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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2013年旅游经济运行相对乐观 

    2013年1月9日上午，由中国旅游研究院主办的“2012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2013年发展预测暨《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No.5）》成果发布

会”在成都举行。中国旅游研究院就2012年我国旅游经济运行状况和2013年发展形势等内容发布了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2012年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受阻，但在国内经济企稳回升的背景下，通过全行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国旅游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面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预计2012年全年旅游业总收入为2.59万亿元，同比增长15.1%。三大旅游

市场呈“两增一平”格局，国内、出境旅游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旅游基本持平。预计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0.0亿人次，同比增长13.6%，国内旅游收

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出境旅游人数8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7%，出境旅游花费980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入境旅游人数1.33亿人

次，同比下降1.7%，入境旅游外汇收入483亿美元，同比下降0.3%；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预计近500亿美元。旅游产业运行总体较为景

气，2012年前三季度旅游产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5.86、128.45和128.59，旅游企业家信心指数别为135.65、128.93、123.58，均处于“景气”或

“较为景气”水平。旅游产业融合向纵深推进，旅游产业体系更为完善；地方特别是城市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高涨，已经成为旅游业创新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量；人民群众对旅游业的发展更加满意， 2012年全国满意度指数为80.66，首次达到“满意”水平。 

    中国旅游研究院认为，良好的经济社会基本面为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上“收入倍增”、“新四化”和“美丽中国”建

设等政策刺激， 2013年我国旅游经济运行相对乐观。预计2013年我国旅游业总体上仍将平稳较快增长，其中，国内旅游稳定增长，出境旅游快速

增长，入境旅游小幅增长，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预计全年旅游总收入2.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 %。国内旅游人数33亿人次，同比增长

10%；国内旅游收入达2.65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入境旅游人数1.37亿人次，同比增长3%；入境旅游外汇收入493亿美元，同比增长5%。出境旅游

人数9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5%；出境旅游花费1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20%。在政策建议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提出在扩大旅游消费的同时加快改

革创新的步伐，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推动旅游业科学发展相结合，盯住“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

业”两大战略目标，推动旅游业发展上新的台阶。 

    另悉，中国旅游研究院编著的《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2013年发展预测》（《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系列报告第5部）一书近日已

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已经初步成型 

    中国旅游研究院戴斌院长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已经初步成型。 

    一是国民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础性支撑力量。过去在全世界，受到关注的都是国际旅游。我国旅游业的

发展，也是从入境旅游开始的。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深刻认识到国民旅游才是旅游经济的主体。特别是在2012年，我们的这一认识更加理性。从

市场面来看，国民大众旅游消费占到整个市场的96%；从产业发展来看，旅游业态培育与各地旅游目的地的完善也都是围绕国民大众的旅游消费布

局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大国旅游发展的特色，与新加坡、泰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发展道路是有根本区别的。 

    二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已经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推动力。由于旅游业特殊的产业性质，加上旅游业发展刚刚起步，我

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旅游业发展的“政府主导战略”，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旅游业作为开放性

的产业，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越来越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主体，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参与旅

游经营，民营资本在旅游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各级党委政府对产业高度重视促进了旅游经济特别是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合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产业

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旅游业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产业，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广大中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战略、旅游目的地的环境营造、旅游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尤其需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没有各地党委和政府的牵头是做不到的。近年来在旅游业国家战略的带动下，在游客满意度等

工作抓手的推动下，各级党委政府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比以往更加重视，很多地方是一把手在抓旅游，对于地方旅游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是科技、教育和人才日益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旅游业对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更加充分，催生了很多新的业态，并迅

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智慧旅游方兴未艾，形成了一批智慧旅游城市、智慧景区、智慧饭店、智慧旅行社。旅游教育科研工作取得新的成就，

一级学科正在树立，博士、硕士、专业硕士、本科、高职、中职体系齐全，为旅游业界培育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国

际上首部综合性大容量的旅游辞典《中国旅游大辞典》也在2012年5月正式面世。 

旅游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旅游业发展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人均增长缓慢，特别是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一度呈下降态势。2011年虽然

总的人均花费有较快增长，但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仍低于历史最好水平。2012年上述态势得到扭转。2012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达

920元，已经高于历史上全年的最好水平。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一直呈逐年上涨态势，2012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477元，已

