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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
旅游业协同发展研究

王丽娟  庄伟光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两大战略区域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渊源深厚，探索推进全方位、

深层次合作共赢，是形成基于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在两大

区域经济发展中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旅游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

础设施配套和旅游业核心竞争力等指标进行全面对比分析，得出两个区域的旅游业发

展具有天然优势互补性，最后从推动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打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和推动旅游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等方面，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和海南自贸港旅游业加快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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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立足全局和长

远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谋划。粤港澳大湾区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

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

中山、江门和肇庆九市，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

里，2019 年末常住人口 8634.68 万人，是我

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

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 12% 的经济总量。海南

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具有实施全面深化改

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包含

海南岛全岛范围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引领我国

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2021 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6475.20 亿元，

同比增长 11.2%，两年平均增长 7.3%，均高

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旅游业仍

是当前发展备受关注的重点产业，其作为“永

远的朝阳产业”的属性没有改变。规模不断扩

大的旅游产业正成为拉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

自贸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两个区域高质

量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019 年，大湾

区的旅游收入达到 1462.5 亿美元，旅游经济

对区域经济贡献度达到 8.7%，旅游经济规模

在世界四大湾区中居于首位，已经具备建设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基础。旅游业同时也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要聚焦发展的三大产业之一，

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

自贸港的重要定位。

粤港澳琼隔海相望，在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等方面水乳相融。谋划粤港澳大湾区与

海南自贸港两大国家战略在更高水平、更宽领

域对接合作，是我国加快推动高质量区域协调

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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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迫切需求（裴广一 , 黄

光于，2020）。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深厚的人

文历史沉淀，海南岛自然景观优美，两个区域

在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产品类型上具有天然的

优势互补性，旅游业既是拉动两个区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区域全面对接合作的

重要突破口。

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各具特色，具备资源和

产品上的优势互补性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包括历

史文化、现代都市、自然生态、滨海岛屿、田

园村落等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可以支撑多样

化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

和人文景观沉淀，形成了以澳门大三巴、江门

开平碉楼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以广州长隆

度假区、深圳华侨城、珠海长隆海洋王国、香

港迪士尼乐园、香港海洋王国、广州融创文旅

城等为代表的大型主题公园，以及广交会、珠

海航展、WTA 超级精英赛顶级活动赛事等一

系列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文旅品牌。

海南岛富集海、岛、山、河，在一定空间

范围内集中了滨海沙滩、热带雨林、珍稀动植

物、火山与溶洞、地热温泉、宜人气候、洁净

空气、民族风情、历史遗迹等丰富多样的自然

资源和人文资源，总体上呈现出海岛与海洋资

源组合优势凸显、文化体育旅游资源吸引力强、

热带雨林资源独一无二、乡村旅游资源优势明

显等特点。

从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角度进行简单的

二分法归类，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旅游资源

分布广泛，并形成了以此为主要依托的历史

文化型、都市体验型旅游产品和代表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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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海南
自贸港

粤港澳
大湾区 广东省 珠三角 澳门 香港

旅游酒店及宾馆 ( 个 ) 860 12754 15696 10861 120 1773
客房住客率（%） 58.30 37.28 40.4 37.24 28.6 46

星级酒店（个） 96 772 613 414 80 278

旅行社数量（个） 601 4657 3425 - 218
(2019 年 )

1667
(2021 年 )

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数（个） 98 4007 4609 4007 - -
客运量总计 ( 万人 ) 9735 66321 87777 66321 - -
民用航空航线 ( 条 ) 534 2000 - 3 1 1

表 1   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旅游基础设施部分指标对比

1）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21、海南统计年鉴 2021、香港统计年刊 2021、澳门统计年鉴 2020、澳门资料

2021。

2）大湾区指标中，旅游酒店及宾馆、星级酒店两项指标数据通过珠三角、香港与澳门三地合计计算得来，

客房住客率通过珠三角、香港、澳门取平均值获得；旅行社数量珠三角地区以广东全省总数的 80% 折算而来，

澳门为 2019 年统计数据，香港为截至 2021 年 10 月 27 日香港旅游业议会拥有的会员旅行社计；限额以上餐

饮企业数、客运量总计两项指标数据不含港澳地区；大湾区民用航空航线指标来自“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研究报告”

