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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日益剧增与避寒旅游地稀缺矛盾突显，造成避寒旅游供不应求，特别是春节“黄

金周”大量人群涌入避寒旅游地造成交通拥堵、车辆滞留的尴尬局面。本文以避寒旅游者为研究切入点，

以避寒旅游胜地西双版纳为案例地，剖析消费需求特征，结果显示：旅游者的避寒旅游需求较高；旅游

者主要从旅行社和互联网的途径获取信息，旅游者首选的居住和饮食方式是住酒店和吃餐馆，首选交通

工具为飞机，其次是汽车，最后自驾游；避寒旅游者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较高购买力与潜力，旅游性

价比高。最后为政府提供未雨绸缪的良计，合理限制游客量，有序出行，以期提升避寒旅游品质，延长

西双版纳避寒旅游地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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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demand of cold-avoidance tourists and the scarcity contradic-
tion of cold-avoidance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demand for cold-avoidance tourism is in short 
supply, especially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traffic congestion and vehicle detention caused by 
the influx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to cold-avoidance tourist destination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Golden wee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ption demand in the case 
of Xishuangban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ts have higher demand for cold-avoidance tourism; 
tourists mainly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travel agencies and the Internet. The preferred way of 
living and eating is to stay in hotels and restaurants, the preferred mode of transportation is air-
craft, followed by cars, and the last is self-driving tour. Finally, it provides the government with a 
good plan to make a good plan ahead of time, reasonably limits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ravels 
in an orderly mann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d avoidance tourism and prolong the 
life cycle of Xishuangbanna cold avoidance tourist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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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社会已从物质文明转向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一切的基础，物质文明不仅支撑精神文明也支撑

生态文明。在大健康背景下，发展避寒生态旅游是物质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避寒旅游资源及支撑

避寒旅游的环境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消费驱动的后福特时代，更关注于消费者的多样需求，生产布局也更趋向于消费地。21 世纪后，与

消费相关的休闲旅游和服务性行业也相继兴起。消费需求的驱动不仅带来了产品的创新、新的职业，同

时，赋予了避寒旅游地新的意义以及避寒旅游新的潜力发展机遇。 
雾霾、严寒、雪灾和冻雨使得人们对低纬避寒的社会需求日益剧增。有研究论证了低纬高原气候资

源的优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冬季北方供暖的能耗、污染和 PM2.5 微尘等

剧增，有害健康。为此，开展避寒旅游十分迫切。 
春节异地旅游成为时尚新民俗。以家庭团聚、探亲访友为主的传统春节，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春节期间人们有假有钱有闲，过年旅游渐渐成为了新时尚，受到众多人

的喜爱和追捧。春节“黄金周”恰好处于冬季，客观上助推了避寒旅游者进行避寒旅游活动的时间与机

会。此外，春节期间正值全国大部分地区最寒冷的时节，气候舒适度较高的南方地区如海南，特别是云

南西双版纳等恰好是冬季避寒的最佳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冬季雪崩、冻雨、冰雹和雾霾等异常极端灾害性气候事件日趋严重，导致人们特别是老年人

群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攀升。而地处低纬地区的云南具有得天独厚的避寒气候资源，是冬季发展健康旅游

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避寒旅游利用天然的生态环境让人们强身壮体，为国家、社会与家庭减轻医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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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节约大量的开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今天，避寒旅游是现代人追求“健康是第一财富与最大财富”

的保障之一，并逐渐成为了最具潜力的生态旅游和研究热点之一。 
通过梳理、归纳与总结国内外避寒旅游相关文献得知：避寒旅游的研究与避寒旅游活动的开展只有

十多年的历史，总体研究时日尚短，成果偏少，研究方法单一，主题面窄，研究内容欠缺，理论研究与

方法薄弱，未形成避寒旅游的专题研究，研究尚处初步探索阶段。避寒旅游的研究依赖于国家政策与经

费支持，但多年来未受到重视。国外避寒旅游研究早于中国，研究深入，研究成果多，国外学者在这一

领域主要运用定量的统计分析和数理模型等研究方法，而国内多为定性的描述分析，十分缺乏定量的方

法来研究避寒旅游。现今，国外学者重点探讨了气候舒适度评价、气候变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以及冬季

