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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 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新冠疫情的
冲击下，旅游业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出境游也
按下了重启键，旅游业能否从此走出阴霾，迎来
春 天 ？ 在 新 形 势 下 ， 中 国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趋 势 如
何？又该如何实现振兴和繁荣？

■旅游业将于今年年底进入正常
发展轨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旅游集团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假期，中
国国内出游人次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42%，旅游收
入恢复至同期的 35.1%。然而短短 20 天后，春节假
期的出游人次便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 88%，旅游收
入恢复至 73%。“2023 年春节是我国对新冠病毒感
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第一个公共假期，春节
假期 7 天共有 3.08 亿人次出游，实现旅游消费 3758
亿元，成为 2020 年以来旅游业最好的春节假期。”
在 2 月 24-25 日世界旅游联盟举办的“世界旅游联
盟·湘湖对话”论坛上，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如是说。

令人振奋的数据不止这些。中国旅游集团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全国累计接待游客 613 万人
次，同比增加 62%，比疫情前同期增加了 5%；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26%，超过了疫情前水平。“中国
旅游市场反弹势头非常强劲。”中国旅游集团董
事、总经理王海民说，“开年市场的平稳回升奠定
了 今 年 中 国 旅 游 市 场 稳 开 高 走 、 逐 步 回 暖 的 态
势。从元旦到春节市场快速大幅度恢复，预示着
今年‘五一’、暑期、‘十一’假期的旅游市场更
值得期待。”

2 月 6 日，中旅旅行、携程、广之旅、春秋、
凯撒等旅行社组织了多个出境旅游的首发团，中
国游客在菲律宾、泰国等地受到了隆重欢迎。戴
斌 认 为 ， 这 极 大 提 升 了 旅 游 消 费 预 期 和 市 场 信
心，进一步奠定了全年稳开高走、持续回暖的市
场基础。

基于宏观政策以及对居民出游意愿、员工招
聘、企业家信心等先行指标进行综合研判，戴斌
认为，有理由对 2023 年全年中国旅游市场保持乐
观预期，“我们预计，全年国内出游人次、旅游消
费、出境旅游人数分别会恢复到 2019 年的 85%、
75%和 40%，并于年底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和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

另外，从消费潜力看，中国旅游市场未来也
更加值得期待。据统计，中国年收入超过 16 万元
的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已达到 1.38 亿户，到 2025 年
还 将 新 增 7100 万 户 。 去 年 中 国 住 户 存 款 增 加 了
17.80 万亿元，是 2021 年新增存款数量的 1.8 倍。“这
些都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巨大。随着消费信心的
进一步回升，广大中国消费者走出去旅游购物的消
费 意 愿 必 将 推 动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旅 游 市 场 加 快 复
苏。”王海民说。

“2019 年，中国旅游业贡献了 3.34 亿个就业岗
位。我们预测，未来十年，旅游业将持续创造出
1.26 亿的就业岗位，会以 5.8%的增速来推动全球经
济的发展。”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会亚洲区总监
王小石说。

■消费和认知引领旅游业发展新
趋势

旅游市场恢复不会一蹴而就，中国旅游市场
的复苏也并非简单地回到过去。过去 3 年，旅游市
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旅游消费呈现出新
的特点，人们对旅游的认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意味着中国旅游的复苏将会经历必然的波折和
挑战。

戴斌指出，过去人们对旅游的认知是，走得
越远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而今，人们更愿意欣
赏身边的美丽风景，体验日常的美好生活。“人生
何时不出游，神州处处是风景”将会成为常态。
同时，出境游消费也会趋于理性。反向旅游、“平
替”旅游、宅度假、微旅游等看上去是“个性”，
本质上则是“理性”，底层逻辑将会回归到成本收
益框架下的消费选择。

戴斌进一步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大众旅游全
面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主要特征：一
是市场在下沉。去哪儿网数据显示，其客群中购
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主力人群年龄在 20 至 25 岁，
呈降低趋势，而且涵盖到 1827 个县级市。二是消
费在升级。“赶大鹅”式的旅游正在成为历史，越
来越多的散客取代了团队游客，标准化服务正在
向个性化服务转变。“此类旅游行为必然会影响商
业供给和产业动能的创新，进而会影响产业政策
和规则体系的调整。”

