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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为蓬勃发展的中国旅游业按下了暂停键，民众出

行意愿降低，旅游市场急剧萎缩，行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随着

疫情受控,，遭受重挫的旅游业正在快速复苏，并有望实现新的增长。 

本文基于麦肯锡 8 月下旬进行的旅游意愿调研，我们将首先介绍国内

和境外游市场的整体表现，指出变与不变所在；然后对本次调研观察到的

三大新趋势展开深入剖析，最后我们对旅游相关企业提出了五方面建议，

希望可以帮助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做好前瞻性准备，打造新能力，从而实现

高质量增长。 

一，复苏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相比全球旅游行业情况，尤其在全球新一波疫情有迹象浮现的趋势下，

中国国内游的复苏给本地旅游行业带来希望。总体而言，由于国内疫情管

控实施到位，疫情受控，，消费者对国内旅游的信心快速提升，国内游的复

苏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我们预计，国庆至年末消费者的旅游出行意愿增

强，人们对安全的信心与实际出行的积极度逐渐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1．1 国庆至年末的出游意愿增强 

消费者积攒了大半年的旅游需求正在释放，表现在出游意愿增强，出

游时间相对集中。我们 5 月的调研数据显示，15%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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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有出游计划。而这次 8 月份的调研显示，这个数字升至 70%, 尤其是

年轻，已婚，以及退休人群的意愿更强。 

下半年的旅游消费将主要集中在公众假期。比如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

每三位受访者中就有一位表示下一次旅行将选择“十一”长假（见图 1）。

预计消费者的价格承受能力将有所提高，这对高端旅游相关业态是利好。 

同时，在旅游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的的态势下，各地坚持抓好疫情的常

态化防控，对部分人群有一定出行限制，比如九月中某低风险省份教育部

门发布方向性指引，要求国庆假期师生尽可能不跨省出行，使得部分旅游

消费转向本地或周边，但总体而言类似措施对于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与旅游

业的复苏具有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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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消费者的出游意愿持续走强 

在 5 月的调查中，上海、北京、广州、厦门和武汉市受访者在未来 4

个月有出游计划的比例最高达 33%。而 8 月份的调查结果中，这一数字提

高到了 70%~78%, 出游意愿显著提高。 

1.3 消费者对安全的信心基本回到常态 

8 月的出行安全信心较 5 月明显提高，对国内长途、短途旅游以及国

内商务安全的信心接近“安全”（见图 2）。在实际出行方面，城内休闲游

出行率从 5 月份的 54%提高到了 8 月份 73%，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国内短途旅游出行率也从 19%上升至 31%，国内商务出行从 2%上升至

25%，均有显著提高。在被问及对未来的预期时，大约 75% 的受访者预

计未来的工作生活将恢复正常（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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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交通工具利用率增加，实际成行率稳步上升 

随着安全信心与实际成行率的增加，各类交通工具的使用率也随之增

加。从 5 月至 8 月，市内活动的恢复与国内出行的增多，大幅拉动了短途

公共交通工具与国内航班的预订量。8 月份出租车与网约车，以及市内公

共交通的使用率均达到或超过约 85%以上水平，与疫情前相似甚至更高。

国内航班的利用率也相较 5 月份提高 20%，达到 37%的水平（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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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新趋势值得关注 

这份最新的调研也揭示了三大新趋势，包括新兴旅游信息渠道崭露头

角、团体游恢复和境外游意愿复苏这三个方面，这些新的趋势意味着新的

机遇，值得业界加以关注。 

2．1  新兴旅游信息检索渠道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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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新增了旅游信息渠道相关问题。结果显示，线上旅行社、线

下旅行社以及家人朋友的介绍是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信息渠道（见图 5）。

有趣的是，影响旅游需求排名前五的渠道中，旅游相关的文章和评论(29%)

和传统电视节目(31%)的重要程度基本持平。其中，关键意见领袖/关键意

见消费者(57%)和社交媒体(46%)等渠道的影响力较高，对近三个月出游的

游客的影响尤为明显(较整体高 8 个百分点)。 

 

2.2   团体游复苏势头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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