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启与新生：中国旅游业踏
上复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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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形势持续好转，中国的旅游业正在逐渐重启。中国在提振消

费者旅游信心的经验，可为各国同行提供宝贵借鉴，以便更好应对疫情后

的市场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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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疫情封锁已结束，旅游业正逐步重启。本文将介绍中国旅游

业目前的复苏情况、游客对未来出游的想法，以及业内面对新趋势又在如

何回应。眼下，全球各国、各地区正在先后度过疫情高峰期。我们希望通

过介绍中国业内的经验，为其他国家对自身旅游业的复苏建立切实合理的

预期。 

中国旅游业是如何重启的？ 

中国大陆的疫情封锁已结束，国内新增病例接近清零。企业仍然保持

谨慎，但绝大多数写字楼、工厂、学校和商场均已重新开放，多数旅游景

点也纷纷开门迎客。我们最近一次的中国消费者情绪调查显示，民众信心

正在恢复：过去短短两周，更多人认为可安全复工[1]。 

城市解封后，率先解冻的消费是餐饮堂食，旅游[2]紧随其后。我们的

消费者调查显示，过去两周，国内旅游信心回升了 60%。五一长假的游客

数量较 2019 年下滑了 53%，但相比 4 月小长假同比 61%的跌幅，已有所

回升（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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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旅游仍限于境内，出入境尚未开放。中国规定入境人员一律需居

家或在政府指定地点隔离 14 天。国际航班也受到严控，每家航司每周飞往

一个国家的航班不得超过一班，运力较疫情前下滑逾 90%。目前，酒店入

住率和国内航班运力开始逐步回升（见图 2）。但当前的出游模式与疫情前

相比有几点重要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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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短途游率先解冻 

游客的态度比较谨慎。短途游受到青睐，比如自驾或乘火车就近旅游。

需要搭乘飞机的远途游复苏更为缓慢，从五一长假的热门目的地上便可看

出[3]。去年，海南三亚排名第一，去那里基本只能选择飞机，今年三亚甚

至未进入前十。上海、广州和北京名列前三；“宅度假”也颇受欢迎（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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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消费者情绪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民众对国内自驾游（哪怕

路途超过 3 小时）的安全信心指数都很高。 

年轻一代热情更高 

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危害更大。因此，年轻人和单

身人士成为疫情后最早恢复出游的客群（见图 4），这也在意料之中。在清

明这个疫情平稳后的首个小长假，60%预订出游的人群低于 30 岁，大大高

于去年同期 43%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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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经济二者兼得，高端消费存在一定机会 

游客年龄层及总体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反映在消费模式上。在疫情期间，

中端和经济型酒店所受影响相对较小，现复苏也更快（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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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中国游客表示今年的旅游预算低于 1 万

元人民币，2017 年这一比例仅为 27%[4]。豪华酒店一方面受到新消费模

式的冲击，一方面又缺少国际商务旅客和会务需求，复苏最为缓慢。 

虽然预算不高，但并不意味着游客会为了追求低价牺牲旅游品质。麦

肯锡对新冠疫情下游客情绪的调查显示，中国游客现在最青睐的两种住宿

类型，分别是国际连锁经济型酒店和本地精品酒店，两种都属于价格合理

又较为舒适的类型。同时由于海外出境游受到抑制，国内高端酒店对部分

客群存在吸引力，例如五一期间，全国平均 ADR 明显高于 2019 年，部分

旅游目的地的高端酒店客房率一度维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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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中国旅游业有何趋势？ 

通过消费者情绪调查与市场观察，我们发现中国旅游业复苏之路上的

四个趋势。 

“金九银十”或迎全面复苏 

调查显示，少数游客会在初夏选择出游，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不会在

国庆假期（9 月底至 10 月初）之前去太远的地方。在大部分人看来，专家

的公告（54%）或学校全面复课（54%）是可进行远途游的可靠信号（见

图 6）。 

 

户外、美食、家庭三大主题 

民众出游依然谨慎，倾向于避开拥挤的热门景点。户外景点将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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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4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