3）香港星级酒店是指“香港统计年刊 2021”中分类的甲级高价酒店、乙级高价酒店和中价酒店合计。

4）2020年7月起，海南省旅游饭店统计中客房40间以下的调到社会旅馆统计（含民宿），故与上年同期不可比。

景点，可以更好地满足民众对更高级的文化

旅游体验的需求（黄先开，2021）；海南自

贸港区位优势独特，自然资源禀赋更为丰富

多样，并形成以此为主要依托的康养度假型、

免税购物消费型旅游产品和代表性旅游景点，

可以更好满足民众对椰树、阳光、沙滩的向

往及由此带来的身心放松感觉。

从 AAA 级以上旅游景区分布来看，周琳

等（周琳 , 王树根等，2020）通过对广东省人

民政府网站、广东省统计年鉴中 A 级景区的

统计数据，以及将香港旅游发展局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官方网站所列举的必游景点

和热门景点统一归为 AAA 景区的计算方法，

得出至 2019 年底，粤港澳大湾区 3A 级以上

旅游景区共有 214 处。其中，4A 级以上景区（不

含港、澳地区）共有 105 处。根据海南统计

年鉴数据，至 2020 年底，海南省共有 AAA

级以上旅游景区 56 处。其中，4A 级以上旅

游景区为 28 处。在数量上看，粤港澳大湾区

AAAA 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远超海南自贸港。

在景区类型上，粤港澳大湾区 AAAA 级以上

景区仍是以历史文化或主题公园类为主，海

南自贸港则主要是以自然生态或民族文化类为

主。在空间分布上，两个区域的 AAA 级以上

旅游景区都呈现出整体上集聚分布的特征，大

湾区以广州市和港澳地区最为集中，海南自贸

港的集聚中心分别在海口和三亚市及周边。可

见，同作为高端旅游目的地，粤港澳大湾区与

海南自贸港在旅游资源禀赋上和旅游产品类型

具有一定的优势互补性。

旅游基础配套体系不断夯实，具备推进协

同发展的有效保障

旅游基础配套即旅游基础竞争力，包括

旅游设施水平、旅游相关企业情况、旅游管

理与服务水平、旅游科教指数、旅游宣传与

促销等相关因素（冯茂娥，2010）。基础配

套状况反映了一个地区保障旅游产业发展的

环境与硬件水平，是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基础。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粤港澳大湾区

与海南自贸港旅游业在酒店及宾馆、餐饮企

业、交通运输等吃住行方面的基础配套部分

指标对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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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底，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旅游

酒店总数和星级酒店分别为 12754 家和 772 家，

海南自贸港拥有旅游酒店总数和星级酒店分别

为 860 家和 96 家，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酒店

和星级酒店分别为海南自贸港的近 15 倍和 8

倍之多。但是，海南自贸港的客房入住率指标

比粤港澳大湾区高出 21.02 个百分点，可以看

出，尽管海南自贸港在旅游酒店和星级酒店的

数量上远低于粤港澳大湾区，但使用效率却相

对较高。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的旅行社数量同样

为海南自贸港的近 8 倍。粤港澳大湾区（不含

港澳）的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数量超过 4000 家，

远高于海南自贸港 40 倍之多。在交通运输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客运量总计为海南自贸港的 6.81

倍。大湾区目前共有五个机场，包括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

澳门国际机场和珠海金湾机场，国内外航线超

过 2000 条；拥有包括高铁、普铁、城际轨道、

城市轨道等多个层次的轨道交通系统；大湾区

是全国高速公路网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大湾

区还构建了江海直达、连通港澳的高级航道网，

是全球港口最密集、航运最繁忙的区域。海南

自贸港民用机场共有三个，包括海口美兰机场、

三亚凤凰机场和琼海博鳌机场，国内外航线超

过 500 条，约为大湾区的 1/4；近些年，海南

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持续完善，环岛高速公

路已建成通车，建设有海南环岛快速铁路和粤

海铁路海南西环线，已形成“四方五港”的海

运发展格局。 

通过不同层面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在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支撑下，粤港澳大湾区旅

