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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渐行渐

近，许多人将出门“放飞心

情”。业内人士提醒，疫情期

间，既需要各地优化管理和

服务措施保障游客安全，也

需要每个人主动配合，做负

责任的文明游客。

“老家”也会有惊喜

携程、美团、驴妈妈、同

程、春秋、马蜂窝等多家平

台根据预订情况预计，连休

5天的“五一”小长假期间，

我国将迎来以本地游、区域

周边游为主的出游小高峰。

“放松”是这个小长假

的特点之一。一向习惯行前

做详细攻略的上海周先生

这次只预订了苏州一处度

假型酒店，他说：“我们将避

开人流密集区域，享受‘吃

喝躺’的‘佛系’旅游。”

驴妈妈旅游网董事长

王小松介绍，该平台75%的

用户选择风景名胜区和郊

野公园；58%的用户倾向于

选择自然环境优美、房间少、

相对独立的度假型酒店。“由

于景区接待游客量受限，大

部分景区或不会再现‘人从

众’的情况，相应地，景区内

游客体验会从容很多。”

“深度”将是另一个主

题词。春秋旅游导游吴荣俊

最近围绕上海复兴中路设

计了一条“阅读建筑”深度

体验路线——以沿途的钱

钟书旧居、刘海粟旧居等，

引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历

史人文故事。同行的上海本

地游客连连称奇：最熟悉不

过的“老家”也能带来惊喜。

携程统计，在专业人士

带领下“深度玩转”一地或

是这个小长假最流行的玩

法。平台上当地向导产品订

单量较3月增长近3倍，销

售额增长2倍，杭州一位导

游的一日讲解服务“携行江

南”在小长假已被约满。

旅游复苏，消费也正在

回暖。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期

一项调研称，伴随着5月开

始出现旅游出行小高峰，消

费者在旅游上依然舍得花

钱。60%的受访者称，今年

全年家庭旅游消费预计超

过1万元。从各平台小长假

预订情况看，消费者对高品

质旅游项目、高星级酒店、

“先游后付”类产品等预订

量占比较高，也印证了这一

趋势。

多措并举保障景区游

客安全

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

测算，今年清明假日期间，全

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4325.4 万人次。业界预计，

“五一”小长假国内旅游人次

将是清明假期的2倍以上。

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重庆

等热门目的地城市也是热

门客源地城市；诸多省份已

相继推出鼓励消费措施。

疫情期间，保障市民游

客的安全健康仍是重中之

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

健委近日联合发文，要求旅

游景区做到限量、有序开

放，严防无序开放。同时，强

调只开放室外区域，室内场

所暂不开放，接待游客量不

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收费景区在实施临时

性优惠政策前要做好评估，

防止客流量超限。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称，北京以室外游览为主的

自然山水景观类等级旅游

景区符合恢复开放条件的，

清明节前后已有序恢复开

放。景区限量开放，优化游览

流线，加强游客秩序管控。

上海发布景区疫情防

控指南，多家景区通过线上

预订、分时预约等方式助力

提前预判、管控客流以保障

游客安全。上海欢乐谷已恢

复迎客一个多月，最新引入

的“虚拟排队系统”支持游

客在热门游乐设施附近的

取票机取排队票，并可扫描

票面二维码查看排队进程。

园方介绍，若“五一”小长假

迎来大客流，将取消线下排

队采用“云排队”。

携程集团全球玩乐事业

部CEO喻晓江分析，当下最

“涨粉”的旅游目的地、景区

或旅游产品，往往具有支持

无忧退、在线预约、分时预

约、秒入园等“智慧功能”，预

计小长假期间全国有4000多

家景区支持在线预订预约。

各地根据人们最新消

费习惯优化保障措施。上海

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上海市

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持

续更新住宿业防控指南，要

求住宿企业主动提供公筷公

勺、推广应用“随申码”等。

放心旅途还需游客文

明尽责

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

境，既需旅游服务提供者绷

紧“安全弦”，也离不开每位游

客的全力配合和主动参与。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

责人提醒，首先，游客要增强

防疫意识，积极培养分时段

预约参观的习惯，根据自身

实际科学规划游览路线和

游览时长。提前登记联络方

式、来往交通等信息。其次，

积极做好个人防护，配合景

区测量体温，出现身体不适

等情况应第一时间告知景

区工作人员。最后，要遵守公

共秩序和安全警示规定，尤

其在景区购票点、出入口、重

要参观点、休息、餐饮等区

域，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

距，践行文明旅游理念，做一

个文明的旅游者。

喻晓江说，清明假期国

内景区门票预约人数较3月

增长超过 300%，可以预见

“五一”小长假将有更多消费

者支持“无预约、不出游”。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

建民提醒，尽管当前诸多景

区、酒店票价折扣力度较

大，但为做好疫情防控，景

区室内场馆、酒店游泳池等

不少设施尚未开放，这也意

味着消费者可享体验变少。

因此，消费者应理性消费。

不同地区旅游服务业疫情

防控举措或有差异，游客在

前往异地旅游前，尤其要充

分考虑这些因素。

“旅游是一种有社会外

溢作用的活动，游客在享受

美好生活的同时，更应承担

起文明旅游、助力疫情防控、

保护自身与他人安全和健

康的社会责任。”何建民说。

4月21日，中国社会科

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

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

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

发展分析与预测》（以下简

称“绿皮书”）。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该

书临时增加了“特别专题：

疫情下的中国旅游业”板

块，从影响评估与应对策

略、行业组织、旅游上市公

司等多个角度予以分析。

绿皮书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

国旅游业影响范围最广、程

度最深的一次冲击。除关注

疫情对旅游业的短期影响

和总体影响外，还要关注其

长期影响、结构性影响、对

旅游从业者的影响、国际影

响和间接影响，理性对待疫

情结束后的“市场反弹”。

2020年旅游收入预计

同比下降3~4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在谨

慎预测的情境下（假设国内

疫情于5月底基本结束，最

迟于6月上旬彻底结束），

2020年旅游总人次的预测

值为39.41亿人次，比上年

同期下降 34.97%；旅游总

收入的预测值为 39228.83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39.83%。而谨慎乐观态度下

