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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游’的数量有多大？”“喜
欢独自出游的人有哪些特征？”“如
何挖掘‘一人游’的商机？”……近
来，多家旅游企业开始聚焦“一人
游”市场。业界有代表性观点认为，

“一人游”规模庞大，市场潜力几乎
可以与“亲子市场”及“银发市场”一
较高下。果真如此吗？这个群体有
怎样的“用户画像”？他们的痛点在
哪儿？目前市场已经拓展到何种程
度？……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旅游
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时代发展造就的新机遇

记者辗转联系到的多位独自出
游的游客，均是年轻人，而且都有着
不错的工作。相较于景点打卡，他
们更愿意漫步于小街小巷融入本地
人生活，90后的王君（化名）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王君告诉记者，他
们在小圈子里被称为“独行侠”，喜
欢一个人出游的感觉。“我是广告行
业的，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一个人出
来走走也是排遣压力的一个方式，
我周围有好几个同事也是这样。我
不会花费很长时间去做行程规划，
有时碰上机票便宜就出来玩了。”

事实上，独立的消费决策带来
的全新生活方式，使得倡导“独立乐
活主义”的群体越来越壮大。驴妈
妈旅游网品牌发展部负责人李秋妍
说：“这部分人群所产生的需求也成
了中国消费尤其是文旅消费市场趋
势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
国单身人口规模已达 2.4亿，数量
超过了俄罗斯和英国人口的总和。
这一庞大的数字给“一人经济”的崛
起提供了土壤。“实际上，当下的“一
人经济”已经不再简单以婚否为界
定标准，关键在于心态，这也是社会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伴生的特
殊现象。”有业者表示。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
饶及穷游网副总裁崔莉也表达了相
同的看法：社交网络的发达及交通
便利程度的增加，大大降低了出游
的难度，这也为说走就走的“一人
游”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一人游”人
群正在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游客群
体之一。同时，喜爱“一人游”的游
客往往拥有更丰富的出游经验，会
尝试更多不同的玩法，愿意为有趣
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买单。

记者梳理的多家旅游企业相关
数据，也证明了这一市场的增长速
度。携程数据显示，在机票、酒店、
门票等产品订单中，来自“一人游”
的订单占比超过20%；单身青年成
为高频次旅行群体，超过50%的单
身青年每年出游次数超过4次。途
牛大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通过途牛

独自旅游的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8%。穷游网在对用户进行“出游
同伴偏好”调查时发现，超过35%的
用户愿意自己出行。

同程旅游研究院研究员程超功
表示，随着单身群体的不断壮大，

“一人游”正在成为一个独特的细分
市场，其碎片化的需求与当前的旅
游供给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
拥有大流量、大数据资源的在线旅
游平台具备解决这一矛盾的先天优
势。未来，随着“一人游”消费的增
长，将会涌现出更多创新产品和服
务。

“用户画像”带来的新
启发

近期，多家企业相继发布了“一
人游”报告，试图对这一群体的出游
需求进行“画像”。从数据来看，“独
行侠”出游特征较为明显，个性、文
艺、随性成为其最重要的标签。

来自多方的数据显示，“独行
侠”游客群体以90后为主，呈现显
著的年轻化特征。携程数据显示，
95后是“一人游”的中坚力量，占比
达 30% ；其 次 是 80 后 ，占 比 为
27%。途牛数据显示，“独行侠”中
00 后及以下占比 8%，90 后占比
34%，80 后占比 32%，70 后占比
19%。同程艺龙的景点预订数据显
示，一人玩景点人群的年龄结构相
对更加年轻化，95后占比最大，达
24.6%，其次是85后、80后和90后，
占比分别为18.3%、16%、15.3%。

一人旅行者不仅看遍祖国大好
河山，而且足迹遍布世界。携程数

据显示，上海、成都、杭州、南京、重
庆、西安、武汉、昆明、青岛、哈尔滨
是他们最爱的十大国内打卡地。出
境游方面，欧洲、东南亚、日本是一
人旅行者的首选。其中，飞往欧洲
的机票订单中，单身青年占到了
29%；在飞往日本机票订单中，其占
比为33%。

旅行方式上，一人旅行者越来
越注重好玩、有趣。与以往相比，一
个人参团成为年轻人旅游的新潮
流。途牛大数据显示，过去一年，

“独行侠”选择跟团游和自由行的人
次占比分别为58%、42%，跟团方式
省心省力，而自由行可以让“独行
侠”深度游览目的地。据携程统计，
过去一年，独自一人报名国内团队
游的人数同比增长40%。人文类、
主题乐园类景区格外受欢迎。

