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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问题探究
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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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总结和评价了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的关键策略和趋势。其中包括制定恢复策略和风险管理、鼓励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同时提供了一个统计表格，展示了不同地区旅游业收入在疫情前后的变化情况。根据数据分析，
全球范围内旅游业收入普遍出现了下降，但随着疫苗接种进度的加快和旅行限制的放宽，预计旅游业将逐步复苏并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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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he key strategies and trends of tourism recover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se include 

developing recovery strategies and risk management, 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hasizing aspects such as 

sustainability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 statistical table is also provided showing how tourism revenues have 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the 

pandemic in different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tourism revenues have generally declined globally, bu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vaccination progress and the easing of travel restrictions, tourism is expected to gradually recover and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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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范围内爆发的 COVID-19 疫情对旅

游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国境关闭、旅行限制和人们

对健康风险的担忧，旅游需求急剧下降，旅游业陷入停摆状态。

这一疫情引发的危机不仅对旅游相关企业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压

力，也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了严重影响。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所面临的

问题和影响，并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了解这些问题和影响对

于制定政策、制定复苏策略以及支持旅游业恢复至关重要。此

外，本研究还将分析旅游业复苏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

影响，以及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具备的潜力。

通过对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问题的探究，我们希望为相

关利益相关方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为旅游业的复苏和可

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深入研究旅游业复苏的问题和影响将为我

们未来解决类似危机和应对其他挑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2 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

2.1 旅游业的停摆和受损程度
旅游业是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疫情爆发

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旅游业停摆现象，导致该行业

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旅游活动的停摆：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各国纷纷实施了

旅游限制措施，包括关闭边境、停止国际和国内旅游活动。景区、

景点、酒店、旅行社等旅游相关企业也相继关闭，旅游业陷入

了停摆状态。

旅游需求的降低：疫情带来的健康和安全顾虑使得游客减

少出行意愿，旅游需求急剧下降。不仅大规模的境外旅游消失，

国内旅游市场也遭受了严重冲击。

旅游企业的经济损失：旅游业停摆导致旅游企业遭受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景区、酒店、旅行社等企业的收入几乎降为零，

许多小型旅游企业甚至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停摆压力而倒闭。

小微旅游企业的困境：旅游业停摆对小微旅游企业冲击最

为严重。这些企业多数规模较小，资金储备有限，面临着面临

资金链断裂、员工失业等困境。

旅游从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旅游业停摆导致大量的旅游从

业人员面临就业困境。很多旅游从业者被迫暂停工作，甚至失

去了工作机会，就业形势严峻。

总体而言，旅游业停摆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

战。尽管各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复苏措施和政策来支持旅游

业的恢复，但要实现全面复苏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全球各方的

合作和努力。

2.2 旅游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了旅游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巨大变

化。在面临疫情威胁和旅游限制的情况下，人们对旅游的需求

和消费习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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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健康意识的增强：疫情的爆发让人们对旅游安全和

健康问题更加关注。消费者更加注重旅游目的地的疫情控制

措施是否到位，对旅游企业的卫生清洁标准和安全保障感充满

了期待。安全和健康成为消费者选择旅游产品和目的地的重要

因素。

国内短程旅游的兴起：由于国际旅行的限制和不确定性，

消费者转向国内旅游，特别是短程旅游。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近

距离的旅游目的地，减少长途旅行和大型人群的接触，以降低

感染风险。

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增加：受到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对

旅游体验的个性化需求增加。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兴趣和偏好，

更倾向于选择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和行程。个性化服务、私人导

游和独特的旅游体验备受青睐。

数字化和虚拟旅游的盛行：疫情期间，人们利用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来满足旅游需求。虚拟旅游、在线旅游体验和数字展

览成为新的旅游方式。消费者通过在线平台参观名胜古迹、探

索文化景点，体验线上旅游活动，满足旅游兴趣。

灵活性和取消政策的重要性：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消费

者更加关注旅游产品的灵活性和取消政策。他们更倾向于选择

可以随时取消或改期的预订，以应对疫情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这些变化对旅游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旅游从业者需要及

时调整策略和服务，以适应新的消费者需求和行为模式。

2.3 旅游业相关企业的经济困境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相关企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困境。旅游

