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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出境游的重启，不只是免税
业态，三亚整体的旅游市场也面临着
淡季经营与客流外溢的难题。

截至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试点
恢复出境团队旅游。旅行社经营出境
团队游国家名单的扩容，也让不少消
费者的出游选择更加丰富，将不止局
限于国内的热门休闲度假目的地。

携程数据显示，从整体订单量来
看，“五一”内地出境游整体订单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近700%，出境机票、酒
店订单量分别较2022年同期增长近
900%、近450%。中国香港、中国澳
门、曼谷、新加坡、普吉岛等地成为
“五一”假期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除了出境游的分流，三亚自身也
在硬件方面存在着短板。

以景区为例，受疫情的冲击旅

游投资减少，景区数量相比前几年
也并没有增长， 甚至还有下降。据
三亚市统计局发布的 2022年三亚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市共有A级及以上景区14处，其
中5A景区3处、4A景区5处。 而在
2019年的统计数据中， 三亚4A景
区则为6处， 同时， 从2019-2022
年， 三亚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一直
维持在14处。

或许是预测到了可能的分流。在
去年10月，三亚发布《三亚建设国际
旅游胜地规划（2022-2035年）》（以
下简称“规划”），不但动态谋划117个
重点项目，更提出了力争到2025年将
鹿城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具有较大国
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推动当地旅
游高质量发展。

放开后的分流考题

零售额下降是由于出境游的分流所导致的，有少部分高端消费的
消费者在出境游重启后便选择了出境，而并非选择留在三亚购买免税
商品。随着消费者进一步选择出境游，如果三亚的免税店仍只是销售
与法国等国家相同但价格并无太大优势的免税商品、购买“二手货”，
从长远来看并没有持续的生命力。

如何错位经营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可以尝试把供应链方
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做的一些新品，通过展会等方式在三亚首发，打出
自己独特的质量牌。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设计师，在某些领域打造出
领先的产品，能够吸引到部分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消费者前往三亚购买
免税商品，要按国际旅游岛的模式去运营。

专家点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旅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

软硬件都有很大提升空间

对于三亚来说， 在度假酒店方面确实拥有非常好的竞争优势，但
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优化度假酒店外部的环境、配套的设施设
备以及服务。

硬件、软件方面都值得去提升。三亚高星级度假酒店的内部环境
以及服务都非常好，但除此之外，无论是公共交通、餐饮娱乐、购物甚
至景区等，在便利性、丰富性、服务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

提供优质服务 增强留客能力

三亚同北京、杭州、深圳都是旅游热点城市，在旅游复苏中表现亮
眼。但相比其他综合性城市，三亚人口总量少、经济辐射程度低、本地
旅游市场腹地不足、距离核心消费市场远，这些可能是导致其涨幅相
对较小的原因。

一季度旅游复苏指数较快的城市都是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与
北、上、广等具有庞大商旅需求的城市相比，三亚商旅市场的恢复并不
能与之匹敌，反而以往去休闲度假的客流也会被相应分流。

三亚有着我国最丰富和知名的滨海旅游资源，未来应当做好从旅
游资源向旅游产品的转化，尤其是符合中国中产阶层旅游消费偏好的
产品，进一步增强自身吸引力。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宾至如归的旅
游服务环境，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以及相应的营销创新，能够增强其
自身的留客能力，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滨海旅游城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谷慧敏：

免税品可以考虑错位经营

过于典型的淡旺季、免税优势不
足、人口总量少、经济辐射程度低、本
地旅游市场腹地不足、距离核心消费
市场远都是三亚遭遇失落的一季度
的原因。

从 三 亚 疫 情 三 年 最 大 的 王
牌———免税业态来看， 公开信息显
示，一季度，三亚全市离岛免税零售
额 104.79亿元 ， 同比出现了下降
0.1%， 充分说明了放开对于免税业
态的冲击。

然而， 据中国中免财报，2022
年，海南省新增两家离岛免税店，海
南离岛免税店增加到12家， 全省离
岛免税店经营面积由22万平方米增
加到超过50万平方米。其中，有4家
免税店位于三亚， 分别是中服三亚
国际免税购物公园、 三亚海旅免税
城、三亚国际免税城以及cdf三亚凤
凰机场免税店。 坐拥如此庞大免税
资源的三亚， 如何打好放开后的免
税牌是个考题。

免税王牌不再

除了免税政策优势外，其他方面的优势并不多。在三亚的免税市
场中，很少有自己生产的免税商品向国内外游客出售，基本上是依靠
其他地方生产，然后运输过来进行售卖。除了依靠政策的利好，三亚应
该千方百计地扩大免税商品的来源、种类，提升商品质量，使商品更加
多元化、品质化，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尤其要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免
税商品，针对入境游客进行销售。

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

推特色免税品瞄准入境客群

2023年“五一”假期三亚旅游接待数据汇总情况（4月28日-5月2日）

■ 经营性住宿设施接待情况

■ 三亚市进出港情况

■ 主要景区景点、椰级乡村旅游点接待情况

全市经营性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游客人数约为25.65万人次

旅游饭店接待过夜人数

11.16万人次

民宿接待过夜人数

1.41万人次

旅租/日短租接待过夜人数

13.08万人次

三亚市进出港旅客量58.71万人次，同比增长259.47%。

三亚景区景点、椰级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72.39万人次，

同比增长819.37%

48.13%

51.87%出港旅客量

30.45万人次

进港旅客量

28.26万人次

出港旅客量进港旅客量

209.83%

334.51%

同比增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