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旅游消费信贷的市场定位与拓展对策分析 

文/蒋丽芹 韩卫东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迅猛，业务品种不断增加，旅游消费信贷也应运而生。
但与国外发达国家旅游信贷一直有稳定的市场相比，目前旅游消费信贷在我国才刚刚起步，面临着
种种困难和障碍。自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以来，多年来
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市场反应寥寥。据统计2005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7686亿元，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5286亿元，国内旅游人次12.12人次，在当前我国旅游需求增长、旅游收入逐年增加、旅游业发展
迅速的形势下，重新启动曾经面临退市的旅游消费信贷业务，对我国旅游业和金融业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1 制约我国旅游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1.1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 
   西方人视旅游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其社会福利和各项保险健全，即使没有存款也要外出旅
游。中国人则不同，相对于攒钱购房、购车来说，旅游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在有足够余
钱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额外消费。尽管政府大力提倡居民进行消费信贷，但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
50%居民并没有消费信贷意向，在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下，个人信贷消费发展缓慢，旅
游信贷消费更是举步维艰。 
   1.2个人信用制度体系的制约 
   目前的消费信贷中，商业银行既是消费受理方，又是授信方，独资承担了信贷消费的资金压
力和风险，这就制约了信贷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贷款银行为了减少风险，必然以苛刻的信贷条件要
求贷款人履行繁杂的贷款手续。而旅游信贷的需求往往是突发性的，烦琐的手续影响了贷方和借方
的积极性。 
   1.3银行服务质量的制约 
   近年来由于银行尝到了房贷、车贷所带来的利益，普遍对金额较小、季节性强的旅游消费信
贷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忽视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营销，消费者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手续烦琐、门槛
较高、周期较长，抑制了消费者的热情。 
   2 旅游消费信贷的市场定位 
   2.1人群定位――青年市场 
   目前对国内市场来说，耐用消费品已趋于饱和状态，而人们的旅游动机和需求日益旺盛，这
就要合理地引导人们的消费方向，旅游消费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应积极鼓励人们进行旅游消
费。 
   亚当·斯密认为年轻人对于自己和未来的估计总是过于乐观，相比其它年龄段的人更容易产
生负债消费的动机。我国老年人消费观念大多过于保守，而青年人已普遍接受“花明天的钱，圆今
天的梦”的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观念。对于收入不高、积蓄有限、收入来源稳定、有一定还款能力
且有强烈旅游欲望的个体消费者而言，旅游消费信贷是很好的途径。 
   2.2类型定位――境外旅游 
   近年来，我国出境旅游快速发展，出境旅游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自1997年至2004年，中
国出境旅游达1.1亿人次，其中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达2885万人次，比2003年增长43%，成为亚洲第
一大客源输出国和全球出境旅游市场增幅最快、潜力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外出
旅游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出境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
的开支来说，有一定的悬殊。目前除了少数高收入者，很少有家庭能在一年内潇洒地举家出游几
次，就是一年外出旅游一次的也是中高收入家庭。对于年轻人旅游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是经济
条件不允许，而分期付款是一种平衡手段。 
   3 旅游消费信贷的拓展对策 
   要使旅游消费信贷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除了制订与信贷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
担保、评估、保险、公证等一系列制度，使旅游信贷消费逐步走上法制轨道；建立和完善养老、医
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个人信贷消费健康发展以外，针对旅游消费信贷的实际情况，还必
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作文章： 
   3.1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政府、金融机构、旅游企业和媒体要加大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
宣传方式，普及信贷消费知识，逐步转变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先积累、后消费的消费习惯，引导人

 



们树立借助信贷工具，适度超前消费的新观念，只有当消费观念转变时，旅游信贷消费才能真正在
我国普及。 
   当然在消费宣传上不可盲目误导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观念，不可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没有
确定的收入预期，就举借债消费。而应正确引导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培养正确的消费倾向。目
前，我国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奢侈浪费、盲目消费攀比，脱离实际收入水平、不量力而行的消费
观念违背节约型社会的宗旨。引导青年人消费结构的转变，少在吃喝上浪费，少负债购大房、购
车，多在购书和游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上消费，这对于提高青年人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同时也
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氛围。 
   3.2放宽条件，简化旅游信贷的手续，提供优质服务 
   当前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很少将旅游贷款直接贷给个人去旅游。银行的贷款条款上大多规定
贷款只限于支付与贷款人签订合作协议的特约旅行社的旅游费用，也即旅游者的旅游只能是跟随团
队参加大众化的团队旅游，如此苛刻的要求有背于旅游日益散客化的国家趋势。 
   消费信贷手续烦琐，旅游消费信贷更是如此。一般游客需提前一个月向开办此项业务的银行
提出申请，其间需要往返银行多次，并提供银行所需的各种文件、证明、担保。因此金融机构要简
化手续，方便游客。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完善售后服务体系，健全信贷产品
质量保障机制。 
   3.3加强协作，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发展旅游信贷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有关部门、旅游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要密切配
合，各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消费信贷机构，为消费者提供多种形式高效、便利的旅游信贷服务；银
行要配备必要的信贷消费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多与旅行社和消费者沟通，积极采取措施，加大旅
游信贷消费工作力度。 
   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个人信贷分析管理系统，探索运用现代化金融工具分散个人信
贷风险。信用风险是个人信贷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也是个人信贷业务发展最大的障碍。降低信用风
险的最有效办法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借鉴国外银行的先进经验，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和方法来
管理和控制个人相信贷风险，如：消费贷款证券化，个人抵押贷款证券化，个人消费信贷保险等，
从而达到控制风险和增强抵抗风险能力的目的。 
（作者单位：蒋丽芹/江南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韩卫东/江苏同方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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