游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体量巨大，配套

水平显著优于海南自贸港。此外，粤港澳大湾

区还拥有高质量的旅游服务体系，全面的旅游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体系和相对成熟的旅游救援

体系，以及较为完善的旅游保险体系和旅游医

疗保障，这些都为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

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支撑。尽管依托于包括国

际旅游岛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政策扶持和自身发

展努力，海南省旅游基础配套正加速完善，但

在新的发展时期，距离建设新阶段世界级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的定位还有相当差距，需进一步

加快建设步伐。日益完善的旅游基础配套体系，

也为两大区域推进旅游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

保障。

旅游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具备全面对

接合作的良好基础

接待过夜游客数量、旅游收入等规模性指

标，及收入来源、客源市场等结构性指标是一

个地区旅游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它可以直观

反映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兴旺程度。表 2 和表 3

分别列出 2019 年、2020 年新冠疫情前后粤

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旅游业核心竞争力部

分指标的对比情况。

表 2   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客源市场指标对比

1）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21、海南统计年鉴 2021、香港统计年刊 2021、2019 年香港旅游业统计、澳门统计年鉴 2020、

澳门资料 2021；

2）香港、澳门国内过夜旅客是指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

2020 年 2019 年 两年平均值

类别 自贸港 大湾区 珠三角 澳门 香港 自贸港 大湾区 珠三角 澳门 香港 自贸港 大湾区

接待过夜游客
总数（万人次）5457.42 17337.56 16919.42 282.2 135.94 6824.51 33483.42 29244.91 1863.27 2375.24 6140.97 25410.49

国内过夜游客
占比（%） 99.59 96.87 97.38 81.92 65.10 97.90 85.90 88.28 71.03 68.32 98.65 89.64

入境过夜游客
占比（%） 0.41 3.13 2.62 18.08 34.90 2.10 14.10 11.72 28.97 31.68 1.35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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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20 年 2019 年 两年平均值

自贸港 大湾区 自贸港 大湾区 自贸港 大湾区

旅游总收入（亿元） 872.86 3739.75 1057.8 10086.68 965.33 6913.22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865.24 3586.87 991.81 8758.86 928.53 6172.87

国内旅游收入占比（%） 99.13% 95.91% 93.76% 86.84% 96.19% 89.29%

国际旅游收入 * 1.12 152.86 9.72 1327.82 5.42 740.34

国际旅游收入占比（%） 0.87% 4.09% 6.24% 13.16% 3.81% 10.71%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15.78% 4.18% 19.84% 11.57% 17.77% 7.82%

表 3   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与海南自贸港旅游收入指标对比

1）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21、海南统计年鉴 2021、香港统计年刊 2021、2019 年香港旅游业统计、澳门

统计年鉴 2020、澳门资料 2021；

2）香港特别行政区暂无 2020 年旅游总收入相关数据，澳门 2020 年旅游消费数据以澳门元统计，涉及全年

汇率换算，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收入相关指标统计采用广东省珠三角九市数据进行比较，不含港澳地区。

3）海南自贸港国际旅游收入单位为亿美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旅游收入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图 2   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与海南自贸港旅游收入指标对比图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客源市场指标对比

2020 年 2019 年 两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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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9 年 和 2020 年 两 年 的 平 均 值 计

算， 海 南 自 贸 港 旅 游 总 收 入 占 GDP 比 重 为

17.77%，2019 年占比贡献更是高达 19.84%；

粤港澳大湾区两年旅游总收入均值占 GDP 比

重为 7.82%。可以看出，旅游业都是对地区经

济贡献显著的重要性产业之一。但无论是接

待过夜游客总数、旅游业总收入等规模性指

标还是客源市场与收入来源等结构性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都要显著优于海南自贸港。以

