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4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远东研究·行业研究 

 2023 年 9 月 22 日 

 

 

 

 

 

 

 

 

  

疫情影响减弱叠加出游限制“松绑”，旅游市场显著升温 

——中国旅游业运行现状与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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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十四五”旅游业发

展规划》发出建设“旅游强国”的号召。2020 年以来，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旅游消费政策总体呈现从限制到放开的变化。从

产业建设角度，近年文旅部陆续制定政策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行业总体运行方面，疫情前，旅游业受惠于经济增长、政策支

持、基建改善等多因素呈现持续较快增长；疫情三年（2020-2022）

旅游业受损，国内游缩水严重，国际游基本停滞；2023 年以来受

疫情减弱下的消费政策松绑刺激，上半年国内游人次、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 63.9%、95.9%，出境游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49.7%。 

行业内部运行方面：（1）旅行社：疫情三年组织国内游人次

年均降 39.45%，旅行社数量年均增 5.36%，面临竞争压力。2023

年前二季度接待国内游人次同比增长 261.70%，业务强劲复苏。（2）

星级饭店：疫情三年数量年均降 6.67%，维持长期降势，新冠疫情

未对星级饭店数量变化造成重大冲击。疫情三年营收随疫情波动，

2023 年以来加速恢复。（3）景区：A 级景区数量持续增长，但受

疫情影响，疫情三年经营规模断崖式下滑。2023 年上半年，样本

景区企业统计显示，景区经营状况普遍好转。 

行业债券融资方面，2020 年休闲服务业（剔除餐饮、其他休

闲服务）债券发行 1129.2 亿元，创近年高峰，反映新冠疫情冲击

下的宽信用政策刺激效应。2021 年以来发行规模较 2020 年降温，

2023 年 1 至 8 月发行 389 亿元，同比降 8.47%。 

展望未来，基于以下因素，我国旅游业有望恢复持续增长的步

伐，并且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一是宏观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速反弹、

居民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新冠疫情影响消退情况下，旅游消费潜力

有望加速释放。二是借力政策驱动和产业内功修炼，旅游业供给侧

有望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三是交通、信息等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

有望推动旅游业外部境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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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业被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2021 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为 45484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96%。2023 年以来，新冠病毒致病力显著减弱，旅游消费限制政策松绑，我

国旅游业呈现加快恢复的发展势头和契机，成为促进国民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

旅游行业运行现状，并且展望了行业发展前景。 

一、政策环境：从多角度推进旅游业加速恢复、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2022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

规划》，顺应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的机遇，《规划》发出了“加快旅游强国建设”的号召，从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构建科学保护利用体系、完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拓展大众旅游消费体系等角度推动旅

游业未来发展。《规划》系我国旅游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处于低谷时出台，反映了疫情对旅游业影响的临时性，彰显

了中央对旅游业长期向好发展的信心。 

2020 至 2022 年，新冠疫情让消费者旅游信心受挫，旅游市场在“防病毒传播风险、促市场有序恢复”的博弈

下呈现波动性变化。2023 年以来，新冠病毒致病力减弱以及我国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对于提振消费者旅游信

心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中央出台的有关支持消费的政策，有利于针对包括旅游消费在内的消费市场复苏发挥刺激

效应：2023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关于丰富文旅消费，提出了促进假日消

费、加强区域旅游品牌和服务整合、健全旅游基础设施、推动夜间文旅消费规范创新发展、建设新型文旅消费集聚

区等举措。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针对推进文

化旅游体育消费持续提质扩容，提出了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主题公园规范发展、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支

持邮轮等消费大众化发展、建立现代体育产业体系等内容。 

尤其近期文旅部统筹疫情防控和旅游业发展，适时调整优化旅游业政策，对于旅游市场有序复苏起到关键作用。

其中，进入 2023 年，新冠疫情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文旅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乙类乙管”做好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

实施“乙类乙管”后行业疫情防控措施和疫情严重时的防控措施，确保各项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到位，保障文化和旅

游活动正常开展，人员有序流动。《通知》废止了 8 项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受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影