“独行侠”出游动机更加单纯、
随性，热播影视剧、一场音乐节、一
次马拉松赛事等都可以激发一次说
走就走的旅行。“‘一人游’自由度更
高，用户更加注重旅程的个性化及
高品质。规划旅行时用户更加注重
兴趣化需求，超过70%的用户的旅
行灵感可能来源于个人兴趣爱好，
包括美食、电影、博物馆等。”穷游相
关负责人表示。

携程数据显示，《长安十二时
辰》《飞驰人生》《都挺好》《千与千
寻》《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等热播
影视剧的取景地吸引了众多“独行
侠”打卡。不少一人旅行者是喜好
美食的“吃货”，美食决定了他们的
旅行方向。来自途牛的数据也显
示，在出游主题方面，文化游、美食

游、户外游等都有不少粉丝。具体
到文化游方面，前往一些非大众但
自己较心仪的博物馆打卡受到不少

“独行侠”的青睐。此外，浮潜、登
山、徒步，考一张潜水证、获得徒步
证书等都让他们觉得人生更充实。

在出游时长方面，中长途的旅
行更受“独行侠”青睐，能让他们更
好地放空自己，享受自在时光。途
牛数据显示，选择 4天至 7天行程
的“独行侠”占比48%，8天及以上
行程的占比18%。来自驴妈妈的数
据也显示，“独行侠”偏向于为自己
安排一周左右的行程。

“一人游”虽然提高了自由度，
但也使得出游成本有所增加，这是
由于要单独承担酒店、交通、饮食等
费用。途牛大数据显示，过去一年，
独自出游的游客人均旅游花费比其
他类型游客要高出16%左右。同程
方面的数据也指出，一个人度假的
平均花费相对较高，国内游的平均
花费为 3643.71元/人，出境游的人
均花费为8626.85元/人，相较多人
同行出游的花费水平高出了60%以
上。从消费结构来看，“一人游”花
费占比最大的是住宿费，通常占
50%以上，其次是交通费。

持续深耕催生的新商机

随着中国“一人经济”的迅速崛
起，以及更多人青睐与享受自我空
间，“一人游”市场将迎来更大的发
展空间，这也给旅游企业带来更多
市场机会。对于“一人游”市场的挖
掘，旅游企业尤其是在线旅游企业
早已开始，一些经营理念和产品设

计可圈可点。
冯饶表示，“一人游”虽然也是

特定人群，但其需求不像“亲子游”
等群体有相对一致的消费诉求。“一
人游”人群需求更加个性化和多样
化，有的游客会去海边酒店住一周
晒太阳，也有的游客会独自前往澳
洲无人区自驾探险。“他们更关注

‘玩什么’和‘怎么玩’。马蜂窝平台
上有专门的旅游攻略，很多喜爱‘一
人游’的游客分享自己的旅行故事，
为有着相同旅行偏好的游客提供玩
法参考”。

记者获悉，穷游聚焦单身青年
推出了“相遇节”IP活动，从2012年
起至今已举办7届，每次都吸引上
百万的浏览量；鼓励用户以分享自
身旅行经历、旅行态度、兴趣爱好等
进行交友，强调“让有趣的灵魂在这
里相遇”，帮助单身旅行者找到志同
道合的另一半。此外，针对“一人
游”，穷游还推出了Biu伴，用户可
以在Biu伴页面发布或者查看出游
信息，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伴，结伴出
行，涉及旅行、吃饭、看展、探店等多
种选择。

飞猪作为平台，也在积极推动
商家能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和
服务种类，以满足“独行侠”的个性
和独立的体验。

“‘独行侠’在交通、住宿、游玩
方式方面与一部分游客重合。所以
很多企业产品及服务虽然已经覆盖
这一部分人群，却未单独标注独行
标签。”有业者表示。

途牛对于独自出游人群的需求
关注已久，主要聚焦在目的地服务
方面。在2015年，上线了“当地玩
乐”频道时就考虑到了“一人游”的
需求。产品包括主题乐园、交通接
驳、户外探险、观光巴士、美食、博物
馆、展览等，助力游客深度畅游目的
地。2018年，途牛又搭建“目的地”
频道，能够基于用户时间和位置进
行智能推荐，“独行侠”通过该频道
可以在目的地即时在线预订碎片化
旅游产品。此外，为出游中用户提
供“旅游攻略咨询”“出游中产品预
订”“SOS紧急支援保障”“旅行社交
平台”等多场景服务的“牛跟班”微
信群服务也受到了“独行侠”的欢
迎。

比如，携程在全球市场建立呼
叫中心，除了上海、南通、永州等9
个国内呼叫中心，还在英国爱丁堡、
韩国首尔等地建立呼叫中心并已投
入运营，未来还将在日本设立海外
呼叫中心，推行7×24小时SOS服
务。这也为包括“独行侠”在内的游
客提供了安全保障。

一场争夺“独行侠”的战役正在
徐徐展开。 （张宇）

“一人游”背后的商业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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