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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开局 旅游业新年迎“开门红”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1 月 07 日 记者 韦夏怡

元旦假期告一段落，2021 年正式拉开序幕。在刚刚过去

的小长假中，旅游市场出游防疫两不误。在坚持不放松、提

高警惕，继续紧抓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游客安全出行同时，

各地也迎来了新一年“红红火火”的新开局。

供需两旺 各地旅游新年迎“开门红”

元旦假期期间，各地文旅行业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积极

适应市场变化，旅游市场纷纷迎来新气象。

“网红”海南三亚市旅文局发布的元旦小长假旅游接待

情况显示，1 月 1—3 日三亚接待游客 40.74 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 9.64 亿元。海南省 7 家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含

有税）更是超过 5.5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0%。

具体来看，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 月 2 日，三

亚市进出港旅客32.23万人次。其中火车站进出站旅客13.55

万人次；凤凰机场进出港旅客 18.68 万人次。2021 年 1 月 1

至 3 日，三亚接待游客 40.74 万人次。抽样调查显示，三亚

旅游饭店平均开房率为 69.44%。

除了海南，各省市旅游市场也“红红火火”。贵州省元

旦节假日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656.2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约 36.14 亿元。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元旦节假

日期间，民航累计进出航班 1193 架次，进出港旅客 14.48

万人次；铁路累计进出列车 1148 趟车次，接送旅客 61.5 万

人次。此外，元旦节假日期间星级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



提升，纳入监测的 143 家旅游饭店平均出租率为 42.44％，

平均出租率超过 70％的有 18 家，省内一些主题酒店和旅游

精品客栈“一房难求”。

来自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全省元旦假期共接

待游客 1025 万人次，旅游收入 42.54 亿元。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栾川、林州等重点旅游市县以及龙头景区的游客

量、旅游收入增长迅猛。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老君山景区

共接待游客 2.4 万人次，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1500%，旅

游收入 541.8 万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3736%；云台山

景区共接待游客6.72万人次，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967%；

方特欢乐世界共接待游客 2.58 万人次，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增长 96.63%。

热门旅游目的地广东和广西也收获颇丰。来自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 748.26

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 53.11 亿元。广西旅游大数据显示，

全区接待游客中，区内游客占比约为 63.4%，广东游客占比

约为 13.7%，区内游客成出游主力军。

截至 2021 年 1 月 3 日下午 2 点，广东省元旦假期三天

共接待游客 1169.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67.5 亿元。尤其

假期的前两天，客流量就达到了 119.78 万人，相较于去年

元旦假期同比增长 84.3%，营收 1.797 亿元，同比增长 51.8%。

此外，山西省也在元旦假期接待游客 628.96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22.01 亿元。

马蜂窝旅游发布的元旦小长假旅游消费数据显示，经历



了 2020 年的疫情影响，元旦小长假走出家门的中国游客不

仅更重视安全质量，更舍得在旅游消费上花钱。数据显示，

元旦小长假期间，平台上各品类产品平均客单价均有不同幅

度的上涨，其中酒店预订客单价相比去年同期上涨 32%，当

地游平均客单价同比上涨 12%。

来自携程数据也显示，元旦假期期间，全国多地一房难

求。3 星级酒店价格同比增长达 23%；4 星级酒店价格同比增

长达 21%；五星级酒店价格同比增长 17%。按酒店间夜量排

序，上海、北京、杭州、长沙、南京、三亚、广州、厦门、

重庆、哈尔滨位列前十。

短途游、本地游仍是主流 “00 后”成出游主力

通过比对携程平台用户搜索关键词，机票、火车及酒店

预订数据可以发现，今年元旦小长假期间，虽然全国范围内

偶有疫情出现，但市场整体呈现平稳有序格局，在“限流、

预约和安全防控”的措施下，群众出游意愿稳步回升。

综合来看，基于当前疫情防控需求以及高速公路不实行

免费通行等政策影响，短途游、本地游仍是主流出游方式。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介绍，元旦期间各类深度游、

