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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的影响，全球旅游业都受到了重创。

在国外，欧洲最大旅游公司途易不堪疫情重创计划裁员8000人，裁员数量占到了其员工总数的10%以上。同时，东京工商调查
的统计显示：疫情导致的破产东京企业数量在4月底达到100家左右，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占到大约四成。

国外疫情远未结束，旅游业还将承压，倒闭、关停的旅游公司、旅游景点只会更多。

在国内，春节出游人数锐减、旅行团陆续取消，携程、去哪儿等在线旅游平台损失惨重。此前，国内签证行业龙头企业百程旅行

网称：“股东会决定关闭公司并启动清算准备”，成为疫情下第一批倒下的旅游企业。

毫无疑问，旅游业寒冬来了毫无疑问，旅游业寒冬来了……
旅游业：疫情下的重灾区旅游业：疫情下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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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黑天鹅给旅游业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出游人数减少、线上旅游平台亏损、线下景点关停倒闭，相关的酒店业

也一蹶不振。

本是春节黄金出游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出游人数锐减现象。

疫情前，携程发布的《2020春节“中国人旅游过年”趋势预测报告》指出，今年春节长假预计有4.5亿人次出游，超过30%的游客
选择在大年三十之前出发。疫情后，春节假期几乎无人员出游，乃至清明节、五一等旅游热季都变成了淡季。

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清明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年清明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达4325.4万人次，同比减少万人次，同比减少61.4%；实；实
现旅游收入现旅游收入82.6亿元，同比减少亿元，同比减少80.7%。。

出游人数的减少也直接影响到在线旅游平台、线下旅游景点的业绩、营收。

携程2020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显示：受到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携程集团净营业收入为47亿元人
民币，同比下降42%，环比下降43%。

与此同时，黄山旅游2020年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黄山旅游2020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进山游客人数同比下降81.15%；黄山旅
游实现营业收入6979.2万元，同比下降73.59%；净利润亏损7724.12万元，同比下降427.71%。

疫情对旅游业的打击是巨大的，相关企业普遍陷入亏损。

网络公开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13家景区类上市公司已经全部发布2020年一季报，其中12家观光型景区净利润全部亏损，
只有宋城演艺业绩为盈利，净利润4996.03万元，但同比大幅下降87%。

好的一点是，防疫工作有序进行，疫情变得可控，人们消费信心逐渐恢复，旅游业也借助“智慧旅游模式”慢慢复工复产、恢复生
机。

“云旅游云旅游+直播买货直播买货”的曙光的曙光

疫情迅速发酵，旅游业陷入至暗时刻，是“云旅游+直播带货”带来了曙光。

疫情下的五一假期，消费者可谓体验了一把“云上”行程，因为江苏、广州等热门旅游地区纷纷推出线上旅游项目。

例如：江苏推出2120个线上赏景、看展、观演项目，吸引着消费者的目光；广州艺术博物院推出“走进神秘的书画装裱世界，探
访百年传承”线上直播活动，有40万人在线围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针对儿童观众提供的直播活动，在短短二十分钟内获得了5.7
万人次的关注；东莞市鸦片战争博物馆开设线上虚拟博物馆，吸引无数参观者……

可以发现，新颖的可以发现，新颖的“云旅游云旅游”模式，正逐渐被消费者接受。模式，正逐渐被消费者接受。

一方面，疫情还未完全结束，出境游、跨省游遥遥无期，想要放松的消费者期盼外出游玩。此刻，“云旅游”模式正好借助科技力
量，将线下景点搬至线上，满足消费者足不出户走遍千山万水、观览祖国美景的旅游需求。当然，用户线上消费习惯的养成也是

促成“云旅游”爆发的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在新技术助力下，“云旅游”真实感更强，加上专业人员讲解，用户仿佛身临其境，游玩体验良好。以往景区宣传景点
所用的办法不外乎图片、小视频等，现在视频直播、VR、AR，360度全景虚拟呈现等展示方式一一用上加上主播精心准备的解
说，完美的在线上刻画了线下美景。

其实，云旅游由来已久，景区往往喜欢利用“云旅游”特色做宣传，主要是为了增加景区人气，可这样的方式只能起到优化服务质
量的作用，并不能直接为景区增收。

因此，“云旅游”吸引用户之后，直播买货（售卖与景区相关的周边产品）增收，成为疫情期旅游景点重要的自救手段。

疫情发生以来，直播买货俨然零售业的救命稻草，旅游业内也掀起了直播带货的风潮，各地文旅干部化身带上明星、网络红人携

手买货，意在助力旅游行业复苏。



例如：海口火山口荔枝在海南相关文旅干部以及中国男子跳高名将张国伟等“主播”的宣传下，直播活动开始5分39秒左右，荔枝
订单便以迅猛之势突破10000单，销售额达66.11万元；三亚的亚特兰蒂斯酒店直播首秀，1小时内卖掉了价值超1000万元的酒
店套餐…

云旅游带动了景区人气，直播买货为景区增收，创造了更多经济效益。但也有人认为“云旅游”只能起到辅助游玩的作用，不可能
完全取代线下旅游，各地旅游景点还需借助其他科技手段，尽快复产复工，让人们能够安心的在线下景点观览、游玩。

智慧旅游加速到来智慧旅游加速到来

当下，由移动支付、智能监控、景区一站式服务APP等等智能化环节组成的智慧旅游服务已是景区标配，各大景区也在积极建
设、完善智慧旅游模式，只是囚于技术、用户习惯等因素进展缓慢。

而疫情相当于催化剂，让智慧旅游在全国广泛地展开，并让广大用户快速的了解熟悉。

一方面，在防疫要求下，预约旅游、无接触检票、测温成为景区复工的一方面，在防疫要求下，预约旅游、无接触检票、测温成为景区复工的“门槛门槛”，，AI测温、无接触购票检票等智能化功能测温、无接触购票检票等智能化功能

得以落地。另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上涨、城镇人口增加以及得以落地。另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上涨、城镇人口增加以及5G技术的普及，舒适化、便捷化、智能化的旅游方式越来技术的普及，舒适化、便捷化、智能化的旅游方式越来

越受欢迎。越受欢迎。

在利好政策方面，“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20年，旅游“云、网、端”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信息新技术创新应用在行业不断
深化，旅游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信息化将引领旅游业转型升级。

表明了，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为旅游业数字化变革提供驱动力。信息技术加持下，旅游体验和旅游品质得以提

升，进而加强了旅游业的个性化服务能力，加快了传统旅游消费方式向智能化旅游消费方式的转变，也就加速了智慧旅游的到

来。

证实了，智慧旅游建设不仅有利于提升行业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为旅游业复工复产打下良好基础，助力旅游业大规模转型升

级，提升景区的经济效益，也为黄山旅游、携程、去哪儿等相关企业弯道超车的契机。

总之，若想恢复旅游市场元气，还需把握用户新需求，抓住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只是，纵有科技荫蔽，旅游市场的竞争强
度并未减弱，弱肉强食的规律不会消逝。这就要求各大旅游景区、在线旅游平台修炼内功，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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