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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冠疫情下辽宁旅游经济受到了较大影响，为提振居民出行信心，促进

旅游经济回暖，以省内家庭为调研对象，对疫情影响下旅游支出、产品需求、政策建议等

进行深入调研。调研发现疫情安全防控仍是影响居民旅行的主要原因，另外省内旅游产

品单一、缺少中长期的文旅融合项目、旅游服务水平低也影响着居民的省内家庭支出。

为此，应对重点旅游项目进行专项支持，刺激旅游消费需求，以积极的财税政策帮助旅

游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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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辽宁省旅游资源丰富，拥有 2000多公里的海
岸线和多处海滨浴场，东西部山区和沿海地区 6-8
月份平均气温在 22益以下，是避暑纳凉度假的好去
处。同时，辽宁有享誉中华的旅游名山千山、有被称

为“北方桂林”的冰峪沟、有“华夏之宝”的本溪水

洞、有“一宫三陵”世界文化遗产、有红山文化等“北

方古文明”、更有新中国近代工业文明。

旅游业为辽宁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9
年辽宁地区生产总值 24909.5 亿元，旅游收入
6222.8亿元，旅游收入占比约 24.98%；同期国家旅
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 6.70%，旅游业对辽
宁经济的贡献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17-2019年辽
宁旅游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分别为 19.80%、
21.21%、24.98%（见表 1）。

表 1 2017-2019年旅游收入贡献表

数据来源：历年辽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年 份 旅游收入 辽宁 GDP 旅游贡献率

2017 4740.8 23942 19.80
2018 5369.8 25315.4 21.21
2019 6222.8 24909.5 24.98

单位：亿元、%

23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0年第 9期

然而，新冠疫情发生后，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

场萎缩，在境外输入病例增多的情况下，繁荣国内

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

力。疫情对辽宁经济影响较大，特别是旅游经济发

展严重受阻，2020年全省“五一”期间旅游总收入约
为 37.6亿元，同比下降 66.27%。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全面转好的情况下，如何提

振省内居民出行信心，如何以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

发展，促进辽宁经济回暖，畅通省内经济发展循环

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同时，辽宁旅游经济的总量全

国排名不高，旅游产品内涵有待提升，利用疫情对

旅游业的暂时冲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有利于整

合省内旅游资源，为辽宁旅游经济实现实质性提升

创造条件。

二、疫情冲击下辽宁省旅游业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

（一）出行时间短，疫情影响出行意愿低

疫情初期我国正值春节假期，为防止疫情扩

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疫情严重地区采取

了“停工、停产、停学”的防控措施，人们出行的意愿

降低。为促进辽宁经济复苏，特别是旅游经济回暖，

了解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居民出行意愿，通过互联网

向省内不特定家庭发起了旅游调查问卷。问卷设置

了影响出行的因素、家庭收入、以前年度省内出行

时间、家庭省内旅游支出、最喜爱省内旅游项目，促

进辽宁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建议等开放性问题。本

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22份，其中省内参与 203
人，占比 91.44%，来自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家
庭问卷占比 59.91%，调查中近三分之二家庭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无省内出行计划。调查发现在旅行时

间安排上，以前年度内省内旅游出行 5日及 5日以
下者占比 84.23%，出行在 6 日及以上的仅占
15.77%，如果把出行天数在 5日及 5日以下的平均
到年内不同假期，居民省内单次出游时间以短期为

主。疫情防控期间，病毒感染风险增加、国民经济下

行概率增大，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

出行意愿降低。

图 1 参与调查人员行业调查表

图 2 2017-2019年省内年旅游天数调查

（二）信息缺乏集中化管理，景区分类指导不够

通过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影响出行的原因调

查，病毒感染风险仍是影响游客出行的主要原因。

防控信息如果不能做到及时准确和公开化，居民如

果不能对出行安全得到有效评估，势必影响其出行

信心。2020年 4月 28日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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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辽宁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指

南》，对景区防疫工作和有序开放做了相关指导，明

确游客承载量不超过 30%，各地通过网络、电视、广
播、景区电子显示屏、宣传牌等技术手段，实时播放

景区疫情防控指南和旅游安全警示，从工作指南看

地方政府和旅游景区依旧是信息发布的主体，缺乏

信息综合、共享化管理平台，缺乏信息的省级权威

实时开放发布渠道，游客获取信息依旧多元化、碎

片化，有些信息游客只有到了景区才能了解，信息

传递分散化不方便游客查询，同时景区缺少应急预

案，对超流量游客安置、旅游产品替代、紧急救援等

分类指导措施不够详细明确。

图 3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影响出行原因调查图

（三）品牌项目影响力不强，整体旅游资源宣传

不够

辽宁有 A级景区 340处，其中 5A级景区和世
界文化遗产各六处，景区数量多且不乏精品旅游项

目，但知名旅游项目占比较低。2019年各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广东、江苏、山东、四

