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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新一代父母亲子教育意识的觉醒，亲子游发展迅猛。据马蜂窝发

布的《2023年春节大数据报告》，春节期间亲子游热度飙升，出游人数环比增长500%以上。在“二胎”、

“三胎”政策的加持下，亲子游将在未来释放巨大潜力，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但目前我国多数地区

亲子游市场中旅游供给现状与家庭亲子旅游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关于亲子游的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研

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阐述了亲子游的内涵和形成背景，在对亲子游市场需求方和供给方调研的基础上，

分析了日照市亲子游市场的发展现状，并对日照市亲子游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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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owth of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and the awakening of a new gen-
eration of parents’ awareness of parent-child education, parent-child travel has developed rapid-
ly. According to the Spring Festival Big Data Report 2023 released by MaFengwo, the popularity of 
parent-child travel soared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the number of tourist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0% month on month.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wo-child” and “three-child” policies, 
parent-child tourism will unleash huge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and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the 
tourism marke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supply and 
the demand of parent-child tourism in most regions of China.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ar-
ent-child travel is also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relatively few. This paper ex-
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background of parent-child tourism, analyzes the devel-
opment status of parent-child tourism market in Rizhao Cit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the de-
mand side and supply side of parent-child tourism market,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child tourism in Rizha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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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亲子游起源于 90 年代末，主要表现为旅行社与各类院校合作提供相关亲子游产品，随着 2013
年亲子游主题的综艺节目的热播，亲子游产业逐渐起色，后伴随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亲子旅游需求的

攀升，亲子游市场有了新的增量，亲子游产业逐渐向细分化、差异化发展。国内对于亲子游的学术研究

起步较晚，关于亲子游的系统性学术研究始于 2000 年以后，李菊霞等首次提出亲子游的概念，并对亲子

游市场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1]。同步与亲子游产业发展，2013 年起关于亲子游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目前

来说，研究成果还相对薄弱，截止到 2023 年 6 月，以篇名“亲子游 + 亲子旅游”在知网中检索中文文献，

学术期刊仅 161 篇，学位论文 43 篇。对于亲子游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难以支撑亲子游产业的高速发

展。因此对于亲子游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 

2. 亲子游的概念及内涵 

亲子游是从家庭旅游中分化出来的具有儿童旅游属性的一种增进亲子感情、开阔父母和孩子视野、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旅游形式[2]。它既有家庭旅游属性，又具有儿童旅游属性，是一种以亲缘关系为基

础，以家庭为单位，以休闲、教育、维系亲子关系为目的，同时满足父母与子女双方需求的旅游形式。

研究表明亲子旅游在家庭凝聚[3]、亲子沟通[4]、家庭沟通[5]、儿童学习[6]、儿童幸福感提升[7]等方面

都有积极的效用，其家庭功能属性尤为突出。 
关于亲子游的内涵，本文认为子代与亲代的共同在场、共同参与是亲子游的基本构成条件，在此基

础上进而形成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互动以及对家庭关系的隐性影响。亲子游过程兼顾了全体成员的休闲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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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需求，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子代的教育引导目的。 

3. 亲子游的发展背景与基础分析 

3.1. 政策助推亲子游市场规模扩张 

“二孩”、“三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为亲子游市场带来人口红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0~14
岁少儿人口占比高达 17.95% (图 1)。同时由于 2012~2017 年的出生高峰的后置，将迎来亲子游适龄儿童

人口数的高峰期，亲子游市场规模持续扩张。 
 

 
Figure 1. Number and trend of birth population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0 
图 1. 2012 年~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及趋势 

3.2. 校园教育存在缺口 

当下孩子们正处于物质极为丰富的时代，但与大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少。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认为儿

童应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进行教育。主张儿童在活动中自然感知，在生活经验中学习知识，反对刻板固

定的教育模式[8]。城市中的校园教育多为固化的教育模式，在培养儿童品格，释放儿童天性上都存在教

育缺失，而亲子游恰好可以弥补校园教育的缺口，在亲子游活动中儿童通过自我的观察和感知，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习得课堂之外的知识，获得丰富的体验。而新一代年轻父母比上代父母拥有更高的教育水

