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旅游者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旅游者的界定

第二节 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条件

第三节 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主观条件

第四节 旅游者的分类



学习目的：

掌握旅游者、国际旅游者、国内旅游者的概念

掌握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条件

了解旅游者的基本类型与特征

学习难点：旅游动机

课时：



第一节 旅游者的界定

一、国际联盟的尝试

二、联合国罗马会议的规范

三、世界旅游组织的现行解释

四、我国对入境旅游者的统计口径

五、关于国内旅游者的界定

六、我国对国内旅游的统计



一、国际联盟的尝试（1937）

国际联盟的统计专家委员会对“国际旅游者”确定如下定义：

离开自己的居住国，到另一个国家访问超过24小时以上的人。

下列几种属于旅游者：

（1）因消遣、家庭事务及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而旅行的人；

（2）为出席会议或作为公务代表而旅行的人（如科学、管理、

外交、宗教和体育等会议）；

（3）因工商业务而旅行的人；

（4）在海上巡游途中停靠某国港口，登岸访问的人员，即使其

停留时间不足24h的人



下列几种人不属于国际旅游者：

（1）到某国就业谋生的人，不管其是否订有合同；

（2）到国外定居者（偷渡客、政治避难者）；

（3）前来入学就读的外国学生；

（4）跨境上下班的日常通勤者；

（5）途径该国而不作停留的过境旅行者，不管其置身该

国的时间长短。



二、联合国罗马会议的规范（1963）

凡纳入旅游统计中的来访人员统称为 “游客”（visitor），

指 “除为获取有报酬的就业目的之外，基于其他目的到一个

不是自己惯常居住的国家去访问的人。”

游客：旅游者（国际）+短程游览者

旅游者（tourist）：到一个国家短期访问至少逗留24小时的

游客，其访问目的可为以下之一：

（1）消遣（包括娱乐、度假、疗养、保健、学习、宗教、体育

活动；（2）工商业务、家庭事务、公务出使、出席会议。

短程游览者（excursionist ）（一日游游客same-day 

visitor）：到一个国家作短暂访问，停留时间不足24h的游客

（包括海上巡游中到访并上岸访问的邮轮乘客）。



三、世界旅游组织的现行解释（1991，1993）

旅游活动：旅游是一个人前往其惯常环境之外的某地开展的一

整套活动，在该地的停留时间短于一年，并且主要访问目的

不是从事某种从该到访地区之内获取报酬的活动。（此定义

涵盖了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

从事符合上述条件之活动的人便可界定为旅游者。

在旅游统计中称之为“游客”。

游客——整个旅游统计系统的基础概念

游客——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

游客——旅游者（过夜游客）和一日游游客（不过夜游客）



需要界定的相关术语：

（一）惯常环境（usual environment)

