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升温：中国旅游业进
一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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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最新的中国游客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进一步复苏，家庭

等客群对暑期出游意愿强烈。 

作者: Will Enger、余子健、沈思文（Steve Saxon）、陈洸、索佩敏、

陈子 

虽然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冲击全球旅游业，部分市场已开始复苏。因中

国疫情出现最早，国内民航旅客运输量已实现稳步增长，目前已恢复至疫

情暴发前水平的 50%。酒店入住率也逐渐回暖，恢复至去年水平的 60%。

暑期临近，一些主力客群（如家庭客群）短期出游意愿增加，势必将拉动

暑期需求，加快国内游市场的复苏。本文是《重启与新生：中国旅游业踏

上复苏之路》的续篇，将继续探讨当前的关键旅游趋势，以及这些趋势自

市场恢复初期（4 月）以来的变化。 

中国是率先从疫情中复苏的国家/地区之一。在上一篇中，我们基于 4

月对中国游客的情绪调查，分享了一些初步洞见。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游

客的出行偏好变化，我们于 5 月中旬进行了相同调查。我们在 4 月发现的

许多趋势均延续到了 5 月，但最新调查数据显示，计划在暑期出游的客群

发生了变化。数据表明，市场已逐步回归疫情前的发展趋势，家庭和退休

人员有意恢复旅游计划。 

为了准确评估游客在此期间的偏好变化，我们使用了同样的调查方法。

受访者都曾在过去一年中有过国内或出境游经历，且均来自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厦门和武汉这 8 座城市。我们于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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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收集数据，之后将结果与 4 月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 

四大趋势依旧不变 

在 5 月的结果中，有四大趋势与 4 月保持一致，我们认为，这些趋势

将贯穿整个夏天，持续至初秋。一是受出境限制，国内游依然为首选，52%

的受访者更倾向国内游，4 月为 55%；二是户外、美食和家庭仍是最受欢

迎的三大出游主题，人们仍会避开拥挤的热门景点；三是旅游团数量将减

少，游客更多将与直系亲属一同出游；四是人们仍然更青睐自由行与自驾

游（与新冠疫情暴发前相比）。 

原有趋势逐步加强 

家庭暑期出游意愿稳步回升。4 月数据显示，“单身和未婚人士”客

群的短期出游旅游意愿最强。但 5 月中旬的数据显示，该意愿有所减弱，

而家庭和年龄较大游客暑期出游意愿增强，市场逐步恢复至原有趋势。与 4

月相比，计划未来 4 个月直至国庆期间出游的家庭客群比例增长了 18 个百

分点（见图 1）。这些受访者更偏爱户外景区、健康养生和亲子活动，表明

即使在疫情冲击下，暑期旅游市场或将有不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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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从上海与成都延伸至更大范围。在 4 月的调查中，上海和成

都（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居民在“计划未来几个月出游的游客中”占比

较高。5 月的比例发生变化，上海、北京、广州、厦门和武汉均有 17%～

20%的游客计划在未来 4 个月内出游。 

旅游市场积极情绪持续升温。8 个城市的旅游情绪（基于未来 4 个月

的出游计划）和安全信心均有所提升。在曾经的疫情“震中”武汉，居民

未来 4 个月的出游意愿增幅最大。5 月的旅游安全信心也较 4 月有所改善，

短途和远途国内游尤为明显（见图 2）。受访者对防控措施的信心也在 4 月

至 5 月间有所提升。在所有城市 35 岁及以上且已婚已育的群体中，这种积

极情绪与信心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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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预订情况反映情绪改善。从 4 月至 5 月，各大城市的短期游客比

例上升，拉动了国内航班的预订量（见图 3）。虽然 4 月和 5 月的航班预订

量尚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并较去年同期为负增长，但旅游市场在过去

一个月中显著复苏，尤其是在深圳和成都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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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趋势值得关注 

虽然未来 4 个月的发展前景相对稳定，但年末的出游情况仍不确定。

5 月至国庆期间，计划在下列各个时段旅游的受访者比例相对稳定（见图 4），

但至 2020 年底开始下降。此外，持“不确定”态度的受访者人数较 4 月

大幅增加（11 个百分点）。由于五一期间市场表现强劲，我们预计未来 6

个月计划出游的游客将有所增加。当前北京爆发第二波疫情，对本就脆弱

的出游信心产生进一步打击，这一波疫情能否得到快速控制，将左右未来

出游信心的提振。今后趋势的稳定性与游客后期的反应都值得关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