平，更加重视孩子的全方位发展，也愿意为孩子的教育花费更多，因此亲子游已成为一种流行而受欢迎

的非正式教育形式。 

3.3. 亲子游成为旅游经济新增长点 

据共研产业咨询数据统计，2015 年，中国在线亲子游市场规模达到百亿，共计 114.7 亿元，2017 年

在线亲子游市场规模超 300 亿元，2018 年超 500 亿元，2019 年达到 703 亿元(图 2)。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2021 年中国在线亲子游市场规模呈下降趋势，但 2022 年中国在线亲子游市场规模已超 2019 年，

达到历史新高，共计 767.5 亿元。近年来据各个机构发布的旅游报告，亲子游订单占整体订单的比例持

续上升，亲子游订单人均花费逐年上涨，且高于整体人均花费 2 成以上[9]。亲子游已经成为旅游经济

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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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共研产业咨询。 

Figure 2. Market size of online parent-child gam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图 2. 2013 年~2022 年中国在线亲子游市场规模 

4. 日照市亲子游发展现状及问题 

4.1. 日照市亲子游发展现状 

从景区产品上看，目前日照市内亲子游指向的景区偏少，例如日照海洋公园、嗡嗡乐园、Hi 世界农

乐园。多为综合类附带亲子功能，或是在已有景区基础上增加部分亲子游产品，例如日照海滨国家森林

公园、万平口景区、天台山景区等。总体而言日照市亲子游，“游”占主体，缺乏“亲子”特色。产品

种类较少，层次弱，虽然很多旅游企业已经意识到占领“亲子游”这一市场的重要性，但在实施过程中

仍存在许多问题。 
从旅游配套上看，携程网显示，日照共 30 余家酒店和民宿设计了亲子房，例如日照兴业喜来登酒店、

那片海民宿，都配有儿童游乐活动区，亲子房内提供儿童用品并配备儿童设施。但总体来看，日照市内

景区和酒店在硬件配套如儿童卫生间、儿童用品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同时也缺少儿童看护、儿童托管等

增值服务。综合而言日照市亲子游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升级。 

4.2. 日照市亲子游发展存在问题 

4.2.1. 亲子游产品存在的问题 
亲子游产品尚未成熟。调研发现，日照旅游市场中大部分的亲子游产品，仅限于满足幼儿最基础娱

乐功能，在常规旅游线路上增加部分幼儿游乐项目，有的甚至并未做任何修改，只是在名字上做文章。

在产品设计上缺乏科学和创新，同质化严重，开发深度不够。既没有从儿童身心成长的角度，相对应地

开发相关产品。也忽视了家长在旅行中的需求，家长在游玩过程中的角色被强行弱化，亲子间的互动也

仅限于拍照和看护，亲子游的内涵和价值并未得到释放，致使许多亲子游产品虚有其名。 
配套设施和服务有待完善。亲子游因为群体的特殊性，相对应的服务和设施就会有更高的要求，目

前来说，多数景区都没有配备母婴室，极少数配有母婴室的景区，也存在数量少、难以寻找以及环境卫

生差的状况；针对儿童的住宿设施以及餐饮食品都相对较少且卫生质量难以保证，儿童卫生间、儿童桌

椅等硬件配套均处于滞后状态，服务上没有开展针对亲子游群体的特殊服务，有的甚至不能满足基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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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标准。服务和设施的不完善会直接影响亲子游的体验感，以及游客满意度，进而影响口碑传播和重游

率。 
设施设备安全保障不足。安全重于泰山。安全是父母带孩子出游最看重的因素，但也是容易被忽略

的地方。调研发现，日照市大多数景区内娱乐设施都具备较高的安全性，也有固定工作人员定期检修。

但在安全引导上有所欠缺，例如有些娱乐设施需要在家长的陪护下玩耍，有些设施设备则对年龄有一定

的要求，但安全提醒标志并不醒目，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安全保障工作普遍不到位，相关工作

人员缺少紧急救援的系统知识，也没有设置安全医疗保障岗位，同时针对亲子游项目的保险目前也尚未

成熟。 
宣传营销力度不够。目前市场中的亲子游产品在宣传营销上有较大的短板，普遍存在知名度低、宣

传渠道受限等问题。在游客维系方面也并不到位，许多景区和旅游企业容易忽略游客感受，没能重视游

客的满意度和美誉度，往往错失口碑营销的好机会；同时也大都缺少连续性的营销活动，游客粘性不够，

重游率难以保证。 

4.2.2. 企业开发面临的困境 
难于创新。就旅游企业而言，对于亲子游的产品开发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难以创新，一是没有专

门的部门或人员设计研发产品，导致开发的亲子游产品并不专业、精度不够。二是许多企业都希望短期

实现经济效益，因此会跟风似的复制市场上已有的、可迅速获得收益的产品，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缺

