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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旅游数据低迷的原因 

 
 

 

 

研究结论 

⚫ 疫后修复之年，旅游数据曾备受期待，但疫情防控，以及经济下行带来的收

入增长压力，使得过去的多个假期中旅游相关数据都没有能够恢复到疫情之

前。为什么在媒体发布拥挤游客照片、部分景点甚至采取限流措施的同时，

旅游数据并不如预期强劲？为什么旅游总收入的恢复较旅游人次的恢复更慢

一拍？各个地区在修复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在解读旅游数据的同时，这些

疑问无法避免，本文将对此进行解读。 

⚫ 局部疫情反弹、防控措施加码是“省内游”占比提高的最主要原因。多省在节

前倡议国庆假期原地过节，部分企事业单位出省即需报备，部分中小学要求学

生及家长非必要不出省，综合导致“省内游”更受欢迎：“2021年国庆节假

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显示，今年国庆假期 49.1%的游客选择省内跨市游，

比去年提升 4.1个百分点，88.3%的游客出游距离在 300公里以内。 

⚫ 在此背景下，民航修复弱于铁路，机票价格低于 2019年同期。据国铁集团，

2021年 9月 28日-10月 7日铁路日均发送旅客较去年同比下降 3.71%，为

疫情前 2019 年同期数据的 80.9%；与此同时，根据民航局公布数据，2021

年国庆假期（10 月 1-7 日）全国民航运输日均人次相比 2020 年同期下降

19.6%，相比 2019年同期下降 27.4%。需求压力下机票价格走低，根据“去

哪儿”网站，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平均价格比 2019年国庆假期低三成左右。 

⚫ 西部承接了“境外游”受阻后的长途出行需求，西藏、青海机场航班架次创下

新高，但边境地区旅游数据亮眼的前提是没有突发疫情。10月 3日伊犁州霍

尔果斯市发现两例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导致大量游客滞留当地，对新疆的旅游

数据造成负面影响。 

⚫ 各个省份恢复差异较大，上海、湖北、河南、江西、贵州、广西五省市的旅游

人次数据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这一修复的背后有着政策的推动，中部地

区表现突出。以湖北为例，相关举措包括上半年赴全国四大区域十大城市开展

旅游宣传推介、国庆节前长江中游三省旅游消费大联动、集中发放旅游消费

券、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打造，等等。以长江中游三省旅游消费大联动为例，

涉及湖北、江西、湖南三省，重点举措之一就是发行“三省旅游一卡通”：一

卡通涵盖三省 300家以上签约景区，门票总额价值约 2万元，有效期内（有

效期 1年）持卡免门票不限制入园游玩次数，售价为 300元。 

⚫ 人均旅游消费在地区层面上的差异同样巨大。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海南

五省市人均消费破 1000元，而福建、河南、湖北等省份人均消费在 400、500

元左右。增长趋势方面，北京、广西、辽宁、上海等地的人均旅游消费已恢复

至 2019年同期或以上水平，新疆、内蒙古、福建的人均消费则不足疫情前一

半。我们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市内游、周边游的配

套设施往往发展得更为完善，人均旅游消费得以在已经比较高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二是近年来各地特色小镇、生态农庄、主题公园等旅游项目蓬勃发

展，以小红书、抖音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进一步为消费者提供了“网红打

卡点”指南，而这些“新晋”著名景点开发程度相对低，人均消费不高。 

⚫ 风险提示：国庆后疫情传染链已波及多个省区，对出行数据构成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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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修复之年，旅游数据曾备受期待，但疫情防控，以及经济下行带来的收入增长压力，

使得过去的多个假期中旅游相关数据都没有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的“2021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

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10月 1日至 7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5.15亿人次，按可比口

径同比减少 1.5%，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70.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890.61 亿元，同比减

少 4.7%，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59.9%。 

表 1：近三年国庆假期全国旅游数据（2020年含中秋） 

年份 旅游收入(亿元) 游客（亿人次） 人均消费（元） 

2019 6497 7.82 831 

2020 4543 6.18 735 

2021 3891 5.15 756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媒体报道，东方证券研究所 

为什么在大量媒体发布拥挤游客照片、部分景点甚至采取限流措施（如泰山风景区由于

1-2 日门票预约数量达到岱顶最大瞬时承载量的临界值因而 1 日晚间起该时段门票销售

暂停）的同时，整体旅游数据并不如预期强劲？为什么总收入的恢复比人次的恢复更慢

一拍？各个地区在修复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在解读旅游数据的同时，这些疑问无法避

免，本文将对此进行解读。 

疫情防控下“省内游”更受欢迎 

铁路修复好于民航，民航量、价均乏力 

根据“2021 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今年国庆假期 49.1%的游客选择省内

跨市游，比去年提升 4.1个百分点；88.3%的游客出游距离在 300公里以内；选择自驾出

行游客达到了 55.8%，比去年提升 10个百分点；游览城市周边乡村、郊区公园的游客比

例分别为 28.9%、25.8%，分别比去年提升 4.6、5.7个百分点（“2019年国庆假期文化和

旅游市场情况”未公布短途游相关数据）。 

局部疫情反弹，防控措施加码是“省内游”占比提高的最主要原因。暑假以来，成都、

长沙、张家界、郑州、厦门、哈尔滨、澳门等地先后出现疫情，旅游会带来一定风险（事

实证明本次假期确实导致了新冠病毒在兰州、西安、北京等地有零星扩散），多省在节前

倡议国庆假期原地过节，部分企事业单位出省即需报备，在校大学生申请离校后返校需

要遵循一定程序，许多中小学要求学生及家长非必要不出省。 

“省内游”的特点导致铁路修复好于民航。据国铁集团消息，2021年 9月 28日-10月 7

日共计发送旅客量 1.11 亿人次，日均 1110 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下降 3.71%，为疫情前

