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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研究——基于扎根

理论的探索研究
李肖 吴国超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省蚌埠市安徽财经大学龙湖东校区，安徽蚌埠，233030；

摘要：年轻消费者作为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消费群体，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市场的带动作用巨大，但目前针对中

国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还缺乏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对 16 位拥有过民宿选择经验的年轻消费者进

行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 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归纳了年轻

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结果表明主观选择倾向、客观选择倾向和促进选择倾向三个选择倾向维度构成了年

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理论。研究结果对年轻消费者选择民宿的偏好具有理论意义，对民宿的经营发展具

有实践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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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旅游消费持续向更高层次演进，旅游需求

的多样化趋势愈发显著，市场细分日益精细化，精确定

位成为关键，其中，青年群体正迅速崛起为旅游市场中

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
。作为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

群体，中国年轻消费者对民宿市场的带动作用巨大
[2]
。

民宿，作为承载青年旅游体验的重要平台，凭借其独有

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韵味以及慢节奏的生活体验，

正逐渐赢得市场的广泛青睐与热烈追捧
[3]
。民宿，这一

新兴且风格迥异的住宿形态，凭借其多样化的特色与浓

厚的乡愁情怀，为旅客精心打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居住

体验。因此，开展大学生旅游对于民宿选择的意愿倾向

研究，研究目的有：

第一个目标是构建影响中国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

选择的偏好理论模型。该模型将结合观察数据、访谈和

文献综述来开发，以包含影响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

中的关键因素。

第二个目标是对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提出切

实可行建议，为青年群体在选择住宿时倾向于民宿提供

了更为丰富的理由与可能性。

1 研究综述

以往对民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宿的营销、管理、

可持续发展，以及民宿的消费者行为、房主与客人的互

动、民宿顾客体验感知、民宿空间分布等方面。目前有

关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研究的文献成果较

少，现有研究中张潇（2024）认为民宿的服务、地理位

置、景观环境、价格、氛围感会对大学生的民宿消费意

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卫生、基础设施、安全

性、主客互动没有对大学生客群的民宿消费意愿产生影

响关系
[1]
；胡荣和朱诗辰（2019）提出大学生民宿消费

的知觉风险包含时间风险、生理风险、绩效风险、心理

风险、财务风险和社会风险六个维度，其中社会风险是

首次提出,并被证实是大学生在网上预订民宿时知觉

是中国台湾省，由于当时旅游区域内的宾馆无法容纳大

量涌入的游客，因此衍生出民宿服务
[5]
；郑诗华（1992）

指出，民宿通常是指经营者将其居住空间的一部分，以

“副业”的形式运营起来的住宿模式。这种住宿形态在

本质上与普通旅馆、饭店相似，但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

融合自然、观光与休闲元素，为寻求住宿的旅客提供既

经济实惠又能体验到“家”一般温馨感受的住宿环境
[6]
。

胡学彦、龚金山、王振英（2007）阐述道，民宿是一种

将个人住宅的部分空间开放给游客居住的住宿形式，它

不仅融入了当地独特的文化与风情，还致力于为入住的

游客营造一种宾至如归的温馨体验。这种经营模式与常

见的饭店、旅馆有着显著的差异，凸显了其别具一格的

特色与风情
[7]

最先提出“民宿”一词，是在林连德的观光随笔中，

林连德（1984）认为“民宿”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小型家

庭客店，提供膳食、收费低廉和服务周到
[4]
；中国台湾

学者王显成（2009）认为我国旅游民宿发展最早的地方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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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水平中较高的因素
[8]
。

以往游客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研究中，中国年轻游

客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关注度不够，仅仅依靠文献总结

分析和描述性研究来探讨中国年轻游客对于民宿选择

的偏好是很难具有说服性。因此，本研究选取扎根理论

作为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和观察收集研究

数据。通过对收集到的研究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并采

用了恒定的比较法。从而希望透过研究年轻游客旅游的

视角，来挖掘中国年轻游客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进而

提炼出中国年轻游客对于民宿选择偏好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质性研究的广阔领域中，格拉斯（Glaser）与斯

特劳斯（Strauss）共同开创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9]
。本文采用“开放编