乏特色，也使得原本想要创新的企业，在这种竞争形势下，不得不放弃精专，而选择简单直接的方式。 
缺失人才。基于亲子游产品本身的特性，在产品设计和开发上需要融入许多交叉学科，如儿童教育

学、儿童心理学、家庭心理学等，因此对于产品开发人员有着更高的要求。在产品运行阶段，也需要有

素质较高的旅游从业人员的参与，同时在营销推广方面，对人员的专业要求也比较高。但目前来说，旅

游企业普遍缺乏具备专业知识和高素质的人才，使得亲子游产品的开发进程缓慢。 
引导不到位。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亲子游的产品标准，更多的是旅游企业依靠自

身对亲子游的定位来制定服务标准，而许多旅游企业对于亲子游的认知有偏差，这也造成了亲子游产品

的良莠不齐。在调研中，旅游企业表示，对于亲子游产品的开发还处于“一头雾水”的阶段，希望可以

得到引导和帮助。 
周期性明显。亲子游的淡旺季要比其他旅游形式更明显，因此一些旅游企业不愿意花费多的精力在

亲子游产品上，他们认为花力气开发一些专门的亲子游产品并不划算，会在淡季造成设施设备、场地等

的浪费，所以会选择在暑期临时性的增加几个小项目，吸引亲子游客群，而不是专门开发亲子游产品。 

5. 日照市亲子游市场调研 

5.1. 调研内容与方法 

5.1.1. 问卷调查法 
调查问卷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亲子游相关问题；第二部分是日照亲子游

满意度调查，问卷试图获取亲子游群体游客画像并测量游客对日照亲子游体验的满意度。在 2022 年 8 月

~2022 年 10 月期间，选择亲子游客较为密集并且消费水平存在差异的万平口儿童运动公园、日照海洋公

园、海洋美学馆为主要调查区域。共收集有效问卷 294 份，其中一孩家庭 246 份，二孩以上家庭 48 份，

女性样本 237 份，男性样本 57 份，这也侧面反映出女性在亲子游相关问题中的主导地位。 

5.1.2. 半结构化访谈法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文本还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调研进行信息上的补充，通过引导，深度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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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于亲子游的诉求、对于日照亲子游的真实感受和期待。半结构化访谈主要侧重游客在日照亲子游

的体验。在 2022 年 8 月，共对 10 组家庭进行有效访谈，其中女性受访者共 8 位，男性受访者 2 位。 

5.2. 调研结果与分析 

5.2.1. 亲子游游客画像 
80、90 后家长为亲子游的主力军，本科以上学历家长占 5 成以上，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孩子

年龄集中的 3~12 岁之间，其中 6~12 岁年龄段孩子最多。在出游目的上，首当其冲的是通过旅游来休闲

放松，其次是增长知识，增进亲子关系；在选择亲子游产品上，他们最喜欢自然风光类产品，其次是名

胜古迹类和主题公园类产品，对于拓展训练类产品和文化场馆类产品缺少兴趣。他们对价格不太敏感，

多数家庭会以孩子为中心，也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在旅行上兼顾亲子，极少数以大人为主；受疫情影响，

