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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季度旅行社产业评论

2009-4-17

鉴于世界金融危机前景尚不明朗和2008年经济运行惯性使然，2009年1季度旅行社产业运行并不

乐观，但在全国各级政府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和企业家们兢兢业业的耕作下，整个行业总体上低位平

稳运行，相信在不出现大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旅行社年内运营绩效同期相比将会逐渐回升。 

产业运行环境良好，利好政策和措施不断 

中国旅行社产业的运行环境总体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居民的出游意愿依然强烈，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居民消费

信心有所不足。面对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局面，中央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消

费、扩大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强调要“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和“大力发展旅游休闲产

业”，国家旅游局在研判国际国内旅游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相应制定了“大力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

展入境旅游，有序发展出境旅游”的发展政策。各级地方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空前重视，纷纷出台积

极的扶持和促进政策，如广东省率先实施《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加大带薪休假制度执行力

度，河南省确立了“旅游立省”的发展战略，山东、浙江等省市也正在计划实施国民休闲旅游计划。

为了刺激旅游消费，扩大内需，众多省市出台了旅游企业优惠和激励政策，并采取了发放旅游消费

券以刺激消费的措施。这些有利政策为旅行社的经营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产业处于低位运行，国内游成最大亮点 

在经过2008年的风雨洗礼之后， 2009年1季度中国旅行社行业仍然处于低位运行，1至3月份企

业经营业绩基本呈“低-高-低”走势，三大业务市场基本呈“入境降、国内旺、出境平”的格局，总体呈

“量升价跌收益下降”态势。 

从不同月份来看，一月份受金融危机前景渲染的影响，消费信心严重不足，企业经营业绩继续

大幅下滑，二月份在春节黄金周因素和各类促销手段的刺激下，居民出游显得异常火爆，企业在严

冬中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三月份又出现明显回落。 

从三大市场的业务经营来看，入境旅游下降，出境旅游基本持平，国内旅游明显好于去年同

期。受境外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入境旅游业务出现大幅度下滑，特别是来自日本、韩国和欧洲一些

国家的入境游客人数锐减。几个大型口岸城市的大型旅行社入境旅游降幅相对较小，但中部和西部

地区的部分大中型旅行社反映相对往年降幅较大，部分旅行社高达50%到70%。对于纯粹的入境游地

接社和以入境旅游业务为主的小型旅行社，由于产品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尤为困难，

部分旅行社仅能勉强维持经营，部分旅行社转向国内旅游业务，也有极少数暂时歇业。出境旅游总

体来说好于预期，大多数旅行社的出境游业务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或略有增长。但具有台湾游组团

社资质的旅行社经营情况普遍较好。第一季度台湾市场增长强劲，主要原因除了两岸直航和航点增

加外，是因为国家对公费出国旅游的管控力度加大，而台湾游一定程度来说可归属于国内旅游的一

部分，从而使得被抑制的大量出国旅游需求转化为台湾游。国内旅游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加

之没有了大的突发事件干扰，出游和消费较为旺盛，特别是城市周边游和到周边省市的短线游增长

幅度更大。 

从目的地政府到旅游企业的频繁旅游促销和降价，加上航空燃油附加费暂停收取、国际原油价

格下降、境外目的地汇率下降，导致国内和境外地接社报价普遍下降，从而国内和出境旅游组团价

格大幅跳水。虽然春节过后旅游价格调整是一种常态，不过像今年这样全线大幅下调的现象却较为

罕见。价格下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者出游，但对旅行社而言却是“旺丁不旺财”。 

促销方式各显神通，促销力度前所未有 

从旅游企业到目的地政府，从国内旅游目的地到境外目的地，从旅行社到饭店、景区、航空公

司等，对旅游营销空前重视，制定了形式多样的旅游促销措施，促销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政府层



面的促销方式包括在本地和周边省市发放旅游消费券，倡导本地人游本地，与旅行社建立紧密型合

作伙伴关系，制订本地旅行社地接优惠和外地旅行社组团奖励机制，组织外地旅行社来当地考察踩

线等。山东所推出的优惠措施极具代表性：淄博等6城市联合向全国推出“旅游一卡通”，各旅行社组

织的国内游客可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为鼓励旅行社宣传推广山东线路，山东省旅游局特设立

