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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中日韩三国旅游业的影响研究

刘淑芳1 杨虎涛2

内容摘要：新冠疫情对中国旅游业造成了暂停式冲击,而作为亚太地区旅游关联市场的日本和韩国也随后

受到疫情冲击，中日韩三国间旅游人数锐减。文章以“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 2003年以来，

SARS、H1N1和H7N9等疫情对中日韩三国旅游业的冲击，并预估新冠疫情对各国出入境旅客人数的影响。研

究表明，突发疫情对中日韩三国旅游业均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受影响程度以及每次疫情之后的修复时间

存在差异。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突发疫情对中国出境日韩人数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对

这些国家旅游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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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旅游业既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而成长迅速的产业，也是一个对外部事件高度敏感的

行业。它既容易受到诸如大型文化、体育事件的短期影响，即所谓事件吸引而形成短期暴增，也容易受到如气

候变化、暴恐事件和政治动荡等突发事件的冲击而形成断崖式下滑，学术界称之为事件旅游。20世纪 80年代

以来，学术界对事件旅游的研究不断增多，尤其是 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就昆明暴恐事件（李中建，等 .2018）、

台湾旅游大巴事件（程星 .2016）、新疆暴恐事件（谢雪梅 .2010）以及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赛事对旅游业的影响

（罗秋菊 .2003）进行了损失估算和趋势判断的分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暴发，此后又陆续在其他省份和包括日韩在内的多国爆发，截至 3月 4

日当日，海外疫情新增病例已为中国新增病例的近 20倍。由于其暴发期短，传播速度快，加之对这种新型病毒

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对手段，多国政府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举措，酒店、旅游业、民航客运在极短的时间

进入“暂停”时刻。2月，IMF已初步将全球经济增长较 1月预测调降 0.1个百分点，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经济预

测更加悲观。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疫情管控要求下的商品流动和人员流动都受到了严格控制，这不仅对中国经济，同

时也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经济也造成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尤其是受事件影响反应最为迅速的旅游业，表现

最为明显。2020年 1月 27日，中国政府暂停所有旅行社的团队旅游，而日韩疫情也迅速发展，相继进入紧急状

态。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出境游客已成为亚太地区旅游业的主力军。2019年第三季度，仅旅行社

就组织出境旅游1758.58万人次，8988.89万人天，并且超过70%以上的出境游集中于亚太地区。其中，入境中国

的外国游客中，韩国游客占比高达11%，中国出境游旅客中超过13%以日本为旅游地，中日韩之间的旅游活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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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亚太地区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下降无疑将对许多亚太经济体的影响愈发

明显。

2003年中国暴发 SARS时，GDP总量是 1.6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 4.2%；而 2019年中国的 GDP是 14.4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总量超过 16%。2017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测算显示，

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率和社会就业综合贡献率均超过 1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 2003年以来

SARS、H1N1和H7N9等历次突发疫情事件相比，新冠肺炎的影响程度、范围和方式有何变化？这是本文主要

关注的问题。

二、分析工具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工具

本文的研究方法借鉴孙根年在 1998年提出的“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并运用“本底线距平值”方法，对三

次突发性疫情在2002-2019年间中日韩三国间入境旅游人数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及其波动进行研究。

通过对马克思揭示的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解，结合环境科学领域中“本底值”的基础，孙根年（1998）提出

并构建“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本底值具有天然的稳定性，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实际统

计的旅游相关数据则相当于“价格”并围绕“价值”随机波动，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因而，孙根年指出

“旅游本底趋势线”呈现了旅游业在正常情况下天然的动态发展趋势。通过构建旅游本底线，可以诠释旅游发

展过程中“波中有波”的特性、预测某国（或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并为分析突发性旅游事件提供客

观的参照系。按照“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如果想找到旅游发展本底趋势线方程，可以以时间为自变量，以订

正后的旅游统计值为因变量，模拟“趋势项+周期项”组合的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而研究突发事件对旅游产业的

影响。2012年，孙根年等又借鉴气候学中“距平值”的定义，提出旅游本底线零距平，即“本底线距平值”，对“旅

游本底趋势线”进行更为全面的修订。“本底线距平值”等于旅游统计值和旅游本底值的差，差值可以直接呈现

突发性危机事件对旅游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直观地体现统计值围绕本底值波动的特性。

（二）数据来源

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互动性和关联性，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对中日韩三国旅游业产生的巨大冲击时，