出游以 1~2 天内的短途为主，出游方式普遍选择自驾；在住宿方面，快捷酒店和星级酒店是他们的首选，

其次是当地特色民宿；对亲子游目的地产品的了解大都来自互联网和朋友推荐。 

5.2.2. 以家长视角的亲子游需求 
家长带孩子出游，首先考虑是基础硬件条件和可达性。2 号受访者“我在选择目的地，主要考虑这

三个方面，一个是安全性、舒适性、还有这个便利性”、“像高原或者条件艰苦的地方我不会带孩子去”、

“住宿上也不会选择偏僻的民宿，因为要考虑到紧急医疗”。4 号受访者“住的要舒服，吃的要安心，

当然最重要的是安全上要有保障”。5 号受访者“首先就是考虑的是，孩子吃能不能吃的好，住能不能

住的舒服，然后玩儿能不能玩儿的开心”，目的地的安全性是家长们首当其冲关注的问题，包括餐饮安

全、住宿安全、环境安全、设施安全等，其次则是孩子离开惯常居住环境，仍然保持健康舒适的成长状

态，希望孩子能够吃好、睡好、玩好。 
其次家长关注亲子游所带来的的体验，孩子在旅途中的感受和收获。2 号受访者“现在来看体验性

的东西太少了，我更希望是说他在日照能留下什么而且能带走什么，对于旅游算是一个延续”，5 号受

访者“我希望每次旅程都能给孩子留下特别的记忆，有印象深刻的体验”；6 号受访者“希望一些旅游

中的经历，可以让孩子在性格上或者思维上有所激发，对成长有帮助”，对于家长而言亲子游也是对孩

子记忆的一种投资[10]。父母希望孩子在亲子游过程中收获特别的体验，主动参与到旅途中，在孩子记忆

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在经历中受益，家长对亲子游产品的设计有着更高的要求。 
同样，家长作为亲子游的主体之一，家长的需求也不能忽视。1 号受访者“带孩子出游，其实不单

单是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在家里带孩子很无聊，太压抑”，8 号受访者“希望可以解放家长，设计

一些让孩子自己参与的环节”，3 号受访者：“我觉得服务要跟上，有些服务人员态度比较粗鲁，没有

考虑到带孩子的父母。他们带着孩子们已经一路上很辛苦了，服务人员的态度会让我们很扫兴”。家长

希望在亲子游中自己也得到休息和放松，不仅仅是孩子陪伴者的角色，也是旅途的参与者，家长的体验

感是影响亲子游评价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口碑传播和重游率。 

5.2.3. 亲子游产品偏好 
对于亲子游产品的选择，72%的家庭选择自然风光类产品，61%的家庭选择名胜古迹类产品，59%的

家庭选择主题公园类产品，56%的家庭选择文化场馆类产品，28%的家庭选择拓展训练类产品(图 3)。 
同时产品的偏好受孩子年龄的影响。0~3 岁孩子的家庭选择主题公园类产品最多，而随着孩子年龄

的增长，对主题公园的热情逐步减退；在选择拓展训练产品的家庭中，3~6 岁孩子最多，3~6 岁为品格的

建立期，家长希望通过此类产品，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选择文化类场馆的家庭中，6~12 岁孩子的家庭

选择最多，说明小学时期的家长对于游玩中学习文化知识有更强的意愿；12~18 岁孩子的家庭选择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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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类产品最多，而且可以看出名胜古迹类产品的选择与孩子的年龄成正比，说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对于名胜古迹的理解能力增强，家长更愿意选择这类产品。 
 

 
Figure 3. Children’s age and product selection 
图 3. 孩子年龄与产品选择 

 

 
Figure 4. Family expenses for a single parent-child trip 
图 4. 单次亲子游家庭花费 

5.2.4. 亲子游消费特征 
问卷结果显示，每年进行 3~5 次亲子游的家庭占比 23.81%，5 次以上的家庭占比 22.11%。每次出游

1 天以内的家庭占比 15.6%，出游 1~2 天的家庭占比 41.5%，出游 3~7 天的家庭占比 39.5%，而七天以上

的家庭占比仅为 3.4%。从出游花费上看，单次家庭亲子游花费 1000~3000 的家庭最多，占比 38%，其次

是花费 3000~5000 的家庭，占比 26% (图 4)。综合出游天数平均每天亲子游的家庭消费在 1000~1500 元

之间，消费水平高于普通旅游。家长也纷纷表示，带孩子出去玩，对价格因素并不敏感，主要考虑到孩

子当下是不是能吃的好，住的舒服，玩的开心，1 号受访者“带孩子出去玩不太考虑价格，只要是在能

承受范围内都会支付，像景区的一些玩具，可能高出平时的好几倍，但是孩子喜欢也就给他买了，出来

玩不想扫他兴”，2 号受访者“我会优先考虑安全、环境、卫生、吃住的质量怎么样，最后才是价格，

38%

16%1%

26%

12%

7%

1000-3000元 1000元以下 12000元以上

3000-5000元 5000-8000元 8000-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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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考虑的完全符合要求，价格贵一点我也能接受”，7 号受访者“希望餐饮上多照顾照顾孩子，

只要是健康的，孩子能吃的，贵点也愿意”。还有一部分家庭把亲子游当作惯常性的陪伴补偿和奖励机

制，7 号受访者“因为周一到周五我和孩子妈妈都上班，孩子都是老人在带，所以几乎周末节假日都会

带着孩子一起出游，多给她一些高质量的陪伴，出游也不太在意花费”，6 号受访者“他非常喜欢出去

旅行，我就会把旅行当作他学习成果的奖励，尽可能满足他想玩的，带孩子出游花费是比较高的”。 

5.2.5. 日照市亲子游市场满意度 
以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让 294 名样本游客对日照市亲子游体验的 12 项内容的满意度进行打分，分值区