响，近期国内旅游市场明显升温，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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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文旅部近年出台的旅游业疫情防控和业务恢复政策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相关政策要点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

有关国家和地区（第三批）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 
2023.8 

8 月 10 日起，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

有关国家和地区（第三批）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包括阿曼、加纳、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 78 个国家和地区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入

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 
2023.5 

5 月 19 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台湾居民入境团

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恢复旅行社经营外国人入境

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 
2023.3 

3 月 31 日起，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外国人入境

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试点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

民赴有关国家（第二批）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 
2023.3 

3 月 15 日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

民赴有关国家（第二批）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包括尼泊尔、文莱、越南等 40 国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恢复旅行社经营内地与港澳

入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 
2023.2 

2 月 6 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内地与香港、澳

门入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试点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

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 
2023.1 

2 月 6 日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

民赴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 20 个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

“机票+酒店”业务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

乙管”做好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3.1 

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乙类乙

管”后行业疫情防控措施和疫情严重时的防控措施，确保各项

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到位，保障文化和旅游活动正常开展，人员

有序流动；文化和旅游行业 8 项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废止 

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六版） 2022.12 
根据最新风险区划定管理办法，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

区实施联动管理（注：已废止）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文化和旅游行业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2.11 

优化跨省旅游管理政策，继续暂停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暂不恢复陆地边境口岸

城市团队旅游业务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远东资信整理 

信用经济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高质量信用服务环境有助于旅游市场供需两端高效率对接，也有助于提升

旅游行业监管能力，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2023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

济发展试点工作（2023—2024 年）的通知》发布，这是继《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出台后，文旅部再度

颁布文旅市场信用经济发展相关政策。该《通知》明确了“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文化和旅游市场新型监管机制”

等试点目标，提出了完善信用承诺制度、推进信用品牌建设、优化信用消费环境、促进信用信息共享、加强诚信文

化建设等主要任务。 

发展在线旅游是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近年我国在线旅游市场规模显著增长，但在增强科技赋能、优

化服务质量、扩充市场应用空间等方面仍有极大潜力。2023 年 3 月，《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在线旅游市场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公布，其中强调“突出工作重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出了加强内容安全审核、筑牢生产安全

底线、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协调发展等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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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旅游业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项目普遍由于

经营主体小而弱，以及存在项目同质化等现象，乡村旅游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凸显。为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3 年 7 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中国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

布，从加大信贷投放、推进产品创新、开展综合服务等方面，强化金融对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支持。 

二、市场变化：2023 年以来加快市场复苏 

近十年以来，我国旅游市场增长态势明显以暴发新冠疫情的 2020 年为分界线。其中，2023 年以来的旅游市场

升温，明显受惠于前述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优化的影响。 

首先，从我国旅游业的主体部分——国内旅游业来看：2014 至 2019 年，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旅游产业政策支持、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资源供给数量和质量提升等带动下，我国旅游业实现平稳

快速发展，国内旅游人次年均复合增长 10.71%，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复合名义增长 13.56%。2020 至 2022 年，新冠

疫情及其防控政策变化、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变化等影响下，国内旅游人次、收入增速均呈现波动性变化，整体上旅

游市场规模较 2019 年大幅缩水——这 3 年，国内旅游人次同比分别增长-61.07%、30.98%、-30.03%，国内旅游收

入同比分别名义增长-52.06%、12.75%、-22.06%；国内旅游人次分别相当于 2019 年的 47.94%、54.05%、42.12%，

国内旅游收入分别相当于 2019 年的 38.93%、50.99%、35.68%。 

进入 2023 年，受到新冠疫情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下的旅游消费相关政策调整优化（参加表 1 及

相关文字描述）、消费者旅游潜力释放等影响，国内旅游市场明显升温。据文旅部统计，2023 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

数合计 23.84 亿人次，同比增长 63.9%，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约 83%；国内旅游收入 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9%，

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约 77%。此外，同程旅行《2023 中秋国庆旅游消费趋势预测报告》显示，2023 年中秋国庆假