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必然涉及中日韩三国相互之间入境的旅游相关数据。本文中所使用的 2002-2019年日韩入

境中国的旅游人数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③、2002-2019年中韩入境日本的旅游人数数据来自日本出入境管

理局④、2002-2019年中日入境韩国的旅游人数数据来自韩国旅游发展局⑤。

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尤其是人均收入密切相关，基于中国加入WTO后经历过SARS、H1N1和H7N9等

疫情，本文希望通过对历次疫情的经验分析，总结探讨疫情前后表现出的特征，归纳出类似新冠疫情这种突发

性危机事件对旅游业的冲击程度和修复时间。因此，本文也选取 2002-2018年中日韩三国的GDP数据、中日韩

三国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国际旅游收入支出、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作为研究数据，以上数据均来自世界

银行。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

（一）模型构建

构建本底趋势线模型前，需要将数据进行适当的订正，剥离突发性危机事件带来的冲击。本文采用直线

内插法，在实际统计数据趋势线的基础上，找到需要订正的年份与数据，进行内插修补订正，订正数据结果如

表1所示。

选取合适的内插区段有助于去除SARS、H1N1以及H7N9三次突发性危机事件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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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具有“长期趋势”的多项式（或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与具有“周期波动”的变振幅正余弦函数形成的

复合函数模型进行拟合，以更加符合旅游业的发展变化特征。由于复合函数建模与传统回归分析的理论方法

相同，根据 2002-2019年中日韩三国之间入境旅游人数数据，结合表 1的数据订正结果，用 stata15.1软件对模型

参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建立2002-2019年中日韩三国之间入境旅游人数本底趋势线模型，如表2所示：

表1 入境游客人数内插修订数值

数据名称

日本入境中

国游客人数

韩国入境中

国旅游人数

中国入境日

本旅游人数

韩国入境日

本旅游人数

日本入境韩

国旅游人数

中国入境韩

国旅游人数

内插区段端点

起点（年）

2002

2008

2012

2002

2008

2012

2002

2008

2012

2002

2008

2012

2002

2008

2012

2002

2008

2012

2005

2011

2015

2005

2011

2015

2005

2011

2015

2005

2011

2015

2005

2011

2015

2005

2011

2015

终点（年）

公差值

（万人次）

15.48

7.07

-

47.37

7.5

12.48

8.43

4.012

118.94

17.87

-

64.57

3.98

30.36

-

5.69

35.07

104.91

修复订正后的数据（万人次）

2003年

308.04

259.8

61.21

165.09

236.06

59.64

2009年

351.68

403.54

125.24

不订正

268.17

151.87

2013年

不订正

419.47

279.40

296.09

不订正

288.59

表2 2002-2019年中日韩三国之间入境旅游人数本底趋势线模型

日 本 入 境 中

国游客人数

韩 国 入 境 中

国旅游人数

中 国 入 境 日

本旅游人数

韩 国 入 境 日

本旅游人数

日 本 入 境 韩

国旅游人数

中 国 入 境 韩

国旅游人数

本底趋势线模型

Y1 = 307.57 + 19.81t - 1.58t2 -50.311n( 0.17t )sin ( -0.90t + 13.22 )
Y2 = 183.16 + 46.27t - 2.07t2 + 18.78 sin(1.46t - 19.35 ) - 38.52 cos ( 0.61t + +18.70 )

Y3 = 111.28 - 30.07t + 3.73t2 - 47.94 sin ( 0.49t + 14.55 )
Y4 = 125.38 + 1.63t2 +

84.96 sin ( -15581.82t + 59739.89 ) + cos ( 2.47t - 22.75 ) e0.28t

Y5 = 259.516 - 36.97 sin ( -57t + 292.01 )

+e0.09t + 2.87 sin ( 0.88t + 5.05 )

Y6 = 71.65 + 0.16t3 + sin (1.01t ) e0.36t

R2

0.9272

0.9271

0.9881

0.9810

0.9399

0.9262

利用 stata15.1软件画出相应本底趋势图和本底距平线图，分别如图 1和图 2所示。其中，t表示时间自变

量，从2002年开始依次取 t = 1, 2, 3⋯,n；Y表示中日韩三国间入境旅游人数本底值。单位：万人次。

基于本底趋势线的“晴雨表”功能，表 3比较了SARS、H1N1和H7N9三次突发性疫情对中日韩三国之间旅

游人数的影响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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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次突发疫情事件对中日韩三国间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