2019年同期数据的 80.9%。与此同时，根据民航局公布数据，2021年国庆假期（10月 1-

7日）全国民航运输 929.14万人次，日均 132.73万人次，日均人次相比 2020年同期下降

19.6%，相比 2019年同期下降 27.4%。 

民航业的经营压力也体现在客单价和营销策略上。根据中国民航报报道，“去哪儿”网

站数据显示，成都-北京、北京-海口、长沙-西宁、贵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条热门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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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航线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 2019 年国庆假期便宜三成左右；与此同时，南方航空、

山东航空等航司在原有产品到期后，于近期再次推出优惠机票产品“随心飞”。 

西部承接了“境外游”受阻后的长途出行需求 

各地区间市场表现分化明显，对于以往有出境需求的游客来说，西部边境省份较“省内”

更具吸引力，例如途经青海湖、茶卡盐湖、敦煌莫高窟、七彩丹霞等地的“青甘大环线”

去年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广泛关注。而据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 8日消息，2021

年国庆假期，西藏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完成运输起降 1036 架次，旅客吞吐量 12 万人次，

其中，10月 7日该机场单日共保障进出港航班 165架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青海

民航的航班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单日航班量同样再创新高：青海机场公司高峰日航

班达 298架次，较去年假期高峰日增长 3%，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高峰日达 256架次，较

去年增长 2%。 

边境地区旅游数据亮眼的前提是没有突发疫情。10月 3日，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发现两例

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州政府开始严格管制交通，导致大量游客滞留当地，对新疆的旅游

数据造成很大影响，提前给出的门票优惠措施（如赛里木湖景区 10月 1日至 10月 15日

门票半价）也大打折扣。 

新兴社交媒体助力旅游目的地多元化 

各个省份恢复差异较大，中部地区出台强劲举措 

在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有一部分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 

（1）四川、甘肃、湖北、广西、上海五省市旅游人次数较 2020年同期更好，其中表现最

好的上海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103%，福建、新疆、内蒙古三省区则因疫情等诸多原因同

比下降 40%以上； 

（2）相比疫情前的 2019年，上海、湖北、河南、江西、贵州、广西五省市的旅游人次数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其中上海甚至恢复到了疫情前 2019年数值的 173%。 

图 1：各省市 2021年国庆假期旅游人次数同比 2020年增减

情况 

 图 2：各省市 2021年国庆假期旅游人次数相比 2019年同期

恢复情况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媒体报道，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媒体报道，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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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数修复的背后有着政府的政策推动，中部地区表现突出。以湖北为例，相关举措

包括上半年赴全国四大区域十大城市开展旅游宣传推介、全省 A级景区提质惠民、千家

旅行社“引客入鄂”、星级饭店“双优”三大行动、国庆节前长江中游三省旅游消费大联

动、集中发放旅游消费券、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打造（8月 28日沪蓉高速龟峰山支线开

通，成为湖北省第一条直达景区门口的高速路，从武汉到龟峰山景区仅 1.5小时，国庆以

来每天游客在 3000人以上，比去年国庆增加 8倍；9月份湖北省国庆节前密集开通高速

公路达到 8 条，带动沿线旅游），等等。以长江中游三省旅游消费大联动为例，涉及湖

北、江西、湖南三省，重点举措之一就是发行“三省旅游一卡通”。一卡通涵盖三省 300

家以上签约景区，门票总额价值约 2万元，有效期内（有效期 1年）持卡免门票不限制

入园游玩次数，售价为 300元。 

人均消费改善最多的仍属大城市 

人均旅游消费（指赴该地旅游者的人均旅游消费额）在地区层面上的差异同样巨大。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海南五省市人均消费破 1000元，而福建、河南、湖北等省份人

均消费在 400、500元左右。增长趋势方面，北京、广西、辽宁、上海等地的人均旅游消

费已恢复至 2019年同期或以上水平，新疆、内蒙古、福建的人均消费则不足疫情前一半。

我们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市内游、周边游的配套设施往往更

为完善，人均旅游消费得以在已经比较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二是近年来各地特色小

镇、生态农庄、主题公园等旅游项目蓬勃发展，以小红书、抖音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体

进一步为消费者提供了“网红打卡点”指南，但这些“新晋”著名景点开发程度相对低，

人均消费不高。 

图 3：各省市国庆假期旅游人均消费同比 2020年增减情况  图 4：各省市国庆假期旅游人均消费相比 2019年同期恢复

情况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媒体报道，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媒体报道，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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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各省市国庆假期旅游收入同比 2020年增减情况  图 6：各省市 2021年国庆假期旅游收入相比 2019年同期恢

复情况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媒体报道，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媒体报道，东方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国庆后疫情传染链已波及多个省区，对出行数据构成新的考验：即将进入秋冬季节的降

温阶段，有利于病毒传播，叠加春节将至、客流返乡又将迎来高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形势依旧严峻，对出行消费构成较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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