季节性旅游研究等，国内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避寒旅游地的资源与气候舒适度剖析与评价、参与避寒

旅游的黄金时间以及开发模式研究等，极少把旅游主体旅游者的需求与避寒旅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且

测量量表的开发与设计鲜有涉及。亟待加强避寒旅游活动的参与主体——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特征研究，

以此来完善中国避寒旅游研究体系，丰富避寒旅游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多，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们去追寻更高的精神需求，

享受生活，提高幸福指数，从而进行避寒旅游活动。在此本文以西双版纳为案例地，对不同的人群发放

问卷和参与式访谈，获取第一手数据，通过数理统计分析，研究避寒旅游者的消费需求程度、参与避寒

旅游动机、消费方式及避寒旅游者购买力与消费水平等，得出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特征，能客观地反映

旅游者进行避寒旅游活动的需求特征，为合理、有序地开发避寒旅游以及促进避寒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 

2. 研究综述 

气候资源是旅游和娱乐的重要自然资源[1]，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深重，这种变化将改变某个地

区旅游季节的长度和质量，影响旅游流和消费的时空分布[2] [3]。Belen，Gomez Martin 指出旅游地发展

的基础是气象景观和气候资源，也是旅游者能够享受旅游目的地特殊旅游产品及舒适服务的重要吸引物，

分析气候对旅游系统中的地理空间、旅游需求、旅游供给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十分重要[4]。Terjung 通过舒

适和风效指数来评价美国大陆生理气候，对温度、相对湿度、温度和风速进行组合与计算，从舒适指数

列线图和风效指数列线图中查找，进行定量研究获得舒适指数和风效指数[5]。Green 基于气候条件深入

研究人体在户外体验气候舒适度，并进行评价[6]。Murray 构建夏季气候舒适各项指标，根据指标评价气

候舒适度[7]。Crowe，Smith 学者分别于 1976 年和 1985 年探讨了加拿大西北旅游和游憩气候的分类与东

南亚的旅游气候，为旅游者出游选择旅游目的地提供依据[8] [9]。此外，加拿大气象局指出当温度在 20℃
~24℃及湿度在 40%~60%是人体感觉最舒适的范围[10]。 

林锦屏等对西双版纳的气候舒适日数分布、气温条件、日照时数进行了研究[2]。宇宸、罗松英、李

忠燕等采用指数评价法、加权评价法，分析了避寒旅游地的气候舒适度[11] [12] [13]，夏兆林等通过文献

研究、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了赤水市的避寒旅游气候条件[14]。李建提出攀枝花市的四种阳光避寒疗养度

假模式[15]，李鹏坤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将避寒与养老旅游结合研究，最后提出发展策略[16]。罗赟敏

选取前往西双版纳进行避寒过冬的青海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以深度访谈法为主，问卷调查法为辅，研

究老年人群在异地避寒养老的行为特征[17]；李宁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探讨开发避

寒旅游是否影响海口市居民的感知与态度，为海口市发展避寒旅游提供因地制宜的对策及建议[18]。 

3. 研究区概况 

西双版纳(21˚10′~22˚40′N, 99˚55′~101˚50′E)位于云南省最南端，北邻普洱市，西南与缅甸相邻，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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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挝接壤，相望泰国和越南，勐腊关累港是云南省与缅、老、泰直接进行经贸交往的重要水路通道 1 

(图 1)。 
 

 
Figure 1. Main scenic spots and locations of Xishuangbanna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图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主要景区与区位图 

 
西双版纳是低纬平坝区的一个特殊内陆地域系统，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长夏无冬，冬半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气候温暖舒适，艳阳高照，干湿恰到好处，低温冷气团极少入侵，最寒冷的 12 月至翌

