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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是传播文化的载体，文化是铸就旅游的灵魂。近年来，中国

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与国内旅游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共同构成

了当下中国旅游市场“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以及入境旅

游相关政策包括签证限制的放宽、交通网络和基础建设的完善等，中

国入境旅游在三年持续下滑后于2015年首次呈现回升迹象，并于2018

年创下历史新高。

本报告将以2018年中国入境旅游整体数据概况为出发点，以游客

入境旅游前、入境旅游中和入境旅游后三阶段为主线，对入境旅游游

客行为、未来趋势、发展潜力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在政策支持、保障

升级、产品换代、营销创新等方面提出相关意见。

鉴于报告数据来源相对有限，尚存在不完善之处，诚挚期待大家

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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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境游客行为分析

入境游客关注的问题

热搜城市增长率排行

入境游客来华方式与停留时间

入境游客停留情况简析

入境旅游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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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出行前最关注目的地城市及酒店两方面

1.1 入境游客关注的问题

 通过入境游客的搜索行为发现：游客最关注的

是出游的目的地城市（50.94%），除此之外是

酒店（ 16.80%）、行程（ 11.77%）、航线

（8.35%）、特色活动（3.87%）等

 可见，在旅游境外营销时，整体目的地的品牌

打造尤为重要，是游客选择入境旅游的核心动

力之一。同时，如果目的地的宣传物料中再结

合相应酒店、行程、航线、特色活动的推广，

相信会有更好的市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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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出行前关注的问题TOP15

数据来源： Google搜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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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广东省深圳市的关注度涨幅最大，湖南省张家界和海南省海口、浙江省义乌、天津次之

1.2 热搜城市增长率排行

数据来源：TripAdvisor全球访问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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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城市增长率排行TOP15

深圳

 2018年深圳旅游形象和品牌得以快速提升，与其全域旅游宣传营销体系的初步形成分不开

• 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联合会、广深珠旅游联盟、深莞惠汕河旅游联盟等区域旅游合作

• 组织旅游企业赴境内外开展联合宣传推广活动，参加广州、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举办的多

个大型国际旅游展会

• 以“从深圳出发，看世界”为主题，组织航空、邮轮、旅游企业开展100余场城市旅游品牌推广活动

张家界

 2018年，张家界国际节事活动精彩纷呈，并且同时持续开展系列海内外客源地营销活动，先后赴

重庆、成都、广州、上海以及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进行市场

宣传推介。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丰富了张家界旅游内涵，提高了张家界美誉度

• 第七届翼装飞行世锦赛在天门山举行

• 2018黄龙音乐季奏响世界首场“峰林天籁”

• 第二届国际旅游诗歌节

• 实施“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加快张家界旅游国际化步伐

• 成功举办2018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张家界）峰会、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海口

 2018年，全省去年共举办节庆会展和文艺演出活动100余项，成功举办艺术节、休博会、美食展、海口国

际戏剧周等文化活动及第九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第十三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赛事活动

 2018年，海南优化发展入境旅游的政策环境，推动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落地。2018年直飞国际航

线74条。围绕俄语区国家、东南亚、欧美澳新市场及中国港澳台市场，全年共组织42批次“走出去”促销

团、20批次“请进来” 考察踩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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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入境游客来华方式与停留时间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左）、联通手机信令数据（右）

入境方式以徒步为主，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为3.35天/次

 2018年入境旅游人数按照入境方式划分，徒步占55.7%，汽车占22.3%，飞机占17.3%，船舶占3.3%，火车占

1.4%（注：含陆路接壤国家或地区，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旅华人次）

 2018年中国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为3.35天/次；其中，中国台湾及外国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均高于全体游客

单次平均停留时长，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由于与大陆接壤，其游客单次平均停留时长均低于全体游客平均

停留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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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澳台及外国游客停留时长分布（单位：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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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游客入境停留占比最大，欧洲游客次之

