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戴斌专栏    新闻链接    经典文献    资料与数据    同门作品    专题    论坛    搜索 

戴斌专栏

戴斌简介

学术活动

研究成果

学术文章

随 笔

教学资源

 
首页 >

戴斌专栏[文章] - 学术文章 - 旅行社研究 - 市场推动下的产业成长

市场推动下的产业成长 

——2005年中国旅行社行业统计公告评论 

旅行社研究  加入时间：2006-9-24     点击：166 

2005年，中国旅游市场呈现分化趋势：观光型大众旅游市场仍在扩大，而旅游需求结构和

特征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多元价值取向引发了需求变动，以观光为主的传统旅游基本形态被蓬

勃兴起的自驾、探险、滨海度假，以及周末城郊游、红色旅游等各种新兴旅游方式所打破。旅游

市场的多元化态势，带动了整个旅游行业的发展。 

全年，入境、国内和出境三大旅游市场以高于10%的增速凸现了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

头，也使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旅游市场的焦点。而对中国旅行社产业影响最大的市场因素还是屡

创规模和增幅历史新高的出境游市场和基数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为中国旅行社产业提供了坚实

的市场运作基础。从细分市场上看，出境旅游市场、国内旅游市场的商务旅行和休闲度假市场成

为推动整个产业增长的主导力量。 

2005年的中国旅行社业，无论是产业的发展趋势，还是企业的运作，都孕育着重大而深刻

的变化。纵观全年，产业内出现了不少可圈点的特征。 

第一，行业供给的存量规模继续保持向上的态势，增幅平稳。近年，整个行业供给总

量的增幅一直保持在10%左右。1999年至2005年，全国旅行社总数从7355家发展到16245家，仅

六年翻了一倍多，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供给规模。其中，总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国内社，年均增长

率高达18%。从行业资产的角度来看，总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都较上年减少约1%。固定资产

减少至99.19亿元，只占总量的23.66%，减幅为2.30%；流动资产增至250.54亿元，占到总量的

59.76%，增幅达3.75%。这些数据也彰显了这个拥有25万从业人员的庞大行业蓬勃成长的巨大潜

力。 

第二，行业经营规模稳步扩张，经营绩效稳中有降。1999－2005年，全行业营业收入

从386亿元发展到1,117亿元，增长2.89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7%。总体上看，行业供给总量、直

接从业人员等反映行业规模的指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即使排除2003年的非典疫情因

素，年均利润率也只有1.18%。就是营收增长最为迅猛的2004年，全行业的毛利总额为曾经高过

69亿元，净利润总额也仅为3.02亿元，净利率只有0.3%。尽管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营业收入

稳步增加，但资产总额、利润总额、营业利润、平均利润率等体现行业总体经营绩效的指标却有

不同程度的下降。在一个持续增长的市场中，连年增加的产业规模和营业额，却没有取得相应的

绩效，说明了该产业正处于一个非良性增长态势。 

第三，总体的市场化率趋于下降。蓬勃发展的三大旅游市场为旅行社行业奠定了坚实的

市场客源基础，更提供了巨大商机。但是从旅行客源的市场化率指标——（旅行社组织和接待的

客源规模/旅游总人次）*100%——来看，入境游市场稳中有降，国内游市场逐步下降，只有出

境游市场稍好一些，能够维持在22%的比率。这也说明了企业对产业市场的挖掘不够，在市场空

间拓展和产品创新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潜在机会。 

中国旅游客源的市场化率（1995—2005） 

  1995 2000 2002 2003 2004 2005 

入境游市场化

率 

15.2% 26.25% 17.98% 9.78% 12.96% 12.91% 

国内游市场化

率 

3.0% 5.8% 9.08% 7.11% 8.74% 6.67%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开数据整理。 

第三，行业垄断不断弱化，市场集中度呈持续下降趋势。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从某种

程度上说明行业集中度较低，产业仍不成熟。因为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市场，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幅

往往不会太大。近年来，“双百强”旅行社分别占国际社、国内社总数的比重均呈下降态势。随

着国旅、中旅、中青旅三大传统旅行社市场份额的相对下降，康辉、中信、春秋等新兴力量则凭

借灵活的机制迅速成长，在全国旅行社排名中的位次不断上升。在2005年全国国际旅行社百强

排名中，中国康辉旅行社、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旅游总公司的位次分别由

2000年的第11、32、10位上升到第3、4、6位。在全国国内旅行社百强排名中，从1999年到

2005年，上海春秋位居榜首，其他新兴势力亦不断涌现，如上航假期、周庄旅游分别从2002年

的第8位、第51位升至第2位、第3位。在市场集中度下降的过程中，整个行业两极分化态势依然

不减，中小旅行社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创新仍然是业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第四，企业规模平稳扩张，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上一些实力型企业表现出了横

向扩张的冲动，从国旅、中旅、港中旅、春秋国旅、广之旅、凯撒国旅等市场领导型的主流运行

商通过并购、特许经营等方式实现跨区域经营和规模扩张的市场战略，可以看出大型旅游企业集

团，特别是大型国有旅游企业集团主导的旅行社产业集聚化进程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纵观整

个年度的企业发展与市场竞争进程，众多企业在谋求多种途径和方式的规模扩张和产业融合，以

期在不断扩容的中国旅游与旅行服务市场追求更强、更多、更广的产业话语权并籍此巩固自己的

市场主导地位。 

在产业关系方面，除了直接进入航空、景区（点）和地面交通外，旅行社还通过产品创新

和购买力外溢等路径显示了自己对资源型旅游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同时，整个国民旅游体量的增

大和市场规模的扩容，给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国旅总社在《精品购物指

南》影响北京生活的品牌评选中首次进入大众视野等个案意味着旅游行为的日常化，也意味着旅

行社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中。 

第五，资源整合与产业渗透成为业态融合的主要模式。随着春秋国旅集团组建春秋航

空，正式进入相对垄断的航空产业，产业形态融合化的趋势在2005年度得到了更为明显的体

现。在广之旅、首旅集团、南京原野等旅行社对航空公司、景区点等相关业态加强整合力度的同

时，航空公司也在寻求对旅游服务市场的主动进入。这将意味着在旅行业企业加强对相关产业的

资源整合能力的同时，以航空公司为代表的非传统旅行社企业也正在谋求更大范围的产业渗透。 

而从旅行社业务运作的微观角度看，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就是由趋同竞争开始转向求异

发展，主要表现在目标市场的求异选择和线路产品的创新整合。由于市场分化和价格竞争的加

剧，传统线路的利润空间受到了极大挤压，并迫使旅行社对原有的线路产品进行差异化导向的创

新整合。传统线、深度游与自由行成为这一年度产品创新的主要模式。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导入，对于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传统认知，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颠覆。在过去的一年中，包括传统旅行社、在位电子商务分销商和新进入的电子商务运营商在

内的市场运作主体开始竞争于虚拟网络的建立与运作。中国国旅集团的“国旅在线”以及香港港

中旅集团投资数亿资金打造的“芒果网”等案例表明了传统旅行社对虚拟分销渠道产生了浓厚兴

趣。并将改写中国电子旅游分销渠道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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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本京都 

出境游市场化

率 

27.9% 41.1% 22.42% 19.14% 19.36% 21.91% 

行业总市场化

率 

—— —— 10.18% 7.61% 9.36% 7.57% 

上一条：源于实践理性的市场创新与制度演进 
下一条：商业模式的竞争 

·市场推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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