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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旅游业造成了重大影响，我国旅

游业也不例外。自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旅游业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不仅导致旅游业的产值大幅下降，也给从业

者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压力。面对这种状况，如何有效的应

对策略，将决定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质量。

1　我国新冠疫情下的旅游业发展状况

新冠疫情对我国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从国内旅

游到出境旅游，从旅游从业人员到旅游企业，都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新冠疫情导致旅游业产值下降。由

于疫情的爆发，我国国内旅游业和出境旅游业都受到了很

大的影响，导致旅游业的产值大幅下降。以新冠疫情最严

重的2020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旅游收

入同比下降60.3%。：2020年春节期间，全国旅游人次同比

下降77.7%，其中湖北省旅游人次同比下降96.7%。为了遏

制疫情扩散，我国多个旅游景区关闭，导致旅游景区的收

入大幅下降。2020年，我国出境游人数同比下降85.3%，其

中2月份同比下降96.2%。2020年，我国出境旅游收入同比

下降85.2%。其次，旅游业企业破产倒闭，由于疫情的冲

击，很多旅游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导致一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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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倒闭，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企业破产倒闭，

也引发了旅游业从业人员失业，由于旅游业的产值下降，

很多旅游从业人员失去了工作机会，导致他们面临着严重

的经济压力[1]。总之，新冠疫情对我国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

打击，从旅游收入到旅游人数，从旅游从业人员到旅游企

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旅游业需要采取更加积极

的措施应对疫情的冲击[2]。

2022年11月，随着国内逐步解除疫情防控措施，国内

旅游逐步恢复。但是，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的影响，

国内旅游业的恢复速度相对较慢，远远没有达到疫情前

的水平。

2　新冠疫情对我国旅游业造成的影响

2.1国内旅游业面临生存危机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国内旅游业也不例外。在疫情期间，国内旅游业受到了严

重的打击，面临着生存危机[3]。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国内旅

游业的收入大幅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全国

旅游收入同比下降13.3%。这意味着，国内旅游业的收入减

少了数千亿元。旅游收入的减少对旅游企业的经营造成了

巨大的压力，很多旅游企业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新冠

疫情的爆发也导致国内旅游人数锐减。2022年春节期间，

全国旅游人次同比下降25.7%。旅游人数的锐减导致旅游

景区的收入大幅下降，很多景区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营。新

冠疫情的爆发旅游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新冠疫情的爆发导

致国内旅游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由于旅游业的收入下降，

很多旅游企业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营，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同时，旅游企业面临着人员成本、租金、水电等费用的压

力，使得经营更加困难。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旅游从业人

员失业率上升。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国内旅游从业人员失

去了工作机会，失业率上升。由于旅游业的萎缩，很多旅

游从业人员失去了工作机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同时，由

于旅游行业的不景气，很多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受到了

严重的影响。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导致旅游业务受阻。新冠

疫情的爆发导致国内旅游业务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由于疫

情的影响，旅游业务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很多旅游企业无

法正常开展业务。同时，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游客也不

敢出门旅游，导致旅游业务无法正常进行[7]。

2.2旅游企业创业进入寒冬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旅游企业也不例外。在疫情期间，旅游企业受到了严重的

打击，创业进入了寒冬。

一方面，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旅游需求锐减。由于疫情

的影响，很多游客不敢出门旅游，旅游需求大幅下降。这

对旅游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多旅游企业面临

着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投资环境变得复杂。

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旅游企业的投资计划被迫延迟或取

消，导致投资环境变得复杂。同时，由于疫情的影响，很

多投资者对旅游行业的信心也受到了影响，不愿意投资旅

游企业。

此外，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旅游企业的资金链断裂。

由于旅游业的收入大幅下降，很多旅游企业无法维持正常

的运营，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资金链断裂会导致旅

游企业无法继续经营，甚至破产倒闭。新冠疫情的爆发也

导致旅游企业的人员成本增加。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旅

游企业面临着人员成本的增加，包括人员保障、培训等方

面。这对旅游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3　后新冠疫情时代我国旅游业发展对策

3.1推动旅游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了旅游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进