1.4 入境游客停留情况简析

数据来源：联通手机信令数据

非洲
40.98%

欧洲
27.87%

亚洲
14.75%

北美洲
9.84%

大洋洲
3.28%

南美洲
3.28%

非洲 欧洲 亚洲 北美洲 大洋洲 南美洲

 通过对中国入境游客单次停留时长大于4天的客源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非洲游客占比最大、欧洲游客次之

 可见，在入境长线旅游产品宣传营销及酒店住宿产品精准投放时，可着重考虑非洲和欧洲

序号 来源国家
停留时长
（天/次）

序号 来源国家
停留时长
（天/次）

1 瑞典 8.81 11 爱尔兰共和国 5.90

2 肯尼亚 8.00 12 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 5.87

3 几内亚比绍 7.30 13 圣基茨和尼维斯 5.71

4 赞比亚 7.23 14 乍得 5.66

5 几内亚 7.20 15 葡萄牙 5.63

6 马里共和国 6.90 16 苏丹 5.56

7 荷兰 6.73 17 布基纳法索 5.50

8 津巴布韦 6.27 1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44

9 阿尔及利亚 5.97 19 塞尔维亚共和国 5.38

10 贝宁 5.95 20 刚果民主共和国 5.32

2018年中国入境游客停留时长（>4天/次）TOP20国家中国入境游客停留时长（>4天/次）大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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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和日本是中国大陆入境旅游的主要竞争地

1.5  入境旅游竞争分析

 通过入境游客出发同期（+/- 3天）的搜索行为

发现，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中国台湾外，游客在预订中国大陆境

内目的地的同时，还搜索了泰国（6.24%）、

日本（5.17%）、马来西亚（4.94%）、越南

（4.74%）等地

 可见，中国入境旅游在海外宣传时应侧重挖掘、

打造与上述竞争地差异化的核心吸引点。同时，

作为竞合目的地，在长途线路串联营销推广中，

也可考虑彼此建立一定合作关系

3.91%

4.06%

4.19%

4.42%

4.74%

4.94%

5.17%

5.34%

6.24%

7.94%

印度

中国澳门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越南

马来西亚

日本

中国台湾

泰国

中国香港

入境旅游搜索TOP10

数据类型：OTA数据
注：竞争地是指游客在预订境内目的地的同时，在相同的出发日期（+/- 3天）搜索的其他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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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境游客画像分析

入境游客属性

入境游客客源地区与访华目的

入境游客住宿选择简析

入境游客的游览路径

入境游客游览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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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游客中，男性居多，年龄以25-44岁为主

2.1 入境游客属性

4.6%

28.4%

49.9%

13.7%

3.4%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5岁及以上

45-64岁

25-44岁

15-24岁

14岁及以下

游客年龄占比游客性别占比

 按年龄结构划分，14岁及以下游客占3.4%，15-24岁占13.7%，25-44岁占49.9%，45-64岁占28.4%，65岁及以

上占4.6%

 按性别划分，男性占比59.6%，女性占比40.4%，男女比例为1.5:1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男

59.6%

女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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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入境游客客源地区与访华目的

 2018年，入境外国游客人数4795万人次（含与中国陆路接壤国家的旅华人次），其中亚洲占76.3%，欧洲

占12.5%，美洲占7.9%，大洋洲占1.9%，非洲占1.4%

 按目的划分，观光休闲占33.5%，服务员工占15.5%，会议商务占12.8%，探亲访友占2.8%，其他占35.3%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亚洲游客入境人次居多，访华目的以休闲观光为主

亚洲, 
76.3%

欧洲, 
12.5%

美洲, 7.9%

大洋洲, 1.9% 非洲, 1.4%

2018年入境游客客源地区占比

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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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入境游客访华目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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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入境游客住宿选择简析

 过夜人数前三的地区是北京、上海、广州

 过夜人数TOP15的城市好评率均在93%以上，其中长沙的好评率相对

较高（96.5%），厦门、成都、三亚、武汉、天津次之

 游客对住宿的差评具体表现在地理位置、酒店设施、服务态度、环境

卫生等方面

过夜人数前三的地区是北京、上海、广州

数据来源：OTA评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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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夜比例 好评率

