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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之后旅游市场的首个复苏年，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呈现快速复

苏的态势。这一年，国内旅游行业热点频频，“人从众”、“反向旅游”、“Z世代”、

“村BA”、“特种兵旅游”和“进淄赶烤”等成为年度关键词，映射出旅游业的多元化

趋势和跨界融合。2024年，国内旅游市场延续了其热度不减的势头。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

数据，2024年春节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达到了4.74亿，同比增长34.3%，相比

2019年同期的可比口径增长了19.0%，实现了2024年的“开门红”。

为追踪国内旅游业发展态势，方便世界旅游联盟会员以及全球从业者了解与判断中国国内

旅游业的未来前景，世界旅游联盟联手全球领先的酒店及旅游业顾问公司浩华管理顾问公

司，在全球范围内第11次发布《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本次调查在问卷发放、回收和访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旅行社协会及中国旅行社协会相关会

员单位等的大力支持。本期报告的图片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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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比较中国各地区及城市的国内旅游市场，我们用特定的

景气指数模型量化了受访者反馈并以指数形式呈现，以便更直观地反映受

访者对国内旅游市场的预期。

每项问题所呈现的景气指数都反映了市场对整体业绩表现的期望值。该指

数的范围在-150至+150之间，其中“-150”表示市场对预期业绩表现非常

悲观，“0”表示对业绩预期持中立态度，“+150”则表示对市场的预期

值十分乐观。在此次调查中，各受访旅行机构以2023年上半年为基准，对

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进行了预期比较，同时判断了导致预期变化的主要因

素，并对主要客源地市场和到访目的地市场的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

本次报告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326份国内旅游市场

有效调查问卷。本次调查问卷截止于2024年2月5日，报告结论仅基于受访

者就当时的市场形势所做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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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区域分析

样本机构分析

38%    酒店

注明：问卷收集日期为2023年12月22日至2024年2月5日。

24%   旅行社业务经营企业

16%    目的地管理/营销机构 13%   社会组织类

1%        航空公司/机票代理 8%    其他（高校/机关单位）

背景介绍

华北
12%

华东
35%

华中
27% 华南

6%

西北
13%

西南
5%

东北
2%



景气指数“高开稳走” ，旅游市场延续乐观的市场预期

延续2023年趋势， 2024年上半年，国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高开稳走”的态势，国内旅游综合景气

指数上升至52，较上次调研提升2个指数点，受访者对旅游市场的发展和对未来秉持乐观的预期。

2023年国内旅游市场的强劲复苏，为业界人士带来了持续的信心和动力。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财务司发

布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接近48.91亿人次，同比增长约93.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约

4.91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40.3%。

更为鼓舞人心的是，在问卷调研期间，从2024年元旦和春节假期的市场表现来看，仍然延续了2023年

的趋势，无疑为2024年上半年乃至全年打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成为现代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环境和消费氛围的进一步改善，国内旅游市场预计将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

综合景气指数

4

历史国内旅游综合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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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国内旅游业绩景气指数

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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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业绩指数预测积极，

旅游人次的预期稍有降温

旅游业绩景气

贵机构/地区旅游业绩景气指数

5353

经历了2023年的快速复苏，国内旅游市场稳中向好

的形势已经形成。在本次调研中，受访者对国内旅

游的三大业绩指标继续保持乐观的态度。

从旅游人次来看，尽管受访者对旅游人次的预期仍

表现积极，但相较于2023年下半年略有减退，主要

归因于2023年被压抑三年的旅游需求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释放，市场开始步入一个更为平稳的旅游

周期，旅游市场需求正在回归理性。

与此同时，人均消费与总收入均较2023年下半年均

有一定提升，这表明市场的消费信心正呈现出回暖

的态势。但是总体而言，相比于旅游人次，市场从

业者对人均消费的增长预期持有相对保守态度，行

业普遍认为在当前市场周期环境下，短期之内消费

者仍处于相对谨慎的消费心态。然而从长期来看，

在旅游产品持续更新迭代的助力下，市场仍有广阔

的消费提升空间。

四川巴中-南龛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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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下各因素可能会对2024年上半年的国内旅游市场业绩产生怎样的影响？

