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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兼有战略产业、幸福产业、民生产业和朝阳产业属性，

本文重点聚焦近期我国旅游业发展新趋势，展开现象、成因及相

应发展建议分析。 

近年以来，我国旅游市场消费结构加快从观光游览向休闲度

假深度旅游转型；同时，旅游与相关业态加速融合，乡村旅游、

康养旅游、研学旅游等领域深入发展；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支撑，

沉浸式文旅等形式的智慧旅游加快发展；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下，

旅游市场恢复持续增长；城市 IP 引擎赋能文旅市场火爆，引领旅

游市场营销模式变革创新。 

从近期我国旅游业新趋势成因逻辑来看，我国居民收入整体

持续增长、消费结构明显优化升级，为旅游市场发展注入动力；

央地旅游业新政密集出台，赋能旅游业加快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助推产业经济数字化转型，为旅游业智慧化转型升

级提供技术支撑；旅游业界与普通民众对中华文化自信心、认同

感增强，助力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市场繁荣。 

展望未来，我国旅游业应以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巩固和优

化旅游业发展新趋势和新变化，着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结

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现有基础与未来形势，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各界

力量，还需采取有利举措推动休闲度假与体验旅游高水平发展；

多措并举巩固增强旅游市场复苏态势，促进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积极引领现代信息科技赋能旅游业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着力促

进“旅游+相关业态”深度融合创新。 

摘 要 

 

相关研究报告： 

1.《疫情影响减弱叠加出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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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分析》，20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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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性支柱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诗与远方”追求的幸福产业，拉动内需

增长与促进社会就业的民生产业，具有灿烂发展前景和持续发展动力的朝阳产业。2023 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在疫

情防控转段背景下呈现强劲复苏局面。从更广阔的产业发展研究视角来看，近年中国旅游业无论消费端的需求结构

升级、客源流量变化，还是供给端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转型、旅游业态更新，都呈现出新的有利变化。本文结合中国

旅游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聚焦分析了近年中国旅游业发展新趋势表现及其背后成因逻辑，进而研究提出

推进旅游业加快复苏与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以供读者参考。 

一、近期旅游业发展新趋势要览 

（一）消费结构升级——从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深度旅游加速转型 

从传统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深度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转型升级重要路径。休闲度假深度旅游的发展对旅游

目的地景观和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商业配套和人文环境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助于改善旅游目的地形

象、提升市场吸引力，从而有望为旅游目的地带来丰沛经济社会效益。 

近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加快从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和深度体验旅游转型，旅游度假区等相关载体数量加速增长

展示了这一迹象。2015 年以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等旅游项目新资源相继推出，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休闲度假需求。图 1 显示，2020 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批准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数量显

著增加，尤其 2024 年上半年批准 24 家创历年之最。 

 
图 1：历年新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原国家旅游局、文化和旅游部、互联网，远东资信整理 

民宿作为一种新型住宿，不仅提供传统住宿服务，而且给游客提供地方特色文化和自然环境体验，例如赏景度

假型民宿、农村体验型民宿、艺术体验型民宿等民宿产品，在我国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深度旅游的标志性载体。据公

安部信息，2023 年全国公安机关新增纳管乡村民宿 2.5 万家，接待旅客入住 1.21 亿人次，带动就业 89.3 万人。木

鸟民宿发布《2023 年度民宿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木鸟民宿平台房源量增至 175 万套，民宿订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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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92%。 

（二）业态不断丰富——旅游业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旅游业具有很强的产业融合属性，旅游与教育、医疗、康养、体育、农业农村、工业等各行业和领域不断融合

发展，形成研学旅游、医疗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新兴业态，深入推动旅游业多元化

发展和满足游客多样性需求。 

乡村旅游方兴未艾。全国乡村旅游数据监测中心显示，2024 年“五一”假期，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达 1.72

亿，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 518.17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8.9%和 12.3%。部分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成为旅游业重要部分、

乡村振兴的有利抓手。其中，2023 年甘肃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481.93 亿元，占全省旅游业收入达 17.6%。 