在界定“惯常环境”时，应考虑两个纬度：

（1）第一个维度是旅行活动发生的频率。也就是说凡属

一个人基于日常性事务而经常前往的地方，即使该地距离其

居住的地方比较远，通常都可认为是其惯常环境的组成部分。

（2）第二个维度是距离。也就是说，凡是距离一个人的

居住点很“近”的地方，即使他并非经常去这一地点，通常

都可认为处于其惯常环境的范围之内。

就国内一日游而言，WTO提出将160公里用作界定“惯常

环境”的临界标准



（二）停留时间

1、以国际旅游为例，下列情形不属于游客范畴

➢ 如果一个人在目的地的连续停留时间超过了12个月，则不

再被看作是来访游客，而视同为该地的居民；

➢ 如果一个人在某地停留虽然不足12个月，但其决定将该地

作为自己的定居地而不复离去者；

➢ 如果一个人在某地的连续停留时间虽然不足12个月，但打

算在12个月之内返回该地定居者。

2、是否在到访地区过夜停留

➢ 过夜停留——旅游者

➢ 不过夜停留——一日游游客



（三）获取报酬

报酬：指工资、薪金之类的收入，但不包括获自于到访

地区的旅行津贴或者少量的补助费。

作为游客，访问目的地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从事从到访

地区获取报酬的活动，或者不是作为追求报酬者的随从

家属人员而到访该地。

下列人员排除在游客的统计范围之外：前来打工人员、

前来演出的艺术家、前来履行咨询服务的人员、前来讲

课或演讲的人员、因履行相互服务而来访的人员、来访

的职业运动员等。





四、我国对来华入境旅游者的统计口径

凡纳入我国旅游统计的入境来访人员统称为入境游客

（inbound visitor）。

1.入境游客：出于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

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等原因或

目的，离开惯常居住地前来我国内地访问，连续停留时间不

满12个月，并且来访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

报酬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居民。

2.按照在内地访问停留时间差别，入境游客分为：

（1）入境旅游者（inbound tourist）：在我国内地旅游住

宿设施内停留至少一夜的入境游客。

（2）入境一日游游客（inbound day-visitor）：未在我国

内地旅游住宿设施内过夜停留，而是当日往返的入境游客。



下列情况不属于入境游客的统计范围：

1、应邀来华访问的外国部长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及其随从人员。

2、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外交人员及其随行家属和家庭服务

人员。

3、在我国驻期已达一年以上的外国专家、留学生、记者、商务

机构人员等。

4、乘坐国际航班过境外国，不需要通过护照检查进入我国口岸

的中转旅客。

5、边境地区（因日常工作和生活而出入境）往来的边民。

6、回祖国大陆地区定居的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

7、已经在我国大陆定居的外国人以及出境后又返回我国大陆定

居的外国侨民。

8、归国的我国出国人员。



美国驻华大使馆



五、关于国内旅游者的界定

组织或国家 国内旅游者界定

UNWTO

指任何因消遣、度假、体育、商务、公务、会议、疗
养、学习和宗教等目的而离开其常住地，在居住国境
内进行24小时以上、一年之内的旅行的人。分为国内
“旅游者”和国内一日游游客

加拿大 以距离为界定标准：指那些到离开其居住地边界至少
50英里（8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旅行的人。

美国 以距离为界定标准：各部门或组织对国内旅游者采用
的距离标准各异。

英国 以在外停留时间为界定标准：指那些基于日常上下班
以外的任何原因，离开其居住地点外出旅行过夜至少
一次的人。

法国 以在外停留时间为界定标准：指基于消遣、健康、会
议、商务或修学目的，离开其通常居住点，外出旅行
超过24小时但不足4个月的人。



相关说明：

1、国际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并无本质不同，其区别主要

在于旅游活动的开展是否跨越国界。

2、关于国内旅游者的统计（技术性定义）方面，各个国

家或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3、在旅游者的概念性定义上，人们的认识无太大的差异。

无论国际旅游还是国内旅游，都属于离开惯常环境的非

日常性旅行和在外逗留活动。无论国际旅游者还是国内

旅游者，都是出于就业和移民以外的任何原因，暂时离

开惯常环境去异国他乡访问的人。



六、我国国内旅游统计的有关规定

凡纳入国内旅游统计范围的来访人员统称为国内游客

（domestic visitor）。

国内游客：指任何因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探亲

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

体育、宗教活动等原因，离开惯常居住地到我国境内

其他地方访问，连续停留时间不满6个月，并且其主要

访问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从该目的地获取报酬

的我国内地居民。



根据在到访地区的停留时间，分为：

国内旅游者（domestic tourist ）：指我国大陆

居民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在我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

住宿设施内停留至少一夜，连续停留时间最长不超过6

个月的国内游客。

国内一日游游客（domestic day-visitor） ：指

我国大陆居民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到我国大陆10千米

以远的地方去旅行和访问，出游时间超过6小时但又不

足24小时，并未在我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

内过夜的国内游客。



下列人员不在国内游客统计范围内：

去外地巡视工作的部以上领导；

驻外地办事机构的临时工作人员；

调遣的武装人员；

去外地入校就读的学生；

去外地下基层锻炼的干部；

去国内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员；

无固定居住地的无业游民。



习近平同志的考察







歌曲：我想去桂林

在校园的时候曾经梦想去桂林

到那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

漓江的水呀常在我心里流

去那美丽的地方是我一生的祈望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

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

亲临其境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http://www.3gbaby.com/Albums/13/viewalbum90607_9.html


http://life.people.com.cn/GB/shenghuo/200/6449/
http://www.beauty128.com/comment_publish.php?op=kp&pid=VG9063
http://www.cctgy.com/chinese/News/ViewNews.asp?id=77
http://www.im486.com/Photo/FENGGUANG/GL/200705/2598.shtml


http://trip.rsscity.cn/Photo/102/detail6329.html


http://www.59766.com/spic_remark_28161.htm


http://www.3gbaby.com/Albums/13/viewalbum90607_1.html
http://www.3gbaby.com/Albums/13/viewAlbum90607.html


