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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依托互联网，以满足旅游消费者信息查询、产品预定及服务评价为核心目的，囊括了包括航

空公司、酒店、景区、租车公司、海内外旅游局等旅游服务供应商及搜索引擎、第三方代理

商、电信运营商、旅游资讯及社区网站等在线旅游平台的新产业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该产业

主要借助互联网，与传统旅游产业以门店销售的方式形成巨大差异，被旅游从业人士称之

为&ldquo;在线旅游&rdquo;。 

随着旅游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很多人的旅游观念已经从传统满足观光游览需要的&ldquo;到

达型旅游&rdquo;，转变为对&ldquo;舒适、自由&rdquo;有较高要求的&ldquo;个性化旅

游&rdquo;，&ldquo;自助游&rdquo;迅速成为旅游市场上的主导形式。而网络旅游服务商提供

的网上在线自主选择和订购服务形式最适合此类消费需求。旅游产品的在线分销新模式，以

高效率和高品质的优势，为用户提供了更为方便和有价值的服务，是衔接终端消费者与旅游

供应商的需求的重要途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旅游供应商认识到了旅游搜索引擎的商业

服务价值，从而开始多方寻求机会合作。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达4.23

亿，较2021年12月增加2561万，占网民整体的39.6%。融资方面，截至2022年12月14日，2022年

中国在线旅游领域共有8家平台获得融资，分别为玩点旅行、OTM中数旅科技、久电科技、

自我游、携旅、KKday、十里一亭、小鹭游，融资总额约6.61亿元人民币。 

旅游行业的产业链发展相比其他行业都要成熟得多，从酒店到机票、线路、景点都有相应的

服务商，各个细分领域都有较为完善的配套服务。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就在于把这些各自分散

的服务整合优化，提供给用户更便捷更具针对性的系统服务。互联网平台本身拥有的巨大流

量也更容易将这一系统服务转化成快速变现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阿里巴巴、腾讯、京东、

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发力在线旅游市场，国内酒店在线预订、机票在线预订、度假产品在线

预订等在线旅游服务蓬勃发展。去哪儿旅行App在2021年4月总使用次数达21.3亿分钟，占当

月整体在线旅游App的49.9%，位列行业第一。 

2023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在线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文件提到，旅

游者方面，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服务种类、拓展服务内容，打造精准化、专业化

、特色化服务产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需求。强化对未经许可从事

旅行社业务经营活动、&ldquo;不合理低价游&rdquo;等违法违规产品的监测、发现、判定和处

置，维护正常的行业秩序，切实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行业方面，深化在线旅游行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做好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在旅游业的落地实施，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合理增加在线旅游经营者有效信贷供给。用好财政奖补、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政务服务

等措施手段，支持在线旅游经营者参与文化和旅游消费惠民活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旅游在线平台的退订单量都是百万级，这对在线旅游企业的



服务能力、产业链管控能力、沟通与管理能力、资金能力都构成全方位的挑战。从新冠肺炎

爆发以来，人们在家宅着的时间已有二十多天，作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连接产业链最多、

从业人员高达千万的旅游行业，如何自救也格外受到关注。在线旅游企业这个时候利用自身

的互联网技术，云游直播、VR等新兴技术模式对用户增强粘性、对旅游合作伙伴增强培训，

同时对旅游城市在线&ldquo;种草&rdquo;，又可以丰富疫情期间人们居家的文化生活，可谓一

举多得。经此一疫，新兴的直播、虚拟VR技术基本成了各家的标配，未来技术依然是在线旅

游发展最大的引擎。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在线旅游行业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全面介绍了在线旅游的概念及发展环境，并对在线旅游产业链的市场概况做了详细阐

述。随后，报告对在线旅游细分市场、上游供应商、终端用户、竞争状况及国内外重点企业

运营状况等方面进行细致透析。最后，报告对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

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产业

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互联网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

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在线旅游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在线旅游相关行业，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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