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业绫展现状及恭寨糯求预测

王永生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中国旅游业一直保持了高速

度的发展，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的地位已经被确认，旅游业在整个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1．入境旅游市场

在改革开放20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入

境旅游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我国入境

旅游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8～1982年)为启动超速增长阶段，第

二阶段(1982～1989年)为稳步高速增长阶

段，第三阶段(1989～1993年)为恢复快速

增长阶段，第四阶段(1993～2002年)为持

续平缓增长阶段。总体上看，我国入境旅游

发展态势显得十分强劲，入境旅游人数和旅

游外汇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2．1％和

22．6％，远远高于同期GDP的9．76％。人

境游客除港澳台同胞外，外国游客约80％

来自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蒙古等10余个主要客源国。

2．国内旅游市场

国内旅游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进入90年代后，圜内旅游迅速增长。中国

国内旅游现状主要有三个特点： (1)发展

快规模大，1990～2001年，我国国内旅游人

数由2．8亿人次增至7．84亿人次；国内旅游

收入也由1990年的170亿元升至2001年的

3 522亿元。 (2)覆盖范围广，东西南北遍

地开花，形成了一个覆盖范围空前广大的态

势。 (3)形式多样化，国内旅游不再是单

一的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活动，探亲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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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活动、学习考察、宗教朝拜、探险、保

健等各种形式的旅游活动业已广泛地开展起

来。

3．出境旅游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出国旅游发展

迅猛，出国旅游人数越来越多。1992"、一-2001

年10年间，年出境总人数由292．8万人次

增至1 212万人次。1997～2002年5年间，

出境旅游人次翻了一番。近年来，中国出境

旅游一直有计划、有组织地稳步发展。2002

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为1 660万人次，比

上年增长36．84％。截至目前，中国政府批

准开放的中国公民自费组团可以前去的旅游

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将达到28个，中国已经

成为亚洲地区快速增长的新兴客源输出国。

二、中国旅游市场需求状况分析

1．有利于中国旅游市场需求扩大的因素

(1)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对旅游业予以大

力扶持。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将旅

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历史性决

策。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强

调，“必须采取有利的政策和扶持措施”，加

快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子

1999年提出，在今后20年，我国旅游业要

实现从亚洲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跨越的

战略目标。

(2)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费水平的提

高，消费结构的改变，使居民用于旅游消费

的支出显著增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生活观念的转变，旅游已成为都市人的新

时尚，城镇周边游和近距离的周末游，国

   



庆、元旦、春节长假假日旅游发展非常迅

速，城镇居民用于旅游的支出逐年增加。

(3)西部大开发为西部旅游业的大发展

带来了强劲东风，为西部地区把旅游资源转

化为旅游产品创造了基础条件。

(4)中国加入WTO以后，进一步加快

与旅游相关的各个行业的对外开放步伐，进

一步优化中国的旅游环境；将有利于建立更

加符合国际规则的经济运行机制，吸引更多

的外商投资中国旅游业；也将促进中国旅游

业的对外开放，吸引更多的客源和管理技

术。

(5)世界旅游业持续发展，世界旅游组

织对中国今后20年旅游业发展的前景更加

看好。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

全球将接待16亿人次的国际旅游者，国际

旅游消费将达到2万亿美元。

2．制约中国旅游市场需求的因素

中国未来旅游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少制约

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有如下几方面。

(1)人均GNP不高。我圈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虽然我国不少基础产品的产量已在

全球名列前茅，但相对于13亿人口而言。

人均享有量仍然很低，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目前仍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2)农村经济不利于农民出游增长。近

些年农民出游出现了裹足不前的现象，其原

因主要是因为受到农村经济的制约。1998

年、1999年，农民从事种植业的人均纯收入

分别比上年减少了16元和45元，2000年人

均减少更高达98元。

(3)由于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而且在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

中，客观上使得旅游餐饮、娱乐和购物等竞

争性市场的产业资本规模过小，基本呈一种

“散、乱、小、差”的局面。

(4)旅游基础设施有待提高。我国旅游

基础实施中的许多方面，主要包括交通运

力、住宿设施、预订网络、交通路况信息、

囔急救援服务、信用卡服务等方面，都有很

多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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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业的继续发展，还有很多其他

的制约因素，如旅游业的市场格局问题、旅

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旅游行业管理问

题等。

三、中国未来旅游需求预测

对旅游消费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分析，有

助于我们把握旅游需求的变化动向，及时做

出安排与规划，以满足不同旅游者的消费需

求，从而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

1．中国未来旅游需求的发展趋势

旅游业从它的兴起到现在已经发展了

100余年。构成现代旅游者的各种基本动机

和需求都已发生了种种变化，他们的喜好、

习惯不断趋于复杂化和个性化。从总体上来

看，我国未来旅游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将向个

性化、多元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

(1)个性化发展趋势：由于人们的年

龄、收入、阅历、兴趣、生活习惯以及文化

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旅游需求也会出现千差

万别的消费倾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意味着

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出现专一化、特性

化，使得一些新颖有趣的“特色旅游”越

来越受到各种旅游者的青睐和偏爱。

(2)多元化发展趋势：多元化发展的趋

势意味着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自由度

加大，多样化消费档次的需求既是越来越多

的公众参与旅游行为后的必然结果，也是现

代旅游消费心理发展的基本趋势。

(3)知识化发展趋势：现代旅游不仅仅

是只限于观赏风景，而重要的是作为人们沉

淀知识、掌握信息、增长才干的一种方式。

求知、求实、求新将成为人们旅游目的的主

导方向。

(4)崇尚自然本色的趋势：在越来越多

的旅游者所做出的选择中，明显地表现出对

“自然”和“本色”的偏爱，旅游区的生态

环境保护水平与状况被旅游者越来越看重。

(5)体验旅游成为新亮点：体验旅游体

现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由被动到主动，积

极参与的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最

高旅游状态，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旅游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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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预测了我国未来旅游业发展的六大变

化：地区性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旅游业发展

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公民休闲消费方式的

变化将引发休闲产业的新发展；旅行社的经

营体制将进行新的调整；出境旅游将有新的

突破；可持续旅游发展将进一步被关注。

(2)远期预测：根据2003年10月13

日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向中国

政府及国家旅游局呈递的一份关于中国旅游

及旅行业的研究报告预测，在未来的十年

里，预计中国旅游及旅行业的需求总量每年

将实现10．4个百分点的实际增长速度，这

个增长速度将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旅

游及旅行业高速发展国。另据世界旅游组织

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
旅游目的地国家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届时

将有1亿中国人迈出国门去旅游。国家旅游

局有关人士分析认为，我国拥有一大批世界

独特性的旅游资源，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

旅游市场。"4-后16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

游需求将不断扩大，我国有潜力实现世界旅

游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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