经高于上年全年水平。入境市场表现虽然不太理想，但人均花费增长率也有所回升。 

    旅游产业结构稳步优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旅游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从旅游业内部来看，各种形式的旅游综合体大量

产生；从外部来看，旅游和农业、文化创意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装备制造业等的融合在加深，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行业的横向、纵向

分工更为合理，如旅行社批零体系在代理制的推动下有了质的发展，饭店方面继经济型酒店之后中档饭店快速发展。从地区结构来看，继去年旅游

发展区域格局在固化中有变化之后，2012年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继续有强劲表现。从旅游景气来看，东中西部旅游景气的格局由近年来的

“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逆转为“西部高、中部次之、东部低”， 前三季度西部地区旅游景气水平持续领先。 

    旅游产业功能更大释放。旅游业对就业、扶贫、区域增长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更多的地方将旅游业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产业、城市转型发展的先导产业。人民群众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更加满意，以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游车船为

代表的旅游接待能力持续增强，正在成为“中国服务”的倡导者和率先垂范产业。 

中国旅游业的国际化发展取得新突破 

    中国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继续受世人瞩目，各国都将吸引中国游客前往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纷纷采取便利中国游客前往的签证、中

文服务等措施。为加强国际旅游合作、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恢复，国家旅游局结合旅游主题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促销活动，并举办了“中俄旅游

年”等一系列活动，取得很好效果。2012年12月，京沪同获72小时过境免签，中国向外国旅游者进一步开放。中国旅游业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同时还

表现在很多方面，如：2012年9月，世界上首个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在京正式成立；11月，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决定授予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终身成就奖。 

中国旅游研究院：建议2013年旅游工作围绕六大重点进行 

    中国旅游研究院建议，2013年旅游部门要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推动旅游业科学发展相结合，盯住两大战略目标，着重做好6个

方面的工作，推动旅游业发展上新的台阶。 

    一是千方百计扩大旅游消费。推动《旅游法》、《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等重大法规政策尽快出台，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形成有

利于旅游消费的社会氛围和商业环境，进一步提升旅游消费意识。继续推动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等发展，结合“海洋旅游”主题年积极

培育海洋海岛旅游、邮轮游艇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加快培育新兴休闲产业，引导旅游消费新需求。鼓励地方和旅游企业实施优惠措施，扩大城市

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的旅游人次和消费水平。 

    二是大力优化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用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等法律手段，积极履责，加强对旅游消费场所的整治，联合工

商、物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部门和地方政府，针对团队旅游，重点打击以次充好、夸大其词、价格虚高、强迫消费等问题。适应散客化趋势，推

动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加强面向散客的公共服务。 

    三是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加快行业协会改革，按照国务院41号文件的要求，2014年底前要基本实现“各级各类旅游行业协会的人

员和财务关系要与旅游行政管理等部门脱钩”的改革目标。加快培育各类市场中介组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程度，促进当地居民分享旅游

业发展成果。支持民营旅游企业发展，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品牌化、集团化、国际化发展，加快培育一批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四是系统创新提升旅游业的现代化水平。推进智慧旅游城市、智慧旅游景区、智慧旅游企业建设，加大旅游业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

鼓励运用现代商业模式和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旅游业。鼓励基于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和新业态发展，着重做好服务和引导工作，适时发布旅游产业引

导目录。启动旅游发展理论体系建设工程，加大调查研究力度，增强理论服务社会的能力。完善以游客满意度为抓手的目的地评价体系，尊重基层

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地方的创新动力。 



    五是增强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旅游市场宣传推广工作的意见》，创新市场宣传促销手段，推动完善

签证、购物免退税、金融、保险等入境旅游政策，确保入境旅游第三旅游目的地国地位不变。稳步推进两岸四地旅游合作，支持更多资本、人才和

技术往来，促进港澳台地区旅游业和经济健康发展。加强对世界旅游业发展形势和趋势的研究，增强以我为主搭建平台的能力，鼓励中国旅游企

业、产品、思想、人才走出去。 

    六是推动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深入融合。抓住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机遇，加快推进各类旅游目的地建设。加强对地方政府和

旅游投资机构的引导，警惕旅游投资的盲目高端化以及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促进涉旅投资的理性运行。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积极利用旅

游业的市场带动、环境优化等功能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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