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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的旅游产业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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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从 2020 年 1 月开始，中国以及国际旅游产业遭受严重打击，一度进入停滞状态。

随着国内疫情趋缓，各地逐步放松管制，人们生活开始进入后疫情时期。国内新冠疫情趋缓后，人们生活

模式也随之改变，旅游需求大幅度下降。旅游产业积极思考市场发展对策，采用各种创新营销方式，刺激

市场复苏。同时，各地政府亦提供政策的全力支持，在企业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市场快速复苏，恢复经济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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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国内爆

发，一时间各行各业的生产秩序纷纷受到了很大冲

击，餐饮、交通、旅游、会展等服务类行业处于停工状

态，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暂时进入了“休眠期”。

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再次拉长了这场“疫情防控战

争”的时间线，各行各业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

一定的发展阻碍，特别是交通、旅游以及餐饮等相关

服务产业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

一 绪论

目前，国内的疫情防控状态已趋于稳定阶段，各

行各业也开始纷纷复工、复产，许多旅游、餐饮类企业

试图利用产品创新、改变营销策略等来吸引顾客进行

消费。与此同时，国外的疫情还处于持续蔓延中，显

然这对于进出口贸易以及出境旅游产业造成了很大

阻碍，且恢复正常状态还需一段时间。基于这种“后

疫情时期”的影响，我国旅游产业面临着重大考验，它

既是一场旅游行业复苏的挑战，也是一次大力发展旅

游本土化的机会。因此，国内旅游相关产业要充分抓

住这个特殊时机，创新旅游的新模式，满足游客的个

性化需求，从而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优化旅游发展环

境，吸引旅游者进行消费，振兴本土旅游产业。

二 新冠疫情对旅游产业的影响

（一）旅游消费需求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 2015 年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旅游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在持续

上升，这也说明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旅游业，并增加了对旅游项目的

支出。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国居民旅游支出与消费总支出占比图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根据图 1 所示，从 2015 年的 19.2% 到 2019 年

的 21.9%，我国居民旅游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

明显提升。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上半年国内

旅游人数 11.68 亿人次，同比下降 62%（如图 2），预

计今年我国居民的旅游支出与消费总支出的占比会

明显下降。

图 2 国内旅游总人次数量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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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居民的旅游支出与旅游人数统计结果

显示，新冠疫情给旅游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消费

者对旅游项目的支出明显减少，这对于旅游产业而

言，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现象；同时，它也直接影响到

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

（二）出境旅游产业中断

2020 年 1 月 31 日，WHO 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

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 月 11 日，世

卫组织再次升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

病”。面对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多数国家采取“封

城”、停运航班，甚至关闭边境等措施来阻断人员流

动，从而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交通业的受限，无疑

会影响到旅游产业的发展。

从 2020 年初，我国就已全面进入疫情防控状

态，目前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各行各业陆续恢复正

常，国内旅游业也开始渐渐复苏。相比于国内的“后

疫情时期”，国际疫情还在持续蔓延，形势并不乐观，

疫情防控的艰难性与恢复周期的不确定性，直接导

致了出境旅游产业中断。

（三）旅游相关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仅旅游产业受到了较大的

冲击，与旅游产业相关联的企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

响，甚至部分企业已濒临倒闭。其中，旅行社是受

影响较为严重的相关企业之一。疫情期间，消费者

选择出境旅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选择“跟团行”

的消费者数量也大幅下降，旅游爱好者更倾向于自

驾游、省内游等短途旅行，这直接导致许多旅行社

陷入了财务危机。部分中小型旅行社由于短期企

业内部现金流量不足，选择暂停营业或倒闭；还有

部分以出境游业务为主的大型旅行社面临着业务

转型的挑战等。

不仅如此，酒店和旅游租车公司等也纷纷陷入

经营危机中。对比去哪儿、携程、飞猪三家大型在线

旅游平台的商家信息可知，许多星级酒店推出大量

促销活动，产品价格相较于往年同期价格而言低至

40%-50%，但订单数量并不理想。许多旅游租车公

司也开始推出多种套餐业务，以此来增加产品销量，

但由于现阶段很多消费者偏向于选择“自驾游”或

“省内游”，故租车业务的预定情况也不太理想。受

疫情影响，国内许多旅游景区纷纷开始实施限制游

客流量的措施，例如，游客需提前一天在线上进行实

名预约；景区每日的接待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这些限制措施虽有效地控制了游客的数量，