年 2 月(冬三月)人体感觉舒适的天数有 58 天，平均温度在 13℃至 25℃，冬三月日照时数为 543.6 小时，

日照时数对避寒疗养者具有特殊价。西双版纳优越的气候条件，成为中国内陆低纬地区避寒旅游休养的

主要基地。也是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资源禀赋的旅游目的地(表 1)。 
 
Table 1.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Xishuangbanna tourist attractions 
表 1. 西双版纳旅游景区信息统计表 

等级 景区名称 

5A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4A 

西双版纳傣族园 西双版纳勐泐大佛寺 

景洪曼听公园 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 西双版纳茶马古道景区 

西双版纳望天树景区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 

3A 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 西双版纳曼迈桑康景区 

2A 西双版纳南药园 思小高速公路(西双版纳段) 

1A 
勐海景真八角亭景区 西双版纳雨林谷 

西双版纳打洛独树成林景区 

资料来源：https://baike.sogou.com/v140336.htm。 
 

 

 

1资料来源：西双版纳自治州人民政府西双版纳州概况 https://www.xsbn.gov.cn/88.news.detai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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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于“十二五”期间给予了云南省西双版纳第一个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是中

国举足轻重的旅游胜地，获得了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旅游目的地”和全世界“十二个最为热门的旅游

地之一”等。政府政策的积极支持是开发与发展避寒旅游的根本保障。基于“十二五”建设，在“十三

五”规划中确立了开发养老、养生、康体旅游市场的银发经济。在政府政策的积极推动下，突出宣传“避

寒胜地”旅游品牌形象，打造良好的避寒旅游产业链，吸引了无数游客。相关协会组织与传播中心机构

对中国 50 多个避寒旅游城市进行了排名，西双版纳曾 3 次位居避寒旅游城市榜首，其余年份位居前六，

充分说明了西双版纳在避寒旅游中的重要价值与贡献(表 2)，同时，避寒旅游城市排名也间接宣传了西双

版纳的避寒旅游品牌形象，获得了优良的口碑。 
 
Table 2. Ranking of Seventh China’s Cold-Shelter Tourism Cities (2012~2018) 
表 2. 七届中国避寒旅游城市排名(2012~2018 年) 

时间 
名次 

第一届 
(2012) 

第二届 
(2013) 

第三届 
(2014) 

第四届 
(2015) 

第五届 
(2016) 

第六届 
(2017) 

第七届 
(2018) 

1 景洪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 三亚 三亚 深圳 三亚 

2 三亚 三亚 三亚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 香港 西双版纳 

3 深圳 临沧 临沧 湛江 湛江 三亚 昆明 

4 香港 昆明 珠海 临沧 昆明 湛江 湛江 

5 海口 珠海 昆明 北海 北海 海口 深圳 

6 高雄 德宏 高雄 昆明 深圳 西双版纳 香港 

7 泉州 北海 深圳 珠海 临沧 昆明 北海 

8 瑞丽 高雄 香港 南宁 攀枝花 南宁 台北 

9 广州 深圳 北海 攀枝花 漳州 澳门 临沧 

10 北海 广州 澳门 漳州 南宁 防城港 海口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CPPC (中华口碑传播中心)、APEPA (亚太环境保护协会)、LCGA (世界文化地理协会)等机构联合评选。 

4. 研究设计 

4.1. 问卷设计 

一手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交流访谈、实地考察以及网络问卷调查四个方面。调查问卷分为避寒旅

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避寒旅游者的性别、年龄、居住来源地、教育程度以及职业)与旅游者的避寒旅游消

费需求特征(旅游者了解避寒旅游的途径、参与避寒旅游的原因、避寒旅游次数、避寒旅游地停留时间、

资金来源、居住方式、饮食方式、交通方式、避寒旅游的月收入与人均总花费)。 

4.2. 研究数据来源 

选取西双版纳 4A 级景区——景洪曼听公园、热带花卉园、勐泐大佛寺、大金塔寺、星光夜市等，

实地发放问卷与参与式访谈结合，同时结合网络平台——问卷星，收集避寒旅游研究的一手数据。本次

调研共发放 612 份问卷，实地调研发放 502 份，网络平台发放 110 份，分别获取有效问卷 492 份、102
份，回收有效率 97.06%；同时，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群的避寒旅游消费需求特征，共对 109 位老年人进