川、浙江、云南等省全年旅游总收入超过了 1万亿
元，而辽宁为 6222.8亿元，虽然占 GDP比重较高，
但是总体规模偏小。从 2015-2019年旅游经济统计
表可以看出，辽宁国内旅游收入约占全国旅游收入

的 10%左右，而入境旅游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不足
1.5%，可见辽宁旅游项目的世界认可度低（见表 2）。
与同类景区相比，沈阳故宫作为中国现存的两座完

整宫殿建筑群之一，2019 年游客较北京故宫少
1646万人次，仅占北京游客量的 13.37%，除建筑群
体量和地域因素外，北京故宫景区知名度远胜沈阳

故宫。沈阳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宫高殿低”

的建筑风格及特色的满族皇家文化没有彰显出来，

影响着国内外游客的产品选择。2019年沈阳和大连
旅游收入占省内旅游收入 40.69%，相比之下其他城
市旅游收入少，旅游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受疫情

影响居民出行对旅游产品要求较高，游客密度低的

精品项目将是旅游首选产品。受景区游客容量限

制、精品旅游项目相对集中的不足及旅游知名城市

人口密度大的限制，辽宁游客总体数量不多，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对旅游业未来发展影响较大。

数据来源：辽宁、全国 2015-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 2 辽宁与全国境内境外旅游收入

辽宁 全国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入境游收入（亿美元）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入境游收入（亿美元）

2015 3622.7 16.4 34195 1137
2016 4112.2 17.4 39390 1200
2017 4620.7 17.8 45661 1234
2018 5254.8 17.4 51278 1271
2019 6102.7 17.4 57251 1313

收入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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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游产品单一、文旅融合不够，供需矛盾

突出

从图 2和图 4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辽宁旅游问
卷调查结果来看，近三年年度内省内家庭旅游以 2-
3日游为主，占参与调查人数的 50.45%，游客省内
出行时间短，2019年辽宁省内旅游家庭人均支出金
额在 2000元以下者占参与调查人数的 45.5%，出行
时间短与支出少互为印证。同时对参与调查者省内

旅行支出发现，2019 年家庭省内人均旅游支出
5000元以下者占比 85.59%，省内支出占家庭收入
20%以下的家庭占统计人数 92.79%，无论是从支出
金额还是从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来看，省内家庭旅

游支出较少。通过对各旅游网站调查发现，省内 1-2
日游推荐线路共 1900余条，而 4日及以上旅游推
荐线路仅 42条，且 4日以上旅游产品全部为以大
连为中心的海滨游度假产品，主推产品形式单一，

而在辽宁旅游资源喜爱程度调查中，青山绿水以

74.77%的支持率排名第一，温泉度假、历史古迹、民
俗风情等支持率紧随海景及边境游之后，旅游产品

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见图5）。
丰富的旅游资源、单一的旅游产品供给和省内游客

的旅游需求严重不一致。精品旅游资源之间存在不

可替代性，从旅游产品供给来看，青山绿水、海滨度

假、历史文化、康养休闲融合的旅游产品较少，单一

的产品供给形成了省内出行时间短和支出少的现

状，制约着省内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疫情影响

下，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

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

要求，开放景区要强化流量管理，严防人员聚集，为

应对未来旅游业发展，辽宁应以此为契机，调整旅

游产品供给，开发户外绿水青山旅游项目，适应疫

情防控要求同时满足游客需求。

图 4 2019年省内旅游支出调查图

图 5 受喜爱的辽宁旅游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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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景区分散，服务水平低

从图 6旅游收入、景区数量及服务设施增长情
况表来看，辽宁省旅游收入十年内增幅近 250%，A
级景区数量也成倍增加，而与之配套的星级宾馆和

旅行社数量保持平稳，服务设施发展落后、服务水

平低间接影响了出行时间与支出，出行的配套服务

水平有待提升。辽宁省旅游景点分布散，从旅游交

通满意度来看，以省会城市为例，沈阳市的旅游交

通满意度仅为 0.722，排在 31个省会城市中 27位[2]，
受城际旅游交通限制及病毒感染风险影响，跨地区

长时间深度游项目游客关注较少。辽宁省内旅游开

发以京沈、沈大、沈丹、丹大高速沿海线旅游景点为

主，对散落在内陆地区的景点开发不多且进展缓

慢。2016年国家提出了变景点旅游为全域旅游的概
念，全域旅游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全域、全业、全景、

全方位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关

联效应，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促

进城乡一体化。全域旅游要求旅游景区全面提升服

务水平，2019年 9月 4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首
批 71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公示名单，辽宁只有
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入选，在东北三省中排名最