门

小

周围

水

淋浴

抽烟

脏

气味

餐饮

旧

地板

浴室

预订

清洁

早餐

手续办理

服务

床

员工

位置

住宿差评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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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住宿以4星级为主，高性价比类酒店居多

2.3 入境游客住宿选择简析

 入境游客选择住宿星级时，以4星级为主（34.43%），5星级次之（24.51%）

 在选择住宿类型时，高性价比类酒店居多，豪华类酒店次之

 可见，游客在出行旅游时，以看重酒店性价比的人次居多

数据来源：OTA评论数据

1星, 2.49%

2星, 16.32%

3星, 22.25%

4星, 34.43%

5星, 24.51%

住宿星级分布

1星 2星 3星 4星 5星 顶级度假村酒店

家庭

浪漫

商务

豪华

高性价比

住宿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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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夜游客多为商务和家庭类，住宿偏好更倾向于高性价比类和豪华类酒店

2.3 入境游客住宿选择简析

 通过对过夜游客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商务游客最多，占比36.92%；其次为家庭类，占比20.08%

 单人旅行、与好友结伴、商务类游客更倾向于高性价比类的酒店；夫妻、家庭类游客则更倾向豪华类酒店

数据来源：OTA评论数据

独自旅游
9.56%

夫妻
20.38%

好友
13.06%家庭

20.08%

商务
36.92%

住宿游客类型分布

独自旅游 夫妻 好友 家庭 商务

各类旅客的的住宿偏好分布

酒店类型

旅客类型
高性价比

顶级度假
村酒店

豪华 家庭 浪漫 商务

独自旅游 27.7% 0.5% 27.4% 8.8% 14.4% 21.2%

夫妻 25.9% 1.4% 26.0% 11.6% 16.3% 18.9%

好友 28.5% 1.4% 28.0% 9.1% 13.6% 19.5%

家庭 26.1% 3.2% 26.4% 11.4% 14.7% 18.3%

商务 27.3% 0.2% 26.9% 8.5% 15.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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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游客流节点、扩散路径比较集中，受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城市经济联系等要素驱动明显

2.4 入境游客的游览路径

 对前四座最受入境游客欢迎的中国城市进行分析发现，目的地是北京的游客有90.7%选择过夜停留，其他
游客中转前往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目的地是上海的游客有90.1%选择过夜停留，其他游客中转前往北
京、广州、深圳等地；目的地是广州的游客有61.8%选择过夜停留，其他游客中转前往青岛、南京、沈阳
等地；选择深圳的游客有82.4%选择过夜停留，其他游客中转前往上海、广州、北京等地

注：停留是指游客在到达该城市后10天内并未移动到其他城市

数据来源： OTA数据
注：路径选择是根据入境游客在原定目的地的10天内是否还有其他目的地到达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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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2.9%

沈阳2.7%

其他29.8%

广
州

停留82.4%

上海4.3%

广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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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景点的游客多为好友出行，景点游览类项目热度较高

2.5 游客游览项目分布

 通过2018年游客OTA评论发现，参观景点的游客主要为好友出行（25.5%），家庭出行（21.4%）次之。可

见，在目的地及景点的海外宣传推广物料中，可适当增加以朋友、亲子、家庭为主的场景化烘托和引导

 通过2018年游客预订行为发现，在最受欢迎的前三十项游览项目中，景点游览类的占比最多（62.1%），

当地体验类（17.2%）次之。可见，在中国，景区二次消费产品的创新及目的地旅游产品结构体系的完善

仍有很大空间

数据来源： OTA评论数据（左）、TripAdvisor入境旅游预订数据（右）

景点游览
62.07%

当地体验
17.24%

文娱表演
10.34%

美食与夜

生活
10.34%

入境游客最感兴趣的中国行体验

景点游览 当地体验 文娱表演 美食与夜生活

单人出游, 
20.92%

夫妻, 
16.24%

好友, 25.53%

家庭, 
21.41%

商务, 
15.90%

景点游客类型分布

单人出游 夫妻 好友 家庭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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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游客预订量最高的玩乐体验