2019 年和 2020 年两年平均值比较，粤港澳

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接待过夜游客总数分别为

25410.49 万人次和 6140.97 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分别为 6913.22 亿元和 965.33 亿元，在

接待过夜游客总数和旅游总收入两项规模指标

上，粤港澳大湾区比海南自贸港分别高出 4 倍

和 7 倍之多。

从结构上看，两个区域旅游业的国际、国

内市场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以 2019 年和 2020

年两年平均值作比较，海南自贸港接待国内游

客占比高达 98.65%，入境过夜游客占比仅为

1.35%，入境过夜游客占比低于粤港澳大湾区

9.01 个百分点；海南自贸港国内旅游收入两年

均值占比同样高达 96.19%，国际旅游收入占

比仅为 3.81%，比粤港澳低 6.9 个百分点。即

便是在 2019 年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时期，

海南自贸港入境过夜游客占比和国际旅游收入

占比也仅为 2.10% 和 6.24%。反观粤港澳大湾

区，2019 年入境过夜游客占比和国际旅游收

入占比分别为 14.10% 和 13.16%，分别高出

海南自贸港同期数据 12 个百分点和近 7 个百

分点。这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市场的国际

化程度相对较高，海南岛与世界级一流海岛休

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相比，在获得更多国际游客

认可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是，这一差

异化的发展特征也为两个区域合作共赢、共同

推动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笃定心志打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推动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

全面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

动，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保护

与利用，紧紧抓住旅游业重塑调整的战略机遇

期，顺应产业发展新趋势，凝心聚力从机制体

制对接、资源利用互补、产业产品重构等方面

创新发展，着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突

出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湾区

海岛旅游共同体，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安全发展新格局。

（一）积极迎接后疫情时代产业重塑期，

推动旅游业供给侧改革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是

人类近百年来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公共

卫生事件（董家琦，2021）。多数经济体为

阻止疫情扩散传播而采取了严格限制人员流动

和交通管控等措施，这也使得旅游业遭受重创。

但另一方面，随着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和人们

对后疫情时代重启美好生活的渴望，旅游业正

呈现复苏潜力。以海南为例，2021 年海南全

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8100.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5%，恢复至 2019 年的 97.5%；旅游总收

入 1384.34 亿元，同比增长 58.6%，较 2019

年增长 30%。

世界旅游业总体上升的发展态势仍长期向

好，全球旅游格局伴随经济发展向东移动更是

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厚积薄发、蓄势

待发提供更多机会。与此同时，全球旅游业在

新冠疫情等综合因素影响下产生新的洗牌空间

和发展机遇，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加快重塑变

革的发展态势，产业边界和链条整合持续延伸，

旅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治理方式深刻变

革，以数字化、智慧化应用为特征的科技融入

程度不断加深，以高品质、个性化、低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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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的多元化旅游成为供给侧变革新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应充分利用区域旅

游集聚发展的虹吸效应，努力推动形成要素整

合和全产业链、全创新链、全供应链、全消费

链打造的旅游产业统筹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增

强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综合贡献，全力推动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二）依托资源禀赋优势互补性，打造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粤港澳与海南省是祖国版图南端交相辉映

的璀璨明珠。粤琼两省一衣带水，文化交融、

渊源深厚，两省经贸、人员往来密切，长期以

来具有深化对接合作的良好基础。当前，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已进入全面实施的关键阶段，两大战略的加

速推进使得大湾区、自贸港乃至其辐射的整个

区域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共享发展集合体态

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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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两大