后，辽宁在旅游全域建设提升服务能力方面任重道远。

图 6 旅游收入、景区数量及服务设施增长情况

三、疫情影响下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路径

及财税政策

2019年旅游收入过万亿的六省份中沿海省份
占据三分之二，辽宁海岸线长度位居全国第四，紧

邻渤海和黄海，海滨度假旅游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

间。调查问卷设置了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产业优化路

径和财政政策建议等开放性问题，其中在产业发展

方面以提高安全防控技术，发展户外青山绿水旅游

项目，打造特色文旅融合精品，规范管理、提升服

务、加强宣传等建议居多，在财税政策方面受访者

更关心门票价格，希望能够多提供免费景点和发放

旅游消费卷来促进旅游经济回暖，同时要加大宣传

和财政对旅游企业的扶持力度。基于以上调查结

果，就疫情影响下辽宁旅游业发展及财税支持政策

提出建议如下：

（一）辽宁旅游业发展的产业路径

1.打造“互联网+旅游+”新产业发展模式
2018年 12月 1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5G、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定义为“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即“新基建”。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中，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后疫

情时代“互联网+旅游+”将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新
途径。为提振游客出行信心，提供权威、及时、便捷

查询的疫情信息，旅游产业应以新基建为基础。首

先，建设“互联网+旅游+安全防护”的智慧防控系
统，建立统一的省内旅游景点疫情管控措施实时开

放查询平台，热门景区人员限流数据流量平台和疫

情防控物资保障平台，集中、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指导游客安全出行。开放网上游客集散中心、停车

服务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住宿餐饮中心等网上服

务平台，在线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其次，要做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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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旅游+产品”，适应新业态开发“智慧旅游、云
旅游”等多种形式的网上游，如加紧建设“线上游沈

阳”、“线上游水上长城”、“线上绿水青山”等线上旅

游产品，以疫情期间“线上游”积累客源，引领疫情

过后“线下游”。最后，做好“互联网+旅游+宣传”，酒
香也怕巷子深，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国内知名旅

游网站对辽宁旅游产品及景区的推介很少，从侧面

也可以看出旅游机构对辽宁旅游资源关注少，要借

助网络的力量加强宣传，同时引进或推出大型文旅

融合的综艺节目，通过互联网宣传“满族兴起”、“勇

闯关东”、“涅槃重生路”等具有鲜明特色的辽宁奋

斗故事，以“情怀”链接不同民族、地域的游客，以

“精品”获取游客认同，以“地域与产品”差异化提升

游客体验，让辽宁人文与自然景色走进全国驴友的

视野，做好“云直播、云娱乐”，以明星、名人流量提

升辽宁名品旅游项目的名气。

2.走特色化、区域化、文旅融合旅游发展道路
辽宁省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丽，绿水青山

游是最受省内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但是单一的旅

游产品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应以需求为导向，以绿水

青山为中心吸引游客，同时按国家政策引导融入红

色文化、民俗风情及历史古迹，做好文旅融合，发展

中长期旅游产品。以辽宁唯一获批的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为示范，争取国家专

项资金并形成省级专项，复原五女山高句丽“纥升骨

城”，提升绿水青山游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东北抗

联历史形成地区红色文化，做大做强党史党建学习

基地，并以满族兴起和聚居地为区域联合打造特色

民俗旅游产品，形成沈抚本铁旅游经济带。做好省内

旅游区域性规划，形成沈阳—鞍山—丹东、锦州—朝

阳—葫芦岛等区域性文旅融合旅游圈，促进不同旅

游区域游客跨圈互动，省内其他城市要与沈阳、大连

等城市形成联动，做好区域性协调发展整体宣传工

作，形成中长期旅游产品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3.以全域旅游为契机，提升服务水平与能力
发展全域旅游项目，充分发挥旅游业对经济的

乘数放大效应，提升全产业链的服务能力。受疫情

影响，高品质自由行项目增多，要完善公共基础设

施，改善乡村城镇间短途交通网络、5G移动网络覆
盖率，增加道路标识、景区标识提高“流速”，增加临

时停车场、郊游宿营地，民俗民宿地建设，提高景区

集散能力分流游客。提升全域全员服务意识，借助

辽宁教育优势对旅游从业者进行岗位职业能力提

升培训，尝试创建标准化、高要求的服务体系，创作

个性化、特色化的景区介绍语和导游讲解词，以游

客为中心提升满意度，以景区为中心建设星级宾

馆、特产超市、特色餐馆，使游客在食、宿、游、购方

面得到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1.以财政专项资金为引领，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
2015年以来，国家设立了红色旅游专项资金、

“十一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专项保护资金、国

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资金等专项资金，加大了

财政性资金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2016年-2019年
中央累计拨付辽宁省的旅游发展基金为 10882万
元，分别低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 1018万元和 2361
万元。其中，2019年最低为 1850万元，比 2017年和
2018年降低了 41%左右，辽宁在争取国家旅游专项
资金支持的空间比较大，要积极争取国家旅游专项