温泉滑雪、私家团等产品销售超过预期，拉动了旅游度假产

品客单价的整体上涨，温泉和滑雪仍是马蜂窝旅游 APP 上搜

索热度最高的旅游玩法。

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河南省各地推出一批高品质冬

游产品，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泡温泉、观冰挂、滑雪等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项目。洛



阳白云山推出“冰雪奇遇季”，高山雪景令游客震撼。林州

市通过增加写生基地供暖设施，解决了冬季写生留不住人的

问题。而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临近，国内冰雪运动热度

持续上升，滑雪热门目的地张家口市酒店也“一房难求”。

携程数据显示，五星级酒店间夜量同比激增 1005%、四星级

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 561%、三星级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

1076%。

出游人群方面，来自携程平台的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出

游群体年龄分布中，“60 后”占比 3%、“70 后”占比 8%、“80

后”占比 16%、“90 后”占比 39%、“00 后”占比 34%。其中，

女性用户占比 52%略高于男性用户的 48%。“90 后”和“00

后”组成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今年元旦假期的出游绝对主力。

山西省文旅厅数据也显示，青年游客成为主要客源。元旦假

日期间，山西省接待游客的年龄段分布情况为：26—35 岁占

比最高，为 33.23%；其次为 36—55 岁年龄段和 19—25 岁年

龄段，占比分别为 24.8%和 18.64%。

激活内需动力 旅企新年谋复苏

受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旅游行业遭受较

大冲击。行业内企业经营压力增大，不仅面临现金流的收缩，

还承受人工成本、房租成本等较大的刚性成本支出。2020 年

前三季度，景区类、酒店餐饮类和旅行社类企业多呈现亏损

状态，旅游发债企业为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必要的资本性支出，

融资规模有一定增长。联合资信分析师杨学慧指出，2020 年

前三季度，旅游发债企业债券市场融资规模为去年全年融资



额的两倍多，行业债务负担有所加重。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

化，国内游在不断恢复中，同时考虑到疫情的预计持续时间，

出入境游仍将受到较大影响，短期内行业内企业经营压力仍

然较大，2020 年旅游企业全年业绩预计以亏损为主，亏损局

面或将延续至 2021 年上半年。

近万亿出境游消费需求回流，正在为国内旅游市场带来

全新的发展机遇，并加速推进旅行社旅游产品品质化升级。

而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2021 年聚焦国内游的旅游行业

仍将面临持续考验。发掘内生动力，激活内需市场逐步复苏

仍然是旅游业的主方向。其中，新营销、数字化升级更成为

当前转型突破的新助力。疫情常态化期间，云旅游、直播带

货为旅游企业拓展出了新场景、新发展空间。而基于 5G 技

术的智慧文化和旅游系统建设，在产品打造、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新体验、新营销、市场管理、产业延伸等方面正加速

文化和旅游新方式的出现。国务院常务会议 2020 年 11 月确

定了支持“互联网+旅游”发展的系列措施，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尤其是要建设智慧

景区，通过做好分时预约、流量监测和数字导览等服务，更

好地服务大众旅游的需求；2020 年 12 月 23 日，文化和旅游

部资源开发司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借助互联网力量做好整合

营销，宣传推广一批新兴的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地。冯饶分

析，随着各大目的地和旅游景区景点对旅游线上内容的重视，

多元化产品服务和个性化旅游需求之间的信息差被进一步

弥合，越来越多适应并满足新兴小众旅游需求的旅游产品将



被推向市场，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元旦假期刚刚过去，春节假期悄然临近。不过，当前游

客如何安全出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1 年元旦春节文化和旅游假

日市场工作的通知》，要求统筹做好文化和旅游疫情防控和

假日市场工作，助力旅游市场恢复和发展，坚决遏制文化和

旅游活动中出现餐饮浪费现象，实现假日市场“安全、有序、

优质、文明”的目标。继续执行“75%”的政策，即景区接

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剧院等演出场所观众人

数不超过座位数的 75%，上网服务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游

艺娱乐场所接纳消费者人数不超过核定人数的 75%。业内人

士提醒，对于低风险地区的居民来说，元旦、春节期间需要

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不必要出行，非必要不安排出境旅游，

不要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2021 中国旅游向内发力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 年 01 月 04 日