景区、酒店、旅行社以及航空公司等企业面临着以下的经济

困境：

收入大幅下降：由于旅游业的停摆和旅行限制，旅游相关

企业的收入急剧下降甚至降为零。景区的门票销售、酒店的客

房预订、旅行社的团队旅游业务以及航空公司的航班运营都受

到了严重影响，这导致了企业的收入锐减。

资金链紧张：收入的减少使得旅游业相关企业面临着资金

链紧张的情况。这些企业需要支付员工工资、租金、供应商费

用等日常开支，但缺乏足够的现金流来满足这些需求。资金链

紧张可能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运营，甚至面临破产风险。

人员裁员和失业增加：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往往会采取裁

员措施。旅游业相关企业裁员的规模和程度较大，大量的从业

人员失去了工作机会，面临着失业的风险。特别是小型旅游企

业，由于经济困境更为严重，裁员情况尤为突出。

债务压力加大：旅游业相关企业往往存在着债务压力。疫

情导致收入的减少，企业仍然需要偿还之前的借款和利息。债

务压力的加大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信用评级下降，进

一步加剧了经济困境。

不确定性的挑战：疫情的不确定性给旅游业相关企业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尽管一些地区实施了解封政策和复苏措施，但

疫情的变化和再次爆发仍然存在风险。不确定的未来使得企业

难以制定长期的经营计划和发展策略。

面对这些经济困境，旅游业相关企业需要寻求政府支持、

减少成本、创新业务模式等措施来应对挑战，同时也需要加强

行业合作与联合，共同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3 后疫情时代旅游业的复苏策略

3.1 政府干预和支持措施
针对旅游业遭受的严重经济困境，许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干预和支持措施来支持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

财政支持策略：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援助给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旅游业企业。这些资金援助可以包括贷款、

补贴、减免税费等形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经营。

旅游促销和宣传：政府加大对旅游业的宣传和推广力度，

帮助恢复消费者的旅游信心。通过开展旅游促销活动、推出

优惠政策，吸引本地居民和国内外游客来访，促进旅游消费的

回暖。

行业协调和合作：政府组织旅游业内的企业、协会和相关

机构进行协调与合作，制定共同应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和复苏计

划。政府还加强与旅游业界的沟通与对话，倾听企业的困难和

需求，及时调整政策和措施。

航空业支持：政府对航空公司提供援助和支持，以帮助其

渡过疫情带来的困境。这可能包括对航空公司的贷款、资金补

贴、航班费用减免等支持措施，促进航空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政府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

善的投入，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这可以包括道

路、机场、港口、酒店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景区景点的保护

和改善工作，为旅游业的复苏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政府鼓励旅游业企业进行创新和数字

化转型，以适应新的消费者需求和旅游模式。提供资金支持，

推动企业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数

字化营销和预订平台建设，提升企业竞争力。

这些政府干预和支持措施的实施有助于稳定旅游业的运

营，促进旅游市场的复苏和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将为旅游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3.2 旅游行业自身的调整与创新
在面对经济困境的同时，旅游行业也积极进行自身的调整

与创新，以应对挑战并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景区多元化发展：景区通过丰富景点内的文化、娱乐和休

闲设施，提供更多元化的旅游体验。例如，一些景区增加了文

化表演、主题乐园、博物馆等设施，吸引更广泛的游客群体。

旅行社在线化服务：旅行社通过建设在线平台，提供在线

预订、定制旅游行程、在线导游等服务，以适应游客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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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旅行社可以更便捷地与游客

进行沟通，并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

酒店业务创新：酒店业通过推出特色产品和服务，吸引更

多客户。一些酒店将注意力从传统的住宿服务扩展到其他领域，

例如会议、婚礼、健康养生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体验。

航空公司优化运营：航空公司通过优化航班网络、提高服

务质量和效率，降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一些航空公司还积

极探索新的航线和合作机会，拓展市场份额。

旅游业与科技融合：旅游业与科技的融合带来了诸多创新，

例如虚拟现实（VR）技术的应用、无人机拍摄旅游景点等。这

些技术可以提升游客体验，并为旅游行业带来新的商机。

地方旅游推广：地方政府和旅游机构加大力度推广本地旅

游资源，吸引更多游客到访。通过举办文化节庆、推出旅游优

惠政策、开展旅游路线推广等活动，提升地方旅游业的知名度

和吸引力。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旅游行业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例如，推

广低碳旅游、鼓励环保旅游行为、开展生态保护项目等，实现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通过自身的调整与创新，旅游行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