期出行的长线游市场增长迅速，其中新疆、西藏、青海、宁夏、黑龙江相关旅游产品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 300%。 

 

图 1：国内旅游市场变化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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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旅游来看，新冠疫情发生之前，近年出境旅游规模持续增长，入境旅游规模增速相对平缓。2019 年，

我国入境旅游合计约 1.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2.9%，入境旅游收入 1319 亿美元，按年均汇率计算，相当于旅游业总

收入的约 13.7%；出境旅游人数约 1.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3%。2020 年以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近 3 年国际旅

游板块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20 至 2022 年，文旅部发布的《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暂停发布国际旅游统计信

息。2023 年 2 月至 8 月，文旅部发布通知，分三个批次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和地区出境团队旅游

业务，累计 138 个国家和地区。在出境旅游限制政策松绑的刺激下，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课题组发布《2023 年上

半年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2023 年上半年出境游目的地共计接待中国内地游客 4037 万人次，为 2019 年同

期（8129 万人次）的 49.7%。 

 

图 2：出境旅游市场变化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远东资信整理 

三、内部结构：疫情期间旅行社/酒店/景区经营均受挫、2023 年以来均有改善 

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是旅游业运营和发展的三大重要支柱。2020 至 2022 年，全国旅行社、A 级旅游

景区持续增长，星级饭店则维持长期平缓降势；而 2020 至 2022 年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营业绩下滑，以及 2023 年

以来的业绩升温是这三大细分行业的共同点。 

（一）旅行社数量疫情期间逆势稳定增长，2023 年上半年接待旅游人次迅猛增长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受疫情及其防控政策影响，我国旅行社组织国内旅游人次从 2019 年 17666.29 万人

次降至 2022 年 3922.01 万人次，年均下降 39.45%，旅行社整体面临生存竞争压力。图 3 显示，2020 至 2022 年（下

称“疫情三年”）期间，旅行社全行业营收规模持续较大幅度下滑，其中 2022 年营收同比下降 13.76%，较 2019 年

营收下降 77.45%。2022 年，旅行社接待国内旅游接待 4811.70 万人次，仅相当于 2019 年的 26.05%。然而旅行社数

量持续逆势增长，2022 年数量（45162 家）同比增长 6.43%，较 2019 年（38943 家）增长 15.97%，其可能的原因

除了旅行社准入门槛偏低以外，还包括旅游经济韧性支撑等方面。综合媒体相关报道来看，尽管疫情给旅行社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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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考验，导致很多旅行社歇业，但这些旅行社并未注销、破产清算。 

  

图 3：全国旅行社经营状况变化（2019-2022）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远东资信整理 

从 2023 年以来全国旅行社经营情况来看，图 4 显示，前二季度旅行社接待国内旅游人次当季同比分别增长

261.70%、443.31%，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79.49%、94.56%，表明最近全国旅行社整体业务状况明显改善。 

 

图 4：全国旅行社接待游客状况变化——历年前二季度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市场竞争环境来看，我国旅行社同时面临价格竞争、传统与新兴业态竞争。价格竞争方面，旅行社行业“不

合理低价团”甚至“零负团费”现象屡禁不止，这是不正当手段争夺客源市场的表现，反映旅行社生存竞争环境激

烈，市场竞争秩序有待持续深入改善。传统与新兴业态竞争方面，在线旅游市场长期蓬勃发展，Wind 资讯显示其

市场规模从 2008 年的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18070 亿元，疫情期间市场规模下滑（其中，2020 年市场规模降至 98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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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较而言，在线旅游预订模式在工作效率、吸引潜在客源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客观上有望倒逼传统线下

旅行社服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二）星级饭店数量、营收长期趋于下行，中低档饭店数量下行尤为明显 

星级饭店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图 5 显示，本世纪以来，中国星级饭店数量变化以 2009 年为拐

点，2010 年以来星级饭店数量总体上持续下行（2013 年小幅回升）。其中，2014 至 2019 年星级饭店数量年均下降

4.42%，疫情三年期间年均下降 6.67%，表明新冠疫情未对酒店业数量变化造成重大冲击。 

 