“旅游金桥奖”，对向山东送团数量多的旅行社，给予广告宣传奖励；为鼓励全国旅行社开发山东旅

游新产品，山东省旅游局设立旅游产业创新奖，对整合包装，开发设计推广三大骨干产品体系业绩

突出，贡献大的旅行社实施重奖；对积极推广山东专项旅游及高端旅游产品的旅行社，给予奖励。

在入境旅游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北京市、重庆市等地旅游局还制订了专门针对入境旅游组团社的奖

励政策。 

在各地政府对组织境外省外旅游者来当地旅游的省内省外国际国内旅行社制定奖励办法和政策

的同时，各地景区也纷纷制定了针对旅行商的门票优惠和奖励政策；旅行社自身也开展了免费向当

地群众发放“旅游代金券”、“旅游消费券”等促销活动；旅行社还会同饭店、景区和航空等各类旅游企

业开展联合营销。东航与昆明多家旅行社联合开辟东南亚直航包机旅游线路，东航宁波分公司、宁

波机场以及一家旅行社在国内联合发放航空旅游券（包括国内机票抵用券和旅游消费抵用券）。美

国大陆航空公司联合北京和上海各大出境旅行社推出了2009年美国大陆航空公司中国赴美旅行团广

告主题。在此非常时期。部分旅行社开始建立战略联盟，抱团取暖，例如武汉215家旅行社与江西婺

源签定集团采购协议，旅游团队门票优惠50元，旅游总报价下降一成左右。上海市快乐游联合体及

陕西西安、浙江台州的26家旅行社与呼伦贝尔市旅游局和当地草原日月旅行社就2009年旅游项目签

署合作共赢协议。国内一些有实力的旅行社与境外目的地旅游局开始尝试进行合作，如环境国旅与

丹麦国家旅游局就其新开发的“环境北欧行”进行了联合促销。 

在各级各类旅游促销的不断轰炸下，中国一些出行者随之对自己的出行计划做出了调整。但总

的来说，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除了关注风景本身和价格因素外，更看重旅游配套设施水平、服务

质量、整体消费价格是否合理等，因此促销的最终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注重产品研发创新，关注服务品质管理 

旅行社严格成本控制，展开组合营销，进行开源节流是困难时期的基本生存之道。为了进一步

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大中型旅行社开始加强产品研发，改变产品结构，提升旅游产品的差异化优

势和品牌价值，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同时对于服务质量和出行安全给予足够的保障。借着2009年

中国生态旅游年的东风，众多旅行社着力开发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这为处于寒冬中的旅游业增添

了绿色旋律。环境国旅作为国家环保部下属的国际旅行社，紧抓机遇，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优势资

源，针对国内外游客开发出“北欧旋绿”等多个系列的高端生态游产品。华远国旅针对目前的市场消

费状况，提出高端产品也要追求高性价比，推出了低价位的、住宿为五星级酒店的豪华产品“印象日

本”和包邮轮的“百对情侣浪漫欧洲行”。多家旅行社顺应市场需求，开发出主要交通工具为火车（或

大巴）加邮轮的国内和出境整合在一起的“胶东半岛+韩国邮轮”大众旅游产品。大连中旅充分挖掘市

场需求，强化入境商务旅游者的延伸服务，争取商务旅游者在商务会议等活动之外在大连或周边城

市停留1到2天。 

在非常时期，旅游者对于服务质量和旅游安全问题更为关心。年初所发生的携程旅行网“假保单”

事件和美国游安全事故引起了人们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广泛关注。“假保单”主要是引发了人们对旅