间为 1~5 分，1 分为非常不满意、2 分为不满意、3 分为一般、4 分为满意、5 分为非常满意。通过信度

分析，模型的 Cronbach’s α系数的结果为 0.984 (表 1)，说明量表结果可信。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scale 
表 1. 量表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系数 标准化 Cronbach’s α系数 项数 样本数 

0.984 0.984 12 294 
 

通过变异系数法对量表结果进行分析(表 2)，平均分在 4 分以上，即游客满意的项为交通和风景，说

明日照市便捷的交通和优美的风景得到了游客的广泛认可；分值较低的项为内容丰富、科普教育、收费

合理，说明日照市亲子游在内容上距离家长的预期还比较远，满意度较低，且认为内容与收费并不能匹

配，因此重点需要加强亲子游产品的内容设计，注重科普教育，设计内容丰富的亲子游产品；同时在餐

饮、住宿、公共设施卫生、配套设施、从业人员素质、亲子互动上也有待加强，需要进一步完善，进一

步提高游客满意度。 
 
Table 2. Satisfac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满意度分析结果 

项 平均数 标准差 CV 系数 权重 

交通便利 4.082 1.048 0.257 7.964 

风景优美 4.024 1 0.248 7.704 

住宿舒适 3.915 1.003 0.256 7.945 

公共设施卫生 3.898 1.027 0.263 8.168 

设施设备安全 3.891 1.023 0.263 8.15 

亲子互动 3.837 1.009 0.263 8.153 

配套设施完善 3.83 1.028 0.268 8.321 

从业人员素质 3.827 1.055 0.276 8.549 

餐饮质量与卫生 3.81 1.027 0.27 8.363 

收费合理 3.772 1.093 0.29 8.981 

科普教育 3.741 1.052 0.281 8.72 

内容丰富 3.69 11.069 0.29 8.982 

6. 日照市亲子游发展策略 

6.1. 政府层面发展策略 

加强对旅游企业的指导，逐步形成亲子游产品标准。由政府牵头，定期对开展亲子游的旅游企业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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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座谈会和培训会，帮助旅游企业解决在亲子游产品开发和运营中遇到的难题、痛点；同时开展亲子游

主题培训工作，提高旅游企业管理者对亲子游的认知。针对日照市亲子游实际情况，对景区、酒店、民

宿、餐厅等制定相关产品标准和运营规范，引导旅游企业良性发展。 
统筹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亲子游重点发展区域。以便利性和舒适型为原则，打造亲子综合旅游区，

为亲子家庭提供休闲、娱乐、教育、购物、餐饮、住宿等一站式的旅游服务。旅游规划时以游客需求为

导向，简化家庭出游过程的繁琐程序，从空间布局和游线上带给游客良好体验。在亲子旅游区内可根据

儿童年龄打造不同主题产品，空间布局上考虑各个年龄层儿童的特性，如在低龄区配备母婴室，临近餐

饮休息区等。科学打造丰富、多元、人性化的亲子旅游区。 
完善城市配套，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在城市配套上，向着儿童友好型城市努力，打造利于儿童成

长活动的公共空间。配套设施要方便儿童和家庭使用，同时将游戏设置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用色彩、视

听等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11]。可以参考国外儿童友好城市规划实践经验，在交通出行、开放空间、

住房与设施以及儿童参与四个方面做出相关举措，如设置安全、有趣、可休憩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设

计游戏场所等。 
培养和引进旅游专业人才。与重点大学、职业院校等沟通协调，通过校企合作等继续教育方式，提

高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倡引导高校旅游相关专业根据实践需要开设儿童心理学、自然美学等课

程，丰富和发展已有课程体系。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机制，吸引旅

游专业人才来市就业。引进高精专的紧缺人才到重点旅游企业开展帮扶工作，给予特殊人才待遇，逐步

壮大日照市旅游人才队伍。 
加强行业监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政府要加强对行业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对游客最为关注的食品

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等问题严格监管，在以亲子游为主的景区，适当提高卫生安全标准，对在售食品进

行选品管理和监督，对有问题的商户及时进行处罚和整改。开设亲子游游客投诉和建议专线，及时了解

游客反映的问题，倾听游客意见，建立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 

6.2. 旅游企业发展策略 

6.2.1. 产品方面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打造多层次产品。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