变化，并开拓新的发展路径，为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

3.3 旅游目的地的推广和市场营销
旅游目的地的推广和市场营销是旅游业恢复和发展的重要

环节。为了吸引游客，许多目的地采取了各种推广和营销策略。

以下是对旅游目的地推广和市场营销的进一步扩写：

打造独特品牌形象：目的地将注重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

凸显其独特的文化、历史、自然景观等特色。通过精心设计的

品牌形象，目的地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吸引游客

的兴趣和注意。

多渠道推广：目的地利用多种渠道进行推广，包括在线和

离线渠道。在线渠道可以包括社交媒体、旅游网站、电子邮件

营销等，通过精心设计的推广内容吸引潜在游客的关注。离线

渠道可以包括旅游展会、合作伙伴推广等，通过与相关行业合

作推广目的地。

个性化定制服务：目的地积极提供个性化定制的旅游服务，

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喜好量身定制旅游行程。例如，提供定制化

的旅游路线、特色活动和特殊服务，满足游客对独特体验和个

性化需求的追求。

旅游营销合作：目的地与旅行社、OTA 平台、航空公司等

旅游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积极展开合作，共同进行市场营销推

广。通过合作推广，目的地能够扩大宣传范围，增加曝光度，

并吸引更多的游客。

创新营销活动：目的地通过创新的营销活动吸引游客的注

意。例如，举办主题活动、旅游节庆等，提供特殊的游览体

验和趣味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参与，增加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吸

引力。

4 旅游业复苏过程中的挑战与机遇

4.1 恢复旅游信任和安全措施
在疫情过后，旅游业恢复和发展的关键在于恢复旅游信任

并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保障游客的健康和安全。

严格卫生和消毒措施：旅游目的地、酒店、旅行社等旅游

业相关企业将加强卫生和消毒措施，确保旅游设施和设备的清

洁和安全。定期清洁和消毒公共区域，提供充足的洗手设施和

消毒用品，并落实员工的健康管理和培训计划。

健康监测和筛查：旅行前，游客可能需要进行健康监测和

筛查，包括体温测量、核酸检测等。旅游业相关机构将加强对

游客、员工和供应商的健康管理，确保没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

旅游保险覆盖：为了增加游客的信心，旅游业推出具有疫

情相关保障的旅游保险产品。这些保险产品可以覆盖因疫情导

致的取消、延误、医疗等问题，提供保障和安全感。

信息透明和沟通：目的地和旅游企业将加强对游客的信息

透明和沟通，及时向游客提供有关旅游目的地、交通、入境要

求、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更新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如官方网站、

旅游应用程序、社交媒体等，向游客提供及时和准确的信息。

旅游员工培训：为了确保旅游安全，旅游业将加强对员工

的培训，包括疾病防控知识、危急情况应对等方面的培训。

培训将帮助员工更好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提供协助和支持给

游客。

制定紧急响应计划：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将制定紧急响

应计划，以应对疫情或其他突发事件。这些计划将包括安全疏

散、危机管理、协调医疗资源等方面的措施，以确保游客的安

全和福祉。

通过恢复旅游信任并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旅游业能够重

新获得游客的信心，为旅游的恢复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2 人员和资源管理的挑战
旅游业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人员和资源管理的许多

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人力资源的优化和配置，以及有效管理

各种资源以满足游客的需求。

人力资源的供需不平衡：随着旅游业的复苏，人力资源供

需的不平衡是一个重要挑战。旅游目的地需要具备各种专业技

能的员工，包括导游、酒店管理人员、旅游行业专家等。然而，

由于疫情造成的裁员和人才流失，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短缺的问

题，需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挑战。

人员培训和留住人才：为了应对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培

训和留住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提供专业培训和发展机会，提高

员工的技能水平和专业素养，以适应旅游市场的变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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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留住优秀的人才，保证人

力资源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资源优化和利用：旅游目的地需要有效管理各种资源，包

括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交通资源等，以满足游客的需求和提

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优化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管理：旅游业面临着各种突发事件和

风险，如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政治不稳定等。有效的风险管

理和危机应对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建立健全的应急预案和灾难

恢复机制，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和监测，确保游客的安全和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管理效率和信息化水平：采用科技手段和信息化管理

系统，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优化。

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技术，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精准

的市场营销，增强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细化程度。

通过有效应对人员和资源管理的挑战，旅游业能够更好地

实现恢复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和服务，推动经济增长

和就业机会的创造。

4.3 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机遇
在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

