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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业疫后振兴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汤月婷 蔡建刚 童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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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张家界旅游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疫后振兴张家界旅游业的总体思路是“两调整、两

提升”,即调整客源战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应急能力、提升科技含量，具体对策有：开拓本地游、周边游、跨

省游等国内旅游市场，激发旅游消费；整合资源培育新业态，抢先布局智慧旅游产业；塑造安全可靠、文明有爱的

旅游形象，重振旅游信心；建立旅游危机防范、评估与处理机制，加强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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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的旅游业发展中，无论是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等的推出，还是旅游营销、传播手段等的更新，张家界总有一席之

地，“张家界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一张重要名片。过去 30余年，张家界旅游业始终保持快速的发展态势。2016年至 2019

年，张家界旅游总收入、旅游接待人次和人均旅游消费年均分别增长 26.91%、9.43%、15.98%;2019年，全市境外客源市场达到

133个国家和地区，接待入境游客达 137.04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8.02亿美元，外汇收入比上年增长 209.7%,旅游龙头地

位更加突出。然而，这一良性发展态势被新冠肺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割断。疫情对以“流动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旅游业产

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以旅游业为绝对主导产业的张家界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目前，疫情防控虽已进入常态

化阶段，但张家界旅游业的恢复还任重道远，振兴旅游业成为后疫情时代张家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工作和重要保障。 

1 疫情对张家界旅游业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恰逢我国居民出行高峰与旅游的黄金时期。疫情爆发后，人口流动戛然而止，全国旅行社与相关旅游企

业也按要求停止了旅游活动经营业务。直到 2020年 3月 1日，张家界天门山、大峡谷等景区才有序恢复对外开放，全国跨省游

业务更是到 7 月才宣布开放。如此，疫情对张家界旅游业的冲击直接表现为国内旅游市场重创，出入境旅游市场停摆，旅游人

次与旅游收入骤减，旅游经济损失惨重。 

首先，对于旅游经济而言，张家界春节旅游热“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 2020年 2月旅游人次与旅游收入呈现断崖式下跌，

与 2019年同期相比，旅游人次减少 518万人次，旅游收入损失近 60亿元。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并未止步于春节，如图 1所示，

与近 3 年相比，2020 年上半年游客规模大幅缩减，在暑期迎来较好的增长形势，但并未出现业界人士对疫情结束后旅游迎来井

喷式或报复性增长的美好期望；12月虽有大幅度反弹，但全年旅游人次仅 4949.206万人次，旅游收入为 568.95亿元，比 2019

年分别减少 3100.104 万人次、336.64 亿元。特别是接待入境游客仅 3.09 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仅 1154 万美元，与 2019

年相比分别下降 97.74%、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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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张家界 2017-2020年旅游接待人次(单位：万人次) 

其次，对于微观个体而言，景区公司、OTA平台、旅行社、酒店、旅游演艺企业、旅游购物企业、餐饮企业等旅游企业全线

受损，新产品开发与投资、营销与宣传推广、人员聘用与调整等均受到影响，不少企业关门歇业、破产倒闭。旅行社作为现代

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其良性运营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在疫情影响下，张家界市旅行社“苟延残喘”。

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张家界旅行社行业共造成失业人员约 58000人，其中导游 11000人，涉及旅行社 210多家；

正式复产的只有 45家。可见，本次疫情对张家界旅游业的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 

2 张家界旅游业疫后振兴的总体思路 

疫情对张家界旅游业来说是一场危机，更是一场灾难。但“危”中有“机”,如能顺应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发展的新变化、新

趋势、新要求，明确发展的方向和思路，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则张家界旅游业将迎来崭新的一页。振兴张家界

旅游业的总体思路是“两调整、两提升”,即调整客源战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应急能力、提升科技含量。 

(1)调整客源战略。 

开拓境外客源市场、提升“国际张”品牌知名度一直以来是张家界旅游工作的重心，“韩流”一直是张家界旅游业的重要

现象。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张家界在哈萨克斯、俄罗斯、捷克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 13 个“丝路驿站”,并赴东

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友好交流。然而，在全球疫情肆虐下，入境旅游几乎成为泡影，调整客源战略、大力开发

国内市场特别是周边市场成为现实之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并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地，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这也要求张家界旅游业立足国内大市场，调整并优化客源结构。 