王小石看到，商务旅行和休闲旅行也在越来
越密切地相互结合，很多人会在出差之际停留几
天去旅游。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且受疫情影响，
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远程办公，甚至诞生了一批
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他们一边旅行，一
边通过互联网远程工作，被称作“数字游民”。今
年 1 月，西班牙开始发“数字游民”签证，允许外
国游客来西班牙，一边旅行，一边远程工作。

消费习惯的新变化不一而足。王海民指出，
疫情前，在线旅游平台(OTA)的发展曾对传统旅行
社 带 来 了 巨 大 冲 击 ， 然 而 疫 情 期 间 ， 抖 音 、 快
手、小红书等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兴起，又对 OTA
造成了分流，让传统旅游资源端的景区、旅游目
的地、酒店、旅行社、旅游零售有了新机会，可
以通过直播渠道与消费者直接连接。

■旅游业数字化发展成为必答题

亚太旅游协会前任主席、执行理事会成员黄
顺 华 介 绍 ， 今 天 的 世 界 已 经 是 数 字 化 的 世 界 。
AI、混合现实、元宇宙，以及最近被热烈讨论的

ChatGPT，数字化技术发展之迅猛令人咋舌。数字
化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如何通过数字
化的工具为旅游业带来个性化的服务支持？

在阿里云智能国际事业部 MNC 大客户部总经
理宋瑛桥看来，用数字化赋能旅游行业，有三个
关键词：全域、智能和体验。数字化应该是对游
客 、 景 区 和 监 管 各 方 面 全 覆 盖 的 ， 应 该 是 在 游
前、游中以及游后各阶段全实现的，从电子门票
到个性化推荐，到藏品的销售等各环节，都要实
现智能化。数字化构建了全域的、智能的旅游状
态，让游客可以有沉浸式的体验。

腾 讯 云 副 总 裁 、 文 旅 行 业 总 经 理 方 腾 飞 认
为，ChatGPT 等通用 AI 能力和文旅行业的嫁接，
将有助于社会效益的提升，会带来生产方式的改
变。首先，在未来 2 至 5 年，OTA 和开放式电信平
台(OTP)的存在形式或许会发生改变，人们计划出
行，不再需要登录 OTA 平台，只需通过一个语音
入口描述自己的需求，通用 AI 能力就可以基于科
学的决策模型，给出旅游建议。其次，随着旅游
咨询和预订服务入口的改变，旅游产品形式也会
相应发生变化，从标准化转向定制化。以低成本
高 效 率 的 方 式 提 供 更 具 个 性 化 的 解 决 方 案 。 再
次，旅游服务的传递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导游、
导览、导购等服务大概率会被通用 AI 助手取代。
在博物馆、美术馆、景区等场所，通用 AI 助手能
够提供严谨风趣的导游讲解服务，甚至可以跟游
客进行深入对话，提供更精深的信息。

“可以预计，协助客户交互完成旅行计划和产
品的预订将成为新的引流渠道，传统旅游业与新
科技渠道结合，将使游客对优质旅游资源的触达
更加直接、可靠、有效，更加唾手可得。”王海民
说。

■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
优势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戴斌表示，“人山人海吃红利，圈山圈水收门
票”的旅游发展模式已经过去了。自住、自驾、
个性化、多样性的当代需求，要求互联网、人工
智能、5G 通讯和现代金融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推进现代旅游业的建设和高品质发展的新时代已
经到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需求侧牵引的智
慧旅游已经进入消费场景建设的全新阶段，今后
将走向供给侧驱动的现代旅游业。

在戴斌看来，现代旅游业意味着产业分工的
深化，产业链条的延长。大型企业的发展，中小
型企业的专业化经营和小微型企业的协同创新，
将共同构成产业体系的生态。“面对全球旅游业的
竞争，我们必然会清醒地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则是第一动力。新领
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是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据 《中国青年报》 本版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旅游观察：旅游业的春天来了吗？
夏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