数据名称

日本入境中

国游客人数

韩国入境中

国旅游人数

中国入境日

本旅游人数

韩国入境日

本旅游人数

日本入境韩

国旅游人数

中国入境韩

国旅游人数

影响事件与时间（年）

SARS
H1N1
H7N9
SARS
H1N1
H7N9
SARS
H1N1
H7N9
SARS
H1N1
H7N9
SARS
H1N1
H7N9
SARS
H1N1
H7N9

2003
2009
2013
2003
2009
2013
2003
2009
2013
2003
2009
2013
2003
2009
2013
2003
2009
2013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统计值
225.48
331.75
287.8

194.55
319.75
396.9
53.77

123.62
160.46
162.19
183.53
272.30
180.25
305.33
274.75
51.28

134.23
432.68

本底值
291.71
369.70
292.39
261.15
401.92
397.75
57.94

126.59
240.13
159.31
218.33
305.02
237.97
265.97
286.63
74.77

170.49
314.89

损失量
66.23
37.95
4.59

66.60
82.17
0.85
4.17
2.96

79.66
-2.87
34.79
32.71
57.72
39.35
11.85
23.49
36.26
117.79

损失率（%）
22.7
10.3
1.6

25.5
20.4
0.2
7.2
2.3

33.2
-1.8
15.9
10.7
24.3
14.8
4.1

31.4
21.3
37.4

注：损失量=本底值-统计值，损失率=（损失量/本底值）*100%。

（二）数据分析

图 1(a)呈现了 2002-2019年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实际统计线与本底趋势线的变化，可以看出 17年来日

本入境中国的旅游人数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2003年突发的“SARS”疫情和 2009年的“H1N1”疫情对日本入

境中国旅游人数造成了严重影响，在图 1(a)中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凹形谷”，损失人数分别为 66.23 万人次和

37.95万人次，损失率分别达到 22.7%和 10.3%。本底线图也呈现出“H7N9”疫情对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影

响较小，统计值比本底值略小。图 2(a)中呈现了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统计值以本底值为中轴发生的波动情

况，2003 年的“SARS”疫情造成了 17 年来最严重的人数下降，同时能够看到 2004 年旅游人数超过了本底值

10.09万人次，这意味着疫情发生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有小幅反弹。

图 1(b)呈现了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变化，2002-2007年人数上升速度较快，人数从 2002年的 212.43万

人次飙升至 2007年的 477.71万人次，其中，2007年“中韩交流年”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举办了多场交流活动，同

样也体现出事件旅游的影响。但 2003年SARS爆发之后出现负增长，也是 17年来入境旅游人数最少的年份，

人数为 194.55 万人次。2009 年发生“H1N1”时，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损失量为 82.17 万人次，损失率达到

20.4%，但 2013年“H7N9”对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则影响甚微，当年的旅游人数统计值与本底值基本相同。

图 2(b)中，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统计值围绕本底值不断波动，2009 年振幅最大，其次为 2003 年，分别对应

“H1N1”与“SARS”疫情。

图1(c)显示了2002-2019年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的变化，17年来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呈现明显持续上

升趋势，从2002年52.78万人次上升至2019年848.12万人次。其中，2011-2014年形成了一个“凹形谷”，统计值

持续低于本底值，这与期间的若干大事件冲击有关：如，2010年 9月日本海上巡逻船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

相撞并扣押了中国渔船船长；2011年 3月发生 9.0级地震导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2012

年 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东京购岛论”，日本当局发表钓鱼岛“国有化”言论，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这一时期中国旅客的选择，使得中国入境日本的游客损失量在 2013年达到了 79.67万人次。2015年之后中

国赴日旅游人数上升速度则明显加快。总体看，发生“SARS”“H1N1”疫情时，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的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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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7.2%和 2.3%，但是“H7N9”疫情发生时，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的损失率达到 33.2%。图 2(c)中也明显

地呈现了 2013年的严重的损失情况。在 2003年、2009年和 2013年的三次疫情之后，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都

有不同程度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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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本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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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本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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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本底线图

SARS
H1N1

H7N9

110

190

270

350

430

510

590

670

750

830

韩
国
入
境

日
本
旅
游
人

数
（
万
人

次
）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年份

统计值 本底值

(d) 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本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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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本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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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本底线图