行参与式访谈，获取有效问卷为 107 份。 

5. 样本特征分析 

运用 Excel 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3 所示：从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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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男女比为 49.66%，50.34%；从年龄看，占 61.28%的人群是 18~39 岁的青壮年，60 岁及以上老年群

体占 18.52%，说明避寒旅游以青壮年和老年群体为主；从教育程度看，专本硕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高达

71.88%，初中及以下占比 11.62%；被调查者的职业主要是离退休、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人员占比 47.81%，

因这部分人群有闲有钱有健康出游率较高。因笔者是云南大学在校研究生，发放网络问卷主要是大学生

群体为主。 
 
Table 3.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表 3. 旅游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特征 具体特征 数量(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295 49.66 

女 299 50.34 

年龄 

18 岁以下 9 1.52 

18~39 岁 364 61.28 

40~49 岁 65 10.94 

50~59 岁 46 7.74 

60 岁及以上 110 18.52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69 11.62 

高中 98 16.50 

专科 155 26.09 

本科 216 36.36 

硕士及以上 56 9.43 

职业 

公务员 31 5.22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52 25.59 

个体经营者 52 8.76 

农民 4 0.67 

学生 75 12.63 

自由职业 84 14.14 

离退休人员 132 22.22 

其他 64 10.77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从旅游者的居住省份来看，旅游者的客源地分布广泛，共涉及 30 个省市区，来自四川省、河北省、

黑龙江省、云南省、河南省的旅游者较多，位于省份排名前五，此次调查未涉及来自宁夏、海南、香港、

澳门四地的避寒旅游者。其中，来自四川省、东北三省的旅游者居多，旅游人数分别占到总样本的 17.85%、

15.50%，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四川省冬三月不供暖，避寒旅游成为刚性需求，人们渴望前往天

然温暖舒适的气候环境避寒旅游；二是东北三省虽有供暖，但室内外温差大，长时间在户外易引起老年

人群的心血管、呼吸道及消化系统的疾病。来自河北省、云南省的旅游者分别占 7.41%、6.23% (详见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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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tourists living in provinces 
表 4. 旅游者居住省份人数及占比 

居住地省份 数量(人) 占比(%) 居住地省份 数量(人) 占比(%) 

四川省 106 17.85 浙江省 15 2.53 

河北省 44 7.41 贵州省 14 2.36 

黑龙江省 39 6.57 安徽省 12 2.02 

云南省 37 6.23 天津市 11 1.85 

河南省 28 4.71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 1.85 

吉林省 27 4.55 山西省 10 1.68 

辽宁省 26 4.38 湖南省 9 1.52 

陕西省 25 4.21 上海市 9 1.52 

重庆市 25 4.21 内蒙古自治区 8 1.35 

北京市 24 4.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0.84 

江西省 21 3.54 甘肃省 5 0.84 

广东省 21 3.54 青海省 4 0.67 

湖北省 20 3.37 西藏自治区 1 0.17 

山东省 19 3.20 福建省 1 0.17 

江苏省 16 2.69 台湾 1 0.17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6. 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特征研究 

研究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程度、参与避寒旅游动机、消费方式及避寒旅游者购买力与消费水平等，

企盼研究避寒旅游者活动的需求特征。 

6.1. 避寒旅游者逗留期限 

从时间上看，问卷设置选项(单选)有：7~15 天、16~30 天、1~2 个月、2~3 个月、4 个月及以上 5 个

选项。据调查问卷统计得知，避寒旅游者逗留期限占比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7~15 天、2~3 个月、4
个月及以上、16~30 天、1~2 个月(图 2)。停留 7~15 天的有 490 人，占总样量的 82.49%，主要由学生、

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组成，该群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出游时间短，利用节假日、休假出游。

而大学生群体时间灵活充沛，可自由支配，除了节假日出游外，他们还可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旅游；停