程。随着人们对安全、卫生的关注度增加，旅游企业需要

加强数字化、智能化的投入，提供更加智能化、便捷化、

个性化的服务。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旅游业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打击。在这个时候，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成为了

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来

改善旅游业的各个环节，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

用户体验。数字化转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加大推

广电子支付。电子支付可以提高旅游业的支付效率和安全

性。例如，在景区、酒店等场所推广移动支付、电子钱包

等电子支付方式，可以方便游客的支付，减少现金交易的

安全风险。使用智能化客服，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

现智能化客服，提高游客的服务体验。例如，在旅游平台

上设置机器人客服，可以为游客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咨询

服务，解决游客的问题，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进行智能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是指通过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技术来提高旅游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智能化

转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开展旅游大数据分析。通

过对旅游大数据的分析，可以了解游客的需求、偏好等信

息，从而调整旅游产品和服务，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例

如，通过对游客的行为数据分析，可以了解游客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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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游客推荐更合适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进行智能化安

全管理。通过人脸识别、智能监控等技术，可以实现旅游

景区的智能化安全管理。例如，在景区设置人脸识别门禁

系统，可以实现游客的身份识别和安全管理，提高景区的

安全性。做好智能化导览服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实现智能化导览服务，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例如，在景

区设置智能导览系统，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智能

化的导览服务，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景区的历史、文化等

信息。总之，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旅游

业将迎来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的未来。

3.2拓展旅游市场多元化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我国旅游业的国际市场带来了较大影

响，因此，拓展国内市场，加强本土旅游的开发和推广，

成为了当前旅游业的重要任务。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

旅游业也开始逐渐复苏。然而，仅仅依靠传统旅游市场的

发展已经无法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拓展旅游市场

的多元化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首先要开发文化旅游市场。文化旅游市场是指以文化

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服务。在后疫情时代，游客对文化旅

游的需求愈发强烈。例如，游客可以参观历史遗迹、博物

馆、艺术展览等文化场所，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并体验

当地的文化活动和传统手工艺品制作。

其次，推广生态旅游市场。生态旅游市场是指以自然景

观和生态环境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服务。在后疫情时代，

游客更加注重健康和环保，因此生态旅游市场受到了越来

越多游客的关注。例如，游客可以参观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等地，了解自然生态环境，并参加户外运动、草原骑

马等活动。

最后，拓展体育旅游市场。体育旅游市场是指以体育竞

技和健身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服务。在后疫情时代，游客

更加注重健康和运动，因此体育旅游市场也成为了旅游业

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例如，游客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

滑雪、冲浪等体育活动，并了解当地的体育文化和历史。

总之，拓展旅游市场的多元化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在后疫情时代，旅游业需要不断创新，开发新的旅

游市场，以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3.3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

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推动旅

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可以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

同时也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旅游景点的文

化主题化、文化活动的旅游化等方式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

业的融合，实现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互利共赢。

3.4加强旅游业政策支持

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渐得到控制，旅游业开始逐渐复苏。

然而，旅游业的复苏还需要政策支持。在后疫情时代，加

强旅游业政策支持，有助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高旅游

业的质量和效益。

首先加强政策制定。政策制定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手段。在后疫情时代，政策制定需要更加注重旅游业的特

殊性和复杂性，更加注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支持旅

游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对旅游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促进

旅游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和互联网化。要加强旅游业品牌

建设。加强对旅游业品牌建设的支持，推进旅游业的品牌

化、差异化和特色化。

其次，加强旅游投资。旅游投资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手段。在后疫情时代，加强旅游投资，有助于促进旅游

业的发展，提高旅游业的质量和效益。具体来说，旅游投

资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高旅游设施的质量和水

平。要加强旅游营销推广。加强对旅游营销推广的投资，

提高旅游营销推广的效果和效益。

总之，后新冠疫情时代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和机遇，需要制定相应的对策。需要推动旅游业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加强旅游业卫生安全管理，拓展旅游市场多

元化，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加强旅游业人才培

养，加强旅游业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努力，以提高旅游业的

竞争力和影响力，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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