2.5 游客游览项目分布

数据来源：TripAdvisor入境旅游预订数据

故宫博物院 慕田峪长城 天安门

兵马俑上海外滩 周庄水乡上海马戏城-杂技表演

北京胡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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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境游客关注度分析

入境旅游热门景点排行

入境旅游目的地景点评价

入境旅游最具吸引力城市排行

入境旅游最具吸引力城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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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上海外滩、天安门广场最受游客欢迎，北京是热门景点数量最多的城市

3.1 入境旅游热门景点排行

数据来源：结合Google搜索数据、 OTA评论数据加权得出

 排名前五的热门景点有：故宫博物院、上海外滩、天安门广场、颐和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热门景点中，历史古迹类景点居多，其次为自然风光类，可见中国宏伟的名胜古迹、优美的自然风光、博大

精深的历史人文吸引了大量国外游客的目光

北京, 7

上海, 3
陕西, 2

福建, 1

浙江, 1

湖南, 1

山东, 1

西藏, 1

四川, 1

云南, 1
安徽, 1

入境旅游前20位景点中

各省份（直辖市）数量分布

北京 上海 陕西 福建 浙江 湖南 山东 西藏 四川 云南 安徽

排名 景点 省（直辖市）排名 景点 省（直辖市）

1 故宫博物院 北京 11 天坛公园 北京

2 上海外滩 上海 12 奥林匹克公园 北京

3 天安门广场 北京 13 东方明珠塔 上海

4 颐和园 北京 14 泰山 山东

5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 15 西安城墙 陕西

6 慕田峪长城 北京 16 布达拉宫 西藏

7 西湖 浙江 17 鼓浪屿 福建

8 张家界 湖南 18
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
四川

9 八达岭长城 北京 19 丽江古城 云南

10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上海 20 黄山 安徽

2018年入境旅游热门景点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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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历史建筑和自然景观类景点评价较高，北京慕田峪长城居首

3.2 入境旅游目的地景点评价

 通过游客2018年的OTA评论发现，综合指数 TOP20的景点中，历史建筑类居多，其次是自然景观类；北京慕

田峪长城、上海外滩和北京颐和园综合指数位列前三

注：综合指数表示游客对景点评价的综合判定，综合指数=（该景点评论量/各景点评论量的最大值+该景点好评率/各景点好评率的最大值）/2

 可见，八达岭长城只是占领了国内游客的心智模式。由于价格相对较低、游客相对较少等原因，北京慕田

峪长城反而得到OTA及旅行社在海外的重点推广，且形成一定的境外游客认知

99.9%
90.3%

81.8% 81.1% 78.6% 75.3% 73.7% 70.8% 66.1% 65.9% 63.9% 63.3% 62.4% 62.3% 60.2% 59.4% 58.9% 58.7% 57.4% 57.2%

2018年入境游客景点评价综合指数TOP20

数据来源：OTA评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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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 三亚 西安 成都 杭州 厦门 苏州 珠海 南京 桂林 大连 青岛 张家界 昆明 重庆 天津 哈尔滨

2018年最受入境游客欢迎的中国城市TOP20

3.3 入境旅游最具吸引力城市排行

数据来源： TripAdvisor全球访问量数据

 根据互联网搜索行为显示，2018年入境游客最关注的中国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其次是三亚、

西安、成都等。这些都是经济发达、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交通通达性良好的城市，同时在城市的品

牌定位、国际宣传方面均有明显的影响力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最受入境游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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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城市形象概览

3.4 入境旅游最具吸引力城市分析

● 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包括文化因子含量较高的文化产业类软性资源、与

之相对应的商务和娱乐类硬性资源，以及突显潮流时尚元素的中性资源

●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旅游资源聚集：故宫、长城、颐和园等

● 中国首都：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自身具备强大的品牌吸引力

● 奥运影响：奥运会对北京整体形象的宣传，在海外游客心中建立的品牌影

响力

数据来源：词云关键词来自Google搜索数据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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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城市形象概览

