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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文旅消费呈现六个新趋势 

 

内容提要：文旅消费涉及面广、带动性强，不仅是扩大内需

的重要抓手，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重要支撑。依托美团数据，

我们发现当前我国文旅消费呈现出热点快速轮动、消费业态场景

加快融合、县域旅游持续发力、文博场馆热度攀升、“微度假”

模式更受欢迎、“本地化”趋势广泛普及等六个新趋势。为进一

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建议把扩大文旅消费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并从培育消费场景、完善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营造良好政策环

境、支持行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入手，更好发挥文旅扩内需、促

消费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供给升级和需求带动的双向作用下，我国旅游业

蓬勃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

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4

年端午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1.1 亿人次，同比增长

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 亿元，同比增长 8.1%。整体来

看，上半年我国文旅消费市场稳中向好，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综合效益越来越强，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主

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换的过程中，新型文旅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

的重要抓手，并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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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文旅消费的若干新趋势 

（一）旅游热点快速轮动 网红城市层出不穷 

在社交网络的加持下，当前我国文旅消费热点城市和主题呈

现快速轮动的趋势。随着服务消费市场向体验的全面升级，消费

热点同社交网络的融合趋势愈发明显，从淄博烧烤到哈尔滨冰雪

游再到天水麻辣烫，“网红”城市层出不穷，而旅游消费的主题

也涵盖了餐饮、赛事、演艺、冰雪、研学等多个相关主题，消费

热点的潜力不断迸发。伴随着各消费热点城市和消费话题在网络

平台上的持续霸榜，消费板块的轮动速度不断加快。去年淄博烧

烤火爆全国，“进淄赶烤”成为潮流，美团数据显示，2023 年，

“淄博烧烤”五一劳动节前近一周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700%，大

众点评笔记数同比增长 1400%，2023 年“五一”假期淄博全市餐

饮堂食消费同比 2021年“五一”假期增长 360%，同期酒店住宿、

休闲娱乐消费也分别同比增长了 490%和 1156%。在 2023 年下半

年，冰雪旅游热度迸发，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城市中的翘楚，其

旅游消费总额和相关产品订单量均有明显增长，收获大量关注。

2024 年一季度末“天水麻辣烫”又火爆出圈，再次引起各省市

消费者对甘肃美食旅游的关注。2024 年端午假期，电视剧《我的

阿勒泰》的热播也带动了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伊犁州尼勒克县等

为代表的自驾游目的地的持续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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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态场景交叉协同 激发消费整体增长 

我国旅游消费正从观光向度假、体验全面升级，游客旅游方

式逐渐向休闲、度假、参赛、康养等多目的综合性活动转变，旅

游过程中的跨业态、多场景消费特征愈发显著，这种业态的融合

与场景的交叉更有效地促进了目的地整体消费的增长。一方面，

游客的旅游目的、动机更加泛化，地方餐饮、休闲娱乐、赛事演

艺等业态越来越多地成为吸引异地文旅游客的主要对象。“吃着

玩”、“住着玩”成为不少消费者的新选择。以餐饮为例，近年来

地方菜作为“城市名片”，对城市经济和文旅发展的带动作用愈

发显现，如在 2023 年末的冰雪旅游季，哈尔滨市东北菜、烧烤、

鸡架、麻辣烫、俄餐等特色餐饮品类的餐饮交易额相较 2019 年

同期均有大幅增长。2024 年一季度，全国范围内异地游客产生的

餐饮消费订单增速高达 50.4%，高出本地居民 18.7 个百分点，

这些都体现出“餐饮+旅游”的强大增长动力。另一方面，旅游

业的综合带动效应越来越强，游客在休闲过程中的多场景、多业

态消费更加普遍，这放大了旅游业的乘数效应，推动城市整体经

济活力的上升。通过美团数据测算，2023 年末雪季的哈尔滨市，

异地游客平均每一元景区门票消费可以拉动共计 2.58 元的平台

服务总消费；2023 年的北京市，平均每一笔郊区住宿订单可以拉

动合计 2.38 笔平台全量消费订单，比 2022 年的 1.76 笔增长了

35%。这与数字平台的支撑效应密不可分，作为目的地城市的一

站式消费体验入口，游客可以通过美团、大众点评等线上平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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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预订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各类项目，实现线下服务场景的

线上全量触达，为城市消费的整体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下沉市场消费发力 县域旅游受到追捧 

近段时间来，许多小县城、古村古镇凭借差异化的文旅资源

和区域特色，吸引了大量游客，“县城游”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得益于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和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年轻人对

