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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凭借其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和深厚的历

史文化基础，为旅游业的迅速繁荣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然而，相较于国内旅

游市场的蓬勃发展，重庆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对缓慢。有鉴于此，本文

以重庆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的现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其面临的挑战，提出相

应的优化策略，以期为重庆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推动重庆市以

及全国的入境旅游服务贸易走向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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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旅游业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产业。多年来，世界旅游服务贸易基本由分布在欧洲和美洲的旅游大国所控

制，但目前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变，旅游重心由传统市场向新兴市场转移的速

度不断加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区一大批新兴市场的崛起使

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市场份额出现了新的格局，发展中国家正

在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日渐显著。近年

来，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服

务贸易比重达 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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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入境旅游方

面具有独特的资源和制度优势。入境旅游不仅是推动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手段，也是解决服务贸易逆差问题的重要环节。同时，它还能作为传播中

国文化的优秀载体，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重庆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现状概述与分析

重庆，作为中国唯一的内陆直辖市，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承



东启西、连接南北。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重庆的文化特性鲜明且独

具魅力。全市共有 294 处国家级 A 级旅游景点，包括 11 处 5A 级景区。近几

年，重庆市积极调整发展战略，重点推进旅游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

成就。这个名副其实的国内“明星城市”，已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访。

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17 年市内接待境内外游客总数为 54230.21 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3308.04 亿元。其中，入境旅游者人数为 358.35 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入达到 19.48 亿美元。2018 年，市内接待境内外游客总数进一步增

长至 59723.7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4344.15 亿元。入境旅游者人数增加到

388.02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 21.9 亿美元。而在 2019 年，市内接待境内外

游客总数继续增加至 65708.0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更是达到了 5739.07 亿元。

入境旅游者人数也增加到 411.34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到 25.25 亿美元。此

外，据 2023 年发布的重庆市旅游业统计公报统计测算，当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

1.03 亿人次，同比增长 88.1%；全市重点监测的 130 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

客 1.53 亿人次，同比增长 98.9%；全市旅游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 1206.82 亿

元，同比增长 13.5%，占全市 GDP 比重 4.0%。

通过对重庆市境内外游客数量、旅游产业总收入、入境游客人数及旅游外

汇收益等关键指标的综合分析，可见以下发展趋势：从 2017 年到 2019 年，重

庆市接待境内外游客总数从 54230.21 万人次增长至 65708.03 万人次，呈现逐

年增长的趋势，规模不断扩大。这表明重庆市的旅游吸引力不断增强，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同样，重庆市的旅游总收入也呈现出逐年增加

的趋势。从 2017 年的 3308.04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5739.07 亿元，增长率较

高。这说明重庆市的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旅游收入不断增加，为经济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此外，重庆的入境旅游人数及旅游外汇收益的稳步增长，不仅

反映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提升，也展现了其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

力与竞争力。这些增长趋势进一步揭示了重庆在国际旅游市场中的份额扩大，

为其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重庆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挑战与制约

（一）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有待进一步拓展

尽管近年来重庆在国内旅游市场表现出了显著的增长趋势，但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该市在国际市场的拓展进程相对较为滞后。根据世界旅游业理事



会的数据，2017 年重庆旅游相关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绝大部分来自国内

游客，达到了 95%，相比于广州、上海、北京和成都分别高出了 5 个百分点、7

个百分点、8 个百分点和 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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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中国入境游客的总量达到

了 14530.78 万人次，其中重庆市的入境游客数量仅为 411.34 万人次。在国际

旅游外汇收入方面，中国总体实现了 1312.54 亿美元，而重庆市的国际旅游外

汇收入仅为 25.25 亿美元。这些数据明确反映了重庆在吸引国际游客方面存在

明显的差距，并且在充分挖掘入境旅游潜力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造成这

一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际知名度不足、交通便利性、旅游产品多样

性不够以及市场营销策略的不足等。

此外，重庆市境外游客的规模相对有限，客源构成亦表现出较高的集中

性。重庆的境外旅游消费市场主导力量主要聚焦在我国接壤的国家或者与我国

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国家，涉及亚洲、美洲、欧洲等多个区

域。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对其入境游游客的数量统计，日本、韩国、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德国、加拿大等是重庆最主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国。进