图 5：全国星级饭店整体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星级饭店内部来看，图 6 显示，2010 年以来各星级饭店数量走势分化。四星级、五星级饭店数量相对平缓

增长、边际趋降，二星级、三星级饭店数量大幅下滑，一星级饭店数量缓慢下行，表明星级酒店数量下降主要反映

中低档星级酒店数量减少，中国星级饭店数量结构整体高等级化。截至 2022年四星级、五星级饭店数量占比 46.81%，

较 2010 年（22.67%）提升 24.14 个百分点。这可能与中低档星级饭店市场相对饱和（出租率相对偏低）、星级饭店

质量监管趋严、经营成本上升等有关。图 6 显示，2010 年以来三星级（含）以下中低档星级饭店出租率明显呈现

低位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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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全国各类星级饭店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7：全国各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变化（按历年第三季度统计）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全国星级饭店整体盈利状况来看，图 8 显示，近年星级饭店营业收入呈现季节性波动的同时，尽管饭店平均

房价总体上缓慢上行（而这受到房地产、人力资源等因素影响），但在星级饭店数量和出租率下降态势下，星级饭

店营收变化明显以下行为主。疫情三年期间，星级饭店营收随疫情形势变化（2020 年疫情局部暴发且疫苗紧急研

发，形势较严峻；2021 年疫情边际缓和；2022 年疫情多点暴发，形势趋于严峻）而呈现波动。2023 年一、二季度，

受益于新冠疫情减弱和旅游出行限制政策放宽，星级饭店营收分别当季同比增长 40.75%、65.01%，扭转了 2021 年

第三季度以来的当季营收同比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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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中国星级饭店经济效益变化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三）A 级景区数量持续增长，疫情期间营收大幅下滑、2023 年上半年经营明显改善 

近年以来，全国 A 级景区数量持续增长，从 2018 年的 1.19 万个增至 2022 年的 1.49 万个，净增近 3000 个，

反映全国旅游资源数量和质量整体提升。但受新冠疫情影响，表 2 显示，近年 A 级景区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断崖

式下滑。2022 年，A 级景区共计接待 26.3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818.5 亿元，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25.71%、18.38%，较 2019 年分别下降 59.38%、64.10%。 

表 2：全国 A 级景区数量和业务变化 

年份 A 级景区数量（个） 接待人数（亿人次） 旅游收入（亿元） 

2018 11924 60.24 4707.54 

2019 12402 64.75 5065.72 

2020 13332 - - 

2021 14196 35.4 2228.1 

2022 14917 26.3 1818.5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远东资信整理 

从旅游景区最新业绩来看，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天

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 14 家景区类旅游企业财务统计，2023 年上半年，受惠于疫情形势缓和、旅游出行政策松

绑等利好因素，样本企业营业收入普遍强势反弹，11 家企业 2023H1 营收同比增长超过 50%（其中 10 家该指标超

过 100%）；此外，11 家企业（包括前述 11 家企业的 8 家）2023H1 营收超过 2019H1 水平。总体来看，疫情三年期

间，14 家样本企业营业收入分别相当于 2019 年的 49.63%、80.39%、59.57%，营收状况下滑明显；2023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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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同比增长 98.15%，相当于 2019 年同期的 118.03%，营收状况迅速恢复，参见图 10。 

 

图 9：14 家景区类发债企业和上市公司历年上半年营收增长情况（2019-2023） 

注：横坐标数字反映 14 家样本企业 2023 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速从低到高顺序。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10：14 家景区类发债企业和上市公司历年上半年营收合计值变化（2019-2023）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四、行业债券融资概述 

休闲服务业是以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为目标、以旅游业为主体的产业系统。根据申万行业分类标准（考虑 Wind

资讯提供的旅游业债券数据情况，本文采用 2014 版申万行业分类标准），休闲服务业涵盖景点、酒店、旅游综合、

餐饮、其他休闲服务等二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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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申银万国休闲服务业分类 

