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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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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餐饮、旅游
行业受影响最大

• 餐饮需求或率先回暖，商
务出差、国内游、出境游
逐级恢复；

• 外出就餐需求须经历过渡
期，部分用户特征具备更
强反弹性；

• 本地及周边游有望率先恢
复，商旅及出境游仍需观
察。

02 03 04

旅游消费长期向好的
大趋势不会改变

• 对比2003年经验，预测
客源入口先恢复，其后为
景区、酒店；

• 2003年在线旅游初兴，
2020年产业链各方的协
同效率大增；

• 细分市场规模已非同日而
语，消费用户基数也提供
了更强的防御性。

目前酒旅行业处于解
冻期

• 整体而言国内已启动分级
分区恢复，国外情况还有
待观察；

• 复苏初期，可重点关注本
地及周边场景、30岁及
以下人群；

• 餐饮率先恢复，本地/周
边游、商旅、国内长线游
依次恢复

酒旅业新局面：新需求
/新客源/新监管/新收益

• 关注疫情长期性
• 关注低线城市
• 关注提前复苏的餐饮需

求和本地场景
• 加强卫生投入
• 加强多渠道获客和预售
• 加强“大数据”新基建
• 加强前瞻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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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酒店旅游业用户消费分析 1

对比2003年酒店旅游业的变化及借鉴意义 2

新冠疫情后的酒店旅游业推演及复苏展望 3

新冠疫情后的酒店旅游业发展建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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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可选消费用户指数

用户指数

新冠疫情下，旅游行业受影响突出
消费者信心受压制，国内游、商务出差、出境游等均被影响

注释：消费用户指数是艾瑞通过用户调研数据处理得出的数据，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用户消费均基于与2019年用户消费行为做对比，数值于-1至1之间波动，0说明与2019年持平，
越接近1代表增长越多，越接近-1代表下降越多：仅代表用户调研结果。另考虑到全球疫情进入快速爆发期，对出境旅游预期影响明显，故基于消费预期平均值进行调整。
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2月23日发布的《疫情影响下的用户消费指数趋势报告》。

整体来看，酒店及旅游相关行业受疫情影响较为明显。根据艾瑞咨询近期的用户调研结果，消费者日常可选消费的11个
行业中，受疫情影响最重的前4大行业依次是：国内旅游（-0.74）、商务出差（-0.71）、外出就餐（-0.7）以及出境旅游
（-0.85）。

受疫情影响最重的前4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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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消费信心，恢复次序有先有后
餐饮需求或率先回暖，商务出差、国内游、出境游逐级恢复
疫情阶段，出境旅游受影响最为严重（-0.85）；即使在3个月后，用户指数依然处于较低水平（-0.30）。同时，随着疫情
在全球尤其国人传统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扩散，预期恢复速度会进一步放缓。
1个月内，外出就餐、商务出差具备一定刚性，或率先回暖；3个月后，外出就餐的用户指数基本接近非疫情阶段，同时国
内旅游预期将回暖，将基本与商务出差的需求持平。

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2月23日发布的《疫情影响下的用户消费指数趋势报告》。考虑到2月27日后，全球疫情进入快速爆发期，对出境旅游预期影响明显，故基于消费预期平均值
进行调整。

疫情期间 疫情结束
1个月内

疫情结束
1-3个月

疫情结束
3个月后 弹性系数

外出就餐 -0.70 -0.50 -0.34 -0.12 0.58

商务出差 -0.71 -0.55 -0.41 -0.21 0.50

国内旅游 -0.74 -0.60 -0.47 -0.22 0.52

出境旅游 -0.85 -0.79 -0.61 -0.30 0.55

消费需求
平均值 -0.26 -0.30 -0.23 -0.12 0.14

疫情期间 1个月内 1-3个月 3个月后

出境旅游 外出就餐 商务出差

国内旅游 消费需求平均值

新冠疫情下中国旅游餐饮消费用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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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疫情后用户消费的恢复预期分析
外出就餐需求须经历过渡期，部分用户特征具备更强反弹性

疫情期间 疫情结束
1个月内

疫情结束
1-3个月

疫情结束
3个月后 疫情期间 疫情结束

1个月内
疫情结束
1-3个月

疫情结束
3个月后

整体 -0.70 -0.50 -0.34 -0.12 

年龄

30岁及以下 -0.63 -0.44 -0.32 -0.15 

省份
湖北省 -0.81 -0.57 -0.42 -0.27 31-40岁 -0.72 -0.54 -0.35 -0.11 

其他省 -0.70 -0.50 -0.33 -0.11 41岁及以上 -0.83 -0.55 -0.34 -0.07 

线级城市

一线 -0.70 -0.51 -0.35 -0.13 

家庭月收入

1万元及以下 -0.74 -0.55 -0.39 -0.18 

新一线 -0.70 -0.49 -0.32 -0.13 1-2万元 -0.73 -0.53 -0.34 -0.10 

二线 -0.66 -0.46 -0.28 -0.04 2-3万元 -0.64 -0.44 -0.28 -0.07 

三线 -0.73 -0.52 -0.38 -0.14 3万元以上 -0.63 -0.41 -0.32 -0.13 

四线及以下 -0.74 -0.56 -0.38 -0.15 

婚姻

未婚 -0.71 -0.45 -0.30 -0.14 

性别
男性 -0.69 -0.47 -0.30 -0.08 已婚未育 -0.74 -0.64 -0.51 -0.33 

女性 -0.72 -0.56 -0.39 -0.17 已婚已育 -0.69 -0.49 -0.31 -0.07 

根据艾瑞用户调研的情况来看，外出就餐在经历3个月的过渡期后，将率先恢复至消费方向的平均水平（-0.12）。
外出就餐是本地消费、旅游用餐的主要场景之一。疫情阶段，各地方政府出台了关闭相关公共营业场所的政策，同时先后
对居民进行了集中管理，相当于在供需两端进行了限制。
但用户的消费需求仍在，预期将在疫情防控分级分区逐步解除后，陆续恢复需求。