一步分析可见，亚洲国家和港澳台构成了重庆市境外游客的主体，其中日本和

韩国的游客群体格外显著，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游客也占有重要比例，其旅

游人次和总份额分量均位于第一，增长率仅次于亚洲。2023 年，美欧日韩等传

统客源市场（发达经济体）的优势趋于弱化，其民众的来华旅游需求恢复较

慢。
3
为推进重庆市旅游产业的持续稳健增长，我们在对外旅游市场的拓展上应

更为重视多元化和全方位性，以此应对潜在的市场风险。

（二）入境旅游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首先，在诸多影响入境游的因素之中，国际航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重庆江北机场作为国际化机场，其航线涵盖广泛，覆盖至 23 个国家与地区，并

设有 28 个国际客运通航点，这对于推动重庆入境游客数量稳步增长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然而，虽然重庆已成功开辟多条国际航线，但在与其他国际大都市

对比时，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航线数量还是覆盖范围，重庆都存在着显著的提

升空间。这也就意味着，若重庆希望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发展，那么在未来

的国际航线布局中，必须持续探索并付出努力，以更好地挖掘其潜在发展空

间。

其次，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对国际游客的出行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经



过十余年的互联网高速发展，中国多数公民已经逐渐熟悉并使用了电子支付。

然而，在全球其他 60 亿人口中，现金和信用卡等传统支付方式依旧占据主导地

位。中国实行的无纸化支付方式，以身份证明为核心，结合人脸识别和指纹识

别等技术，对于海外游客，特别是独立旅行者，存在一定的使用难度。大多数

国际游客对数字支付系统的工作原理并不十分理解，而且在重庆市的主要旅游

集散地，对数字支付的宣传和使用指导尚不充足，这无疑给外国游客的出行增

加了额外的困扰。

再者，重庆市众多高品质的自然旅游资源遍布各区县，且这些旅游景区的

等级差别和跨度较大。外国游客由于交通可达性的局限性、语言障碍等多种因

素的综合作用，往往难以离开市区深入探索更为广泛的区域，这种限制性因素

削弱了其旅游体验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对外籍入境游客对重庆旅游体验的总体

满意度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我们观察到大多数旅游景点在提供多语言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的不

足。外语服务多以英语为主，对于西班牙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等小语种

的解说服务以及外语标识的普及程度偏低。市内的博物馆并没有根据大数据的

统计展开翻译语言服务，其译出的语种普遍偏向欧洲语系，无法真正满足实际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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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不仅削弱了游客的参观体验，同时也制约了本地旅游产业向国

际化发展的步伐。

（三）入境旅游产品设计有待进一步丰富

对于初次抵达中国的海外游客，他们往往会选择像北京、上海这样融合了

深厚历史文化与现代都市风貌的标志性大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然而，对于那

些曾经一次或多次访问过中国的游客，他们更倾向于探索其他城市，以寻求更

为丰富和多样化的文化体验。当前重庆的入境旅游产品多样性不足，以自然景

观和文化景点为主的观光型产品占据了较大比重，深度体验型产品尚未充分发

展。此外，重庆市内众多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分布分散，景观间的协同合作尚待

加强，未能形成有效的旅游联动产品，因此给入境游客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三、重庆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升级航线网络布局，逐步优化交通体系

旅游是长链条产业，其入境旅游部分的发展依赖于跨部门及多机构之间的

合作。通过对机场设施的提升、航班频次的增加以及交通网络的完善，能够有



效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重庆旅游，进而促进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地方经济