图1 2002-2018年中日韩三国之间入境旅游人数本底趋势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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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本底线距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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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本底线距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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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本底线距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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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本底线距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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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本底线距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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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本底线距平图

图2 2002-2018年中日韩三国之间入境旅游人数本底线距平图

从图 1(d)显示了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 2002年-2018年的变化，总体上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从 2002年的

147.21 万人次到 2018 年的 781.85 万人次，但是 2019 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09 年“H1N1”疫情、2013 年

“H7N9”疫情分别对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有 15.9%、10.7%的损失率，对应损失量为 34.79万人次、32.7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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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图2(d)表现出在三次疫情下，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波动较为频繁且波动幅度较大的趋势。

图 1(e)呈现了 2002年-2019年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的变化情况，2003年“SARS”疫情发生时，旅游人数

的损失率达到了 24.3%，损失量为 57.72万人次。其他两次疫情的影响略小。2012年为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

最多的一年，达到了 351.88万人次；但 2015年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出现断崖式下降，可能与 2015年日本和

韩国签订《韩日慰安妇协议》有关。随即出现较快的回转趋势。17年来，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的变化呈现下

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循环波动，这与两国间经常就若干历史事件发生外交降温有关。图 2(e)中显示，2003年

统计值偏离本底值幅度较大，说明“SARS”疫情对韩国旅游业发展的冲击较大。

图 1(f)显示 2002年-2016年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指数型上升至 806.77万人次，与 2015年成功举办的“中

韩交流年”有关，但是 2015年有一个小的“凹形谷”，我们推测这可能与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有关。2017年发

生的“萨德事件”则使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直线式下降，2018、2019 年人数才逐渐升温。2003 年“SARS”、

2009年“H1N1”对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影响较大，损失率分别为 24%和 15%。图 2(f)中体现了 2014年之前，

中国入境韩国旅游统计人数围绕本底值波动平缓，但是“SARS”与“H1N1”疫情对应的2003和2009年的负向振

幅较大；2014年之后，人数波动幅度普遍较大。

四、历史疫情影响及新冠肺炎影响预测

（一）SARS疫情影响分析

通过本底趋势线理论的计算得出，2003年突发“SARS”疫情对于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1年，

2003年中国损失日本游客量为 66.23万人次，损失率为 22.7%；对于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2年，使

中国在 2003年和 2004年分别损失韩国游客 66.6万人次和 10.18万人次，相对应损失率分别为 25.5%和 3.5%；

对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1年，使得日本 2003年损失中国游客 4.18万人次，损失率为 7.21%；对于

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2年，使得韩国在 2003年和 2004年损失日本游客数量分别为 57.72万人次

和 0.91万人次，对应损失率为 24.3%和 0.37%；对于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3年，2003年、2004年和

2005 年韩国分别损失中国游客 23.49 万人次、13.51 万人次和 7.42 万人次，相对应损失率为 31.4%、17.7% 和

9.5%。

结合本底趋势线及距平值得出，SARS对中国和韩国的旅游业的影响较大，但对日本旅游业的影响比较

小。在“SARS”期间，周边国家限制中国人入境，入境中国的游客人数也大幅减少，中国旅游业因SARS疫情受

到重创，甚至按下了“暂停”键，仅2003年第二季度旅游外汇就减少40亿美元。⑥

（二）H1NI疫情影响分析

基于本底趋势线理论的结果，可以得到 H1NI疫情对于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3年，2009年、

2010年和2011年中国损失日本旅客量分别为37.95万人次、5.31万人次和5.33万人次，对应的损失率为10.3%、

1.4%和 1.44%；对于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也为 3年，2009年、2010年和 2011年中国损失韩国旅客量

分别为 82.18万人次、3.82万人次和 2.79万人次，对应损失率分别为 20.4%、0.9%和 0.7%；但 H1NI对于中国入

境日本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1年，使日本 2009年损失中国游客 2.97万人次，损失率为 2.35%；对日本入境韩国

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1年，2009年韩国损失日本游客数量为 34.8万人次，对应损失率为 15.9%；对中国入境韩

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2年，2009年和 2010年，韩国分别损失中国游客 36.26万人次和 7.75万人次，相对应损

失率为 21.3%和 4%。我们认为，H1N1疫情的R0指数为 1.4-1.6，⑦并没有“SARS”的传播力强，却造成了更大的

影响力，其原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巨大冲击与“H1N1”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叠加的影响。