3.4 入境旅游最具吸引力城市分析

数据来源：词云关键词来自Google搜索数据

● 上海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重地：驻沪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商投资公

司和外资研发中心合计近900家

● 便捷通达的航线配套：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

● 国际旅游产品多元化：除文化观光、城市休闲等，商务会展对上海入境旅

游的带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政府大力支持：2018年8月上海市政府印发实施的《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

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干意见》、10月9日印发《关于

促进上海入境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10月12日印发《关于促进本市邮轮

经济深化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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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城市形象概览

3.4 入境旅游最具吸引力城市分析

● 千年商都：贸易是广州最大的名片，作为“千年商都”的广州具有会奖旅游

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数十年历史的广交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广州整体品

牌形象的宣传及入境游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区位优势：毗连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地缘优势是广州成为中国主要出入境

口岸的原因之一

● 文化内涵：广州具有深厚的广府文化、美食文化、中医养生文化

● 基础配套：在基础设施方面，广州在酒店、交通和服务业领域一直位居全国

前列

数据来源：词云关键词来自Google搜索数据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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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城市形象概览

3.4 入境旅游最具吸引力城市分析

 拥有众多特色主题公园：东部华侨城、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园博园等

 多元的旅行体验：拥有丰富的艺术、夜生活、餐饮、购物等资源

 外部发展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珠三角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深圳国际

化城市建设等均推进了深圳作为“海上门户”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

 国际商旅市场：作为国际科技企业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桥头堡的深圳，历

来是走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新兴现代化城市，频繁的商旅活动助力整个城市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数据来源：词云关键词来自Google搜索数据

深圳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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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境旅游整体分析

中国入境旅游全年游客总人次

中国入境旅游收入

入境游客的区域选择

入境游客源地排行

中国国际枢纽城市入境游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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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创下新高，入境旅游人次总体稳定

4.1 中国入境旅游全年游客总人次

 近十年来，中国入境游客人次呈现规律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的趋势，总入境游客保持在 1.26-1.41亿人次之

间。2015年入境旅游市场在三年持续下滑后首次呈现回升迹象，随后逐年上升，中国入境旅游面临一个新

的战略机遇期

 2018年中国入境旅游市场规模总量创下历史新高，入境旅游1412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2%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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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10-12月入境游客相对较多， 2月为入境旅游低谷

4.1 中国入境旅游全年游客总人次

 根据近两年游客出游行为发现，每年3-4月、10-12月入境游客相对较多， 2月为入境旅游低谷

 一方面因为中国春秋时节温度适中，气候宜人，适合出行游玩；另一方面因为12月正值国外圣诞节，很多

国家拥有较长的圣诞假期，游客们可借机安排出境游行程。相反，2月正值中国春节期间，国民忙于回家

团聚、走亲访友，春运客流量较大，多数商场、单位也放假休息，故对外国游客来说，游玩体验感不强。

因此，相关产业可以选择在入境游客出行高峰前加强推广宣传，开展适合入境旅游的文娱活动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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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游客以中国港澳游客为主，外国游客次之

4.1 中国入境旅游全年游客总人次

 2009-2018年，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结构整体变化不大，其中中国港澳游客是大陆入境旅游市场的主要力量，

市场份额均占总体的74.0%以上。外国游客的比重除2015年略有下降外，其他年份均有提升，可见2015年

游客增长主要在于中国港澳台游客比重的提升

 2018年，入境外国游客3054万人次，同比增长4.7%；中国香港游客7937万人次，同比下降0.5%；中国澳门

游客251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中国台湾游客614万人次，同比增长4.5%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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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入境过夜游人次逐年递增，其中中国香港游客居多，中国澳门游客增幅明显

4.1 中国入境旅游全年游客总人次

 2018年中国接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629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3.6%。其中：外国游客2364万人次，同比

