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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游”， 游出“中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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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17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将在天津举行2010年中国旅游产业节。一方面，越

考察，同时，各外国在华旅游机构也纷纷出招，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内地居民可赴港澳地区探亲、这一中国“出境游”的雏形起，到90年代前后东南亚

游”的正式开启，到今天，在近30年时间内，中国“出境游”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呈现出日益成熟的态势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出境游”同比增长20%；预计年内中国“出境游”规模与消费又将创下新高。

    需求是真正的基础  

    2009年世界旅游业遭受了金融危机与国际甲型流感的双重影响，出现了比2003年非典时期更加严重的下滑。作

美地区，以及曾经在2008年一枝独秀的中东地区，旅游业都出现了大幅衰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境游

中国“出境游”增长约4%，与世界旅游业下滑4%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原因，一是中国旅游主管部门一直以

及目的地不断增多，为“出境游”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之后，

    在2009年4766万人次的“出境”游客中，因私“出境”占88%。也就是说，现在的“出境游”是普通百姓推

求满足之后，老百姓就会产生旅游需求；当国内旅游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之后，“出境”体验不同经济制度、文化

此，老百姓的需求，是“出境游”快速发展真正的市场基础。虽然将近5000万人次的“出境游”规模已然不小，但

只是冰山一角。 

    在旅游费用不宽裕之时，可以舍远求近；在语言环境不熟悉之时，可以先选择汉文化圈。费用、距离、

的脚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好发展、国际

的环境下，百姓旅游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高必然将促进中国“出境游”的持续增长。 

    更趋深度主题高端  

    和“出境游”发展初期相比，中国“出境游”市场已出现了逐渐分化，具体表现在对旅游目的地和产品的

游客还是以港澳台、东南亚以及日韩等周边国家与地区为主要目的地，但是赴欧美、非洲的游客正在快速增

中国游客的青睐。 

    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选择更加深度化、主题化和高端化。尽管仍有超过一半的游客选择观光游，但休闲度假的需求正在逐

学、文化科技交流、宗教朝拜、健康医疗等旅游产品正成为中国游客的选择。类似欧洲7天15国、台湾8天全

而到香港、法国购物，到马尔代夫、希腊度蜜月，到韩国、瑞士滑雪，到南非看足球，到英国、美国过夏令

很多中国游客的选择。“出境游”产品逐渐摆脱了观光产品的初级阶段，开始向更高的体验性层次过渡。 

    上述一系列“出境游”变化的背后，依然是市场的原因。中国“出境”游客目前收入较高，月收入在5000

科以上超过了3/4，以25—44岁的中青年群体为主。他们有着较好的外语基础，能熟练利用网络，拥有一定的消

能力较强，是推动“出境游”产品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为应对上述中国游客正在变化的消费模式，国内外各旅行社纷纷加强了专题化产品的开发，如邮轮旅游、高



旅游主管部门则加强了针对中国游客的服务，除来华设立办事处，开设中文版旅游推介网站外，还加强本国

务。如法国老佛爷商场配备了中文导游、巴黎很多景点提供了中文语音导览，希腊正在组织力量将景点的解

小到遍布街头的杂货店都安装了中国银联消费终端机等。 

    各国张开双臂欢迎 

    比游客规模增长更快的是中国游客的消费规模。从1982年有数据至今，中国“出境”游客消费的年均增

游”消费达到437亿美元，人均约为900美元。世界旅游组织的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出境游”消费已跃居世界第四大旅游消

游”消费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目前中国“出境”游客虽不足“入境”游客的一半，但“出境”消费已超过“

2009年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逆差：一方面，中国游客的“出境”消费水平已经达到“入境”游客的两倍有余；

国已实现了“出入境”旅游的双向互动发展。 

    作为融合力最强的产业之一，旅游业与100多个部门产业和行业相关联，在各国或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

“出境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促进目的地旅游就业增长方面发挥着

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有利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出境游”的扩大发展。尤其是2009年国务院《关

见》）制定出台，明确中国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有序发展“出境”旅游，并在试点基础上有序向外资旅行社放

游组织、亚太旅游组织、日本、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均作出积极评价，盛赞中国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以港澳地区为例，中国内地为了加强与香港、澳门的经贸合作，2003年开始推出了中国内地游客赴港澳的

申请材料简化、申请方式简单、“出入境”方式和旅游活动自主。目前内地赴香港和澳门的游客每年分别超

地带来超过150亿美元的年收益，直接刺激了港澳旅游、消费零售和饮食等行业，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 

    在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出境游”消费高速增长已成国际市场关注焦点。一直以来，签证制度是困

馆面签、等待审批……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往往费时费力。面对商机，各目的地采取简化签证措施以吸引中国

的是偷渡和非法滞留，而现在，日本最担心的是中国游客不到日本旅游。为了招徕更多中国游客，以实现“

7月开放个人赴日旅游签证后，从今年7月起大幅降低中国个人游签证门槛，力图使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一倍以上。

条件。欧美国家还将中国列入重点市场，不仅欧盟从今年4月开始统一签证以求简化程序外，美国旅游协会

证。 

    让中国公民去各国旅游，已成为不少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会谈时的重要话题之一，很多

目的地国。 

    进一步提升软实力   

    “出境游”不仅是人员和资本的简单输出，而且是文化、经济交流的渠道。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过

了解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提高了自身素质，而且通过与目的地的对比，对祖国悠久文化、社

和深刻。 

    “出境游”还成为提升中国产业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旅游企业正跟随着数千万国民“出境游”的脚

宿、餐饮、购物、娱乐等相关企业，将之作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如锦江集团今年3月出巨资联

店公司，成为首例海外成功收购国际知名酒店集团的中国旅游酒店集团。同时，中国企业还正在进军日本，投

出去”的过程中，会形成“外汇回流”，即中国游客的部分消费又让中国企业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