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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如今，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
整，国内旅游业和出境游正逐步有序
恢复。

对于旅游业的恢复和发展有何最
新研判？疫情在阻碍旅游业发展的同
时对旅游业带来了哪些改变？数字化
带来的变革又将如何赋能旅游业实现
多领域及多地域“和合共生”？

旅游业逐步回暖

重启持续发展引擎

今年开年，旅游业各方数据向好，
捷报频传。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元旦
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271.34万人
次，同比增长0.44%，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年元旦节假日同期的42.8%。今
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
人次，同比增长23.1%；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日前
举办的“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论坛
上表示：“2023年春节是我国对新冠病
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第一个公共
假期，春节假期7天出游人次和旅游消
费分别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近90%和
超过70%，成为2020年以来旅游业最
好的春节假期。”

另有中国旅游集团数据显示，今年
1月，全国累计接待游客613万人次，同
比增加62%，比疫情暴发前同期增加了
5%；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超过疫情

暴发前水平。对此，中国旅游集团董
事、总经理王海民坦言：“开年市场的平
稳回升奠定了今年中国旅游市场稳开
高走、逐步回暖的态势。从元旦到春节
市场的快速大幅度恢复，预示着今年

‘五一’、暑期、‘十一’假期的旅游市场
更值得期待。”

除了国内旅游市场恢复较快外，境
外旅游市场同样值得期待。进入2月以
来，中旅旅行、携程、广之旅、春秋、凯撒
等旅行社组织了多个出境旅游的首发
团，中国游客在菲律宾、泰国等地深受
欢迎。在戴斌看来，这极大提升了旅游
消费预期和市场信心，进一步奠定了全
年的市场基础。

全球旅游业复苏与中国旅游业繁
荣正呈现共振效应。基于宏观政策以
及居民出游意愿、员工招聘、企业家信
心等先行指标的综合研判，戴斌进而表
示，将对2023年全年的中国旅游市场保
持乐观预期，预计全年国内出游人次、
旅游消费入出境旅游人数分别会恢复
到2019年的85%、75%和40%，并于年
底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和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

此外，从旅游业对于国民经济贡献
的角度来看，未来仍将承担重任。据统
计，2019年，中国旅游GDP占到了全球
旅游GDP的 10.4%，贡献了 3.34 亿个
就业岗位。2020年，受疫情影响，这一
数字几近“腰斩”。随着2021年、2022
年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重启边境、
开放国际旅行后，2022 年，中国旅游
GDP对全球旅游GDP的贡献已经恢复
至8.5%。

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会亚洲区
总监王小石认为：“我们有一个预测，
2022年至2032年，中国旅游业将持续
创造出1.26亿个的就业岗位，而且会以
5.8%的增速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新态势下

如何化挑战为机遇

疫情暴发不仅给旅游业带来了致
命打击，同时也使其产生了一些新的
变化。

《不断变化的世界：2022年以来消
费者旅行趋势的转变》报告显示，由于
疫情防控政策的逐步优化，2022年用户
的旅行热情高涨，过夜国际游客数量相
比2021年增加了109%；有86%的用户
计划保持2019年的国际旅游支出水平，
甚至还有一定比例的增长；有四分之三
的消费者表示，未来会选择更加可持续
的旅行方式。

途牛旅游网首席执行官于敦德称，
疫情期间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消费者的
出游单次天数在减少，但单次消费的标
准在提高，这对于行业供给以及消费服
务升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他表示，正是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只有
确保可以退款，才会放心下单。“不约可
退”或将被保留并成为业内未来的常态
化服务。