于稀缺、休闲、舒适目的地的向往，以及互联网平台对小众优质

内容的出色传播力，县域等下沉市场不断迸发出远超本地辐射范

围的消费动能。美团数据显示，2024 年 5 月至 6 月初，与“县

城旅游”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了 605.2%，大众点评评

论及笔记条数同比增加了 100%。端午假期期间，县域市场景区门

票订单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65.1%、酒店民宿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

50.8%，“人少景美、松弛感、特色体验”是年轻人搜索最多的

关键词。异地游客的消费并不局限于旅游业，餐饮、休闲娱乐等

生活服务消费业态的异地游客占比同样快速增加，2019-2023年，

县域地区全业态的异地游客消费额以29.8%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增

长，快于本地居民的消费增速，县域消费中异地消费占比不断扩

大，至 2023 年占比接近 25%。2024 年 1-5 月，异地游客在县域

的餐饮业消费订单量高于城市 7.8 个百分点。一些县域地区举办

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休闲活动，带动当地消费快速增长。以湖南省

浏阳市为例，2024 年 2 月浏阳市启动周末焰火秀项目，2024 年

一季度，美团平台浏阳市异地交易用户数比去年同期增长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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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用户订单量呈现锯齿状分布，每逢有焰火秀的周末，订单量

出现周内峰值。  

（四）文博场馆热度攀升 文旅融合彰显潜力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范围更广、水平更高，各地涌现

出多类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并受到

更多游客喜爱。美团数据显示，2024 年 1-5 月，人文古迹类、展

览馆旅游设施的消费订单量均高于旅游业全品类的总体增速。在

文化旅游热潮中，“博物馆热”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当前，博物

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更多元的角色，成为许多年轻消费群体休

闲“打卡”的重要去处，也是他们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在

2023 年 5 月 18 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在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

指导下，大众点评综合平台搜索热度、笔记攻略等数据及内容，

发布了“大众文博榜”。榜单涵盖大众热门、旅游爱逛、遛娃爱

逛、博物馆颜值等多个细分榜单，覆盖全国 20 个城市，共 54 家

博物馆上榜，为用户提供博物馆出行参考。数据显示，在大众点

评笔记频道，“遛娃胜地”“绝美拍照机位”均为“博物馆攻略”

类笔记的高热词汇。“大众文博榜”推出“遛娃爱逛”以及“博

物馆颜值”两大板块，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中

国茶叶博物馆等宝藏博物馆上榜，这也提升了博物馆的文化传播

效率。美团数据显示，2023 年，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客流较 2019

年增长 270%，许多来拍照的年轻人都对“古蜀文明”留下了深

刻地印象，并自发地为“大众文博榜”等线上榜单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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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度假”有效迎合城市居民需求 渐成旅游新风尚 

微度假是游客利用周末或平时的碎片化时间进行的更加轻

体量的度假旅游产品，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本地度假新形态。微

度假表现出下述方面的新特点：一是微区域，即聚焦周边城市的

客群；二是微时间，集中在 1.5 天周末游和小长假游；三是微距

离，可以实现自驾车 1.5 小时及高铁 1 小时到达；四是微准备，

突出游客的随意出行，说走就走。微度假有效迎合了城市居民的

新需求，整体表现出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决策时间变短、消费场

景融合、休闲游憩碎片化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以北京市为例，根

据美团平台数据，2023 年全年，北京郊区新增住宿商户约 1.8 万

家，供给的不断丰富推动微度假住宿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23 年

全年北京城区微度假游客数同比增加了 20.4%，住宿间夜量同比

增加了 19.3%，增速远快于城区的 2.7%。说走就走的微度假决策

门槛越来越低，近年来，伴随着高时效性新消费业态——即时零

售的发展，大众出行的决策成本和准备难度不断降低，越来越多

的游客选择空包旅行，抵达后通过即时零售采购必需品。美团数

据显示，2023 年全年，有 18.6%的即时零售订单发生在异地，订

单包含水果生鲜、化妆品、居家日用等多种品类，这让游客出行

真正做到“说走就走”。北京微度假游客从搜索周边酒店民宿到

实际下单的时间，2023 年与 2022 年相比，当天搜索即预订的游

客占比从 23.7%提升到 27.8%，5 天之内预订的游客占比从 52.5%

提升到 56.4%（见图 1），整体平均决策时间减少了 0.6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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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微度假游客决策时间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六）游客更加关注本地特色元素 “本地化”特征愈发明

显 

当前的旅游消费呈现出“本地化”的新特征。“本地化”是

异地游客的在旅游消费方式和行为偏好上更贴近本地人的一种

现象。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旅游者对旅游吸引物的选择偏

好与本地居民趋同（即“玩当地人的景点”），二是游客像当地居

民一样广泛融入目的地的公共空间和休闲场所之中（即“过当地

人的生活”）。“本地化”体现了旅游者旅游行为决策的变化，这

些变化既反映了国民大众不断发展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体现出文

化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在传统的旅游消费观中，游客更关注

知名景区景点，喜欢通过尽可能多的游览标志性吸引物来满足自

身对异地新奇体验的需求，但是近年来更多人涌向文化公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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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场、主题乐园、开放性的空间、文物古迹和代表当地文化特色