区域作为双循环交汇前沿和地缘政治经济重要

节点的地位更加突出，合作潜力巨大。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竞合联动发展，打造

高质量发展的湾区海岛旅游共同体，具有现实

基础、深远意义和广阔前景。

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与

海南自贸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作为“一盘

大棋”统筹推动，进一步深化合作，以国家双

战略建设为契机推动粤港澳琼旅游业一体化协

同发展，促进后疫情时代全域旅游加快全面复

苏。大力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纵深，支持粤

西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的战略

联动走廊，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建设琼

州海峡经济带。顺应后疫情时代人们更加注重

身心健康所带来的健康管理和消费需求激增趋

势，充分发挥大湾区经济发达、商贸繁盛、技

术先进等优势，和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康养、

阳光海滩资源优势，争取在医疗康养和休闲度

假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携手共建一批世

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共同开发“一程多站、

优势互补”的特色旅游线路，拓展延长旅游产

业链条，形成合力共拓国际国内市场。

（三）以文塑旅和以旅彰文相融合，全力

打造高品位旅游产品

文化与旅游相生共兴，相辅共荣。文化

是旅游的重要资源和灵魂所在，旅游是文化

的重要载体和市场，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

耦合性、内在的自洽性。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

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把握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律作出的战略决策。在新发展阶段，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既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也有广泛

的现实需求，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

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旅游先进地区的成

功经验。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丰富而多元，

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

教鼎盛，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和兴盛之地。

海南岛同样拥有着丰富且独特的海洋文化、岛

屿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红色文化、侨乡文化

以及生态文化和健康养生等文化资源。灿烂的

海洋文明和海丝文化更是将粤港澳琼四地连为

一体。两大区域从深度和广度上促进文化旅游

相互融合，实现文化旅游业的良性互动、共赢

发展，有利于优秀文化弘扬传承、有利于文化



/  January  2023 19广东经济

产业加速繁荣，有利于区域形象全面提升，有

利于更好地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和展示中国形象，更加深远和广泛地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文旅融合进程中，产业关联是原动力、市

场需求是拉动力、技术创新是支持力，政策保

障是推动力，其融合发展的实质就是要在内在

动力（原动力和拉动力）和外在动力（支持力

和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文化和旅游产业相

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关联与共同演进，并

通过优势互补、功能重组和价值创新实现文化

旅游性和旅游文化性统一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

（黄先开，2021）。充分发挥粤港澳琼的资

源比较优势，挖掘各地独特发展潜能，在不

断深化区域合作的基础上，突出业态融合、

产品融合、市场融合和交流共荣，提升旅游

品位，进一步推进文化创意、非遗产品、民

俗演艺、重大赛事、体育健康等融入旅游产业，

以文化滋养产品，以产品弘扬文化，切实让

人们在旅游中体验文化、感悟文化，不断增

强文明自信和文化自信。打造世界级文化旅

游品牌和文化旅游集聚区，努力构建文化、

生态与旅游“三位一体”融合共生、美美与

共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四）强化科技赋能产业创新，推动旅游

数字化智慧化发展

旅游领域的数字化、智慧化程度不断提高，

科技赋能旅游进程不断加速，并在培育发展新

业态、新模式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既

是文旅融合的另一面重要体现，也是旅游业应

对疫情挑战走向精细化治理的突出表现。以数

字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逆市上

扬，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类旅游场景中，极

大地影响着旅游业发展的内容、规模和速度。

同时，与技术进步和创新相伴的旅游商业模式

加速变革，旅游跨界融合发展、线上线下互动

变得越来越普遍。世界级旅游城市和地区正积

极利用现代科技，不断提升旅游体验、服务、

管理和营销水平，实现智慧旅游从个别景区、

个别城市向多城市、跨区域联动发展转变。

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

产业重要策源地，数字科技的广泛深入应用是

粤港澳大湾区的显著优势。依托“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和“珠西先进制造业产业带”建

设，积极打造名扬世界的展示大国重器的广深

港澳科技旅游走廊和珠西工业旅游带，高水平

开发科技旅游产品，构建数字化旅游场景，正

是大湾区培育彰显“科技之光”的世界级旅游

产业的重要方向。大湾区的“科技 + 旅游”之

路既可以为海南自贸港旅游业发展提供有益经

验分享，数字化技术更可以为两地通力合作、

扩大合作空间持续赋能。两大区域应携手提升

旅游科技水平，加快旅游数字化、智能化、网

络化发展，推进旅游数字科技集成推广运用，

培育沉浸式“云”旅游体验品牌，打造全球数

字旅游最优体验区。同时，依托数字科技不断

推进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数

字科技在出游预约、行程安排、客源分流、消

费引导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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