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2~7 岁)、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形式运动阶段(11 岁之后) [12]。在产品

开发设计上应该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行为特征，并且结合儿童教育相关理论开发对应的产品，产

品开发时可以邀请有关心理学专家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与设计或进行评估，保证亲子游的产品科学性。 
重视亲子游中父母的角色。一是要满足父母在亲子游过程中的休闲娱乐需求，匹配专业服务人员，

为父母减轻看护负担；另一方面在产品设计时要注重“亲”与“子”的互动，设计能够同时满足子代与

亲代共同参与的相关环节，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亲子游产品。 
利用资源优势，开发差异化的高质量产品。日照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亲子游产品的开发带来更

多可能性。要深耕海洋文化，以创意加持资源，深度开发海洋主题系列的亲子游产品。同时，要注重地

方文化的挖掘和利用，整合已有的旅游资源，打造形式多样、覆盖全年、具有日照特色的亲子游产品。 

6.2.2. 配套及服务方面 
完善公共配套设施。为亲子游提供一个安心、舒适、便捷的旅行环境，景区内设置母婴室、亲子餐

厅、儿童卫生间、公共休息区等配套设施。景区公共配套要本着儿童友好的原则，设施避免棱角、地面

尽可能防滑，休息椅凳考虑儿童高度；酒店内应配备儿童用品、提供儿童餐饮、开设儿童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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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一是对服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将游客满意度作为考核标准，定期进

行评价，提高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二是提供丰富多样的亲子游特色服务，如儿童托管服务、婴儿看护

服务、亲子旅拍服务等，着力提高服务的深度与广度。 

6.2.3. 安全保障方面 
完善硬件安全设施。包括娱乐设施、餐饮食宿设施、急救医疗设施等。定期检查娱乐设施设备安全

性，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设备及时维护和更换，并完善景区安全标识；厨房应配备消毒柜、保鲜柜等

设施，同时应保证餐具卫生安全、用餐环境干净卫生；亲子房间需安全防盗门、防盗窗，室内设施要考

虑到儿童安全，如床的高度、圆角处理等；配备急救医疗设施，如急救箱、担架、急救车、儿童药物等，

并配有专业医疗急救人员，做好安全保障。 
健全亲子游项目的保险体系。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亲子游保险产品，对有一定安全隐患的亲子游项

目，如出海垂钓、空中飞人等提供保险服务，全方位保障游客利益。 

6.2.4. 营销方面 
树立品牌意识。品牌是消费者对产品感受如何的总和[13]，是无形的资产。旅游企业应该树立品牌意

识，打造专属亲子游品牌，并根据品牌定位，制定对应品牌推广策略，组织实施营销活动，从而提高自

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品牌的塑造也有益于产品的推广，建立标准化、差别化的 CIS 系统，产品有了品

牌背书，更容易被受众选择，得到家长的青睐。 
找准推广渠道。调查结果显示对亲子游目的地产品的了解约 80%来自互联网，因此线上推广渠道是

重点。一是利用好自媒体平台，抓住短视频的热潮，搭建自己的宣传端口；二是做好社群营销，不断壮

大社群队伍，维护好群内成员，吸取社群成员意见，定期提供优惠福利，培养忠诚度，提高重游率；三

是精准营销，在育儿论坛、旅游网站等受众集中的网络板块进行广告投放，提高转化率；四是与线上 OTA
平台进行合作，利用平台影响力，增加产品的知名度。 

重视口碑营销。根据调研结果，近 6 成的家庭表示在选择亲子游产品时会接受亲友的推荐，约 8 成

的家庭通过互联网了解亲子游的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了解亲子游产品时也会将游客的评价作为重要衡

量指标，所以口碑营销极为重要。做好口碑营销，首先要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为游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同时搭建与游客沟通的渠道和平台，及时解决游客的问题、处理投诉和听取建议；其次营造适合

拍照打卡的点位、鼓励游客拍照宣传，或者用送优惠券的形式，促进老带新，提高重游率。 

7. 结语 

在巨大需求量的助推下，亲子游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根据日照市亲子游市场的调研结果，目前旅游

供给现状与家庭亲子旅游需求还存游一定差距。在产品设计、配套设施、安全保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改

善，旅游企业需创新产品形式、完善相关配套，提高服务质量，同时政府应当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合

力营造亲子游良好的市场环境，切实满足游客需求，促使日照市亲子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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