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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2008年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对中国人来说，有太多的惊喜，太多的激动，太多的骄傲。
中国人漫步太空，是千年的梦想；中国人办奥运会，是百年的企盼；海峡两岸“三通”，是半个世纪
的努力。
对世界来说，有太多的意外，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沮丧。
石油价格好像中了邪，疯涨后狂跌，说不清是为什么，不知道是谁从中操纵。
超级大国金融出了事，灾似海啸，殃及全球，弄不清祸因何而起，说不明谁有神通救世，何时雨过天
晴。
这一年，真可谓是有太多的大事，太多的喜事，太多的难事，后人知道了也会为之眉头紧蹙的。
和其他活动与产业一样，旅游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了过来。
也许有关这一年最终结果的记录，很难归咎于哪一个因素的作用，这就像中国的草药，产生疗效的是
经过混合煎煮后的药汤，而很难说其中的哪一味草药。
不是吗，喜事似乎并没有让旅游赚个盆满，愁苦也没有阻挡住人们远足的脚步，取消一个长假使另外
一个长假更加拥挤，增加几个短假也没有出现多少外出的高峰。
这一切倒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做任何决策，主观臆断并非明智之举，尊重科学才可真见成效。
这本《旅游绿皮书》，主要是想对一年来中国旅游领域发生的事情有所记录，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
析，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对一些大事进行冷静的思考，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试图从一些与前不同的角
度，观察以往很少注意到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试图做到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邀大家点评尽量犀利，请新人写文章别出心裁
；不苛求八股行文，更希望言之有物。
这也算是个创新吧。
转眼之间，《旅游绿皮书》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跨过了九个年头，本书的编辑也将用
这一成果向旅游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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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亦称《旅游绿皮书N0.8》，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
年度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系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年度《旅游绿皮书》由主报告和专题报告组成。
    主报告全面回顾了2008年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影响旅游发展的各种
国内外复杂因素，展望了2009年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促进我国旅游业发
展的对策建议。
除了对近两年旅游业的跌宕起伏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剖析外，更重要的是，主报告
从科学发展观角度出发，对我国旅游业的国际地位、功能与政策、三大市场发展战略以及旅游规划、
假期制度、海峡两岸旅游交流等问题做出了理性分析。
    专题报告分三大市场篇、热点研究篇、产业运行篇、实践创新篇、发展态势篇、探索讨论篇、台港
澳旅游发展篇等。
除了对中国旅游业的三大市场（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个地区（台湾、香港和澳门）
近两年来的发展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外，还涉及奥运遗产旅游开发、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假期制度调整、生态旅游发展等热点问题，以及旅行社、酒店、景区、餐饮、旅游咨询中心、旅游
上市公司、城市旅游、出境旅游、旅游学科建设等研究专题。
《旅游绿皮书》在内容的设计中充分考虑旅游业的综合性特点，一方面注意保持固定栏目，力求综合
分析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专题报告选题多元化、风格多元化，力求有所侧重，扩大覆盖面。
这样做，能够达到年度分析可比较、主要领域皆涉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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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主报告2008～2009年中国旅游发展的形势分析与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一 2008年中国旅游发展的简
单回顾（一）世界旅游发展的总形势2008年，整个世界也是动荡不安、变化无常的。
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披露的报告分析，2008年全球国际旅游发展先升后降，喜忧参半。
新年伊始，开局喜人，增长幅度一度超过10％，高于2007年同期的水平，但第一季度过后逐渐回落，
整个上半年的增长率仅保持5％。
出人意料的是，下半年的增长率竞变为负数，一路走低。
据初步的统计，全年国际旅游者总人次为9.24亿，比上一年增加了1600万，增长速度为2％，比2007年
降低了5个百分点。
与往年相同的是，欧洲依然不景气，几乎保持着零增长，北欧、西欧甚至为负增长，而中东则保持着
高增长的势头，增速依然超过10％。
与往年不同的是，亚太地区增速出现了陡降，由2007年的10.5％降低到1.6％，其中长期保持高增长的
东北亚地区增长速度几乎为零，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美洲的情况似乎比预想的要好一些，这主要是体现在中美和南美地区，，而不是北美。
不过，从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似乎没有大的变化，欧洲依然是第一，总量为4.89亿人次，所占份额为53
