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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旅游市场看当前旅游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

【要报要点】2024 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进一步复苏，

但旅游市场“旺季”客流波峰效应更加突出，旅游消费全面复

苏的基础还有待牢固。建议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削峰填谷

系统性策略；推进科技应用，鼓励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重

点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为旅游消费创造有利条件。

一、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恢复情况

（一）从国内旅游市场看，出游意愿强烈，旅游热度创有

统计记录以来新高。春节假期八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4.74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 亿元，同比增长 47.3%，按可比

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7.7%。从去年“五一”假期、中秋国

庆假期到今年元旦假期、春节假期，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

已经连续四个节假日双双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二）从出入境游市场看，短途市场恢复好于长途市场，

出游热门目的地更加集中。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数据显示，

出入境游均已接近 2019 年同期水平，以港澳短途周边市场为

主。按照香港和澳门接待内地旅客人次计算，前往港澳的游客

占内地出境游客总量的 63.6%，而疫情前的 2019 年这一比例为

46%。同样入境游客也以港澳为主，“港车北上”“澳车北上”

等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港珠澳大桥 “北上”港澳单牌车 8.8

万辆次，占比达七成。春节出国游热门目的地更为集中，以近

程亚洲国家为主，泰国、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澳大利亚、越南、英国和印尼，合计客流占假日期间出国

旅游者的 79.1%。疫情前的 2019 年，除去英国，其余九个国家

客流占出国旅游者的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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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消费需求特征看，则是既追求高品质，也关注性

价比；既注重功能价值，也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一是自驾

游习惯带动自由行逐渐形成。春节假期自驾出行人次较 2019

年农历同期增长 53.87%，远高于铁路 24.74%和民航 18.69%的

增幅。二是消费分层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旅游客单价整体恢

复较慢，呈现消费更加理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定制游价格上

涨，携程定制游春节订单均价约 2.8 万元，同比增长 24%；人

均 5300 元，同比增长 21%，精品行程、特色体验、细节服务的

精品小团受到家庭客群的欢迎。

（四）从旅游企业情况看，市场进一步分化，产品供给更

加多元、追求内涵和主题。今年春节旅游市场并非普涨，一些

景区和旅游企业甚至出现了同比下滑。业绩恢复较好的企业

普遍围绕民俗、非遗、烟花、市集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

创新内容体验。以中国旅游集团业务恢复情况为例，各业

态接待人次同比增速较快的分别是旅行服务、酒店、景区。

在地理位置相同的前提下，有内容、有场景、有创意的景区

明显更胜一筹。

二、当前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是旅游消费全面复苏的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牢固。尽管全

国总体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次已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但

收入恢复比例低于人次恢复比例 11.3 个百分点。国内游客单

价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91%，且恢复程度不及去年

中秋国庆及今年元旦假期。比如，海南机场离岛客流较去年同

期增长 23%，但离岛免税客单价同比下降 16.1%。这些现象既

与出境游持续恢复造成部分消费分流有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出游客消费预期改善不明显，旅游消费行为较为理性谨慎。

二是基础设施接待能力无法匹配消费需求的集中释放。以

海南市场为例，春节假期海南客流大增，客流同比增长超过

30%，基础设施和旅游资源接待能力接近饱和，酒店、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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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等供不应求，三亚、海口等地返程机票“一票难求”，出

岛轮渡无法满足大量游客出岛需求，短期内巨大的旅客流量导

致供需矛盾，消费体验感下降。

三是入境游市场占比较低，支付问题仍未有效解决。免签

政策带动入境游回暖，不少 OTA 平台显示，法国、德国、意

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增可免签入

境中国的国家游客增长明显，订单总计较 2019 年同期翻

番。但从历史数据看，疫情前这七个免签国家入境游客占

比不到 3%，前期基数比较小。外国游客普遍对移动支付接受

度较低，更希望使用刷卡和现金支付，上海政府参事课题组开

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401 家调研商户中安装外卡 POS 机占比

45%，不足一半，外卡 POS 机结算成本高是影响因素之一。从

国旅研究团队在香港调研了解的情况看，除受观念影响外，没

有国内电话卡和银行卡也是影响境外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的

关键因素之一。虽然支付宝等支持国外电话卡和银行卡绑定，

但在绑定过程中经常出现收不到验证信息等问题。

三、相关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增强旅游消费可持续性。一是加快

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细则，推进弹性、错峰休假，研究削峰

填谷系统性策略。二是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威数据和专业信

息的及时发布，尤其是节前的预订数据，有效引导居民合理流

动和有序出游，鼓励旅游目的地提升供应链动态能力，以客户

需求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产品结构调整来实现“淡季

不淡”“冷门不冷”。

（二）加快推进科技应用，鼓励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建

议一是大力支持冰雪游、海岛游、文博游、民俗游、邮轮游等

融合业态发展，鼓励旅游企业创新内容和场景，提升服务品质，

通过增加优质休闲度假目的地供给，推动假日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加快智慧旅游相关配套，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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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等在旅游场景的广泛应用，为消费者提供更透明的商品价

格、交通出行、旅游风险预警等实用信息，营造便捷、安全的

出游环境，进一步丰富旅游消费方式。

（三）加快重点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体验。

建议对中西部和海南等部分重点旅游目的地加大交通等旅游

基础设施配套，对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基础较差的旅游目的地

开发项目及配套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项目给予允许发行专项

债，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等政策支持。对影响境外游客入境游

体验的支付等关键环节，加快政策落地，定期开展境外游客国

内旅行体验调研，评估实施效果，并有针对性的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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