留时间为 16~30 天有 25 人，占 4.21%；停留 1~2 个月有 19 人，占 3.20%；停留 2~3 个月有 34 人，占 5.72%；

停留 4 个月及以上有 26 人，占 4.38%。 
实地调研可知(图 3)，避寒旅游大多在每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份(4 个月)，但最早始于每年 11 月，最

迟终于次年 3 月份或 4 月份，因冬季不间断地寒潮来临。春节异地避寒旅游活动成为时尚。春节“黄金

周”恰处冬季，全国各地适游性普遍较差，温暖舒适阳光的低纬地区是避寒旅游者的首选，七天春节“黄

金周”让避寒旅游成为可能。总体而言，老年人群停留时间超过 15 天占总样量的 17.51%，该人群对冬

季天气突变的环境十分敏感，严寒可造成抵抗力低下，导致发病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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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tourists participating in 
cold-saving tourism activities 
图 2. 旅游者参与避寒旅游活动频次占比 

 

 
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tour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e-
riod of stay in cold-saving tourist destinations 
图 3. 旅游者参与避寒旅游地逗留期限占比 

6.2. 避寒旅游者首要与次要动机 

避寒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是参与旅游活动的直接动力，可分内部和外部，由避寒旅游的首要动机和次

要动机构成。通过获取一手数据分析得知前往西双版纳的旅游者参与避寒旅游的动机，结果如图 4 所示。

按照旅游者参与避寒旅游动机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依次为：躲避严寒享受天然舒适气候、休闲度假、浏

览自然风光、陪家人朋友一起旅游培养感情、健康养生、公务会议、培训学习、探亲访友、其他(拜访参

军时故地、扫墓、增加阅历、随单位组织出游等动机)。 
避寒旅游的首要动机是躲避严寒、享受天然舒适气候，避寒旅游者的次要动机是休闲度假和浏览自

然风光。多达 431 人因西双版纳冬季温暖舒适气候而到此旅游，次要动机的休闲度假 326 人、浏览自然

风光 313 人，说明避寒旅游地不仅要有宜人的气温，而且要有秀丽的自然风光，让旅游者在繁忙和紧张

的工作之余放松身心。选择陪家人朋友一起旅游培养感情有 172 人，健康养生 163 人。其中，访谈的 107
位老年人有 98 位选择了健康养生。说明相较于其他人群，老年人更加重视自身的身心健康与延年益寿，

故选择西双版纳为冬季避寒旅居养生地。探亲访友、公务会议、培训学习、其他(拜访参军时故地、增加

阅历、随单位组织出游等)是最为次要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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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number of tour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old travel 
图 4. 旅游者参与避寒旅游原因的人数 

6.3. 避寒旅游者消费方式 

避寒旅游者消费方式为获悉避寒旅游的途径、居住方式和饮食方式、交通方式。 
1) 获悉避寒旅游的途径 
据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见图 5)，有 276 人通过旅行社获悉避寒旅游，256 人选择互联网(旅游相关 APP、

微信等)；人们也会从电视广告、亲朋好友介绍、报纸杂志刊物等途径了解避寒旅游。可以看出，避寒旅

游的宣传主要依靠旅游 APP、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宣传和旅游社的营销，且网络新媒体宣传与旅游社的

营销力度较大。特别强调老年群体是避寒旅游的主要人群和重要人群，但对网络的利用率极低，仍需依

靠传统渠道如电视广告、书刊、报纸上获得所需信息，为此传统的宣传方式仍需进一步加强。此外，在

广告投放、互联网、电视宣传上应突出避寒旅游与避寒旅游地的特色，扩大宣传、提升影响力。 
 

 
Figure 5. The number of tourists who learned of the way to avoid the cold 
图 5. 旅游者获悉避寒旅游途径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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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住方式和饮食方式 
统计分析(表 5)得知，被调查者首选的居住方式和饮食方式是酒店和餐馆，分别占总样量的 82.32%

和 90.24%，主要是青壮年人群，由学生、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组成，该人群的特点是逗留时间短，

大多选择住酒店和吃餐馆，方便省事，符合现代青壮年人群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老年人群的特点是

