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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序推进入境旅游重启的建议

【要报要点】随着国内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全

面停摆的出入境游进入有序复苏进程，但与国际市场相比，我

国入境游复苏明显滞后。对此，本期要报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

重视入境游、优化入境旅游政策、创新旅游产品、升级中国旅

游目的地推宣战略打造行业健康生态，稳步推进入境旅游复苏。

一、国际入境游旅游市场现状

（一）国际入境旅游快速复苏。全球视角下，随着放松入

境管制和解除旅游限制，国际旅游快速反弹。世界旅游组织预

测，2022 年国际旅游规模达 9.17 亿人次，恢复到疫情前的 63%。

2022 年下半年每月恢复速度明显快于上半年。预计 2023 年国

际旅游有望恢复到疫情前的 80%至 95%。

（二）区域复苏不均衡。由于防疫政策不同，欧美目的地

率先复苏。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欧洲的市场份额从 2019

年的 51%，上升到 2022 年的 64%，美洲市场保持在 15%左右，

而亚太地区从 2019 年 25%下降到 9%。但同时也能看出亚太有

较大的增长潜力。

（三）我国入境游市场复苏滞后，疫情前已出现增速放缓、

消费力强的游客比例偏低等问题。从 2002 年到 2019 年我国入

境游接待人次复合增速 2.3%。2019 年我国入境游旅客规模为

1.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2.9%，较全球入境游平均增长水平的

3.7%来说仍然偏低。同时，入境游客中扣除港澳游客，真正有

消费能力、高净值的外国游客的比例也较低，入境游带来的收

益不高。2018 年入境游客 14120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 4795 万

人次，企业调研中了解到，扣除缅甸、越南等国家日常来往的

边民，真正有消费力的外国游客数量估计在 2500 万人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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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境游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际游客仍对中国目的地有信心，期待中国的入境

游市场的开放。2022 年 9-11 月期间，中国旅游集团下属旅行

服务事业群对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1 家客户就客源市场

赴华旅游需求情况进行了深度沟通。总体看，客源市场对中国

旅游兴趣不减，其中俄罗斯、美国、荷兰、瑞典、法国、西班

牙、意大利等多国客户对中国旅游表达了较强烈的兴趣。

（二）新型旅行方式逐步兴起，入境游停留时间有望进一

步增长。疫情加速了远程办公的推广，国际消费者将学习、工

作和旅游结合的意愿增强，旅行停留时间增长。世界旅游理事

会数据显示，2019 年国内旅行平均时长为 4.45 天，国际旅行

平均时长为 9.22 天，2021 年超过 52%的全球旅行者表示喜欢

在目的地停留更长时间。同时入境散客化、需求碎片化趋势明

显。根据业内人士估计，跟团游占入境游市场的比例大致为

30%，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欧美游客以度假深度游为主，

更倾向自由行，旅行节奏舒缓、随性，因此需求也更多样。

（三）旅游企业缺少发展入境游动力，产品国际竞争力和

人力资源或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部分旅行社从业人员反映，

近年来入境游市场投入有限，企业受签证政策、成本上升、旅

游产品老化、缺少有历史性和文化价值的产品、基础设施不完

善、环境污染、人员青黄不接等问题影响，潜在旅游资源无法

转化成满足外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入境游的意愿

不强。尤其是疫情期间，大量有经验的入境游从业人员流失，

对市场重启造成一定的制约。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效解决过去入

境游产品较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价格偏高，而服务品质又较日本

偏低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入境游的国际竞争力。

（四）海外目的地营销重启，需要重点关注营销渠道重构、

营销效果。疫情前海外目的地营销已出现缺少专业性和针对

性、渠道不精准、方式陈旧、不能将入境旅游产品很好的传递



3

给国外游客以及重复营销导致资源浪费等问题。后疫情时代如

何重构海外目的地营销体系，提升推广效益，值得深入研究。

三、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提振入境游的政策支持。

一是可借鉴日本的经验，把发展入境游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建立跨部委协调议事机制，统筹推进疫后行业复苏，出台振兴

入境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二是在政策上争取对入境游业务实施

减税、免税或专项资金支持，释放“稳市场、提信心、促发展”

的信号。三是尽快重启国际旅游签证，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

下，提高电子签证覆盖率，简化签证手续，降低签证费用，提

升签证申请便利性。四是鼓励和支持行业头部企业承担政府项

目和活动，积极主办和承办大型文旅交流活动。

（二）升级中国旅游目的地推宣战略。一是统筹对外宣传

和旅游推广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国家旅游形象传播推广

提质增效。在宣传内容上要选择独特的视角和符合当地受众习

惯的叙述方式，渠道上要选择国际游客喜爱的主流社交平台。

二是推动企业在海外目的地营销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设立国

家入境游发展基金，引导入境游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数字

化水平和服务水平。对组织单位赴客源国参展及组织海外行业

组织来华深度考察体验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提高企业积极

性。如疫情期间，中旅旅行研发线上培训课程，全面系统介绍

了中国文化和旅游资源，受到了欧洲多国专业旅行商的好评。

（三）深入研究外国游客的需求，创新旅游产品。一是通

过签证中心、旅游办事处等驻外机构，开展疫后需求端调研，

升级国际旅游服务接待体系，使产品更符合国际游客的需求。

二是通过试点打造一批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推动入境游创新发

展，如将海南作为入境游重点地区，参考途易开发西班牙马略

卡岛的模式，打造端对端的闭环服务，使其成为国际游客度假

圣地。三是挖掘文化特色，发展特色旅游。以博物馆为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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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物馆资源丰富，由于缺少多语种讲解、线路规划等，导致

很多博物馆不是入境游客首选，所以博物馆产品的升级也应引

起高度重视。例如在疫情期间，中旅旅行打造的西班牙语文博

精品线路，获得了西班牙市场的好评，类似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四）进一步规范入境游市场，打造行业健康生态。行政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应通力协作，提高入境游行业服务

标准化水平，营造良好的行业环境。同时，通过专业培训、技

能评比等方式，提高涉外旅游服务人员的专业服务水平和接待

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入境游产品质量和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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