％；亚太地区次之，总量为1.88亿人次，所占份额为20％；美洲第三，总量为1.48亿人次，其份额为16
％。
其他地区的总和也不过10％左右。
2008年国际旅游发展不景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破坏了整个世界的商业与消费信心，进而导致了世界的经济衰退。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旅游业自然是在劫难逃，但是，和诸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等经济
部门相比，似乎旅游业还算幸运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它抗御风险的特性。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二）中国旅游三大市场的运行状况在2008年，由于受不同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同，中国旅游的三大市
场——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1.入境旅游——人次数总体下降，再次出现负增长据国家旅游局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我国入
境旅游人数为13003万人次，比上年下降1.4％。
其中外国人2433万人次，比上年下降6.8％；入境过夜旅游者5305万人次，比上年下降3.1％；国际旅游
（外汇）收入4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6％。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入境旅游又一次的负增长。
虽然这一结果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这一下降的趋势恐怕还是刚刚开始。
2008年入境旅游总体低迷，从客源市场的角度分析，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出现下滑，而最重要的客源市场大幅度下降。
除了非常个别的客源市场之外，几乎所有国家访华的人次数都出现了负增长，而主要外国客源市场下
降的比例都比较大，因此，对中国入境旅游影响也最大。
作为第一个客源国的韩国，全年访华人次数从3月份开始，增长速度比上一年同期大幅度下降，其中7
、8月份竟比2007年同期减少了32％，全年比上一年度减少17％。
日本市场2007年就不景气，而进入2008年之后，旅华人数一直低迷，与上一年同期相比，自3月份开始
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负增长，其中8月份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21％，全年旅华总人数比2007年减少13.4
％。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第三大市场的俄罗斯保持了增长势头，比2007年增长4％。
俄罗斯也是2008年保持正增长的极少的大客源国之一。
（2）长距离市场普遍下降，降幅多在5％以上。
作为中国长距离市场的欧洲和北美，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而稳定的外国客源市场。
随着国家关系的改善，近年来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但2008年则全面下降，下降幅度一般都在5％以
上，有些国家，如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下降的幅度更大，就是一直比较稳定的澳大利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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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度也高于5％。
（3）港澳市场相对平稳，台湾市场明显下降。
和其他海外市场相比，香港和澳门到内地的游客数量基本与2007年持平，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
香港略微有一点增长，澳门则稍稍有点减少。
与2007年接近5％增长率形成对照的是，台湾市场出现了5％以上的负增长，这似乎和两岸关系出现突
破的大好形势不大相符。
从国内不同地区接待海外旅游的角度分析，其特点也比较突出。
（1）增幅差异巨大，总体上是“南冷北热”。
虽然从全国的情况分析，入境旅游人次数出现了负增长，但不同地域有所差别。
和往年不同的是，传统上的热点城市和省区，诸如北京、上海、广州市、西藏自治区以及北京周围的
河北省、山东省等，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一些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有大幅度增长。
（2）在时间上差异很大，总体上是“先升后降”。
除了个别省份外，绝大部分省市的入境旅游2008年开局很好，第一季度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不少地
方增长的速度超过30％，但是5月份以后几乎是逐月下降，第三季度之后绝大多数省市都出现了负增长
。
（3）不同省市接待某些海外市场差异巨大。
由于各种特殊因素的影响，一些海外市场访华人次数出现了严重的地区差异。
韩、日市场在原来主要目的地——山东、湖南、上海等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有的地方减少达三成
，而在辽宁、安徽、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份则大幅度增长，有的地方超过了20％以上。
台湾地区市场对福建来说猛涨，而对上海来说则是狂减。
2008年是中国国际营销下工夫最大的一年，尤其是围绕奥运会的举办和上海世博会的准备，国家旅游
局、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延续时间长，促销规模大，覆盖面广，
但是出现上述入境旅游的结果，其原因颇为复杂。
有的来自境外市场本身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但也有不少来自国内；有的是一些工作上的不足，但
更多的是和偶然事件的发生有关。
就总体的情况来说，境外市场的问题在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宏观经济衰退所致，而国内则与突
发自然灾害和为了保证超大节事活动的圆满成功所采取的一些临时性措施有关。
2.出境旅游——保持增长，涌现一些新热点和入境旅游相反，2008年的出境旅游人数保持了较大幅度
的增长，据统计，中国公民全年出境总人次数可达4584万，比2007年大约增长11.9％。