逗留时间长，最短旅居时间在 1~2 个月之间，最长旅居时间为 3~4 个月。因此，老年人群的居住方式多

是租房，由于租房比买房或者住酒店的价格更实惠，虽在异地，但可享受家庭式的饮食，自我烹饪可口

清淡的食物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饮食需求，节约开支符合老年人群勤俭节约生活方式。部分高收入人群会

选择购房以满足他们在版纳冬季避寒歇宿的需要，也是一项间接投资，两全其美。此外，还有极少部分

人选择住亲朋好友家或养老公寓，占总样量的 3.37%。 
 
Table 5.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tourists living and eating in Xishuangbanna 
表 5. 旅游者在西双版纳的居住和饮食方式人数及占比 

居住方式 自有房产 租房 住亲朋好友家 酒店 养老公寓 

人数/占比 26/4.38% 59/9.93% 17/2.86% 489/82.32% 3/0.51% 

饮食方式 自己做饭 去餐馆 

人数/占比 58/9.76% 536/90.24% 

 
3) 交通方式 
交通是旅游者出游的必备条件，人们在旅途中是否舒适和愉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避寒旅游地交通

便捷度的高低，是吸引和接待更多的游客的关键。从交通方式来看，乘坐飞机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其

次是汽车和自驾游。据问卷统计(表 6)，选择乘坐飞机到达西双版纳的有 480 人，占总样量的 80.81%，

认为乘坐飞机相较于其他交通方式更加方便、快捷、舒适。目前，西双版纳州唯一的嘎洒机场是云南省

第二大国际机场，共开通国内外航线 48 条(国际航线 3 条)，通航城市 36 个(其中国际城市 3 个)，通达度

好。选择乘坐汽车有 52 人，占 8.75%；选择自驾游有 50 人，占 8.42%；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有 12 人，占

2.02%。选择汽车和自驾游的游客认为这两种交通方式花费时间较长，旅途中舒适度较低，旅途过程中异

常疲惫。 
在访谈中了解到，旅游者企盼通往西双版纳高铁早日竣工，随着新泛亚铁路中国段昆明至西双版纳

高铁建设的推进，即将通车的高铁与嘎洒国际机场、昆磨高速、213 国道、214 国道、澜沧江一道构建起

西双版纳海、陆、铁、空全方位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将西双版纳从一般的内陆城市发展成一个重要节

点和交通要道，运输能力大大提高，这为前往西双版纳旅游的人们提供更加快捷、舒适、多样的交通方

式，未来中国西双版纳景洪将建设成连通东南亚各国的桥头堡旅游城市，意味着西双版纳将会迎来络绎

不绝的国外游客，边境旅游将蓬勃发展，从而推动西双版纳全州经济的发展。 
 
Table 6.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tourists in Xishuangbanna’s transportation mode 
表 6. 旅游者在西双版纳的交通方式人数及占比 

到达西双版纳交通方式 人数(人) 占比(%) 

飞机  480 80.81 

汽车 52 8.75 

自驾游 50 8.42 

其他 12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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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避寒旅游者购买力与消费水平研究 

为探讨避寒旅游者购买力、消费水平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旅游者的资金来源、经济收入水平两

方面分析避寒旅游者的购买力强弱度；从旅游者在避寒旅游地的旅游总开销研究避寒旅游者消费能力。 
从旅游者的月收入与避寒旅游资金来源(表 7)看，收入在 4001~8000 元的人群占比最大，达 43.10%；

收入在 8001~12,000 元的人群占比为 15.66%；收入在 12,000 元以上的人群占比为 6.56%。总体来看，月

收入超过 4000 元的人群占比高达 65.32%，说明避寒旅游者经济收入处于中上水平，有较好的经济实力

与购买力，原因为：一是该人群具有较高学历从事企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或为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者，

他们进行避寒旅游资金来源是个人工资；二是大部分学生群体的时间灵活充沛，他们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兼职，作为他们旅游的资金来源，加上父母给予的资助，该学生群体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参与避寒旅游；

三是由于企事业单位退休老年人基本都有稳定的退休金，为避寒旅居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条件。月收入低