一级行业名称 二级行业名称 三级行业名称 

休闲服务业 

景点 
人工景点 

自然景点 

酒店 酒店 

旅游综合 旅游综合 

餐饮 餐饮 

其他休闲服务 其他休闲服务 

资料来源：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2014 版） 

鉴于 Wind 资讯数据可得性以及休闲服务业以旅游业为主的特点，本文以申万休闲服务业（二级行业仅包括景

点、酒店、旅游综合，下同）债券样本为参考，进行旅游业债券融资分析。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休闲服务业债券发行市场经历 2020 年激增到 2021、2022 年梯级下行的变化。2020

年发行额突破千亿元（为 1129.2 亿元），同比增长 135.15%，增速高于同期债券发行额整体 26.5%的增速，创近年

休闲服务业债券发行高峰，反映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宽信用政策对于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消费类行业的刺激效应。2023

年 1 至 8 月，休闲服务业债券发行 389 亿元，同比下降 8.47%。 

 

图 11：近年休闲服务业债券发行市场变化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截至 2023 年 8 月底（考察日），存量休闲服务业债券有 175 只、余额 1172.52 亿元。其中，景点行业债券余额

1112.78 亿元、酒店行业债券余额 54.74 亿元、旅游综合行业债券余额 5 亿元；考察日休闲服务业存量债券余额同比

（1223.46 亿元）下降 4.16%，较 2019 年 8 月底（970.33 亿元）增长 20.84%。从券种来看，考察日存量休闲服务业

债券余额以一般中票、私募债、超短融、定向工具等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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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从支撑因素角度 

展望未来，基于多方面有利条件，我国旅游业有望重新走出持续增长的步伐，并且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 

一是宏观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速反弹、居民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新冠疫情影响趋弱的形势下，我国旅游消费需

求潜力有望加速释放。2023 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5.5%，其中第一、二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4.5%、6.3%，

国民经济呈现恢复向好局面；与此同时，居民收入恢复加速增长势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8%，

快于一季度的 3.8%。展期未来，韧性的中国经济有望加快高质量发展势头，同时居民收入有望不断提高，居民消

费结构有望继续升级（近期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参见图 13、图 14），加之旅游市场限制的放松和新冠疫情影响的消退，

居民旅游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充分释放，推动旅游业恢复持续增长势头。 

 
图 12：我国 GDP 与居民收入变化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13：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注：恩格尔系数反映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通常系数越低表明消费结构层次越高。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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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历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教育与文娱消费支出变化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是借力政策驱动和产业内功修炼，旅游业供给侧有望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1）从旅游业政策推动来看，2023

年以来随着旅游市场明显升温，全国各地争相出台政策、规划，深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例如：2023 年以来，

四川出台《四川省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规划（2023—2035 年）》推进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山东印发《关

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提升文旅产业发展能级；云南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旅

游高质量发展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的意见》提出 34 项重点任务；湖南加快下达 2 亿元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打造“奇秀山水”“都市休闲”等“五张名片”。（2）从旅游产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实

践来看，顺应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的机遇，近年我国深入推进旅游业与文化、体育、教育、科技、康养、工业、

农业等各行业和领域融合发展，旅游业从注重传统观光向满足游客休闲度假和深度体验、注重服务质量转变，区域

旅游业建设思路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展望未来，全国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潜力巨大，政策呵护、市场支持、行业供给侧改革仍将成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是交通、信息等相关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有望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外部境不断改善。近年我国高铁、高速公

路等交通基建项目快速发展，交通运输条件显著改善。展望未来，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以融合化、智能化、绿色化等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很大潜力，从而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运输服务体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效率。与

此同时，我国数字技术不断取得跨越式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量子信息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

第一梯队，为我国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搭建了重要技术基础。从旅游业角度而言，沉浸式主题公园和演艺、VR

酒店等颇受市场青睐，智慧旅游、数字旅游在提升旅游吸引力和服务品质方面成效不断显现，数字旅游发展方兴未

艾。展望未来，数字技术在旅游业应用还有极大发展潜力，有助于创造旅游服务新的业态和模式，培育旅游经济新

增长点，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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