(2)调整产业结构。 

旅游业是我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19 年全国人均旅游已超 4 次，以致有学者一度将旅

游视为一种“刚需”。然而在疫情影响下，旅游业是脆弱的、敏感的特性再度呈现，旅游依然是一种弹性需求，是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一种向往，并非缺一不可。张家界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发展，2017年以来，旅游总收入就远超地区 GDP,产业结构十分单一。

张家界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结构比例也极不协调，门票经济(旅游要素)较为突出，而购物和娱乐两

大弹性要素的收入占比太低，旅游产业的效益不明显，还停留在粗放的游客人数规模扩张阶段，消费质量不高。此外，旅游要

素早已呈现独立发展态势，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购物和娱乐消费，并“去旅游化”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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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科技含量。 

张家界旅游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依然停留在以游览观光为主的发展阶段，在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与使用方面相对欠缺，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体验不足。即便是技术应用较为普遍

的旅游演艺和展览馆等项目，也还停留在“声光电”初级阶段，科技特效与视觉、听觉等冲击力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此次疫

情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与企业的经营模式，“云旅游”、无接触式服务

模式等新业态、新形态陆续产生。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张家界旅游业应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断提升科技含

量，使生产和服务变得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高度数字化和高度网络化。 

(4)提升应急能力。 

张家界自 1988年建市以来，旅游业发展从未受过如此冲击，战乱、恐怖活动等重大突发事件从未有之，金融危机和非典疫

情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同时，张家界在现代旅游治理体系探索、建设与实践方面虽有重大突破，但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

应急管理方面还很不足，城市的综合应急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

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为此，张家界要更加注重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旅游

业的疫后振兴和未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保驾护航”。 

3 张家界旅游业疫后振兴的对策措施 

张家界旅游业的疫后振兴需紧紧围绕“两调整、两提升”的思路，并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1)开拓本地游、周边游、跨省游等国内旅游市场，激发旅游消费。 

一是要调整产品结构，创新旅游业态，开发满足本地、周边地区、国内其余地区居民多样化需求的产品，尤其是要抓住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机遇，高质量推进乡村旅游，延伸本地游、周边游旅游消费链，激发旅游消费欲望。二是要大力发展旅游商品

产业，增强旅游业的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优化旅游业六要素结构比例，切实提升旅游消费层次。与此同时，通过政府补贴、

发放消费券、旅游折扣等方式将潜在的旅游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旅游消费，力促张家界旅游市场短期内复苏。 

(2)整合资源培育新业态，抢先布局智慧旅游产业。 

一是要整合张家界全市旅游资源，积极培育休闲康养等新产品、新业态，塑造张家界“回归自然·拥抱健康”的旅游新形

象，以新兴产业推动消费需求与产业转型“双升级”。二是要强化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应用，构建旅游智慧应急信

息共享体系，实现旅游安全管理防范前置；推动景区智能化建设，实现“闪入园”“云排队”,为无接触式旅游提供可能。三是

要重视 5G 技术的融合应用，推广“5G+VR”“5G+AR”“5G+AI”等项目，丰富景区旅游体验，提升企业服务水平，增强公共服

务能力。 

(3)塑造安全可靠、文明有爱的旅游形象，重振旅游信心。 

一是要持续强调张家界“本地安全”,并全面介绍应对疫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防控工作等，这种强调与介绍胜于任何景区

的促销宣传，有利于消除疫情危机“威胁”与居民恐慌，恢复旅游信心。二是要加强与旅游者的沟通交流，传递关心关爱，将

安全健康、负责的理念更好地融合在旅游服务之中，同时要强化公共卫生检查程序与景区预约、人流管控，做好重大流行疾病

的防控工作，这不仅有利于赢得旅游者信任，也有助于提升旅游企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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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旅游危机防范、评估与处理机制，加强危机管理。 

一是要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平常和特殊时期两套应急治理机制，提升处理突发事件的水平和能力，及时有效地作出危机预

警、危机处理和危机评估及协调，形成专业化的应对与管理制度，切实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二是构建符合张家

界市旅游业发展实际的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现代旅游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并将应急管理规划纳入旅游城市整体可

持续发展和营销管理战略，为疫后旅游流量获取与市场动态把握抢占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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