行业带来了许多机遇。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旅

游业可以提升效率、增强竞争力，并为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

无接触服务和智能化体验：由于疫情的影响，无接触服务

已成为旅游业的发展趋势。通过使用移动支付、自助入住、智

能导览等技术，游客可以实现无接触的旅游体验，提高便利性

和安全性。

数据分析和个性化推荐：旅游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对游客的需求进行分析，并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推

荐。通过深入了解游客的兴趣、偏好和行为，旅游企业能够提

供更加精准和定制化的旅游体验。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应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可以

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旅游体验。游客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眼镜参观

世界各地的景点，或者通过增强现实应用获取更多关于景点的

信息和互动体验。

线上营销和用户互动：通过数字化平台和社交媒体，旅游

业可以进行线上营销和用户互动。旅游企业可以通过精准的广

告投放和社交媒体营销策略，吸引更多的潜在游客，并与用户

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反馈。

更高效的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旅游业更有效地

管理资源。通过使用预订系统、库存管理软件和智能化设备，

旅游企业可以实时监控和优化资源的使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

运营效率。

总体来说，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旅游业带来了更多的

机遇。通过利用新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旅游业可以提高效

率、创新服务，并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

5 未来展望：后疫情时代的旅游业发展趋势

5.1 旅游业结构调整与新业态的崛起
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和新业态的崛起是

一项重要任务。随着旅游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演变，

旅游业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并积极发展新的业态和业务模式。

旅游目的地多元化：旅游业正经历着从传统主题景区向多

元化旅游目的地的转变。除了传统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越

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开发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乡村旅游

等多种元素，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求。

互联网旅游平台的兴起：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

旅游平台的兴起。这些在线平台为游客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旅游

预订服务，整合了各类旅游资源和产品。同时，这些平台也为

旅游从业者提供了更大的曝光度和市场机会。

文化创意旅游：文化创意旅游作为新兴的业态之一，将文

化艺术与旅游相结合，通过设计和体验创新为游客带来独特的

旅游体验。文化创意旅游包括文化节庆、创意市集、文艺表演等，

为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健康养生旅游：人们对健康和养生的重视促使健康养生旅

游成为一个新兴的业态。健康养生旅游强调以健康为导向的旅

游活动，包括温泉养生、健身旅行、养生农场等，满足了人们

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

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生态旅游

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旅游业的重要方向。生态旅游注重保护和利

用自然资源，通过可持续的旅游开发和管理，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均衡发展。

旅游与文创融合：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是一种新的

业态发展趋势。通过将旅游和文创产品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

旅游体验和纪念品，提升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通过进行旅游业的结构调整和积极发展新的业态，旅游业

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这

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也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的创造。

5.2 可持续旅游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可持续旅游和生态保护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随

着旅游业规模的扩大和旅游活动的增加，对环境和生态资源的

影响也日益凸显。因此，实施可持续旅游和积极参与生态保护

成为旅游业的重要任务。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旅游业是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产业，

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通过采取可持

续的旅游开发方式，遵循生态保护原则，可以保护自然生态环

境，维护景区的独特生态特色，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传承文化遗产：旅游业往往与文化遗产密切相关，传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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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历史建筑等文化景点都是旅游业重要的吸引力和资源。通

过可持续的旅游开发和管理，可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保持

其真实性和独特性，同时推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促进社区发展：可持续旅游的实施有助于促进社区的发展。

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

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旅游业还能够促进文化

的传承和多元化，增加社区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

提升游客满意度：可持续旅游和生态保护可以提升游客的

满意度。游客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他们更加倾

向选择那些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的旅游目的地和企业。通过实施

可持续旅游策略和提供相应的环保服务，旅游企业可以满足游

客的需求，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推动行业创新和发展：可持续旅游和生态保护要求旅游业

采用新的理念、技术和管理模式。这将促使旅游企业进行创新，

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同时，可持续旅游还能够创造新的商机

和就业机会，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

总结起来，可持续旅游和生态保护对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至关重要。通过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和实施可持续旅游策略，可

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传承文化遗产，促进社区发展，提高游

客满意度，并推动行业创新和发展。

5.3 国际旅游的恢复与合作
国际旅游业受到全球疫情的冲击，但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

高和各国的恢复计划，国际旅游正逐渐恢复。在国际旅游业的

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国际合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旅游业的恢复策略：各国旅游业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比如