码-轴向编码-选择性编码”的编码过程，通过对材料的

分析逐步抽象出范畴，最终确立核心关系，实现理论构

建。该理论倡导一种独特的质性研究方法论，其核心在

于从丰富的经验数据中直接提炼并构建理论框架。

为了验证模型的真实性，本研究采用了理论抽样法。

这种方法决定了下一步在哪里抽样、采访哪些受访者以

及提出哪些采访问题。这一过程旨在探索新出现的临时

类别，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在选择样本时，

考虑了受访者的性别、专业、职位及其对所研究课程的

了解和参与程度等因素。样本的标准如下：①接受访谈

的 16 位年轻游客均有 3次及以上的民宿旅游的经历，

这样能够确保获得到的样本数据具有可靠性；②16个样

本来自不同学历、不同职业、不同专业和性别的年轻游

客，使得获取的文本信息具有广泛性。③根据《中长期

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定义 14-35 周岁为青

年，所以研究样本均为青年群体
[10]
。

3 研究数据分析

3.1 开放式编码：提取概念和范畴

开放式编码是一个逐步提炼和提取文本资料中相

关概念的过程，它强调研究者在进行此过程时应竭力避

免引入既有的学术定义或个人主观偏见，以确保能够忠

实且客观地再现原始资料所蕴含的真实信息和内容
[11]
。

本研究借助 NVivo 软件，对收集到的原始语句进行了系

统的编码处理，采用“逐行编码”、“逐句编码”、“逐

段编码”三种方法，以提取出初始概念。随后，对重复

或交叉的概念进行了整合与合并，同时剔除了出现频次

较低（即少于 2次）的概念，以精简并聚焦分析对象。

在范畴界定的过程中，我们设定了一个标准：若某一概

念在回答者的回答中出现频次超过 3次，则视为该概念

已达到相对饱和状态，即其在数据集中具有足够的代表

性和重要性
[12]
。本文按照编码结果贴近原始语义的严谨

原则，对文本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概念化处理，通过2

次编码以及多次的重复修正后，得到 49 个初始概念

（T1-T49），在进一步厘清这些概念的内涵与相互联系

后，将概念归类为不同的维度，并进行抽象化，共形成

22个初始范畴（C1-C22），如表 2所示。

表 2开放式编码示例

3.2 主轴编码：选取主范畴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阶段所识别出的各个范

畴进行进一步联结与整合的过程，它旨在梳理和明确这

些范畴在原始资料中所体现的类属关系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联系。通过主轴编码，研究者能够构建出一个更为

清晰、连贯的框架，以反映数据中的内在逻辑和结构
[13]
。

通过对开放式编码中各个概念的逻辑关系进行深入分

析，找出其中脉络所在，进而构建主范畴
[14]
。本研究通

过整合开放编码阶段得出49 个初始概念，22个范畴，

并最终确定了价格倾向、情感倾向、安全倾向、环境倾

向、个性化倾向以及促进选择倾向 6个主范畴（M1-M6），

各个类属关系如表3所示。

表 3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3.3 选择性编码：发现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它旨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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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方法提炼出关键的核心范畴，随后将这些核心范

畴与其他相关范畴建立起逻辑联系。此过程还深入分析

了各范畴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从而明确界定并阐述主

要范畴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
[15]
。本文通过分析主轴编码

阶段确定的 6个主范畴，确定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

的偏好。本研究以“中国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

好”为核心，最终确定以价格倾向、情感倾向、安全倾

向、环境倾向、个性化倾向以及促进选择倾向为主的 6

大核心倾向。选择性编码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主范畴的典型结构关系

4 构建理论模型及阐释

依据上述的扎根理论分析结果，影响中国年轻游客

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有 6个倾向，分别是价格倾向、情

感倾向、安全倾向、环境倾向、个性化倾向以及促进选

择倾向，这些倾向由 22 个范畴构成，这些倾向之间相

互作用，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形成中国年轻

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理论模型，具体理论模型见

图 1。

理论模型将通过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后发现的四

个概念联系起来：以上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行为理

论提出的“意识→情境→行为”模型特征:提炼出中国

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多维特征，在这种模式

中，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被视为全面的，年

轻消费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价格倾向（M2）时往往会选

择到符合预算（C1）且经济实惠（C3）的民宿，从而为

自己的旅程节省费用（C5），在选择的同时他们遵从自

己的情感倾向（M1）会从主观认知（C21）的角度出发

去判断民宿的安全倾向（M5）和环境倾向（M6）是否符

合自己的选择偏好。民宿的经营者往往会利用个性化倾

向(M4)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服务品质（C10）与经营特色

(C8)，并且采用具有氛围感知（C17）的招待娱乐（C7）

与游客进行主客互动（C9）从而引导游客的选择。其次，

经营者会对民宿进行宣传促销（C19）与平台推荐（C12），

消费者听取他人推荐（C6）以及查询用户评论（C15）

从而促进选择倾向（M3）。在整个模型当中只有主观选

择倾向以及客观选择倾向会直接导致游客对民宿进行

选择，而客观选择倾向对民宿只起到间接的选择作用。

图 1中国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理论模型

5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

性编码提取出六个核心范畴，即价格倾向、情感倾向、

安全倾向、个性化倾向、环境倾向和选择性倾向并构成

三个选择维度分别是主观选择倾向、客观选择倾向和促

进选择倾向。从而构成中国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

偏好理论模型。根据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年轻消费者对

于民宿选择的偏好主要来自主观选择倾向和客观选择

倾向两个选择维度。拥有主观选择倾向的年轻消费者在

民宿选择的过程中更偏向主观内在的选择倾向，而具备

客观选择倾向的年轻消费者面对民宿选择时更多的是

考虑客观外在的选择倾向，当主观选择倾向与客观选择

倾向遭到平衡对峙时，促进选择倾向会提供打破此平衡

的参考意见，即促进加深选择倾向。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以民宿为载体，结合中国年轻消

费者对于民宿选择的偏好结合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意义。既可以探索中国年轻消费者对于民宿选

择的偏好，也可以针对性地开发民宿旅游资源、优化年

轻消费者旅游体验品质，对于推动民宿产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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