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游客出境游趋于社交 
化与数字化



2



3

近十年来，中国出境游客数量大幅增长，这对全球诸多行
业带来重大影响。零售商、消费品品牌、旅游业、酒店业
均从中获益，同时也遭遇挑战。从伦敦城郊的奥特莱斯、
德国的百货公司，到全球各大机场的免税店、各大主要酒
店集团及航空公司，都能感受到中国游客所带来的影响。

奥纬咨询（Oliver Wyman）就中国出境游客进行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在过去
的几年中，中国人的出境游正越来越多地关注其体验的社交化和选择的数字化。
那些平时使用数字化工具非常得心应手的游客们纷纷使用网络规划行程、分享 
体验。

早在 2016 年，奥纬咨询发布的首份中国游客调研即反映出，在过去几年中，中
国人的出境旅游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续的一系列跟踪报告均如是印证。“ 团
队游 ” 不再是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主要形式。取而代之的主力军是 “ 自由、独立的
旅行者 ”。过去，中国游客热衷于奢侈品消费（包括以转售为目的进行代购和帮
人代买），成为推动全球单价消费的助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境旅游，
国内奢侈品供应充分，以及价格趋于透明，使得这股海外购物热也渐渐消退。

中国消费者已经跳脱了其他地方主流的消费模式，开始涉足移动电子商务、移动
支付和社交购物。中国所映射出的这种高度社交化与数字化的生活旅游方式也就
不足为奇了。基于最近对 2,000 名中国出境游客的调研，我们的报告阐明了上述
转变，并讨论了其对行业的影响。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2018 年中国游客的出境游预计达到约 1.4 亿人次，同
比实现 13.5% 的增长。我们此次研究表明，有两大因素推动该数据持续增长，它
们是 ：总体游客范围的扩大和个体出行频次的增加。两者效力大致相当。来自一
线城市的出境游客占比达到调研以来的最低水平，可见游客来源地范围的进一步
扩大。同时，我们的受访对象平均每年出境游 2.1 次，同比增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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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出境游客的目的地选择与旅行目的也在发生变化。虽然香港地区仍是
最常见的出行地，但选择更长线海外游目的地的游客占比增长更快。中国游客已
越来越习惯于走得远些、更远些。在我们的调研中，当受访者被问及未来 12 个
月的出行计划时，冰岛赫然跻身前 15 大目的地。随着中国人旅行频次的提高，
他们同样也会选择短途出境游，从而使平均行程减少了 1 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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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我们注意到，选择与配偶、大家庭成员、尤其是朋友共同出行的游客数
量大幅增长，这使得游客团队的平均规模同比增长了 10% 左右。这一点也同时
反映在旅游规划上。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了从 “ 专业规划 “ 到 “ 自主规划 “ 的
明显转变趋势。2018 年，有超过 1/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出游同伴 “ 共同 ”
规划出行。很显然，中国人旅行的社交化已经延伸到了出行前的规划阶段。

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中国游客寄情于 “ 制造回忆 ”。受访者将 “ 观光及休
闲娱乐 ” 视作旅行的最常见动因。在我们的调研中， 53% 的受访者表示 ：“ 成就
一个好的假期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体验到在国内没有感受过的奢华 ”。

图表 1: 中国游客出行规划愈加社交化

基本由我自己规划

我和我的同行伙伴共同规划

基本由同行伙伴进行规划

基本由公司进行规划
（或学校/大学）

基本由旅行社规划

规划旅程的关键人物
受访者%, 2016: 样本数=1,750, 2017: 样本数=2,000, 2018: 样本数=2,000

2016

2%

2017

49% 74% 38%

28% 15% 37%

4% 6% 17%

5% 3% 5%

15% 3%

2018

问题 ：谁负责规划行程？ 
来源 ：2015 年 12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7 年 3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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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中国游客更多为观光出行，尤其为观赏城市景色、体验当地风俗， 
而非购物

2016

96%

91%

86%

13%

12%

2017

95%

83%

76%

14%

12%

2018

97%

66%

41%

14%

13%

2016, 2017, 2018 年旅行目的对比
受访者%, 2016: 样本数=1,750, 2017: 样本数=2,000, 2018: 样本数=2,000

观光

购物

休闲娱乐

商务

拜访亲友

观光

休闲娱乐

购物

拜访亲友

商务

观光

休闲娱乐

购物

拜访亲友

商务

问题：就你上一次出行，哪一项为你的主要旅游目的（最多列示三项）？——排名前三大目的 
来源：2015 年 12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7 年 3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分析