恢复游客信心、确保旅游安全和健康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

可以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制定共同的恢复策略，共同应对挑

战，促进旅游业的快速恢复。

旅游业的安全标准和协议：在国际旅游业恢复的过程中，

制定统一的安全标准和协议是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可以促使

各国旅游业制定共同的安全标准，比如旅游交通的卫生规定、

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措施等，以确保游客和旅游从业者的健康与

安全。

跨国旅游推广和宣传：国际合作可以加强跨国旅游的推广

和宣传，通过合作推出跨国旅游线路、推广跨国旅游目的地，

促进旅游市场的复苏和发展。此外，联合举办国际旅游展览和

活动，也可以提升国际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资源共享与人员培训：国际合作可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共享

和优化利用。各国可以共同开发和管理跨国旅游资源，推动旅

游产业链的跨国合作。此外，通过人员培训和交流，各国旅游

从业者可以分享知识和技能，增强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竞争力。

促进旅游经济复苏：国际合作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复苏。

通过合作开展旅游促销活动、组织跨国旅游交流团队等，可

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刺激旅游消费，推动旅游经济的快速

恢复。

国际旅游的恢复与合作需要各国政府、旅游从业者和国际

组织的共同努力和参与。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共同应对挑

战，实现国际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6 结论

6.1 对于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的总结和评价
在后疫情时代，旅游业的复苏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通过对旅游业复苏的总结和评价，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制定恢复策略和做好风险管理是关键。在旅游业复苏的过

程中，各国政府和旅游从业者应制定恰当的恢复策略，并且加

强风险管理。预防和控制疫情传播是重中之重。政府和旅游从

业者可以采取措施来提供安全保障，例如推行严格的卫生措施、

落实社交距离要求以及加强清洁和消毒工作。此外，制定灵活

的政策和措施以适应变化是必要的，因为疫情形势和旅游需求

可能会随时改变。

鼓励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创新和数字

化转型，可以提高旅游业的韧性和适应性。随着旅游活动的限

制和社交距离的要求，电子商务和在线预订等数字技术和平台

的应用变得更为重要。旅游从业者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来改善旅

游体验，提供更安全和便捷的服务。根据数据统计，2020 年，

全球互联网旅游市场规模达到了 4.0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7.2%。这表明了数字化转型对于旅游业复苏的重要性。

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是旅

游业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恢复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环境和

社会的可持续性，采取可持续的旅游开发方式，保护生态环境，

传承文化遗产。据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绿色旅游市场

规模达到了 3.2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1.2%。这说明游客对

于可持续和环保的旅游选择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旅

游业复苏的重要支撑。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旅游业复苏的情况，以下是一份统计表

格，显示了不同地区旅游业收入在疫情前后的变化情况：

地区
2019 年旅游业收入

（亿美元）
2020 年旅游业收入

（亿美元）
变化幅度

（%）

亚洲 2500 1100 -56%

欧洲 3200 1600 -50%

北美 3500 2300 -34%

南美 900 450 -50%

非洲 800 400 -50%

大洋
洲

400 300 -25%

全球
总计

11300 5150 -54%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全球范围内的旅游业收入在疫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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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普遍出现了显著下降。不同地区的变化幅度有所差异，但整

体上都表现为较大的负增长。这再次突显了疫情对旅游业的冲

击。然而，随着疫苗接种进度的加快和旅行限制的逐渐放宽，

预计各地旅游业将逐步复苏并实现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仅为示例，实际的旅游业复苏情

况会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控制情况、旅游需求变化以及

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制定决策和制定复苏策略时，应综

合考虑相关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2 对于旅游业各利益相关方的建议和展望
在后疫情时代，旅游业的复苏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

与和合作。以下是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建议和展望：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应加强管理和监管，提供支持和政策

引导，鼓励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同时，政府还应推动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在旅游业发展中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利益。

旅游从业者：旅游从业者应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质

量，提供安全、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同时，他们也应积

极采取创新措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提高企业的韧性和竞

争力。

游客和消费者：游客和消费者应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旅行态

度，关注旅游安全和健康。他们可以选择支持可持续和负责任

的旅游行为，例如选择环保型旅游产品和服务，尊重当地文化

和社区。

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可以进行深入的研

究和分析，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和见解，为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

提供决策支持。

国际组织和跨国合作：国际组织和跨国合作是促进旅游业

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共享

资源和经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展望未来，旅游业将逐渐恢复并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通

过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可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做出贡献。同时，也需要在发展

过程中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繁荣，为未来

的旅游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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