但是，和进入21世纪以来各年中国出境旅游增长趋势相比，这个增长速度比预计的要低。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自然和国内外的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如此错综
复杂的年度，出境旅游能够出现这一增长，又这一年度出现的一些热点出境旅游目的地有关。
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四点：其一是中央政府对港澳地区的支持所推动，其二海峡两岸关系的突破所带动
，其三是美国作为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启动，其四是海外旅游目的地对华促销活动的鼓动。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也对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起到了促进作用。
3.国内旅游——总体上升，冷热不均2008年国内旅游总人次17.1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6.3％。
国内旅游收入8749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应当说，在这样一个悲喜交加、政策调整的特殊年份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也是个非常不错的结果。
当然，由于多种特殊因素的影响，不同省份国内旅游的发展也不平衡，尤其是遭受冰雪和地震灾害的
地区，国内旅游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
综合起来看，这一年国内旅游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当地人游当地”比重大。
由于国内旅游总体发展趋势和长假期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郊区游、省内游和区域内游的数量大大增加
，而跨省、市的远程旅游增幅有所降低。
这在山东、天津、辽宁、海南等地尤为明显。
（2）“十一”长假火暴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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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长假期制度实行以来，“十一”长假几乎都是每年国内旅游最为集中的时间。
2008年的春节期间因南方的冰雪灾害发生，“五一”长假期因调整后取消，之后因为筹备和举行奥运
会，一些旅游活动受到了限制，因此，“十一”黄金周火暴是顺理成章的。
据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的统计，全国“十一”黄金周旅游接待量为1.79亿人次，实现收
入796亿元，分别比2007年同期增长22％和24％，个别地区的增幅超过30％，一些景点创造了单日高峰
的纪录（北京故宫博物院创下了日接待量13.58万人的最高纪录）。
与以往不同的是，2008年是“小黄金周”（即围绕新确定的清明节、中秋节和端午节的3天假期）启动
的第一年，这样的短假期虽然使长距离旅游有所减少，但却大大带动了省域内、城市郊区的短途旅游
、乡村旅游和自驾车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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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手边的这全部文稿，马上就要送去出版社了。
就像往年一样，如期交出了《旅游绿皮书》的“齐、清、定”，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也就浮上了心头
。
今年的《旅游绿皮书》，是它连续出版的第八本。
八年了！
如果《旅游绿皮书》是一个孩子，他已经从咿呀学语长到了“可教”的年龄。
如果《旅游绿皮书》是一片林地，那树木也已经在土石里扎根。
孩子，或不免常有懵懂的时候，然而他孜孜于学的样子，也的确叫人看了心疼。
林地，眼前的树木或许还说不上粗壮和伟岸，但已经让人感到了它的青翠与蓊郁。
只是护林的“老农”确实已经老了，真心希望当初的帮手明年就能成为主力的主力。
十分感谢读者、作者、出版社对本书的支持和关爱。
当然，也希望读者、作者能一如既往地支持这本大家的《旅游绿皮书》，更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来关注
这本大家的《旅游绿皮书》。
如果是孩子，他一定能把成为公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如果是林地，当然自会长出许许多多的栋梁
之木。
如果（又是“如果”）你觉得手上的这本绿皮书对你仍然有些用处，可以相信，作者、出版社都将和
我们一样快活。
《旅游绿皮书》执行主编刘德谦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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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2009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权威机构·品牌好书·每年新版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程本年度《旅游绿皮书》全面分析了2008
年中国旅游发展的总体形势，深入剖析了国内外各种因素对旅游业的影响，并对2009年及其以后发展
趋势进行预测，同时围绕奥运遗产旅游开发、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假期制度调整、生态旅游发展等热
点问题，以及旅行社、酒店、景区、餐饮、旅游咨询中心、旅游上市公司、城市旅游、出境旅游、旅
游学科建设等研究专题展开论述。
2008年，对于中国的旅游发展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
共同作用于旅游产业，构成了非常复杂的作用机制。
从最终结果来看，我国旅游业总体保持了一定的增长。
展望2009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旅游总体将保持低速增长，其中既有挑战，也不乏机会存在，对此
可以考虑调整市场重点、加大对外促销、”以市场换市场”等方式来应对挑战、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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