6

影响因素受访者对各影响因素的预期普遍提升，
高铁开通和城市营销仍是刺激国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因素

高铁开通及运营、机场建设及航线开通、旅游设施发展：延续过往趋势，受访者对高铁和机场建设以及旅

游设施发展这3个因素持积极预期。《“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实施以来，旅游与交通融合提速，高

铁线路和航线不断扩充，加之多个旅游风景道、旅游铁路等产品的推出，增强了区域间旅游连接性和旅游

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此同时，旅游相关的设施日益完善，特别是智慧旅游系统的建设，优化提升了景区管

理、游客服务和游览体验。以上旅游开发和促进措施均为游客提供了更丰富和便捷的选择，加速了国内旅

游市场的繁荣。

城市营销：77%的受访者认为城市营销对国内旅游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2023年以来，城市营销在促进旅

游市场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内各个地方借助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旅游目的地

的吸引力和知名度。纵观2023年的营销案例，如淄博烧烤、“村BA/村超”、“天津大爷”跳水和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等热点，可以发现城市营销在目的地宣传和激发旅游需求中所起到关键作用。以哈尔滨为

例，哈尔滨利用其标志性的“冰雪大世界”，通过新媒体的持续宣传，巧妙地将自然资源和文化活动转化

为“泼天流量”，持续增强游客对这座城市冬季旅游的兴趣和期待。

经济发展预期和股票市场表现：中国经济发展预期这一影响因素与上季度相比，指数呈现出显著上升态势。

但受访者对国内股票市场表现的预期仍较为保守，特别是在本报告调研期间，国内A股市场遭遇明显下挫，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对当前经济环境的信心。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周期，

这也将为旅游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利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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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2023年上半年相比，请预测2024年上半年各区域作为客源来源地会有怎样的表现？

客源地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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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源地角度，尽管景气指数环比有所下滑，受访者对各地区作为客源来源地的预期增长秉持积极态度，

但各个地区的景气差异较明显，华东和华南领跑国内市场，对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则稍显信心不足。

延续过往趋势，受访者对于华东和华南持最为积极的市场预期，景气指数均值达到60。连续多次的市

场景气指数领跑，反映出华东和华南作为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最核心的客源市场的稳定性。这两个地区的庞

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活跃的市场经济是其能够成为中国国内旅游市场需求支柱的根本原因。

受访者对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作为客源地的预期增长同样持有乐观预期，景气指数处于第二梯队。

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较2023年下半年上升了24个指数点，高于市场平均。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北互跨

游”成为新的旅游趋势。2023年12月以来，在南方游客“扎堆”东北三省时，北方游客更倾向于前往气候

温暖的南方城市避寒。携程旅行网数据显示，2024年春节期间，以北京、沈阳、大连、天津、郑州、哈尔

滨等代表的北方城市，是南方温泉游、海岛游等目的地市场的主要客源地。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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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国内客源地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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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北 西南 东北

各客源地市场信心差异明显，华东和华南领跑国内市场

相比之下，西北、西南地区作为客源地的指数表现处于第三梯队，主因在于除了成都、西安等少数经

济较发达的城市之外，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这两个区域的居民消费水平和出游意愿普遍

不高，导致其作为客源地的景气指数明显低于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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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到访目的地的预期表现

问题：与2023年上半年相比，请预测2024年上半年各区域作为到访目的地会有怎样的表现？

平均景气指数

52

目的地景气指数

从指数结果来看，国内各地区作为目的地市场普遍呈现积极的预期，地区间的指数差异较小。从变化趋势

来看，相较2023年下半年，除东北地区大幅上升外，其余地区主要以持平或稍有下降的趋势。

东北地区，尤其是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的代表，迎来了火爆的旅游旺季。这不仅得益于其独特的冬季

旅游资源和长期积累的品牌效应，还有赖于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城市营销策略，带来了“泼天流量”，显著

提升了其市场吸引力。

与客源地景气表现一致，华东和华南地区作为旅游目的地同样表现优异，华东地区也以其旅游资源的

丰富性、优越的气候环境及多样的高质量旅游产品，成为了国内旅行者偏爱的旅游目的地。

西南和西北，作为目的地市场，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市场预期态势。近年来，西北和西南两个地区的城