的展览馆和城市公共文化展示馆。这一转变与大众点评等在线评

价体系的完善密不可分。进入网络数字时代，各类互联网平台中

聚合的海量评价及榜单等信息，成为异地游客和本地居民消费决

策的重要参考，异地游客和本地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被缩小。

美团研究院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因为信息不足而不知道“去

哪儿玩”时，有 69.2%的受访者会借助大众点评等综合信息平台

来获取更多休闲旅游出行信息，这一情况在出游时更加显著。美

团平台的交易情况显示，近年来多地的热搜景区 TOP 榜单中，具

有本地气息的公园、场馆等景区排名均有上升，在 2024 年一季

度的公园和广场类景区订单中，异地游客消费增速高达 15.5%，

显著高于本地居民。在餐饮、文娱等消费场景下，“地道”、“本

地特色”、“老字号”等也成为热搜关键词，体现出游客对本地

特色元素的关注。 

二、培育壮大新型文旅消费的政策建议 

（一）培育新型文旅消费场景 

当前大众旅游目的和出行动机愈发多样，“美食游”、“购物

游”、“研学游”层出不穷，建议通过旅游美食地图等线上化产品，

联动餐饮娱乐、酒店住宿、休闲购物等多种生活服务消费场景，

实现“线上消费、线下体验”，为城市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入口

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更好凸显旅游对多业态消费的

拉动作用。此外，要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小众化的文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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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求，引导各类市场主体更加看重个性化旅游项目和小众旅游

目的地的发展潜力，积极开发具有文化内涵和人文特色的个性化

项目，挖掘新兴热门旅游目的地。发挥平台连接市场、聚集需求

的功能，为众多小众、低频的新兴服务业态集聚消费者，在小众

领域发现爆款大众产品，激发长尾市场，为新型文旅消费场景拓

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积极发展县域消费，定期在街区、市集、

古镇等线下消费中心举办主题特色活动和节日假期专项活动，充

分发挥线上消费的信息优势，促进县域旅游和多业态关联消费。 

（二）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游客在城市进行的文旅休闲活动，需要以一定能级城市的整

体服务体系为依托。在城市突然获得巨大关注时，只有提供优质

的公共服务、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规范的市场环境才能让城市对这

些突如其来的流量形成良好承接，并让这种短期的吸引力“长效

化”。建议各城市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旅游城市

不仅要在旺季以游客为中心，提升旅游体验，同时也应兼顾本地

居民生活和外地游客度假的需求。只有把在一定时期内竭尽全力

满足游客需求的“热心肠”转化为持之以恒的便利化、智慧化的

城市服务“硬设施”和法治化、透明化的城市服务“软环境”，

才能真正培育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进而实现本地居民休

闲消费和异地游客旅游需求的双重释放，真正让“网红”变为“长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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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 

打造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针对具体问题包容审慎、灵活监

管，为文旅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如针对桨板运动面临的

水域开发问题，可在加强对城市水域的规划和管理的同时，开放

一批符合条件的水域发展水上运动产业。为城市民宿、密室、剧

本杀等旅游新业态营造更宽松的监管氛围，允许部分城市地区开

展行业管理试点。依托减税降费等多样化的促进政策，充分释放

居民的新型文旅消费、改善性消费、升级性消费。建立健全线上

线下一体化监管机制，规范网络交易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加快构建新型服务消费质量促进体系，健全消费者维权机

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降低维权成本，完善服务质量协同处理

机制。 

（四）引导和支持文旅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积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与文旅产业

的融合，打通线上线下消费渠道，为消费者提供在线预订、在线

支付、在线导览、在线互动等更加便捷、安全、个性化、智能化

的服务功能。鼓励传统景区、博物馆、展览馆等加强和线上平台

企业合作，提升文旅行业的线上化率，引导各类平台为旅游业中

小商户和传统景区景点提供更多数字化转型工具，提高行业的供

给水平。更好发挥游客在线评价体系等数字产品在文旅消费场景

中的促进作用，围绕旅游服务质量建立大数据评价指标体系，促

进旅游业市场主体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更高的服务体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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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好发挥数字技术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鼓励旅游民宿等新

业态与地方闲置房源更新等行动相结合，提升文旅行业的整体供

给水平，更好发挥平台企业在促进旅游住宿行业标准化、规范化、

数字化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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