（假设国内疫情于4月底基

本结束，最迟于5月上旬彻

底结束），2020年旅游总人

次和旅游总收入的预测值，

将 同 比 上 年 分 别 下 降

29.29%、33.40%。

据记者了解，高度市场

化的旅游业是减收最大的

行业之一。中国旅游景区协

会此前一项调研预计，一季

度，全国景区企业收入损失

额度会达到去年同期的

80%以上；全年，在降价营

销、入境游大幅下降等多重

因素影响下，全国景区企业

的收入损失程度预计会达

到去年同期收入水平的

40%~50%以上。

绿皮书强调，此次疫情

的复杂性，对其旅游影响需

全面分析。关注其对旅游业

内在结构造成的冲击，要特

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就不

同细分行业而言，此次疫情

的影响大小、市场恢复的时

间早晚等有所不同，航空业

（尤其是国际航空）、邮轮

业、以传统团队业务为主的

旅行社业等受损可能相较

最为严重，制定相关政策和

市场振兴计划时，应加以区

别对待；二是要警惕可能出

现的产业链震荡，关注某些

领域可能出现的兼并收购、

行业洗牌或投资烂尾；平衡

好“不可抗力”情境下退订

背后的法律、行规与道义问

题，思考如何在头部企业率

先垂范建立新规则的前提

下维护好产业生态体系乃

至实现产业链协同等等。

旅游上市公司短期内

经营尚可保持

在疫情影响下，旅游领

域的诸多中小企业的现金

流难以为继。记者注意到，课

题组选择了在沪深A股上市

的旅游类公司（一般参照申

万一级行业中休闲服务业

口径，剔除 B 股后共计 33

家），涵盖餐饮类、酒店类、景

点类、旅游综合类和其他休

闲服务五个细分行业进行

分析后发现，旅游上市公司

短期内经营尚可保持。

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

2019 年年报尚未披露，选

取 2018 年数据测算。一季

度，各旅游上市公司营收占

全年比重普遍不及25%，尤

其是景区类营收占全年比

重偏低，如西藏旅游5.5%、

云南旅游 8.7%。考虑往年

1-3月是旅游业务淡季，若

二季度能逐渐恢复正常经

营，从全年收入的角度看疫

情对景区类上市公司影响

相对可控。

与中小企业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33 家上市公司

经营活动现金流均为正，而

且能够较好地覆盖营业成

本。从细分行业看，旅行社

的现金流更为吃紧，腾邦国

际、凯撒旅业、众信旅游等

旅行社2018年一季度营业

成本占经营活动现金流比

重约25%，若疫情冲击一至

二季度不能消化和恢复，停

业期间仍会产生员工成本、

租金成本、库存成本等，现

金流将对此类公司形成较

大挑战。

2019年第三季度，33家

旅游上市公司中，黄山旅

游、九华旅游等7家无任何

短期债务，长白山、中国国

旅等17家货币资金/短期债

务均大于1，共计24家上市

公司基本无短期债务压力。

华天酒店、腾邦国际等9家

短期债务压力凸显，尤其当

货币资金/短期债务低于

0.5时，叠加外部疫情冲击

和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公司

存在债务违约的风险，所以

通过融资或者其他方式缓

解债务压力成为当务之急。

课题组称，由于旅游业

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固定性，很多旅游企业的生

产能力并不会冗余，很难做

到“拆东墙补西墙”“堤内损

失堤外补”，这几个月的业

务流量损失很难在市场恢

复后通过扩大接待能力来

弥补。因此，中小旅游企业

要系统地谋划企业发展战

略，做好产品创新和资源组

合工作，迎接市场的恢复性

增长以及特定人群的旅游

新需求；同时从提高企业抗

风险的角度研究企业发展，

专业化发展提高细分市场

占有率，能显著改善新需求

背景下的获利能力；寻求与

大集团的战略合作或者被

并购机会，成为大集团的专

门业务单元，也是提升抗风

险能力的选择之一。

“围绕疫情结束后的旅

游市场发展态势，不少人认

为会出现反弹，尤其是在大

小长假、暑期等重要时点甚

至会出现所谓的报复性反

弹。对此要理性看待。”绿皮

书指出，从 2003 年“非典”

时的的经验看，反弹并不显

著——当年 6 月份疫情全

部结束，而“十一”国庆节期

间的旅游人次仅比上年度

增加1%左右，旅游收入的

增幅则更低。考虑到此次疫

情走势的复杂性、波及地区

的广泛性和对学校开学时

间的影响等各种因素，恐怕

不宜对“五一”、暑期和“十

一”等重要时点的反弹有过

于乐观的预期。

旅游绿皮书：景区全年收入或腰斩，“五一”等时点反弹不宜乐观！
文/《南方都市报》记者 傅晓羚

“五一”小长假近了 放心游还需人人尽责
文/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余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