宣传中、徒步过程的引导中提示
旅游者爱护环境，不要将徒步过程中的垃圾留在徒步旅途中。 

5.2.3 提高徒步过程中安全保障 
根据调研结果分析，在徒步中含有儿童、老年等各个年龄年段

的徒步爱好者，同时根据徒步旅游者参与频率各不相同，徒步旅游
者也面临不同的风险。川西地区的天气、道路崎岖，都给风险发生
后的救援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就需要徒步旅游者与户外俱乐部的
工作人员共同把关，提高安全保障。首先，对于旅游者自身而言，
安全意识徒步爱好者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路线，且在
出游前仔细阅读户外俱乐部提示的必要装备，如防滑鞋、登山杖、
下雪天需要准备冰爪等，特别是老年人群的安全意识，需要根据自
身的精力和体力选择路线，不要一味的突破身体极限。其次户外俱
乐部的组织人员要尽量照顾到每一位成员的安全，在设计路线后需
要提前多次踩点，确保路线的安全性，在出游前做好应急预案，提
示参与人员带好必要装备，提供应急药品，若藿香正气液、葡萄糖
等。 后，旅游目的地要切实做好基础设施健身，保证具有徒步的
基本安全保障，若存在风险，如夏天的暴雨、泥石流需要需要提前
告知徒步爱好者请勿前往，并做好封路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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