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2月23日发布的《疫情影响下的用户消费指数趋势报告》。

新冠疫情下中国居民外出就餐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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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差旅：疫情后用户消费的预期分析
商务差旅需求的刚性较强，但需结合“云办公”趋势再观察

疫情期间 疫情结束
1个月内

疫情结束
1-3个月

疫情结束
3个月后 疫情期间 疫情结束

1个月内
疫情结束
1-3个月

疫情结束
3个月后

整体 -0.71 -0.55 -0.41 -0.21 

年龄

30岁及以下 -0.63 -0.46 -0.34 -0.18 

省份
湖北省 -0.78 -0.61 -0.45 -0.23 31-40岁 -0.75 -0.59 -0.46 -0.24 

其他省 -0.71 -0.55 -0.41 -0.21 41岁及以上 -0.87 -0.69 -0.49 -0.22 

线级城市

一线 -0.70 -0.52 -0.40 -0.20 

家庭月收入

1万元及以下 -0.77 -0.61 -0.49 -0.28 

新一线 -0.71 -0.57 -0.41 -0.21 1-2万元 -0.72 -0.60 -0.41 -0.22 

二线 -0.73 -0.54 -0.40 -0.18 2-3万元 -0.69 -0.50 -0.37 -0.14 

三线 -0.68 -0.56 -0.38 -0.20 3万元以上 -0.65 -0.43 -0.37 -0.18 

四线及以下 -0.77 -0.61 -0.52 -0.29 

婚姻

未婚 -0.70 -0.51 -0.39 -0.21 

性别
男性 -0.71 -0.53 -0.39 -0.18 已婚未育 -0.71 -0.62 -0.45 -0.31 

女性 -0.73 -0.59 -0.45 -0.27 已婚已育 -0.72 -0.55 -0.41 -0.19 

在整体的出行需求中，商务差旅的需求刚性较强，因此在用户调研中体现出强反弹预期的确定性。但考虑到目前各地政府
针对疫情实行分级防控，商务差旅受到的空间距离因素的限制仍然较强，预期全国区域恢复仍需要时间。
同时，本轮疫情使得“云办公”趋势明显提速，长时间的在线办公习惯初步养成，其对商务出差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评估。

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2月23日发布的《疫情影响下的用户消费指数趋势报告》。

新冠疫情下中国居民商务出差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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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疫情后用户消费的预期分析
本地及周边游有望率先恢复，可重点关注30岁及以下年龄层

疫情期间 疫情结束
1个月内

疫情结束
1-3个月

疫情结束
3个月后 疫情期间 疫情结束

1个月内
疫情结束
1-3个月

疫情结束
3个月后

整体 -0.74 -0.60 -0.47 -0.22 

年龄

30岁及以下 -0.64 -0.48 -0.39 -0.19 

省份
湖北省 -0.83 -0.63 -0.48 -0.25 31-40岁 -0.76 -0.65 -0.52 -0.27 

其他省 -0.73 -0.60 -0.47 -0.22 41岁及以上 -0.88 -0.77 -0.56 -0.19 

线级城市

一线 -0.73 -0.57 -0.45 -0.21 

家庭月收入

1万元及以下 -0.77 -0.69 -0.53 -0.25 

新一线 -0.73 -0.61 -0.49 -0.22 1-2万元 -0.74 -0.64 -0.50 -0.24 

二线 -0.75 -0.57 -0.43 -0.20 2-3万元 -0.71 -0.50 -0.40 -0.18 

三线 -0.71 -0.62 -0.50 -0.26 3万元以上 -0.68 -0.48 -0.40 -0.20 

四线及以下 -0.77 -0.68 -0.52 -0.25 

婚姻

未婚 -0.73 -0.55 -0.45 -0.22 

性别
男性 -0.73 -0.59 -0.46 -0.20 已婚未育 -0.70 -0.63 -0.52 -0.32 

女性 -0.75 -0.62 -0.50 -0.26 已婚已育 -0.74 -0.61 -0.47 -0.21 

从用户研究的情况来看，尽管疫情期间旅游消费受到抑制、疫情结束后存在较强反弹动能，但预计国内旅游依然需要3个
月以上的恢复期。
五一小长假仍处疫情影响期内，国内长线游的用户需求依然受抑制。本地游、周边游或因空间距离较短、心理安全性较高，
有望率先在五一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30岁及以下、家庭月收入2万以上的人群的反弹动力较强，或在疫情结束1个月内率先恢复。

来源：艾瑞咨询2020年2月23日发布的《疫情影响下的用户消费指数趋势报告》。

新冠疫情下中国居民国内旅游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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