研学旅游快速发展。作为融合教育和旅游于一体的新型学习方式和旅游形式，近年国内研学旅游得以快速发展，

游客群体从中小学生逐步扩展到学龄前儿童、大学生以及中老年人等多样群体，涌现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学旅游项

目和品牌。例如中国旅行社协会批准的东华知行研学旅行基地、莲花山研学基地等多个全国研学旅行基地（营地），

依托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学生们提供丰富的实地学习体验机会。 

康养旅游积极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对健康生活的重视，老年人旅居康养需求持续增长，康养旅游显示

出巨大市场潜力。近年以来，贵州、山东、西藏、河南、湖南、浙江、四川、广东等多个省份开展了康养旅游示范

基地建设。从全国层面看，据国家林草局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全国 30 个省区市各地共有 96 个国家森林康养

基地、1321 个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 

（三）产业升级转型——智慧旅游业态加快发展 

智慧旅游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整合旅游

资源、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游客体验，实现旅游服务智能化、个性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旅游新业态与新模式。作

为旅游业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产物，近年我国智慧旅游业态深入发展，举例分析如下。 

旅游产品智慧化取得丰富成果。借助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等技术，沉浸式文化旅游产品在

国内市场快速兴起成为游客打卡热点，涌现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翱翔•飞跃地平线”、西安大唐不夜城“盛唐密盒”

等为代表的沉浸式文旅热门产品，让游客亦真亦幻地沉浸于形象化的文化图景与自然景观之中，深度体验旅游目的

地文化与自然特色。 

智慧旅游项目试点深入推进。2023 年以来，全国首批“5G+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全国首批智慧旅游沉浸

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智慧旅游试点项目涌现，如“故宫博物院”小程序智慧开放试点项

目、上海天文馆（元宇宙时光机）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等，推动了数字技术与旅游业态的加速融合。 

（四）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市场规模恢复持续增长势头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国旅游业市场规模长期维持稳定增长。2020 年至 2022 年，受新冠疫情及其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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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举措、民众旅游消费意愿变化影响，国内旅游市场断崖式下滑。2023 年以来，疫情防控政策转段，旅游消费

相关政策调整优化，旅游市场强劲复苏。2023 年国内出游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93.3%、140.6%；2024

年一季度则分别同比增长 16.7%、17.0%。图 3 显示，2023 年一季度以来，国内旅游人次同比增速已连续 5 个季度

维持正增长，明显扭转疫情期间基本持续负增长势头（2021Q1、2021Q2 同比正增长），表明后疫情时代国内旅游

市场再度迎来持续增长局面。 

 

图 2：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变化 

注：2024 年第二季度国内旅游数据未见公布。 

资料来源：文化与旅游部，远东资信整理 

 

图 3：中国各季度国内旅游市场增速曲线 

资料来源：文化与旅游部，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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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旅游市场复苏态势强劲。2020 至 2022 年疫情期间，我国出入境旅游发展近乎停滞。从最新变化来看，受

惠于中国对外免签政策松动 0F

1等因素，入境旅游市场强劲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入境

外国人 146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7%。其中，通过免签入境 85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0.1%。出境旅游方面，

中国旅游研究院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出境游客超 8700 万人次，恢复至 2019 年 1.55 亿人次的约 56.1%，预计 2024

年达 1.3 亿人次。 

 
图 4：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等，远东资信整理 

 
图 5：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互联网，远东资信整理 

（五）营销模式焕新升级——城市 IP 流量撬动旅游市场瞬时升温 

                                                 

1 2023 年以来，中国明显扩大免签国家名单，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卢森堡、比利时、波兰、爱尔兰、新西兰、澳

大利亚等部分国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并与泰国、波黑、新加坡、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等多国缔结互免签证协定。 

0

4000

8000

12000

16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3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0

3000

6000

9000

12000

15000

18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万人次

国内居民出境旅游人数（左轴） 国内居民出境旅游人数：同比



 

    

