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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我国旅游市场政策配置的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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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旅游业培

育成最具影响力的幸福产业、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旅

游业的一个重要使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受国家政策支持、宏观

经济发展、人民收入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旅游市场潜力不断释放、

假日旅游消费持续繁荣。然而，我国旅游业也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

与结构性矛盾。 

一、制约旅游市场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 

从市场需求来看，传统的观光旅游向以度假旅游为代表的多元旅

游需求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度假旅游、商务旅游、

研学旅游、养老旅游、特种旅游等需求的市场规模逐渐超过观光旅游，

成为旅游需求长期发展的趋势。而旅游政策围绕观光旅游展开，面对

蓬勃发展的新兴旅游市场缺乏相应的鼓励措施和管理手段。 

从市场主体来看，旅行社业、住宿业、交通运输业在移动互联网

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机票、酒店预订通过在线旅行商实现，非

标准化民宿成为游客住宿的另一种选择，网约车等目的地社会闲置资

                                                             
1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国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区域分异及机制研究》结题报告。 
2 作者简介：王慧娴（1986- ），女，山西交口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旅游政策。 



3 

源经由互联网平台与游客共享。旅游市场主体发生了变化，而旅游管

理条例缺乏针对旅游发展各相关要素的市场监管。 

从市场结构来看，出境旅游高速增长使我国从旅游创汇国变成旅

游花汇国。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增长缓慢、出境旅游快速发展，旅游

服务国际贸易失衡。同时，我国的国内旅游需求日益旺盛，并取代入

境旅游成为最重要的市场。然而，受到现行休假制度的制约，旅游服

务质量下降，旅游需求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二、影响旅游市场政策引导发展的主要原因 

首先，市场需求旺盛与旅游政策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旅游需求

日益多元化，需要国家进行旅游制度政策的顶层设计。而大部分旅游

项目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甚至存在争议，加之旅游产业边界的扩大，

为政策设计和供给带来困难。 

其次，产业发展迫切与旅游政策供给滞后之间的矛盾。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催生旅游在线业务，产业供给做出相应调整。而管理部门收

集供需双方信息、论证旅游政策需求、制定出台旅游政策需要相当长

时间，导致旅游政策供给滞后。 

再次，行业系统发展与旅游政策供给分散之间的矛盾。旅游业具

有很强的综合性，需要各部门、多区域协调出台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政

策。而不同部门、不同行政区域在制定旅游政策时从自身利益出发，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业的发展。 

三、优化旅游市场政策适应需求的对策建议 

（1）度假旅游政策：发展草原、山地和海洋度假旅游等形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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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度假旅游形态，做好大尺度国家度假地的选择、控制、规划工作。

制定针对旅游精品酒店、旅游主题酒店、旅游房车、旅游小镇、旅游

综合体等度假旅游业态的认定法则和管理标准。 

（2）购物旅游政策：建立国际旅游自由购物区，在园区内施行

相应的税收、金融、管理等政策。通过免税、补贴等形式吸引国际品

牌入驻并消除价差，促进居民境外消费向境内转移。针对我国自主品

牌出口型商品实行离境退税政策，形成对国际旅游购物者的吸引。 

（3）旅行社业发展政策：处罚旅游消费者恶意差评、有偿删评

等扰乱在线旅游服务的行为，同时通过保险、资本、税收、技术等手

段保障在线在线旅游服务提供商的合法权益。健全以旅游企业为主体

的市场体系，为有能力整合线上与线下的大型旅行社开拓发展空间。 

（4）住宿业与交通客运业发展政策：鼓励个人、非盈利社会组

织借助互联网平台分享其闲置资源，解决旅游目的地在住宿、交通等

方面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快大数据、导航、地理位置服务、生物

识别等技术在认证、交易、支付等环节的应用，规范平台的运营管理。 

（5）假日旅游政策：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通过政策协调居

民可自由出行的时间。错峰实施高速公路免费、景区门票价格下调、

旅游消费券发放等形式的社会旅游福利制度。完善和丰富与休闲服务

相关的配套和细化工作，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依法保护旅游者权利。 

（6）签证政策：进一步扩大免签和落地签国家的范围，优化完

善外国人过境免签政策。在口岸城市积极争取将 72 小时过境免签服

务延伸至腹地城市。对 ADS 入境旅游团签及经常前往中国的游客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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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签证办理所需提交材料，签发一年多次或者三年多次的往返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