市作为长途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升高。究其缘由，一方面，这两个地区在旅游资源均具有不可复制性，

如西南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和西北地区丰富的历史遗迹等；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的活动创新和旅游产

品多元化，加之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这些地区成功地塑造了城市品牌形象、丰富了消费者的体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华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北 西南 东北

低迷 欠佳 持平 较佳 出色

52 59 51 57 56 56 59

各地区信心普遍向好，东北地区景气指数跃升至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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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旅游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旅游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旅游

细分产品也不断涌现。国内旅游综合景气指数稳步提升至52，反映了市场的强劲

复苏势头以及从业者对行业充满信心的未来展望。从旅游业绩的细分指标来看，

旅游人次的预期虽有所下降，而人均消费和总收入的增长则预示着国内旅游的高

质量发展趋势。在影响因素方面，高铁和机场建设的进展以及城市营销的创新策

略，都在为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从客源地市场来看，不同地区间的市场信心展现出显著差异，华东与华南地区在

国内市场中遥遥领先；而在目的地市场中，各地区均表现出乐观的发展预期，尤

其是东北地区，其景气指数跃升至全国榜首。

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正在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恢复性增长迈向全面繁荣的阶段。

在新的发展周期下，新媒体创新营销下的“爆款”目的地持续涌现，细分市场赛

道下的小众目的地层出不穷。行业从业者需充分理解新周期下的消费者需求和营

销手段，持续推动产品创新迭代，为国内旅游经济高质量添能蓄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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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联盟
2017年9月11日，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旅游组织——世界旅

游联盟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隆重举行成立仪式。

世界旅游联盟以“旅游让世界和生活更美好”为宗旨，以旅游促进和平、旅游促进发展、旅游促进减

贫为使命，致力于在非政府层面推动全球旅游业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治。 

世界旅游联盟截止目前共有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236个会员。会员类别主要为各国全国性或区域性

旅游协会、有影响力的旅游或涉旅企业、旅游城市、研究院所、媒体和个人。联盟将自身定位为以会

员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型国际组织，旨在为会员搭建对话交流的合作平台、实用权威的信息平台、资源

共享的媒体平台和融合发展的沟通平台。

世界旅游联盟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总部和秘书处设在中国。

四川-大熊猫



 近郊及

长线度假

｜ CHAT｜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
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专业咨询品牌，浩华参与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全球酒店业统一会计准则》的创立，并于200

3年正式在北京开设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间办公室。浩华与中国旅游饭店协会通力合作，自2003年开始，每年
度正式出版的《中国饭店业务统计》，现已成为行业业务标杆数据发布和分享的权威专业刊物。浩华致力于以前
瞻性视角引领行业趋势和推动行业变革，率先在业内推出“空间坪效”概念，以推动行业精准化投资、空间功能
规划及持续优化的资产管理举措，并首创了MSI（市场景气指数）及MVI（市场价值指数）两大指数体系。202

2年，浩华正式推出「厚海数据平台」，进一步构建酒旅行业专业的数据标准和评价体系，参与推动行业数字化
转型和全面效能提升。浩华深耕中国市场超过二十年，在超过280个城市和目的地，累计完成了超过2000个顾

问咨询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咨询经验。迈入新周期，依托「浩华」、「厚海」及「CHAT」三大业务品牌，浩华

将覆盖企业发展、目的地及住宿产业的全生命周期业务矩阵，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落地
的专业解决方案。以数据精神、破立自新、长期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浩华将以「致力于推动美好生活方式产业持
续进化」作为企业发展愿景。

多维度及全生命周期专业解决方案

城市更新企业战

略

品牌策划 数字化咨询 人力资源咨询

长租公寓滑雪度假  康养疗

愈

市场估值  交易支

持

度假目的地TOD综合体 都市目的地 运营审核品牌招商

产业地图

企业工具

数据报告

品牌塑造

资源链接

平台策划

厚海数据业务浩华顾问业务

发展战略解决方案  

目的地解决方案  

酒店解决方案

产业信息整合查询及

大数据分析平台

品牌塑造、产业资源链接

及整合推广平台

产业定制化

顾问咨询服务

CHA
T
品牌业务

业务模块业务模块 业务模块

CHA
T

三大品牌及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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