第二节 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条件

主要内容：

一、足够的支付能力

二、足够的闲暇时间

三、其他影响因素



一、足够的支付能力

（一）两个概念

➢ 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个人或家庭收

入中扣除应纳所得税之后的剩余部分。

➢ 可自由支配收入（discretionary income）：个人

或家庭收入中扣除应纳所得税、社会保障性消费

（即社会规定由个人负担的养老金、失业保险、健

康保险等社会保障费用的预支，通常由工资发放单

位代扣代缴）以及日常生活必须消费部分（衣、食、

住、行等）之后，所剩余的收入部分。



五险一金





（二）收入水平对旅游需求的影响

1.决定着个人或家庭能否实现外出旅游；

2.决定着旅游时的消费水平；

3.影响到旅游期间的消费结构。

结论：收入水平意味着支付能力，是决定个

人产生和实现旅游需求的重要物质基础，但

非影响个人旅游需求的唯一决定因素。



二、足够的闲暇时间

（一）闲暇时间的概念

闲暇时间（leisure time）：可由个人任

意支配的自由时间，也称自由时间或可随意支配

时间。

法定的就业工作时间

必须的附加工作时间

人生时间 用于满足生理需要的生活时间

必须的社交活动时间

闲暇时间



（二）闲暇时间的分布

1、每日余暇（daily leisure）

2、每周余暇（week-end leisure）

3、公共假日（public holiday）

4、带薪假期（paid holiday）

结论：旅游活动的实现需要有时间条件的保证。拥

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是实现个人旅游需求不可缺少的前

提条件。



三、其他影响因素

（一）一个人的体能状况

（二）一个人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或家庭拖累状况

结论：

个人的身体能力状况和家庭拖累情况，与收入水平和

闲暇时间一起构成了影响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因素。

在促成个人成为旅游者所起的作用方面来看，这四项

客观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小伙推瘫痪母亲圆旅游梦 徒步73天到云南

2012-09-25 08:57:41 来源: 云南网(昆明)

• 据樊蒙初步估计，从北
京到西双版纳有3500多
公里路程，要耗时100
天。

• 过去的76天时间里，樊
蒙及其妈妈途经了河北、
河南、湖北、湖南、贵
州等省，

• 昨天终于进入云南境内，
他们距离梦中的版纳更

近了。



第三节 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主观条件

主要内容：

一、旅游动机

二、旅游动机的类型

三、旅游动机的影响因素



一、旅游动机

（一）旅游动机的概念

1.动机（motivation): 驱使一个人去从事某一活动，以满足

其某种生理需要或心理意愿的内在动因，都可称为这一活动

的动机。简言之，动机就是激励一个人做出某种行动的内在

驱动力。

2.旅游动机：激发一个人外出旅游的内在驱动力，即驱使一

个人参加外出旅游活动以使其某种需要能够得以满足的内在

心理动因。

3.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观点：动机与需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

系。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总是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产生。

动机是需要的表现形式，有什么样的需要，便会有与之相应

的行为动机。



旅游动机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什么需要？

或者：人的哪些需要会导致产生旅游动机？

人有哪些需要？

这些需要要如何才能满足？



（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

1. 人有多种不同的

需要；

2. 需要在层次上有

高低之分；

3. 一般而言，只有

位居较低层次需

要被满足后，才

会产生向上一个

相邻层次的需要。

生理需要（食物、阳
光、空气、水等）

爱的需要（群体归属
感、感情联系）

安全需要（治安、稳
定、秩序和受保护）

受尊重的需要（自尊
、声望、成功、成就）

自我实现的需要（最
大限度的发挥个人潜能）



（三） 促成旅游动机产生的需要

（1）积极：探新猎奇的需要

（2）消极：逃避身心紧张的需要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

http://www.zzxphoto.com/archiver/showtopic-199.aspx


安迪·沃霍尔 《二百一十个可口可乐瓶》

http://cabrini.yculblog.com/post.1560873.html


“望一望远方碧绿的海面，浪涛汹涌澎

湃，永不停息，阳光从无数闪烁的镜子中反

射到你的眼里，碧绿的海同蔚蓝的镜子般的

天空和金色的太阳熔化成美妙的色彩，于是

你的一切忧思，一切关于人世间敌人及其阴

谋诡计的回忆就会烟消云散，你就会融化在

自由的无限的精神的骄傲的意识中”（恩克

思：《风景》 1942年）



二、旅游动机的基本类型（麦金托什）

（一）身体方面的动机

（二）文化方面的动机

（三）人际（社交）方面的动机

（四）地位和声望方面的动机

人们外出旅游很少是出于单一的动机，多是若

干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影响旅游动机的因素

（ 一）人格类型

依赖型

近依赖型

中间偏依赖型

中间偏冒险型

近冒险型

冒险型

自我中心型

近自我中心型

中间型

近多中心型

多中心型

帕洛格心理类型



（二）文化水平与受教育程度

（三）年龄（家庭生命周期；体力）

（四）性别（生理特点；家庭角色）

（五）支付能力

结论：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的条件，才能够实现其旅游需求。客观因素是实

现旅游活动的保障条件；主观因素则是驱使个体

参加旅游活动的内在动因。



第四节 旅游者的分类

主要内容：

一、分类的标准

二、依据出游目的的旅游者分类



一、分类的标准

常见的旅游者分类标准：

（一）按地理范围划分

（二）按活动形式划分

（三）按旅行距离划分

（四）按消费方式划分

（五）按旅行方式划分

（六）按活动内容划分

（七）按出游目的划分



二、依据出游目的的旅游者分类

（一）消遣型旅游者

1.在整体旅游市场中比例最大；

2.出游时间的季节性很强；

3.对旅游目的地、旅行方式、

出发时间有较大程度选择自由；

4.在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较长；

5.价格敏感度高。

（三）家庭及个人事务型旅游者

（二）差旅型旅游者

1.出行频度高；

2.出行活动没有季节性；

3.对出行目的地没有选择

自由

4.人均消费高

5.价格敏感度低





作业

• 请阅读旅行美食

作家蔻蔻梁的文

章《旅行又不是

斗地主》，围绕

旅游动机展开思

考，写一篇条理

清晰见解深刻的

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