“疫情并未完全结束，不稳定因素
还将长期存在，行业供应链的重建也需
要时间。这意味着无论是企业还是目
的地，都需要准备好并能够随时应对危
机。”王小石表示，“我们也看到了更多
新的变化，例如远程办公，甚至一边旅
行一边线上工作。现阶段，目的地和企
业都需要进一步了解、应对这些新趋
势，才能化挑战为机遇。”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何
效祖直言：“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可以看
出，下一步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是
旅游产品开发的基调和底色。文化产
业的发展将加大文创、研发、生产，加
大公共文化和文物资源的数字化展示
及提供服务，加大为游客提供专门服
务的各类型演艺，走文化产业市场化
路子。”

针对旅游开发，在何效祖看来，旅
游业化挑战为机遇的突破口可从以下
方面进行布局：旅游景区拓展空间、功
能，增加文化及二次消费内容；乡村产
品的完善提升、拓展；不同类型的户
外、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康养旅游，
包括“休闲+微度假”；深入发展研学
旅游……

数字化赋能发展

激发市场活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发现，此次“世界
旅游联盟·湘湖对话”论坛上，数字化、
新技术成为国内外行业人士共同关注
的高频热词。在业内专家看来，数字经
济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积

极拥抱数字技术，创新打造应用场景和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激活新动能，成为
实现全球旅游业“和合共生”的关键发
力点。

世界旅游联盟、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联合发布的《2022世界旅游联盟——旅
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总结提炼并收录
精选了50个经典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在
数字化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尝试，如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牛家坊村
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促进多业态转
型升级、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阿罗多
甘共享农庄科技农旅融合打造现代生
态农业等，为脱贫致富、创业就业、改善
居民生活、促进地方经济作出了突出贡
献，从而为全球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发
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同时，数字赋能已成为文旅助推乡
村振兴的重要发力点，连续多年受到世
界旅游联盟的关注。2018 年—2022
年，世界旅游联盟共收录了全球100个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和100个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
例”，其中，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阳镇碧
山村普惠旅游模式下乡村度假产品的
打造，以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凉水泉村
探索“一条旅游主线，五种利益联结”产
业扶贫新模式等一系列数字科技助力
扶贫的案例入选，形成了具有借鉴意义
的减贫理念与模式。

“伴随互联网兴起，需求侧牵引的
智慧旅游已进入到消费场景建设的全
新阶段。”戴斌认为，人工智能、5G通讯
和现代金融科技创造了更加多元的消
费场景，推进现代旅游业建设和高品质
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行业今后将往
供给侧驱动的方向发展。

数字化对出行体验的改变体现在
方方面面。2月6日起，中国试点恢复出
境团队旅游业务。当日凌晨0时15分，
岭南商旅集团旗下的广之旅便组织了
全国首个出境旅游团队，从广州出发飞
往埃及。

速度为何如此之快？在岭南商旅
集团董事长梁凌峰看来，数字化、智能
化的进阶发展是关键密码。他说，紧盯
科技视角下的行业趋势，积蓄旅游业现
代化进程中的科技动能，数据与业务双
中台正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进阶，实现多
业态数据整合；智慧化双向赋能，数字
人民币应用场景覆盖集团旅游、商贸、
食品三大主业板块，旗下易起行公司拥
有国家发明专利以及软件著作权43项，
成为广东智慧旅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利用云物移大智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
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推动智慧商
业模式创新。

另据祥源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方
言介绍，该集团在凤凰古城自主投资研
发《湘见·沱江》沉浸式艺术游船项目，
运用投影技术和数字CG动画，将沱江
两岸画卷呈现在河道之上，打造“文化
IP+旅游+科技”为核心的夜游产品。据
悉，该项目一经推出便成爆款，整个景
区游客数量因此倍增。

迎复苏稳开高走迎复苏稳开高走，，旅游业探求旅游业探求““和合共生和合共生””

3月2日晚，

在北京进行的

2022—2023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CBA）常

规赛第 29 轮比

赛中，北京控股

队主场以 89 比

94 不敌苏州肯

帝亚队。

3 月 1 日 ，

CBA常规赛第三

阶段打响，时隔

3 年 ，CBA 联 赛

恢复主客场制

比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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