图表 3: 游客的平均旅行支出和购物支出均出现下降

2016

41%

59%

19.7

2017

33%

67%

20.3

2018

32%

68%

17.9

2016

4.0

1.5

2.6

8.0

2017

3.7

2.4

6.8

0.6

2018

3.0

1.8

5.8

1.0其他支出

购物

以转售为目的

给他人的礼物

为我自己购买

购物支出占旅游预算的平均比例
千元人民币，2016: 样本数=1,750,
2017: 样本数=2,000, 2018: 样本数=2,000

按购物目的细分 
千元人民币，2016: 样本数=1,750, 
2017: 样本数=2,000, 2018: 样本数=2,000

问题 ：就你的（某地）之行，以下领域的支出分别为多少？ 
来源 ：2015 年 12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7 年 3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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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买买买”说再见
中国人的出境游曾经以 “ 买买买 ” 闻名于世。然而如今，对他们来说，购物这一
曾经的重中之重，其重要性正在持续下降。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将购物列入海外
旅行前三大原因的游客占比首次低于 50%。同时，仅 7% 的受访者认为购物是
其旅游的首要动力。此外，受访中国游客的消费额连续第二年出现同比下降。旅
行中用于购物的专项预算减少至 1/3 以下。转售、代购与自购的消费额均随之下滑。
但对某些目的地的出行而言，比如意大利、澳门、韩国等，购物仍是一个重要目的。

图表 4: 受社交平台建议影响的中国境外购物

朋友和家人的推荐

中国的电商平台

社交购物应用程序

品牌官网

免税零售店网站

中国的社交媒体

百货商店/大卖场网站

中国的实体店

中国的旅游论坛

旅游杂志

微信公众号

境外旅游局网站

外国电商平台

外国社交媒体

直销店网站

机场网站

旅行社

42% + 6%

+11%

+8%

-8%

-5%

+0%

-10%

-6%

-7%

-10%

-4%

-10%

-10%

-8%

-10%

-8%

-7%

38%

29%

24%

22%

18%

18%

17%

14%

17%

11%

8%

7%

7%

6%

4%

4%

对比 
2016

信息来源，2018
受访者%, 2016: 样本数=1,750, 2018: 样本数=2,000

问题 ：在你出发前往（某地）前，你会选择以下哪个信息渠道获得购物信息？ 
来源 ：2015 年 12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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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期间，购物越来越集中于免税渠道和退税渠道。在我们本次调研中，受访
者一半以上的购物预算投入了上述渠道。海外的本地品牌和产品日益受中国游客
的青睐。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选择前往能找到大量本地品牌与产品的地方
进行购物。该比例较 2017 年大幅增加。

社交同样是决定 “ 买什么 ” 与 “ 哪里买 ” 的关键因素。朋友和家人的建议、以用
户点评为驱动的中国电商平台、以及社交购物应用程序成为了中国游客境外购物
的三大信息来源。

旅行中的“品味”
如果说购物狂热不再，那么如今推动中国人出游的动力是什么？答案是 ：社交体
验。观光和娱乐是最常见的旅游驱动力。对中国游客来说，境外游的一项关键需
求便是建构 “ 可分享 ” 的回忆。例如，分享地道当地美食的照片，或与同伴在著
名旅游景点前合影留念等。

图表 5: 中国游客追求更地道的体验

度假时，我主要关心
的是确保我们的孩

子和/或家人保持愉悦

我乐意尝试新的
食物(中国食物和非

中国食物

外出餐饮成为了
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希望旅行目的地提供
中文服务和签字

我希望前往中国游
客多的地方 我对食物不挑剔，方便就好

我跟团游，在指定餐厅用餐

我选择前往米其林餐厅/
专业评分最高的餐厅

我尽可能选择我
熟悉的中餐

度假时，我希望找到性价
比最高的食物

我选择网上评价高的餐厅

我愿意尽可能多
地尝试正宗本地美食 66%

57%

31%

15%

12%

9%

9%

2018

境外游的餐饮偏好，2018
受访者% , 2017: 样本数=2,000, 
2018: 样本数=2,000

是否同意关于境外游的以下描述，2018
受访者%, 样本数=2,000

+4%

+11%

+3%

-9%

-4%

-3%

-15%

对比 
2017

84%

83%

64%

72%

25%

来源 ：2017 年 3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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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 饮食 ”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毫无意外的，
美食在旅行中同样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约 70% 的受访者同意 “ 餐饮是旅行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中国游客对当地饮食文化的接纳程度有所变化。
在本次调研中，83%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尝试新的食物，而不再囿于中国食物。
在我们的调研样本中，愿意品尝地道当地美食的受访者比拘泥于中国菜式的受
访者比例更高，并且差值较 2017 年增长了 20 个百分点。与数字化 “ 社交 ” 旅
行的趋势相一致，在选择就餐地点时，在线餐饮评论成为游客的主要信息来源。
2018 年，有 57% 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同，而 2017 年这一比例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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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规划
中国有着别具一格的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与搜索引擎体系。与之呼应，中国的在
线旅行代理、资讯整合系统也是独一无二的，主要由本地企业 “ 携程 ”、“ 飞猪 ”
和 “ 去哪儿 ” 所主导。

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2/3 的受访者使用携程网进行航班与酒店预订，而阿里巴
巴的飞猪平台则紧随其后。前往航空公司官方网站直接预定机票的游客数量逐年
增加，这得益于航空公司更好的本地化服务，以及国内消费者日渐熟悉相关操作
流程。