但也严重影响了景区门票的销售量，门票收入较往

年同期收入有很大的下降。

三 后疫情时期下的旅游产业发展对策 

（一）旅游企业主导性策略

1  采用新媒体技术进行产品宣传

一方面，疫情爆发初期，人们尽量避免外出活

动，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尽量选择线上购买，许多公

司、学校纷纷选择线上办公和学习，一时间全民开启

了“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模式。随着国内疫情防控

措施初见成效，人们早已养成了居家生活的习惯，对

互联网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另一方面，目前国内

互联网科技水平在不断提高，新媒体也开始逐渐渗

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后疫情时期下，旅游企业改变传统的产品推广

模式，借助新媒体技术来加强产品的宣传力度，同时

还可以扩大企业的宣传规模。具体而言，可以通过

网红直播、社交媒体平台推送、拍摄短视频等形式向

消费者展示美丽的风景以及其所独有的文化，同时

还可以利用 VR 技术，开启线上旅游的体验，从而激

发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开发潜在的旅游爱好者。

2  开启复合型业务的运营策略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单一型业务的

运营策略已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旅游需求，特别是处

于疫情期间，旅游相关企业更加需要采取复合型业

务的运营策略，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的高度关注。具

体而言，业务单一的旅游景区可以通过增加或丰富

游客住宿、餐饮、交通等多种服务项目，以提升消费

者的旅游体验好感度；同时，一些大型旅行社可以

通过扩大其上下游相关业务（如酒店、餐饮），为消费

者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以提高游客的消费者

满意度。

基于上述相关产业结合的运营策略，旅游企业

还可以大胆尝试非相关旅游产业的复合型业务。例

如：旅游产业与国内医美业的结合、旅游产业与农

业的结合、酒店业与培训服务的结合，这些看似关联

度不高的产业，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市场潜

力。旅游企业开展非相关产业的复合型业务，不仅

可以降低企业自身的运营风险，还可以为其创造新

的财富。

3  创建智慧旅游新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进入“人

工智能”时代，物联网技术更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

供了很多便捷，为各行各业提供了人工智能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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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基于传统旅游模式的特点，旅游企业可以借

助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来收集并整理

消费者的旅游需求信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消费

者提供相匹配的旅游信息，结合“私人定制”为消费

者提供个性化需求的服务，创建智慧旅游新模式。

从企业自身发展层面来看，旅游企业可以通过

创建智慧旅游新模式来拓展新业务，打开旅游产业

发展新思路，不断开发新市场；从企业的盈利方面

来看，创建智慧旅游新模式不仅可以为消费者带来

全新的旅游服务体验，还可以引导消费者寻找新的

旅游需求方向，从而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

（二）政府协同策略

1  政府协助企业进行宣传

目前，随着国内疫情逐步稳定，旅游产业开始

恢复正常运营，但并没有完全复苏。这是由于人们

在疫情期间已经养成了尽量避免外出活动的生活

习惯，加之对疫情可能会卷土重来的恐惧，故许多

消费者对旅游的热情并不高涨，甚至依旧处于回避

状态。

后疫情时期下，各行各业纷纷需要经济复苏，政

府应该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情况下，鼓励人们进行合

理消费，积极参与生态活动，保持身体健康；与此同

时，政府还可以协助企业进行广告宣传，利用官方媒

体平台对一些风景名胜地进行介绍，鼓励游客“健康

出行”“绿色出行”。

2  加大减免税收的力度

自疫情爆发以来，人们的危机意识逐渐加强，消

费观念开始转变。很多人们开始关注储蓄、理财等

项目，同时也在减少对旅游产业等服务项目的支出。

现阶段，为了鼓励人们大量消费，政府可以实行减

免个人所得税和降低银行贷款利息等政策来刺激消

费，从而带动各行各业经济复苏。对于旅游相关企

业而言，政府应该减少企业的营业税收并对企业给

予适当的补贴，保证企业内部具有足够的现金流量

来维持其正常运营。

3  适当调整公众假期，促进旅游消费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出现停工停产现象，这严

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进入后疫情时

期，各行各业蓄势待发，通过缩短员工假期来实现加

快生产速度和扩大生产规模的目标。缩短公众假期，

直接导致了部分旅游偏好者因假期时间不足而减少

外出旅游的次数。面对依旧处于低迷状态的旅游产

业，政府应该适当调整公众假期，鼓励人们通过外出

旅游来缓解工作压力，更重要的是为旅游产业带来

一定的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政府在鼓励人们外出旅游，促进旅游

消费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各地游客需错

开旅游高峰期。为了尽量降低新冠疫情的传播风险

以及其他旅游安全问题，政府可针对不同行业设置

不同假期，以此来减少消费者对外出旅游会面临人

流聚集的担忧，从而达到促进旅游消费的效果。

四 结语

在后疫情时期，中国疫情已经趋缓，目前边境管

制相当严谨，只要人们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防疫规

定，预期国内疫情不会再有大爆发的情况；另一方

面，国际上疫情仍在蔓延，而且没有停歇的迹象，进

入秋冬之际，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目前国内政府及企业主共同携手合作，积极投

入复兴国内旅游产业，与此同时，也应该更加强人们

旅游时的正确防疫观念，以避免防疫松懈而导致疫

情反扑。另外，也需要掌握国外疫情发展状况，随时

做策略调整。

中国国内旅游产业的复苏，跟国际相比要来得

早，对于发展国际市场的企业主来说相当的有优势。

一旦国际旅游产业链恢复运作，中国旅游产业企业

主可以抢占先机，比其他国家更快速地回到国际市

场，相信对于将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会相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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