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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国旅游度假  

发展进程回顾  



我国旅游度假发展进程回顾 

职工疗休养制度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就建立了职

工疗休养制度。从历史来

看，干部休假和工人疗养

制度是国民旅游权利的启

蒙者，也是旅游度假的推

动者。 

萌芽期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

80年代末，是我国旅游度

假发展的萌芽期。这一阶

段的国民旅游度假发展还

处于自发成长期，以个人

和家庭为主体的大众化自

费旅游度假非常少。 

成长期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

始，我国旅游度假产业步

入成长期。一方面入境旅

游在经历了最初的观光热

潮后，休闲度假开始兴

起。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下，国内旅游

市场逐步成长起来，成为

推动休闲度假发展的重要

力量。 

快速发展期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

始，我国旅游度假产业步

入快速发展时期。1999

年，我国推出“黄金周”

制度，为人们提供了更长

的公共假期，旅游度假有

了更充足的时间保障。政

策的支持和市场的推动

下，这一时期我国旅游度

假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提质增效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旅

游度假产业进入提质增效

的新阶段。当前，休闲度

假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重

要选项。以旅游度假区为

主体、多样化的旅游度假

产业体系稳步建立。 



02 我国旅游度假  

市场需求和消费特征  



（一）休闲度假成为旅游消费的重要选项 

99.63%的受访者在2021年开展了旅游活动。出游2次的占比最多，为58.75%；出游1次的次

之，占比为25.48%；出游3次的占比为15.32%；出游0次和3次以上的合占0.46%。 

 

92.21%的受访者在2022年上半年中进行了以休闲度假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以下简称休闲度

假型旅游）,7.79%的受访者未参与。 

 

相对于其他目的的旅游，绝大多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进行更多的休闲度假型旅游。40.35%的

受访者选择非常愿意，35.80%的选择了愿意，18.76%的没有倾向，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的

分别只有4.58%和0.51%。 

虽然2021年国内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状态，但人们仍然

抓住各种机会外出旅游度假。 

2021年外出旅游次数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二）带薪休假成为人们进行休闲度假型旅游的主要时间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在休闲度假出游时间方面，选择带薪休假的占比最高，达55.78%；其次为寒

暑假，占比为39.05%；再次是国家法定假期，占比为37.64%；请事假及其他合计仅占

4.53%。 

随着国家持续发文要求落实带薪休假，利用带薪休假进行

休闲度假型旅游的越来越多。 

休闲度假型旅游的时间选择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三）新媒体和亲朋好友是获取休闲度假型旅游信息的重要来源 

受访者获取休闲度假型旅游信息的渠道，占最大比例的是微信、微博、小红书、QQ等新媒

体网络传播渠道，达到了58.13%。 

 

另外，社群经济在旅游业中的地位也有所显现，46.62%的受访者通过亲朋好友推荐获取相关

度假信息。 

“旅游+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使人民群众的旅游方式日趋

智能化、数字化。 

获取休闲度假型旅游相关信息的渠道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四）和家人朋友一起进行休闲度假型旅游成为常态 

休闲度假型旅游往往伴随着文化体育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家人和朋友一起进行休闲度假型旅游的比例分别达到65.81%和41.67%。 

休闲度假型旅游对亲情和友情的维护十分有利，是提升

家庭凝聚力和稳固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 

休闲度假型旅游同伴选择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五）气候、景观、生态环境等是休闲度假型旅游目的地
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 

针对最偏爱的休闲度假型旅游地类型，受访者的选择比较分散。其中选择湖泊型、

滨海型、温泉型、山地和森林型、草原型的占比较高，分别为35.34%、28.86%、

26.96%、18.41%、18.29%。可见滨水休闲、生态康养等是受访者主要的休闲度

假目的。 

 

针对在选择休闲度假型旅游地时最关注的当地因素，气候和特色景观占比较高，分

别达到了44.38%、43.78%。生态环境质量和交通、食宿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次

之，占比分别为33.21%、30.29%。 

目前我国的休闲度假型旅游更多的还是观光式度假，但同时对于

旅游目的地的气候、生态环境质量等也比较关注。 

休闲度假型旅游目的地类型选择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休闲度假型旅游最关注的当地要素 



（六）传统住宿仍是休闲度假型旅游的主要住宿选择 

经济型酒店、商务型酒店仍是人们在休闲度假型旅游中最常选择的住宿方式，占比分别高达

48.98%、39.49%。最常选择度假型酒店、主题酒店、民宿的分别只有24.62%、23.55%、

12.69%，还有少量住亲友家（1.82%）或其他（0.05%）。 

经济型酒店、商务型酒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认知和品牌效应，抢先占据了

市场优势；度假型酒店、主题酒店、民宿作为新型酒店业态，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但也需要时间来获取市场认可。 

休闲度假型旅游住宿选择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七）休闲度假型旅游中基础性消费仍占较大比重 

调查显示，针对休闲度假型旅游中花费最高的项目，选择交通的最多，占比为27.20%；选择

住宿的其次，占比25.89%；选择景区游览的第3，占比23.35%；选择餐饮的第4，占比

11.63%；选择购物和娱乐的分别只有9.44%、2.45%。 

当前的休闲度假型旅游消费，最大部分仍然在基础性旅游

消费领域。 

休闲度假型旅游中花费最高的项目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八）人们对休闲度假型旅游的感知较为正面 