于 4000 元的旅游者占比为 34.68%，多为自由职业、少部分学生和极少数老年人无固定收入，参与避寒

旅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家人资助，尤其是极少数老年人群无收入，完全依赖于子女的资助。 
 
Table 7. The monthly income of tourists and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funds from cold shelter tourism 
表 7. 旅游者的月收入与避寒旅游资金来源人数及占比 

月收入 无收入 1~4000 元 4001~8000 元 8001~12,000 元 12,000 元以上 

人数/占比 74/12.46% 132/22.22% 256/43.10% 93/15.66% 39/6.56% 

避寒旅游资金来源 个人工资 退休金 家人资助 其他 

人数/占比 348/58.59% 95/15.99% 99/16.67% 52/8.75% 

 
通过调研可知，西双版纳虽是避寒旅游胜地，但总体消费水平较低，不同的人群基本都能承担和支

付各种费用，可以说西双版纳是性价比极高的旅游目的地。 

7. 结论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学者开始重视避寒旅游研究，而国内避寒旅游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末，起步较晚。

本研究尝试从旅游者视角出发，探讨避寒旅游者的消费需求特征。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异常极端

气候频发导致人们病死率增多的背景下，以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为切入点，融入人本主义思想理念，多

维度探讨避寒旅游者的消费需求特征，根据统计分析和模型验证结果为西双版纳避寒旅游竞争力提升提

出有效建议。通过分析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程度、参与避寒旅游的动机、消费方式及购买力与消费水平

得到以下结果： 
1) 旅游者有强烈的避寒旅游需求。首先，近年来西双版纳冬三月(12 月、次年 1 月、次年 2 月)期间

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次数逐年上升，约占全年海内外游客的 1/3，说明游客避寒旅游的需求日益剧增；其次

参与避寒旅游活动 2 次及以上占总样量的 60.77%，说明参与避寒旅游活动的频次较高，需求旺盛；最后，

旅游者在避寒旅游地逗留的时间一般为 7~15 天，逗留时间超过 15 天人群为老年人，老年人群是冬季避

寒的主力军，对避寒旅游的消费需求巨大。 
2) 躲避严寒、享受天然舒适的气候是避寒旅游者的首要动机，休闲度假和浏览自然风光是避寒旅游

者的次要动机。避寒旅游地的舒适温暖气候条件能够满足旅游者的避寒、养生保健以及延长寿命等需求。

此外，欣赏秀丽的自然风光，主要动机与次要动机要素的耦合可使避寒旅游者感到愉悦，达到健康疗养、

放松身心的目的。 
3) 从获悉避寒旅游途径来看，旅行社和互联网(旅游相关 APP、微信等)是旅游者获取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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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旅游者首选的居住方式、饮食方式是住酒店和吃餐馆，而老年人群的居住方式以租房为主，经济

实惠，享受自制美食的快乐；从交通方式看，飞机是首选，其次是汽车，最后自驾游。 
4) 避寒旅游胜地的西双版纳总体旅游消费水平不高，被调查的不同人群都表明能够承担得起避寒旅

游各种费用，称赞西双版纳避寒旅游的性价比极高。大部分避寒旅游者经济基础好、购买力强与消费潜

力巨大，可享受相对的高端服务和购买自己喜爱的商品，说明经济收入是旅游者出游的基础与核心要素。 

8. 讨论 

通过对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研究得出，温暖舒适的气候对避寒旅游者消费需求驱动强度最大，其次

是避寒旅游地的自然风光和清新空气。这就要求必须合理、有序地开发避寒旅游资源，日臻完善避寒生

态环境，必须把生态二字提到议事日程，不能以利益至上为代价破坏生态环境。在珍视避寒旅游资源的

同时，也应竭尽全力积极开发具有生态性的避寒旅游产品和创建避寒旅游新项目，延长避寒旅游地的生

命周期，使避寒旅游资源能世世代代为人类服务，旅游者在冬季享受与体验温暖舒适的气候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这样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环境的负责任行为，自觉参与到保护避寒生态环境的行列中来，促进形

成一个互为依托的良性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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