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中旬以后旅游市场就会逐渐
回归常态。” 谈及市场是否能够回归理
性，神舟国旅国际交流公司总经理张靖
给出了大概的时间点，这个暑期庞大的
出游人数导致资源紧张，旅游成本也在
不断上升。8月20日左右，孩子们该开始
准备开学的相关事宜，市场热度会慢慢
下降。

除假期时间的硬性影响外，政策的
加持也成为旅游市场回归理性的“加速
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
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明确
丰富文旅消费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在系列政策的推动下， 旅游淡季中新
的推动要素将进一步整合，有助于带薪
假期出游人群以及退休老年客群的出
游，这部分人群对于价格、目的地选择
将更加‘笃定’，因此价格、资源等紧张
局面将回归理性。”周卫红分析道。

在旅游市场逐步回到正轨之际，各

旅游企业也在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以及
发展趋势进行相应的调整。基于对整个
行业的判断，张楠认为未来康辉要重塑
品牌定位，要做有主题、有内容、有文
化、有服务的旅游产品，不再与中低端
市场去拼， 而要聚焦中高端服务内容。
毋庸置疑，高品质产品以及高质量服务
成为了旅游企业的共识。

提到旅游业的全面复苏，周卫红认
为， 整体的旅游市场若要与2019年同
期持平或是超越，更多地需要依托出境
游、入境游等方面的政策动态，同时也
要看相应旅游资源、人员筹备的情况。

“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持续呈回暖态势，
在下半年的‘十一’黄金周、明年春节等长
假，旅游市场会再次迎来出游高峰，待出境
游逐步恢复正常后，国内旅游会进一步回
归理性。” 关于旅游市场整体的恢复情
况，韩杰同样持保守态度，预计整个旅游
市场明年才有望达到2019年的水平。

与国内旅游市场呈井喷式的爆发
不同， 出境游的复苏则在逐步提速，亟
待突围。

以往的暑期， 由于假期时间长，出
境游成为众多亲子家庭的首选，但目前
出境游仍受限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
旅游消费集中到国内市场。根据中国旅
游研究院在线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出
境旅游大数据报告》， 上半年出境游目
的地共计接待内地游客4037万人次。而
该数据仍不及2019年同期。

周卫红表示， 随着洲际航班恢复、
加密， 以及消费者出游热情的上升，无
论是对亲子家庭还是常年喜欢旅游的
长者来说，暑期出境游还是受到了很多
的关注。但是相比于国内旅游的快节奏
复苏，出境游仍面临着包括地接资源紧
缺、成本上涨等在内的一些问题，解决
方案更需时日。

根据途牛数据，随着暑期出境游预
订高峰的到来， 欧洲比较热门的目的
地， 比如法意瑞连线产品仅剩少量余
位，部分欧洲热门目的地签证可预约日
期已排到10-11月。 虽然消费者对于出
境游热情不减，但在签证方面也有一定
限制。“目前欧洲申根签证接待能力有
限，开放团队签证的国家预约困难和能
够接受的数量也难以与市场需求匹配，
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开放了团队旅游，但
并未开放团队签证。这些都影响着出境
游恢复的进度。”周卫红表示。

“恢复至2019年的四成左右。”这个
数字是韩杰给出的对今年上半年出境
游市场恢复情况的判断，他认为，出境
游市场的复苏主要受到各国使馆签证、
境外接待、航班相关资源的限制，同时，

供应链的重组也涉及方方面面，包括航
班、境外地接、酒店、大巴车等重要环节
的资源都仍处于磨合期。而就整个出境
游市场而言， 仍有很多挑战亟待破题。
《报告》也指出，出境旅游市场稳步扩容
的同时， 海外目的地面临格局重构、线
路重组和产品迭代的三重压力。

经过三年疫情， 出境游市场俨然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康辉集团执行总裁张楠
介绍，消费者出境游的消费习惯经过三年
得以改变， 以前的大团队客群不复存在，
反之换来的是商旅客人、家庭旅游、企业
团组的增长。“虽然恢复速度不及预期，但
我们仍对出境游市场抱有很高的期待，各
企业也需要针对新的变化推出符合当下
的新产品，从而实现破局。”

就在8月10日， 出境游市场再次迎
来利好消息。文旅部发布《关于试点恢
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和
地区（第三批）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
知》， 日韩英美及澳大利亚等78个国家
位列其中，至此出境团队游恢复的国家
和地区已增至138个。“名单的扩容，无
疑让这个暑期的出境游得到了更多的
关注。”周卫红认为。携程数据显示，消
息发布后，出境游产品瞬时搜索增长超
过20倍。消费者对于出境游爆发出更加
强烈的热情。

暑期尚未结束，“十一”黄金周即将
接力而上，8天假期也给出境游带来新
一轮的增长动力。 同程研究院预测，出
境游的进一步放开是对现有旅游消费
市场的重要补充，随着出境游目的地的
增多和相关产品的持续丰富，出境游放
开的市场红利还将持续得到释放，有望
在“十一”假期迎来全面爆发。

出境游仍有掣肘

持续呈回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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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疫情后的复苏之年，作为头部旅游企
业的携程在产业发展浪潮中感受到了哪些新的
变化？

A：2023年是旅游的爆发年，在当下的暑期高
峰，以及紧随而至的中秋、“十一”假期节点，旅客
的旅游需求正在蓬勃增长。 行业从业者的补充、
航班运力的恢复，也在助力旅游业的恢复进程。

从携程数据来看，用户的旅游需求在2023年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相较于目的地的旅游禀赋，
旅游安全和交通安全成为旅客选择目的地的首
要考虑因素。旅游产业在不断创新和进化，呈现
出多元特性， 并且可持续旅行成为行业大趋势。
今年， 越来越多的旅客和旅行机构在关注低碳、
环保的旅游生活方式。

Q：应对当下的国内旅游市场火爆、出境游回
暖的新发展形势，携程是否还会继续延续深耕国
内的战略，抑或是重新开启国际化战略？

A：携程一直在深耕国内，这也促进了携程在
2022年再度恢复了年度盈利。同时，即使是在过
去三年的疫情当中，携程也并没有放弃国际化战
略，一直在稳健推进中。今年旅游业的复苏成为
携程快速发展的新契机，携程也会根据旅游复苏
整体情况进行适时的战略调整。

Q：近年来，包括OTA平台、旅行社企业都在
推智能化平台，携程运用了哪些新的技术加码旅
游市场？

A：旅游业同样需要人工智能的加持。今年，
携程推出了旅游行业首个大模型“携程问道”，打
造智能化的服务，让消费者更高效地进行旅游决
策。同时，携程还在布局人工智能机器人，持续加
码技术投入。

在业务端，由技术驱动的产品迭代是演进式
的，从酒店语音自动化机器人，到智能客票综合
解决方案，携程正在积极推进以智能化思路改造
行业上下游业务，形成矩阵效应，更好实现服务
闭环。

Q： 积蓄三年的出游需求在这个暑期集中释
放，国内旅游市场加速回暖。携程在暑期的恢复
情况如何？携程对于接下来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
是什么？

A：2023年暑期出游人次和我们的预期接近，
长线游和跨省游已经起量，暑期亲子游订单成为
增长最快的品类。从恢复数据来看，国内旅游在
高峰时段已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在“五一”假期
和暑期的出行高峰，出行人次均已反超2019年同
期。 而出境游和入境游则涉及到航班运力的恢
复、当地接待能力的恢复，本月出境游全面放开
的利好更是加速了恢复态势，预计需要到2024年
才会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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