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是否物有所值的问题，受访者中选择“非常同意”

及“同意”的比例合计达到了71.46%，可见大多数旅游者认为休闲度假型旅游还是值得的，

获得感较强； 针对休闲度假型旅游服务质量是否满意的问题，选择“非常同意”及“同意”

的比例合计达到了75.71%，可见休闲度假型旅游总体满意度比较高。 

 

在问到我国休闲度假型旅游存在的问题时，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服务质量水平不高

（50.14%）。其他问题依次是：各类设施不完善（39.52%）、产品类型单一（29.62%）、

管理水平较低（20.78%）。选择疫情防控政策严格的较少，仅占到5.86%，说明受访者充分

理解并支持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采取的相关措施。 

休闲度假型旅游总体满意度比较高，旅游产品性质比和服

务质量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性价比感知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度假市场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8月。 

休闲度假型旅游服务质量感知情况 

休闲度假型旅游存在问题 



03 我国旅游度假  

产品供给与主体培育  



（一）旅游度假区：从空间到场景 

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国家旅游度假区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有关问题的通知》、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分布图由课题组自绘。 

旅游度假区在我国旅游产品供给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等方面形成了较大规模，而且对整个旅游度假发
展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我国旅游度假区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早期的国家旅游度假区更多的是一个空间概念，而现在的国家级和省级
旅游度假区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消费场景。 

本世纪推出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发展 世界级旅游度假区的提出 

2020年，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建设一
批文化底蕴深
厚的世界级旅
游景区和度假
区”。 



（二）旅游度假产品：走向多样化和高品质 

1 

旅游度假产品内涵更加丰富 
高品质的旅游度假产品不仅表现在建筑和设施设备的高端上，

而且也体现在服务和管理水平的优质以及更多的文化参与和体

验上。 

2 

体验视角下主要旅游度假产品类型 

旅游度假产品类型更加多样 
无特色不旅游、无体验不产品。 

体验是旅游度假产品的核心。 

“微度假”和周边度假的兴起 
顺应大众消费需求特征，各地开发了一批相应的“微度假”和

周边度假产品，如自驾车房车营地、郊野露营、周末亲子野营、

乡村休闲度假等。 

3 



（三）旅游度假产业：多元跨界的市场主体 

1 

2 

3 

4 

5 

2021年中国旅游集团20强及提名名单 



04 我国旅游度假  

投资运营与管理模式  



（一）旅游度假区是各地发展旅游度假的主要抓手 

政府层面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共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45家、省级旅游度假

区631家，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引领、省级旅游度假区为支撑、各

类不同度假地为依托的金字塔式旅游度假发展格局已经形成。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度假区建设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绝大多数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成立了专门的“管理

委员会”“管理办公室”“管理中心”“管理局”或“工作委员会”，作为

政府派出机构，在其管理范围内行使相关的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职能。 

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行政推动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 

管理体制 



（二）文商旅综合体是旅游度假场所的主要形态 

旅游度假目的地不仅要有相应的文旅要素，

还要满足游客居停生活所需要的商业要素。 

从综合体投资与运营主体来看，既有传

统的文旅企业，也有商业地产开发商。 



（三）旅居和第二居所成为旅游度假投资商追逐的新战场 

旅游度假投资商追逐的新战场 

介于传统的旅游度假和定居之间的一种形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
会的老龄化、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
的进一步完善，康养旅居成为旅游
度假市场的新热点。 

强调旅居者对第二居所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在中国海南、环渤海、长三角、珠
三角、广西北部湾、滇南等区域，
集“居住生活”与“休闲度假”为
一体的第二居所迅速增长。 

旅居 

第二
居所 



（四）分时度假仍在法律框架内探索前行 

这些年来，由于法律上缺少保障以及

现实中存在分时度假合同不健全和虚

假宣传、监管失位等问题，我国分时

度假一直在艰难前行，发展缓慢。

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旅游业

发展规划》没有再提及分时度假。 

分时度假探索前行 
2001年全国旅游发

展工作会议曾提出

“中心城市可积极

探讨分时度假等新

的旅游方式”并写

入发展规划当中。 

2016年发布的

《“十三五”旅游

业发展规划》曾提

出，推动旅游共享

经济商业模式创新，

开展分时度假等共

享经济试点项目。 



（五）融合发展提升旅游度假投资收益 

除了前面提到了大量康养旅居

以外，另一个数据也可以作为

佐证，在4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

假区中，仅温泉康养类型的就

有6家。 

旅游度假+健康养老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课题组发

布的《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

2021》，截至2019年，全国

共有教育部批准的581家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40家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 

旅游度假+教育研学 

黑龙江省提出打造以亚布力为

代表的世界级滑雪旅游度假胜

地，作为“三亿人上冰雪”和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

生动实践地 

旅游度假+体育运动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提出深化交通运输与旅

游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专列、

旅游风景道、旅游航道、自驾

车房车营地、游艇旅游、低空

飞行旅游等发展。 

旅游度假+交通运输 



05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  

度假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满足人民美好旅游度假

生活需要 
(一) 

坚持文化引领，推动文化和旅游度假深入融合发展 (二) 

坚持科技赋能，推动旅游度假领域的创业创新 (三)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旅游度假可持续发展 (四)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
的旅游度假可持续
发展战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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