虽然价格仍是选择预订平台的首要考量，但其重要性相比其它因素有所下降。这
些因素包括所提供的旅游信息与指南（同比增长 32 个百分点），以及是否提供一
站式便利服务。

航空公司应当注意到，中国游客在选择航空公司时主要关注机票价格、航班时刻
的便利性以及准点率。虽然约有 60% 的游客了解航空公司的常旅客 / 里程计划，
但在选择航空公司时，将其列为主要原因的受访者比例最低，它们的使用率也往
往较低。多达五倍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这些计划，但不会基于这些计划来选
择航空公司。

图表 6: 就机票与酒店预定渠道而言，携程、飞猪和去哪儿受青睐

携程

飞猪

去哪儿 去哪儿

官网

线下代理

朋友和/或家人
帮我预订

公司/学校

Booking.com

Skyscanner

Expedia

70%+ 18%

N/A

+15%

+17%

+9%

+6%

-14%

N/A

-2%

-2%

+ 19%

N/A

+21%

+5%

+8%

+6%

+7%

N/A

-4%

-9%

N/A

-2%

48%

1%

71%

53%

42% 47%

28%

12%

10%

4%

4%

1%

机票预订渠道，2018
受访者%, 样本数=2,000

酒店预订渠道，2018
受访者%, 样本数=2,000

携程

飞猪

官网
朋友和/或家人

帮我预订

Airbnb

线下代理

马蜂窝

Booking.com

公司/学校

Hotels.com

Expedia

17%

11%

11%

9%

9%

4%

7%

2%

1%

对比 
2017

对比 
2017

来源 ：2017 年 3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



11

图表 7: 旅行资讯比肩价格、便利性，同为选择在线旅行社的重要考量因素

价格和/或价值

提供旅行信息和指南

提供一站式服务
（同时预订机票，酒店等）

服务的高品质/速度

具有吸引力的度假产品

网站的使用便利度/设计

支持我所使用的支付方式

由朋友和家人推荐

我不使用在线旅行社

58% -14%

+32%

+11%

-19%

-15%

+8%

+0%

+1%

+0%

54%

52%

50%

28%

25%

18%

12%

1%

选择在线平台的考量，2018
受访者%, 样本数=2,000

对比 
2017

来源 ：2017 年 3 月中国游客调研，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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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实用性凌驾于舒适性、常旅客计划，成为预订航班时更重要的考量因素

良好的性价比

良好的航班安排/起落时间

航班准点率

良好的服务

座位舒适度

良好的舱内餐饮和娱乐（仅限免费）

航线范围广阔，特别是针对
规模较小的机场

获奖/排名较高的航空公司

机上购物的产品种类广，吸引力强

65%

44%

43%

39%

28%

18%

17%

12%

3%

常旅客/回报计划 0%

选择航空公司的考量，2018
受访者%,  样本数=2,000

来源 ：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

就选择酒店而言，忠诚度计划也显得不太重要，将此作为主要考量的受访者比例
同样最低。中国游客更倾向于根据酒店的地理位置、关于酒店清洁度的网络评论、
以及性价比等因素进行选择。此外，中国游客特别关注酒店所提供的设施，如酒
店无线网等，有 40% 的受访者提到了个人洗护用品（如洗发水、肥皂等），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酒店的印象。

图表 9: 网络评论对选择酒店至关重要

良好、便利的地理位置

清洁

高性价比

良好的网络评论

良好的设施，比如spa，
游泳池、健身房、高尔夫场地

适合家庭出行的设施

朋友/家人的推荐

得奖酒店/酒店的星级

知名的餐厅

72%

59%

54%

41%

25%

24%

9%

8%

4%

忠诚度/回报计划 2%

选择酒店的考量， 2018
受访者%, 样本数=2,000

来源 ：2018 年 11 月中国游客调研，奥纬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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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抓住中国游客
中国游客使用网络游刃有余，他们热衷于社交媒体，且乐于听从他人的建议。针
对这一群体的营销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本地化策略。中国游客非常依赖口口相传
与网络评论。因此，对那些希望抓住中国游客的企业来说，必须确保自己出现在
正确的平台上，监控与管理它们的企业形象，早一些避免可能会引起差评的潜在
问题，同时创造大量机会来捕获良好的口碑。

“ 马蜂窝 ” 之类的网站是中国游客获取旅游资讯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关于餐饮与
购物的信息。而在线旅行代理则被广泛应用于酒店和航班预订。此外，作为中国
最大的社交和信息传递平台，“ 微信 ” 是创建正面口碑的最佳渠道。在英语中， 
“Instagrammable” 这个词已经应运而生。对那些希望抓住中国游客的企业来说，
应该了解它的中文镜像词——“ 晒 ”。

结语
中国出境游客所带来的机遇吸引了众多企业的广泛关注。从百货公司到奥特莱斯，
从纽约和巴黎的奢侈品店到苏格兰的酿酒厂，更遑论航空公司与连锁酒店。想要
充分把握这一机会，企业必须随时洞察并了解中国的游客以及他们出行的目的，
制定协调一致的策略，有效利用当地平台与数字化媒体。面对今天的中国游客，
您的企业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明天，您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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