增长5.2%；中国香港游客2820万人次，同比增长1.6%；中国澳门游客553万人次，同比增长5.9%；中国台

湾游客553万人次，同比增长4.5%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5927 6074
6290

4.2%

2.5%

3.6%

0.0%

2.0%

4.0%

6.0%

8.0%

1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6 2017 2018

2016-2018中国接待入境游客过夜情况

游客人次（万） 同比增长

2,364 

2,820 

553 553 

5.2%

1.6%

5.9%

4.5%

0.0%

2.0%

4.0%

6.0%

8.0%

1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外国游客 中国香港游客 中国澳门游客 中国台湾游客

2018年入境过夜游客类别

游客人次（万） 同比增长

30



2019世界旅游联盟中国入境旅游大数据报告

2018年国际旅游收入1271亿美元，其中外国游客消费居多，中国香港游客消费出现下滑

4.2 中国入境旅游收入

 除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外，近十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整体上升，其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2014

年中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大幅增长达1,054亿美元

 2018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12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其中：外国人在华花费731亿美元，增长

5.1%；中国香港游客在内地花费291亿美元，下降3.3%；中国澳门游客在内地花费87亿美元，增长5.0%；

中国台湾游客在大陆花费163亿美元，增长4.5%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397
458 485 500 517

1054
1137

1200 1234 1271

-2.7%
15.4%

5.9% 3.1% 3.4%

103.9%

7.9% 5.6% 2.9% 3.0%

-20.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近十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情况

国际旅游收入（亿） 同比增长

731 

291 

87 

163 

5.1%

-3.3%

5.0%
4.5%

-4.0%

-2.0%

0.0%

2.0%

4.0%

6.0%

8.0%

1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外国游客 中国香港游客 中国澳门游客 中国台湾游客

2018年国际旅游收入类别

国际旅游收入（亿） 同比增长

31



2019世界旅游联盟中国入境旅游大数据报告

选择华东地区入境的游客较多，其次是华北、华南地区

4.3 入境游客的区域选择

 根据2018年入境游客的机酒预订情况分析发现，华东地区的预订占比较高（45.5%），接近半数，其次为
华北地区（22.3%）、华南地区（18.3%）

数据来源： OTA数据

西北 2.3%：陕
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东北 5.2%：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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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22.3%：北
京、天津、河
北、山西、内蒙
古

华中 2.8%：
河南、湖南、湖北

西南 3.6%：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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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藏

华南 18.3%：广东、广
西、海南、中国香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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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 45.5%：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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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越南、韩国为主要客源市场，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漏损较多

4.4 入境游客源地排行

 文化和旅游部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入境旅游主要客源市场为缅甸、越南、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新加

坡、澳大利亚（即网络搜索的游客大于网络购买的游客）漏损较多。可见，在巩固主要客源市场的基础上，

可有意识加强对漏损市场的宣传推广以提升游客搜索-购买的转化率；另一方面，入境游客源市场开发的重

点可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聚，包括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发展中国家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入境）， TripAdvisor全球访问量数据（搜索），

2018年入境游客源市场排序TOP17

美国

日本

新加坡

英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加拿大

印度

马来西亚

韩国

德国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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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源地TOP17搜索漏损分布

国家
入境
排名

搜索
排名

国家
入境
排名

搜索
排名

缅甸 1 59 新加坡 10 3

越南 2 19 印度 11 8

韩国 3 10 加拿大 12 7

日本 4 2 泰国 13 12

美国 5 1 澳大利亚 14 5

俄罗斯 6 6 印度尼西亚 15 13

蒙古 7 54 德国 16 11

马来西亚 8 9 英国 17 4

菲律宾 9 16 -

缅甸

0 10

蒙古

横轴：搜索指数 ，纵轴：购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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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国际枢纽城市的入境游客主要来源于美国、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