                      6/ 10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远东研究·行业研究 

 2024 年 7 月 26 日 

全国多城出现以高流量 IP 赋能文旅市场强势升温的典型案例。2016 年以来，北京故宫文创、重庆洪崖洞、长

沙茶颜悦色、西安大唐不夜城等文旅 IP 相继“爆红”。尤其 2023 年以来，淄博烧烤、贵州“村超”、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上海《繁花》、天水麻辣烫等现象级文旅 IP 加速涌现，从增强经济动能、提升区域形象等多个维度助力城

市发展繁荣。 

相对于传统营销模式，高流量 IP 赋能文旅市场火爆背后是以小视频、直播电商等数字化和智能化营销的支撑。

2016 年以来，小视频和直播电商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成为互联网内容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行各业深化营销模

式变革的重要载体。小视频、直播电商等网络传播的大众化、实时性、互动性、个性化、社群化等特征优势，提升

和改善了全行业市场营销效率和方式，增强了创造城市文旅 IP 热点、实现文旅市场消费规模跨越式增长可能性。 

表 1：一组城市（含县城）文化 IP 引爆旅游消费市场案例 

地名 当地文旅 IP  
文旅 IP 最初

火爆年份 
带动旅游消费情况 

淄博 淄博烧烤 2023 淄博 2023 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约 630 亿元，同比增长 68.42% 

榕江 贵州“村超” 2023 2023 年，榕江接待游客 765.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6%，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83.98 亿元，同比增长 73.94% 

哈尔滨 
第二十五届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 
2023 全市 2024 年元旦假期旅游订单同比增长 158% 

上海 《繁花》 2023 据携程平台，《繁花》开播以来至 1 月 5 日，上海私家团、跟团游产

品预订单量分别环比增长 75％、30％ 

天水 天水麻辣烫 2024 
2024 年 3 月至“五一”假期，天水市接待游客人次（1338.17 万）和游

客旅游花费（76.9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5.69%、36.52% 

资料来源：互联网相关报道，各地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远东资信整理 

二、旅游业新趋势成因与背景诠释 

综上所述，近期旅游业发展总体呈现融合化、智慧化等具有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变化趋势，其背后拥有科技、政

策、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的推动。 

（一）宏观经济韧性增长大背景下，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和可选消费产业，具有愉悦民众身心、满足民众求知探新猎奇欲望、增强文化修养等功能

特征，是人民群众在满足温饱需求（物质类需求）基础上，满足发展和享受型需求（精神类需求）的重要途径。居

民收入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能为我国扩大旅游市场消费需求、带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随同 GDP 增长而持续增长，

从 2013 年 18311 元增至 2023 年的 39218 元，累计名义增长 1.14 倍；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向高层次、多元化方向发

展的趋势。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12114 元，同比增长 14.4%，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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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从实物商品加快向服务消费拓展。 

 
图 6：中国居民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变化 

注：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越低表明居民消费结构越高级，国家越富裕。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

30%~40%为全面小康、20%~30%为基本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2023 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7：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远东资信整理 

（二）央地政策赋能旅游业加快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探寻“诗与远方”精神文化需求的幸福产业，促

进社会就业和乡村振兴、老城改造的民生产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从近期政策出台来看：2021 年 12 月国

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发出“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战略号召；2023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了加大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激发旅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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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求等五大举措；2024 年 5 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的《智慧旅游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推进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创新发展。2023 年以来，山东、辽宁、湖北、云南、广东等多个省

份出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或旅游强省建设相关规划、意见或行动方案。 

综合来看，近期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的旅游业相关政策，从刺激旅游市场消费、改善旅游资源供给、加强科

技和绿色赋能等不同角度，推动旅游业加快整体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三）现代信息技术助推旅游业智慧化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信息科技发展及应用居于世界前列。《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显示，我国 5G、千兆光纤网络

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备，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居于世界领先，人工智能产业应用持续推进，移动物联网络

用户数量大增。《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 年）》显示，我国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扩容提速，算力总规模达到 230EFLOPS，