行社的诚信危机，携程旅行网为迅速消除这一负面影响，为此专门设立了1000万元人民币的“诚信服

务先行赔付基金”，这是继公司2005年初设立“重大自然灾害旅游体验保障基金”后再次设立旅游基

金，这在国内都属首次创举。在该事件之后，携程还推出国内首个集中管理的航意险销售管理网络

平台。在日前武汉东星航空停飞事件发生之后，携程为其所服务的游客迅速启动该基金进行了首次

赔付。应该说携程通过危机管理，较好地化解了人们对他的不信任，既提升了服务品质也提升了企

业形象，把企业面临的危机转化为了企业的发展机遇。赴美旅游团车祸也是近年来最受民众关注的

安全事件之一，受到国家旅游局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事件警示旅行社要加强旅游服务质量控制

和管理，旅游者出游也应注意旅游安全的防范和旅游保险的购买。中国公民出境医疗保险试点示范

工程的启动，将可以为中国出境旅游者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医疗保障。 

整合产业资源 拓展产业链条 

业内普遍认为，在旅游市场处于低迷时期进行扩张，成本最低，也是进行资源整合的最好时

机。从目前来看，除极少部分小旅行社暂时歇业和少数旅行社撤销门市外，尚未出现旅行社的倒闭

现象；但业内人才流动现象较为普遍，频现旅行社部门主管跳槽或另立门户，这给一些企业的经营

带来了暂时困难。业内资本整合目前主要是通过连锁加盟、特许经营、互为代理、相互持股等形式

参股或吞并小型旅行社，增强资源优势；而众多人士年前预测的兼并和收购行为，除港中旅、广州

中旅和湖北旅游集团等付诸行动外，其他企业还处于静默期。 

港中旅在去年底兼并中国旅行社后，又向Pacific Travel购入美中旅公司，日前又宣称中国中

旅旅游资产将注入香港中旅，拟整合旗下三个旅行社品牌，推出一个新品牌，同时取消旅行社承包



制,实现完全独资；将建立总公司-区域公司-分公司-直销门市的三级管理体系，建成中国最大的地

面旅游网络体系，并进行流程再造，前后台分开，树立新的旅行社经营模式。广东中旅也在逆市展

开新一轮网络布局。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广东中旅与肇庆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民康药业合资设

立了广东中旅肇庆旅行社有限公司，近期正通过与各地有实力的企业和人士合资，或将以往省内分

公司转型为法人旅行社的办法，完成另外三家公司的设立，所有公司均由广东中旅控股。湖北中旅

和湖北海外旅游集团年初整合为湖北旅游集团，总资产达3亿元，下辖9家旅行社、5家饭店、1家景

区和2家旅游车队，集团希望将所拥有资产打造为一个中心五个板块。 

在构筑旅行社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向旅游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将是部分大中型旅行社发

展的既定战略。广东中旅在整合旅行社资源的同时，计划通过加快省内控股旅行社布局，加快发展

酒店项目和景区项目。公司目前正加快推进酒店板块的“品牌输出、连锁经营”新商业模式；正紧密

联手地市，加快省内山区旅游资源开发，投资建设省内4A标准大型新景区；同时充分利用道路客运

二级资质，进入旅游交通板块，拓展长途客运线路。港中旅的酒店板块在推出“维景”品牌之后，日

前又推出了“旅居”品牌。 

新条例将促进行业发展，企业对未来谨慎乐观 

未来一段时间，有多重利好因素利于行业的发展。首先是在1季度各级政府制定了大量支持旅游

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其效应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步显现；其次是新《旅行社条例》的实施，将

鼓励旅行社做大做强，有利于旅行社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其经营网络，有利于旅行社批零体系的逐渐

形成，也有利于吸引其他行业的资源配置到旅行社行业。随着台湾游组团社的大幅增加，台湾游市

场将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台湾游产品将会进一步细分化，价格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根据企

业访谈，企业家普遍预计随着五一前后居民出游的回暖，旅行社经营业绩将有所好转。对于全年的

经营状况，除少部分旅行社判断低谷运行趋势将持续到明年年初外，大多数企业持谨慎乐观的态

度，认为随着下半年宏观经济的逐渐复苏，旅游产业发展形势也会迅速恢复增势。相信正如信游天

下在开业庆典上所表达的，有了诚信与信心，中国旅行社行业的明天见会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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