（三）H7N9疫情影响分析

通过本底趋势线理论的计算结果可知，2013年突发“H7N9”疫情对于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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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3年中国损失日本游客量为 4.6万人次，损失率为 1.57%；对于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3年，

使中国在 2013年、2014年和 2015年分别损失韩国游客 0.85万人次、8.16万人次和 17.79万人次，相对应损失率

分别为 0.21%、1.91%和 3.85%；对于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2年，使得日本 2003年和 2004年分别损

失中国游客 79.67万人次和 56.21万人次，对应损失率为 33.18%和 18.14%；对于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的影响

期为 3年，2013年、2014年和 2015年日本分别损失韩国游客 32.72万人次、6.29万人次和 33.54万人次，相对应

损失率为 10.7%、2%和 7.3%；对于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的影响期为 3年，2013年、2014年和 2015年韩国损失

日本游客数量分别为 11.86 万人次、1.42 万人次和 10.20 万人次，对应损失率为 4.13%、0.62% 和 5.25%。然而

“H7N9”的R0仅为 0.07（人传染人的R0），却对中韩游客入境日本的冲击巨大，原因和 2012年 1月日本侵犯中

国领土称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领土，2012年 2月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到访中国南京时公开质疑“南京大屠

杀”事件的真实性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四）新冠疫情影响预测

由于目前 2020年月度数据缺失，我们尚无法对 2020年 1月份以来的数据进行统计，但可以根据本底趋势

线理论进行相应的推测，这也正是本底趋势线理论的主要功能之一。

通过已构建的本底趋势线模型，可以预估出 2020年中日韩三国相互间的出入境旅游人数，其中，预估日本

入境中国旅游人数 70.23 万人次、韩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 313.78 万人次、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 933.06 万人

次、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 642.59 万人次、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 347.34 万人次、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

1536.33万人次。在年度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估算 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入境中国旅游人数为 17.56万人次、韩

国入境中国旅游人数为 78.44 万人次、中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为 233.27 万人次、韩国入境日本旅游人数为

160.65万人次、日本入境韩国旅游人数为86.83万人次、中国入境韩国旅游人数为384.08万人次。

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2020年 1月 27日后，中国包括出境游在内的所有团队游及“机+酒”服务全部暂停。

2020年 3月 9日到 3月底，日本官方宣布已发给中国、韩国公民的旅游签证将失效。2020年 2月 1日至 3月 1日

赴韩国济州岛的中国游客人数只有 4355人，同比锐减 94%。⑧即使在缺少 2020年 2、3月月度数据的前提下，我

们也可以推断三国间的旅游业均受到了近乎“归零”的打击。而随着新冠肺炎已经进入全球大流行，其扩散速

度、传播途径都较之前的SARS、H1N1和H7N9要更快、更多，更复杂，因此在影响范围、持续时间和程度上都将

远远超过之前的SARS、H1N1和H7N9，三国的旅游通道重启尚难以预期，很有可能全年基本处于冰封状态，即

使在第三四季度重启，其损失也是惨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根据已构建的本底趋势线模型，对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人数进行预估时，更为精确

的处理，应通过 2019年或者 2018年旅游入境人数的季度数据相应的赋予权重或者应用旅行社入境旅游接待

人次第一季度比例计算，但由于月度和季度数据不完整，存在数据缺失，我们在预测年度总数时是用预测值四

个季度的均值进行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数据预测的精确程度。但对照 2019第三季度，这种偏差尚

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 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中国出境日本游客为

228万人次，基本符合我们推算的数字。但正如我们在分析 SARS、H1N1和H7N9影响时所看到的那样，不仅

突发疫情，而且其他突发事件如外交冲突、经济危机等也都会对旅游人数造成不可预测的随机冲击。

五、突发疫情对中日韩三国的不同影响

旅游业尤其是出境游的快速发展，体现出一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中国已成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总量看，如图 3(a)所示，中国 2002 年-2018 年 17 年的 GDP 增长达到 9.25 倍，其中仅有

2015-2016年增长较为平缓，但也达到 110155亿美元和 111379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GDP一直保持在 40000

亿美元~60000亿美元之间，其中 2012年达到了 62032.1亿美元，是 17年来日本GDP的历史最高点。韩国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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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较为平缓但是一直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2002-2018年，韩国GDP从 6090.2亿美元增至 16194.2亿美元，