4.5 中国国际枢纽城市入境游客概况

 2018年抵达中国各国际枢纽城市的入境游客来源国家/地区分布如下，可根据各城市主要客源分布情况合

理安排航线航班、列车等交通工具，以保证国际游客出行便捷

数据来源：联通手机信令数据

国际枢纽 国家/地区 国际枢纽 国家/地区 国际枢纽 国家/地区 国际枢纽 国家/地区 国际枢纽 国家/地区

北京市

1 美国

广州市

1 中国香港

厦门市

1 中国台湾

天津市

1 美国

西安市

1 美国

2 荷兰 2 美国 2 中国香港 2 韩国 2 韩国

3 中国香港 3 韩国 3 美国 3 日本 3 中国香港

成都市

1 美国

哈尔滨市

1 俄罗斯

上海市

1 美国

乌鲁木齐市

1 中国香港

郑州市

1 美国

2 中国香港 2 韩国 2 日本 2 中国台湾 2 韩国

3 中国台湾 3 日本 3 荷兰 3 哈萨克斯坦 3 中国香港

大连市

1 日本

昆明市

1 缅甸

深圳市

1 中国香港

武汉市

1 美国

重庆市

1 美国

2 韩国 2 中国香港 2 美国 2 中国香港 2 中国香港

3 美国 3 美国 3 荷兰 3 韩国 3 中国台湾

2018年中国15个国际枢纽城市的入境游客来源国家/地区（TOP 3）分布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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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与建议

中国入境旅游优劣势分析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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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的旅游环境

中国整体的社会安全状况在全球都处在较高水平。奥运会、世博会等重

大国际会议的举办为世界观察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中国展现出的

良好安全形态及中国居民对入境游客的热情均让外国游客信服

2.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同

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

影响力日益增强

3.逐渐提升的文化自信，文明认同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拥有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宝贵

古老的华夏文明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感受中国文化是各国

游客来中国共有的动机

4.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中国地大物博，山川锦绣，所拥有的旅游资源不仅种类多样，且积淀

深厚，其中许多资源以历史久远、文化古老、底蕴深厚著称。同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均已成为中国

入境旅游的核心吸引力

6. 可进入性增强

中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投产运营里

程及在建规模均为世界第一；截止至2018年年底，中国公路网规模达

484.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4.2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1.政策助推

国家关于入境旅游发展系列政策及意见的提出及下发，包括《“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入境旅游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等，及各省、市关于促进地方

入境旅游发展的系列政策出台

优势分析

5.1 中国入境旅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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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分析

5.1 中国入境旅游优劣势分析

2.旅游环境和配套服务尚待改善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旅游基础设施已有明显改善，但国际

化程度、公共服务配套及便利化水平仍显不足，如景区、

车站、高速公路外文标识不够规范准确等

1.签证便利化程度不高

免签政策与入境旅游发展不匹配；普通护照免签国家数量

少，且基本没有涵盖主要客源市场；72小时、144小时过

境免签政策与航权、航线匹配度不高，对拉动入境旅游市

场作用有限；赴中国签证办理门槛偏高，签证价格高、办

理时间长、手续繁琐

4.产品综合竞争力下降

产品同质化和老化趋势明显，游客参与性不强；产品不够丰

实，导致部分产品的价景不符；缺乏新线路和可供游客重复消

费的休闲度假产品；同时，随着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增长，大量

增加的旅游需求直接导致景区门票及酒店、餐饮等二次消费价

格攀升

5.天气环境

天气与气候是影响游客活动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雾霾天

气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国游客出游时的关键考量因素，同时对

外国游客是否选择入境旅游也将产生直接影响

3.挤出效应

2018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55.39亿人次。旺季时节，旅

游景点人满为患，降低了外国游客观景、用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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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建议

政策支持

2.加强签证便捷度

建议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加强中国驻海外签证中心的便利化及规范

化，逐步扩大过境免签、免签入境的使用范围

1.政策出台，贯彻实施

加强从国家层面出台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确保省、市、区

及时贯彻实施，包括税收减免、航线开辟等政策；打造中国入境旅游

示范地区；国家及地方政府在入境旅游工作中对发挥积极作用的各类

市场主体据贡献程度不同，予以相应的政策性奖励等

3.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高校教育、社会培训、专业素质考试、高端人才评定等体系化建