2021 年开始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中国旅游仍

将面临一定的发展压力，但是，这也将是中国旅游业充分发

掘内生动力的一年。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

国旅游业练内功、谋转型、寻生机，向新求变，逐步复苏。

中国旅游业界近年来逐渐探索出的品质化、科技化、品

牌化发展之路，已越走越清晰。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将是中国开启新旅游发展之年，中国旅游向上、向前发展

的势头不会改变。

红色旅游大发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红色旅游必将迎来大

发展，为国内旅游高质量发展添上一把火。目前，为了向更

多的游客宣传当地的红色名片，讲好当地的红色故事、发展

故事，许多地方已积极着手制定红色旅游发展新规划。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红色旅游出

游人数超过 1 亿人次，整个“十三五”期间，红色旅游在国

内旅游市场中维持 11%以上的市场份额。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历程，我国红色旅游已形成“红色+绿色”“红色+民俗”“红

色+乡村”等多种融合发展模式，成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

重要途径，也将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此外，近年来，参与红色旅游的游客呈现出年轻化、家

庭化趋势，红色旅游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课堂”。

唯以品质定胜负



在过去的一年里，出入境游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国内游

成为中国旅游市场上的绝对主力。庞大的消费需求固然存在，

如何真正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依然是困扰大多数国内

景区、景点的难题。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特殊发展背景，让

国内许多已习惯于“靠天吃饭”的旅游目的地深刻意识到，

仅靠先天的旅游资源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

这一年里，人们的旅游消费习惯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安

全性、私密性、个性化的追求，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

价格不再是游客出行决策中最重要的砝码，人们更加注重产

品品质和体验，并愿意为高品质、好服务买单。这客观上推

动了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升级，旅游业的疫后复苏不能是旧有

发展模式的重复。“高质量发展”被各旅游目的地频频提及，

推动旅游业“高水平复苏”，成为各地旅游发展的指导方针。

正如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秦定波所言：“旅游已成为一

种流行的生活方式，但品质才是旅游业的灵魂。”2021 年，

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将迎来复苏、重生，旅游业的竞争将会

更加激烈，而品质将成为比拼的唯一筹码。

“加分项”比重越来越高

“了解一个地方，不妨从旅游开始。”近年来，作为展

示一地城市形象的窗口，旅游业日益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

不仅体现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是当地绿色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在旅游业强大的带动作用。

2020 年，各类直播售货发展得如火如荼，无论是在助力

贫困地区产品销售中，还是在地方特色旅游商品展示中，当



地的旅游资源既是重要的“媒介”，也是独一无二的商品，

更成为当地提升知名度的重要途径。相对于经济、文化、历

史等而言，旅游是一座城市的“加分项”，如今，它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高。

旅游即生活。2021 年，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旅游业将延

续其幸福产业的特质，也将成为一座城市“宜居指数”“幸

福指数”的重要参照。

“数字化”助力升级

2020 年年初，数亿居家抗疫的中国人共同参与了各类

“云旅游”“云看展”“云购物”，通过线上的方式旅游，

这成为 2020 中国旅游业发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同

程艺龙副总裁白志伟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加速了中国

旅游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进程。此后，许多旅游目的地加快

了各自的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给旅游业带来助力，这一点在浙江杭州体现得尤

为显著。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首批 15 个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示范城市之一，杭州充分利用“互联网+”拉动文旅

新消费，这是其文旅产业能在全国领跑的重要原因。通过组

织直播带货、依托网络平台推出文旅消费项目、推出“20 秒

景点入园”“30 秒酒店入住”等智慧旅游应用场景等，杭州

的旅游业快速恢复，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恢复程度最

高。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支持“互联网+

旅游”发展的系列措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尤其是要建设智慧景区，通过做好分时

预约、流量监测和数字导览等服务，更好地服务大众旅游的

需求；2020 年 12 月 23 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负责人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将借助互联网力量做好整

合营销，宣传推广一批新兴的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地。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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