居全球第二位；先进技术、人工智能、5G/6G 等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高性能计算持续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信息科技进步是旅游业创新发展重要动能，为推动旅游体验丰富化、助推旅游管理精细化、增强旅游市场供

需对接效率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包括

沉浸式旅游、智慧酒店、文旅 IP 流量营销等旅游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四）旅游业界与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自信心、认同感持续增强 

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社会进步发展，国民对中华文化自信心、认同感显著增强。具体从旅游业运行视角而

言，这既包括众多旅游景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与继承，例如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苏州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天津古文化街、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开发等；又包含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和创造性转化，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托丰富的明清宫廷文化资源，将现代时尚与古典文化交相融合推出文创手串、

故宫口红等热销“故宫文创”产品，实现文化传承与市场效益双重提升，西安大唐不夜城成功实现盛唐文化与现代

潮流互为融合，成为充满文化旅游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 IP 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其正确舆论宣传，增强了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之林的竞争力

和软实力；加之疫情防控转段以来，我国拓宽免签政策覆盖国家范围、放松跨境防疫政策等，刺激了近期海外潜在

游客来华旅游欲望，推动了近期入境旅游市场强劲复苏。 

三、顺应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旅游业复苏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开启了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成为引领中国巨轮行稳致远的重要制度引擎。展望未来，中国旅游

业要以二十届三中全会重要精神为战略指引，进一步巩固和优化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稳步加快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步伐，着力实现旅游强国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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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深入推动度假休闲与体验旅游高水平发展。结合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加强休闲度假与体验旅游区域规划建

设及其实践，提升旅游度假区管理效能与服务质量。注重以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旅游度假示范区建设，发挥示范

区“开路先锋”作用，以丰富和成熟经验辐射带动周边旅游度假功能区域建设和发展。强化各省、市、自治区重点

旅游度假区品牌塑造和宣传，改善重点旅游度假区品牌形象，提高其社会影响力。改善国民旅游休闲条件，合理保

障广大工薪阶层等潜在游客休假权益，满足休闲度假与体验旅游目标群体休闲度假需求。 

二是多措并举巩固增强旅游业复苏态势。以省级、市级等行政区域的发展改革、旅游管理等部门为主体，高度

注重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合理规划及其实质性开发建设，合理提升区域文化和旅游资源禀赋价值与品位，增强区域

重点旅游资源的市场吸引力。充分重视区域重点旅游景区和文化街区、旅游集团、星级酒店和旅行社等重要企业和

载体旅游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旅游高峰期应急管理能力，防范旅游市场运行风险。合理利用旅游市场消费刺激政策

带动潜在游客消费，增强旅游淡季旅游企业获客能力。合理策划和设计具有差异竞争优势和代表地方文化特色的城

市文旅 IP，合理引导能推动城市文旅 IP 流量变现的小视频、直播电商等网络营销，防范文旅 IP 竞争热潮下的盲目

无序竞争。充分发挥免签政策、跨国文化交流等作用，合理引导国际舆论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以及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丰富多姿的旅游资源，巩固提升国际旅游市场复苏成效。 

三是积极引领现代信息科技赋能旅游业智慧化发展。抓住智慧旅游政策和市场机遇，加强 5G、AI、VR、AR

（增强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在旅游景区、旅游饭店和旅行社、旅游交通等领域应用推广

力度，深入推动旅游产业实现管理和服务方式“智能化”，提高旅游市场管理效率，提高旅游产品多样化和旅游服务

个性化、精细化水平，改善游客观光游览与休闲与度假旅游体验，扩大各地知名景区等旅游品牌宣传效应，激发区

域旅游市场发展动力。 

四是深入促进“旅游+相关业态”融合创新。高度重视旅游业与相关业态融合作为未来旅游业态丰富多元发展

的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医疗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会展旅游、研学旅游等旅游业丰富业态。

借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机制，有序促进“旅

游+相关业态”融合创新的国际化发展，营造“旅游+相关业态”融合发展方面的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互补共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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