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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全国人民的生活工作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其中受到影响和波及最为深刻的当属旅
游产业。为了进一步控制疫情，旅游业停滞了近半年之久。虽然现阶段疫情防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还会经常性面对局部地区
爆发的现状，为此，旅游业应该如何做出相应措施进行调整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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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城市停下了

其发展的步伐，学校停学、工厂停工，整个国家按下了暂停键，唯
一忙忙碌碌的只有千万的医护工作人员和灯火通明的医院。疫情之
下，足不出户、佩戴口罩、减少出行成为国家的号召，人们的生活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受到巨大冲击的当属我国的旅游业。本文就
以新冠疫情暴发为大背景，探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国内旅游呈
现出怎样的特点，以及如何积极做出调整，以应对未来几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疫情常态。

一、疫情冲击
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会在短时间内通过飞沫进行传播。而旅

游业作为一种跨区域、包含衣食住行多方面的一种综合性娱乐活动
大大加剧了病毒传染的可能性和概率。为了进一步控制疫情，2020
年 1 月 20 日起，全国旅游景点陆续暂停开放，1 月 23 日，铁路部
门推出退改免收退改费用政策，1 月 24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下
发的《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停旅
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明确要求旅行社行业必须暂停各种经
营活动。这让我国国内旅游业急速按下了暂停键，旅游业发展停滞
不前。新冠疫情是一件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对旅游业及
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

二、疫情下的国内旅游业
（一）陷入低谷
为了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安全，文旅部对我国国内旅游业进行

了严格的管控，疫情暴发之初，全面暂停国内旅游景点的开放，这
对于国内旅游业而言是巨大的冲击，整个旅游行业陷入了全面停滞
的状态。对比 2019 年旅游业的收入，2020 年第一季度旅游业的损
失将达 1.3 万亿元。长达 3 个月的零收入让无数旅游企业和从业者
面临倒闭和失业的困境。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至 5 月，中国旅游
相关的企业一共注销和吊销了 3 万家。其中 5 月份注销吊销量最多，
达 0.9 万家，环比 4 月增长 30.6%。这 30000 多家旅游企业注销的
背后，是旅游企业面对疫情的无奈之举[2]。

（二）积极求变
随着 2020 年 7 月疫情的逐步好转，各地方旅游景点逐步开放，

旅游业渐渐开始复苏。为了应对疫情后时期的国内外现状，旅游业
也不断积极做出改变。例如，某旅游景点为了感谢医护人员在此次
疫情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推出医护人员免费游活动，不仅加快了
旅游景区的复苏，而且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企业知名度和好感
度进一步提高。疫情的发生已然成为事实，给旅游业造成的打击也
难以弥补，在这样的后疫情时代，尤其是面对着地方性疫情间接性
出现的情况，旅游业必须要积极采取措施，创新发展模式，在后疫
情时代寻求新的突破。

（三）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高度重视享受生活，因

此从长期来看，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虽然现阶段因为
疫情的原因停滞不前，但是旅游业长期发展的大趋势是无法阻挡和
改变的。为了实现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的消极影，另一方面要对旅游资源
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开发，注重提高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维护旅游
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三、旅游业应对策略
面对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海外疫情尤其难以得到控制，境外

输入未曾停止，很难判断新冠疫情何时能够彻底消除。在这样的大

背景之下，要求旅游业积极寻求对策，处理好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
（一）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面对旅游业市场普遍低迷的现状，国家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措

施，加大对于旅游业的帮助扶持。一方面可以降低减少旅游业的税
收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拨付资金让旅游景点在闭业期间进行景点的
修复升级，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修整，为疫情过后再次开业做好各
种准备[3]。

（二）健全管理监督机制
针对新冠病毒这样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进行充分的个人防护

是可以充分减少传染概率的，为此各个旅游景点需要建立健全疫情
下，旅游景点的防控措施。例如，对每个游客进行体温测量、健康
码查看、实名登记、要求佩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的排队安排等，
同时还需要对景区进行全面的消毒杀菌安排，采取全面的措施减少
病毒的传染。

（三）完善基础医疗设施
难以否认的是，虽然我国是新冠病毒防控最为成功的国家，但

是依旧无法彻底消灭病毒，再加上国外疫情的难以控制，我们将会
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内疫情的反复。为了应对各种突发的疫情，各个
旅游景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减少游客
的顾虑，加强游客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在发生了突发情况时，可以
及时地采取专业规范的方式进行控制，将其消极影响控制到最低。
专业完善的医疗设施对旅游景区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旅游业各个
主体积极采取行动并落实[4]。

（四）开展新型旅游模式
我国的旅游业已经经过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现已经进入了积极

转型期，在此阶段之内，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方
面可以推出公司定制游，例如为医护人员提供全面的服务，既可以
加速旅游景点的复苏，还可以宣传正能量，提高企业声誉。另一方
面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方法，利用 VR 等技术进行线上云旅游，将
旅游画面和讲解词设置为程序，让人们在家里通过网络就可以了解
旅游景区，等待疫情平稳之后，还可以前往景区做进一步的观赏。

四、结束语
疫情的确给我国的旅游业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在疫情

之下，国内旅游业面对着新的挑战，也必须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
行改变，健全防护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加快转型升级，尽量减少
疫情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依旧保持旅游业的原有生机，给人民提
供良好的旅游享受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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