2009年 9019.35亿美元是 17年来历史最低点。在总量规模和增速上，2002-2018，中国都远远超过日韩两国，显

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庞大的经济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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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2年-2018年中国、日本、

韩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年增长率年度变化曲线

图3 2002-2018年中国、日本、韩国GDP、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及增长率年度变化曲线

图 3(b)表明，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由 2002 年 770.23 美元上升至 2018 年 3154.06 美元，增长了 4.09

倍。同期，日本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由 24376.4 美元上升至 27139.2 美元，韩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由

9528.47美元上升至 12822.5美元。虽然相比日韩两国，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仍较低。但中国人均居民

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远远高于日韩两国，一直在 10%上下波动。日本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有 11年基

本在 1%附近浮动，有 6个年份是增长率为负值。韩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由 2002年

的8.25%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2.5%，其中有3年为负增长。

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国际旅游中的支出也呈指数型增长，图 4(b)显示，中国国际旅

游支出由 2002年 167.59亿美元上升至 2018年 2773.45亿美元，增长了 16.54倍，特别是 2013-2014年直线式上

升。但 17年来，日本国际旅游支出呈缓慢下降趋势，韩国国际旅游支出则呈缓慢的增加趋势。2018年，中国国

际旅游支出是日本国际旅游支出的 9.87倍，是韩国国际旅游支出的 7.97倍，中国游客已成为影响世界旅游业

发展的重要来源。但图 4(c)则显示，中国国际旅游收入远小于中国国际旅游支出。 2013年是 17年来中国国际

旅游收入的最高值，为 516.64亿美元，但仍不到同年中国国际旅游支出的一半；2018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为

403.86亿美元，仅为当年中国国际旅游支出的14%。相比而言，17年来日本、韩国国际旅游收入分别从60.69亿

美元、76.17亿美元上升至 452.76亿美元、198.56亿美元，其中中国游客的贡献功不可没，甚至在近几年已经成

为日韩国际旅游业的主力军。

图 4(a)显示，国际旅游入境中国人数从 2002年 36.80百万人次上升到 2018年 62.9百万人次；国际旅游入境

日本人数从 5.23百万人次增长到 31.19百万人次，17年来增长了 5.97倍；国际旅游入境韩国人数从 5.34百万人

次提升至 15.34百万人次。尽管 2018年国际旅游入境中国的人数是国际旅游入境日本人数的两倍，但是日本

（a）2002

（b）2002 （c）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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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收入比中国国际旅游收入还要高 48.9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在旅游业附加值提升方面还有待提高。

2003年、2009年和 2013年国际旅游入境中国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2003年和 2009年中国国际旅游

收入也有相应降低，应该是受到“SARS”“H1N1”和“H7N9”三次疫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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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2年-2018年中国、日本、

韩国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年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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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2年-2018年中国、日本、

韩国国际旅游收入年度变化曲线

图4 2002-2018年中国、日本、韩国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国际旅游支出和国际旅游收入年度变化曲线

六、结语

2003年以来的非典、H1N1等突发疫情事件均对中日韩三国间的旅游业造成了明显的冲击，但影响程度在

不同时段有所差异，总体上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出境旅游人数、旅游支出的快速增长，日韩两国对中

国旅客的依赖程度日渐提高，突发疫情对两国旅游业的影响更大，鉴于新冠肺炎的突发性、严重性，且已成为

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中日韩三国旅游业在 2020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日韩服务业占比更高，旅游业对

经济尤其是就业的贡献更大，新冠肺炎对其影响程度也更为严重。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2001/

t20200102_850061.html.

② 其中 2002 年-2018 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19 年的数据由作者收集

整理估算得到（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得到 2019年入境中国游客 3188万人次，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关于 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旅行社

统计调查报告》中第三季度旅行社入境日本、韩国旅游接待人次百分比得到估算人数值）.

④ 日本出入境管理局：http://www.moj.go.jp/housei/toukei/toukei_ichiran_nyukan.html.

⑤ 韩国旅游发展局：http://kto.visitkorea.or.kr/kor/ktom/stat/stat.kto.

⑥ 马力强 .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J].当代经济，2003(07)：4-5.

⑦ 田晓晓 .WHO:甲型H1N1流感的严重性与1957年亚洲流感相当[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2（05）：56.

⑧ 韩济州暂停免签入境一个月游客大减重创旅游业 .［2020-03-03］，http://news.carnoc.com/list/525/525131.html.

（责任编辑 陈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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