的繁荣。为实现上述目标，相关部门、机构及企业应科学收集和分析客源市场

数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扩展与国际航空公司的合作关系，开辟更多直

飞航线，以提高游客的便利性和舒适度。此外，还需对重庆的水路、陆路交通

体系进行优化，强化公共交通网络，增强城市内部各交通节点的无缝连接，提

升城市交通运输效率，便于游客的出行需求。同时，提高重庆旅游公共交通服

务的水平，倡导绿色出行，着力构建更为环保、便捷的城市交通体系，为境外

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二）加大海外市场宣传，形成营销推广合力

在当前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的旅游

产业正面临着来自传统市场（如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的贡献受到限制

的挑战。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那些与我国经济贸易关系

日益紧密的新兴市场，正为我国的入境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推动旅游业

增长的新动力源。这为重庆市国际旅游市场的拓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为提升重庆旅游市场，应加强海外宣传的力度。通过设立海外旅游信息中

心及建立合作伙伴网络，提供精准化的旅游信息服务。加强与当地旅游机构及

旅行社的协同营销活动，以展示重庆的独特旅游资源与文化魅力。利用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与国际游客的互动交流，通过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

发布重庆的旅游资讯、特色景点介绍以及旅行指南，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对重庆

的关注与兴趣。此外，还可通过与当地旅游博主和摄影师的合作，利用其影响

力进行重庆风光与文化的宣传，以增加国际游客的吸引力。同时，参与国际旅

游展览会和文化交流活动，向全球展示重庆的文化底蕴和魅力，进一步促进重

庆文化旅游的全球推广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三）完善旅游服务体系，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为提升旅游服务的品质，需政府、企业、高校多方协作，共建平台。一是

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度分析各国游客的需求和消费习惯，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

旅游攻略和数字支付指南，以多语种形式呈现，全面展示重庆的历史文化、美

食特色、交通设施和住宿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游客随时查阅。此外，还可与

在线旅游平台进行合作，将这些信息整合至预订系统中，从而实现一站式旅游

服务。二是构建符合入境游客需求的公共服务支持系统，提升一线旅游行业工



作人员的外语技能，为游客提供精准且生动的解说服务，以满足游客的多元语

言需求。针对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可设立多语言服务中心或信息台，提

供咨询和翻译服务，以便为游客提供实时旅游信息查询、行程规划咨询、语言

翻译等服务，协助游客顺利解决旅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在热门景区，通

过提供多语种的志愿讲解服务以解决语言障碍，根据游客需求提供个性化解

说，帮助他们深入了解重庆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同时，还可以引入语音识

别、翻译软件等科技手段，提供实时翻译服务，确保游客能畅游重庆，留下美

好记忆。

（四）推出多种旅游套餐，促进区域协同联动

当前，世界遗产探索、特色古镇考察、美丽乡村体验等多种特色旅游路线

逐渐成为境外游客的关注焦点。鉴于此，深度挖掘重庆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及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强区域间旅游产品设计的协作与融合，以城市的文化

魅力和高品质生活体验作为主要的吸引力，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推广多样化的

旅游套餐，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重庆入境旅游的竞争力。一来可综合利用美

食、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康养旅游、探险活动、医疗保健以及购物等多元主

题，开发出满足不同游客特定需求的旅游产品，推陈出新。二则在区域外的联

动策略上，建议与四川、贵州等邻近省市的旅游部门展开合作，基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共同推进跨区域旅游线路的创新。以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作为突破口，共同打造文化旅游走廊，从而进一步推动各地文旅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结语

重庆市，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

纽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拥有丰厚的旅游资源与独特的文化底蕴。重庆

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于促进该市经济增长及西南地区旅游产业的发

展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发挥着核心的推动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

出的“两点”“两地”“两高”等目标定位，以巴蜀文化为纽带，促进文化与

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将无疑进一步加速重庆市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推动城市入境旅游服务贸易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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