资金，按国家产业导向发展旅游项目，实现旅游产

业的供给侧改革。2019年辽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贷
款贴息项目资金 1780万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相
比省内旅游收入投入较少，应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

度，适时调整专项资金使用方向以减少疫情对旅游

业的影响，以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建设替代景区景

点专项资金支持，打造区域化、全域化旅游经济。

2018 年年底省财政追加设立旅游宣传专项经费
6460余万元，助推旅游经济发展，专项经费使用要
依据国家引导，形成省级规划、凸显市县协同、支持

重点的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和效果。“浪漫之都”大连在疫情期间率先调整了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和扶持方向，国内其他

省市也在文旅融合、提振信心、智慧旅游方面进行

产业升级，辽宁省应该化“危”为“机”，设立专项资

金支持旅游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对“互联网+旅游”
业绩流量突出的地区及景点加大支持力度。

2.门票降价、财政补贴，做大旅游产业
疫情爆发期间，企业停工停产，居民收入受到

很大影响，旅游价格因素也成为最敏感的因素，实

践证明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业一业带百业，对地方

经济发展有强大的带动作用。2002年杭州西湖宣布
取消门票，免费开放的西湖实现了杭州旅游产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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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2019年国家补助东北三省旅游发展基金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2016 2690 2830 2680
2017 3170 3290 3030
2018 3172 3972 3591
2019 1850 3151 2599
合计 10882 13243 11900

单位：万元

省份年份

体增收，2019年沈阳故宫在门票价格下调 17%的基
础上，门票收入却同比增长 17.36%，首次突破亿元
大关。要从“门票经济”的桎梏中脱离出来，据统计

门票每收入 1元，旅游相关的综合经济效益可达 3
至 7元，因此可见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乘数放大作
用，从西湖和沈阳故宫的实际情况来看，降低门票

价格刺激需求吸引游客，可延长游客滞留时间，提

升游客在景区所在城市的消费，创造出更大的综合

经济效益。对因降价导致收入受损的景区可用旅游

产业的增量收入进行反哺，形成门票降价后整个旅

游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同时，利用辽宁丰富的旅游

资源，可在收费景点或高收费景区周边配套建设免

费开放自然与人文景点，摊低游客门票成本，提升游

客心里预期，延长游客滞留时间，促进旅游消费。

3.以奖代补、政府购买，多手段助推旅游经济发展
一是丰富“引客入辽”奖励内涵，对“引客入辽”

业绩突出的旅行社继续进行奖励，随着旅游经济的

发展可以适当提高“引客入辽”奖励标准，细化增加

奖励层次，提升旅行社积极性。对把游客从大连引

入内地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减半奖励政策进行升级，

把省内其他城市间引入游客或成功延长游客省内

旅行时间的纳入奖励范围。二是旅游专项奖励应结

合国家产业政策，对依靠特殊的民俗文化、红色文

化、工业文化和生态农业做出的符合康养、生态政

策的旅游产品，结合其他行业政策共同制定奖励方

案。三是挖掘打造城市历史与文化，做好地区特色

民俗文化节，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定制类似于“印

象刘三姐、长恨歌”等形式的高标准文化品牌名片。

同时可以通过向社会发放旅游消费券等方式购买

旅游服务，有效刺激旅游市场回暖。四是以中心城

市为核心辐射两小时旅游景区，适应不同人群增开

旅游快慢专列，对偏远地区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公交

服务，或建设乡村旅游专线、提高运力，以“游客不

走光，专线留到底”的魄力加强旅游集散功能，提升

服务水平。

4.减税降费、拓宽融资渠道，促使 ppp项目落地
一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要积极落实中央减税

降费政策，释放政策红利。文旅企业多为中小微企

业，建议继续对旅游行业中小微企业实行增值税、

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要放水养鱼，

做大税基，“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

青山，赢得未来。”二是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旅游

开发和建设项目之中，通过撬动民间闲散资金，减

轻财政部门的资金压力。减税降税同时可在边境、

海岛、航空港等特殊区域设立旅游产品免税区，对

商品实行免税、退税政策从而吸引国内外游客，活

跃商品交易市场。对投入资金多、回收周期较长的

省内重点冬季冰雪项目，生态农业项目、康养休闲

项目，在落实贷款贴息及新业态项目补助的同时，

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和市场化操作的模式，按

照“谁投资，谁受益；谁开发，谁负责”的原则，逐步

形成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旅游发展投入机制，

三是可试点将部分旅游资源资产证券化，依托股权

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积极推广 PPP模式，支持旅游企
业直接上市融资，为减轻财政投入压力，可鼓励金融

机构以旅游资源或特许经营权为质押，不断加大对

小型微型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的信贷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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