设标准，为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完善导游等级评定及相

关待遇匹配的考核体系；加强高校、企业、政府之间的合作，改进高

校旅游专业偏重理论的教学方式

2.统筹管理国家整体旅游形象

高度把握中国整体旅游形象的顶层设计及统一，在国家旅游品牌与省、市等

地方旅游品牌内在联接层面上，予以把控指导，包括宣传口号、旅游子品牌

体系建设等

1.提升国际化公共服务水平

加强外文标识系统、解说系统的开发建设；完善外文导航地图的开发和普

及；加紧推进入境游客移动支付功能、国际银行卡消费功能的开通，以解

决游客现金不足或无法找零的困扰；继续深入贯彻厕所革命

3.继续大力提升交通通达性

大力开发国际航班线路，提高邮轮入境的交通能力，打造高铁游中国的文

化；提升境内交通在入境游客间的宣传推广，以解决入境游客由于本地信

息不对称所引起其在不同目的地城市间选择时的顾虑

保障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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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换代

5.2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建议

2.持续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旅游产业不同行业、部门所提供的旅游产品中各服务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需持

续优化，针对不同市场客户群特征，各种单项旅游产品有机组合的能力需持续增强，

以形成一定区域内或目的地间不同内容、不同档次和不同时间分配组合的灵活多变，

进而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1.加强体验类产品的开发力度

体验类产品的融入相较单纯的游览观光，对游客产生的黏性更高，自发式传播的主

动性更强。在文化旅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应着重加强可参与、可激发游客情绪投

入和情感互动类产品的开发力度

3.重视科技、文化与旅游产品融合

随着物联网、AR/VR、全息投影、5G等先进技术的兴起及逐渐成熟，借助高科技手

段以在地文化为魂的旅游产品创新，将为入境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国故事，

对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及价值挖掘提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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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创新

5.2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建议

2.内容设计有温度

目前，海外宣传推广仍以单纯旅游景点或景观类的宣传为主，缺乏

以“吃住行游购娱”多要素融合的展现及结合亲子、朋友、家庭等

场景化生活体验类的宣传。往往“有人文”、“有温度”、“有情

感”的营销内容更能使游客具有代入感

1.媒体渠道多样化

除运用传统媒体、赴客源地开展推介活动外，需加强社交媒体为代

表的新媒体覆盖，充分利用旅行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搜索引擎、

在线视频等线上阵地；组织海外媒体及旅游批发商做好踩线工作

5.营销机制稳中创新

境外主要展会、促销由国家主管部门出资，各省市企业在以国家为首的整体

海外营销基础上进行宣传；探索目的地海外宣传的主体以省间、市间捆绑营

销的模式联合推广，以实现资源、资金的通力合作，在原有深度、广度、规

模、效果上有所突破

3.宣传物料持续曝光

以旅游目的地为载体的旅游产品通过前期宣传在形成游客基本认知

后，应采用多种方式、多种路径持续增加触达游客的机会，进而在

游客与目的地（或产品）充分互动的基础上产生购买行为

8.线上线下双驱动

国内一线城市是境外游客了解中国的首要入口，同时也是入境游客行程中的

主要选择。建议择其一、二着重打造成为“中国入境旅游桥头堡”，即中国

入境旅游线下总入口，与线上营销双驱动发展

4.推广本地化代理模式

增加与客源国当地旅游代理机构合作，并做好一线人员培训，增加

目的地（或产品）直接触达游客的机会，以利用其与潜在游客的信

任感进行产品推广，扩大营销深度

6.充分利用大数据提升决策科学性

重视国家、省、市、区（县）的入境旅游大数据的管理与应用，充分利用

数据指导决策的同时，以针对不同客群做好相应目的地（或产品）的精准

营销

7. 以点带面促发展

充分发挥口岸城市、大型旅游企业的作用，加强与世界主要旅游客源地国

家和地区的旅游交流，以点带面促进中国入境旅游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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