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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應注意，本行業概覽一節載有源自艾瑞諮詢及公開數據的資料及統計數字。

我們相信，艾瑞諮詢所用的官方政府刊物及資料來源屬適當及其已採取合理審慎方
式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屬虛假或有誤導或有任何事實被遺
漏致使有關資料屬虛假或有誤導。摘錄自官方政府刊物及艾瑞諮詢所提供的資料及摘錄
自公開來源的數據並無經我們或我們的任何聯屬人士及顧問、聯席保薦人、[編纂 ]、[編
纂 ]、[編纂 ]及 [編纂 ]或彼等各自的董事及顧問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各方（不
包括艾瑞諮詢）獨立核實。有關資料可能會與可從中國境內外其他來源獲取的其他資料不
一致。我們、我們的聯屬人士或顧問、聯席保薦人、[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
或彼等各自的董事、聯屬人士或顧問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一方（不包括艾瑞諮詢）概不就
有關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或公平性發表任何聲明，故閣下不應過分依賴有關資料。

艾瑞諮詢及其方法

艾瑞諮詢成立於二零零二年，是中國線上用戶數據及消費者情報的獨立提供商。艾瑞
諮詢總部位於北京及上海，有穩定及成熟的管理團隊，在全球有逾 400名僱員。於廣州、
深圳、成都、杭州、硅谷、紐約及香港設有其他辦事處位。艾瑞諮詢在研究及監測中國互
聯網行業發展方面積累了廣泛經驗。憑藉如此經驗，艾瑞諮詢提供網絡營銷、在線旅遊、
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及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行業報告，給予該等行業及其他領域
如廣告、公共關係、零售、電信、投資、消費品、政府及公共服務的逾 1,000名客戶。

我們已同意就行業報告支付佣金費用約人民幣 600,000元。行業報告中所載的關於市場
規模及線上用戶的數據主要是通過與行業人士相關訪談、市場問卷調查、二手資料來源及
其他研究方法取得，部分數據並無獲得相關運營商直接確認。行業報告刊發的部分數據是
基於取樣（在艾瑞諮詢的網上調研平台 iClick進行）取得，因而受取樣結構的影響。由於研
究方法、取樣規模及數據採集範圍的局限，部分數據可能無法精確反映實際市場境況。

艾瑞諮詢編製行業報告，乃基於假設 (i)預測期內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將保持
穩定，這將確保中國在線旅遊行業持續穩定的發展；(ii)引用自權威機構的數據保持不變；
及 (iii)市場參與者之間的收入分享安排遵循市場標準。艾瑞諮詢認為，編製行業報告所使
用的假設，包括那些用於未來預測的假設均為正確且不具誤導性。艾瑞諮詢已經獨立分析
有關資訊，但行業報告中所得發現及結論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所收集資訊的準確性。

中國旅遊市場概覽

無論以出行次數以及旅遊消費計，中國均擁有一個極具規模的旅遊市場。於二零一七
年，中國國內旅遊次數達到 5十億，預期於二零二二年達到 7.5十億，複合年增長率為
8.3%。於二零一七年，中國海外旅遊次數為 142.7百萬次，預期於二零二二年達到 182.3百
萬次，複合年增長率為 5.0%。以旅遊消費而言，於二零一七年，國內旅遊消費總額為人
民幣 4.6萬億元，預期於二零二二年達到人民幣 8.0萬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1.6%。於二
零一七年，中國出境旅遊消費為人民幣 0.7萬億元，預期於二零二二年達到人民幣 1.1萬億
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7.3%。

中國旅遊行業的需求主要由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力提高所帶動。二零一三年至二零
一七年間，城市地區的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從人民幣 27,000元升至人民幣 36,300元，至於
中國農村地區則從人民幣 9,000元升至人民幣 13,400元。上述增長進一步受到城市化率不斷
上升推動。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間，城市化率從 53.2%穩步上升到 57.9%。中國各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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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城市的旅遊產品及服務亦具備巨大的增長潛力。於二零一七年，非一線城市居民旅遊
總消費佔中國旅遊總消費的 89.7%，並且預計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二年間將以 11.7%的複合
年增長率上升，高於一線城市的 6.3%。可支配收入和城市化率的持續增長推動了具較高消
費能力中產階級的擴大。從個人消費者角度看，旅遊日益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消費者願意以較高的消費換取更優質的旅行體驗。因此，中國消費者在商務及休閒旅行方
面的開支持續增長，長途及境外旅行進一步推動總旅遊需求的提升。

供應方面，中國旅遊行業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交通基礎設施擴充、住宿供應商增加以及
產品及服務質量的提高。中國的鐵路及國內和國際航空航線持續增加。例如，中國的高速
鐵路網絡已經成為全球最大，並且繼續迅速擴張。中國國內航空航線由二零一三年的 2,876
條增至二零一七年的 4,147條，複合年增長率為 9.6%。除了可選出行方式增加外，全國各
地還有愈來愈多的高質量旅遊服務供應商，不斷推出創新的產品與服務。此外，住宿服務
質量不斷改善，短期租賃等替代方案亦提供了更多的選擇。這些因素令旅遊對旅行者而言
變得更方便、更高效。

中國龐大及不斷發展的在線旅遊市場

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互聯網用戶。根據行業報告，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已由二零一三年
的 591.0百萬人增至二零一七年的 772.0百萬人，預計到二零二二年將進一步增至 1,031.1百
萬人。互聯網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成為了一種高效媒介，令旅遊預訂服務可隨時隨地獲取。

中國擁有龐大且飛速增長的在線旅遊市場。以總交易額計，中國在線旅遊市場規模
從二零一三年人民幣 307.0十億元增至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1,172.6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39.8%，預期於二零二二年進一步增至人民幣 2,462.1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6.0%。中
國旅遊市場的線上滲透率由二零一三年的 10.6%升至二零一七年的 31.5%，預計到二零二二
年將進一步升至 45.7%。然而，中國在線旅遊市場規模在旅遊市場的佔比，相比發達國家
仍然偏低，例如美國在二零一七年達到 45.0%。

下表展示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二年中國在線旅遊以交易額計的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艾瑞諮詢
附註： 在線旅遊市場包含在線交通票務（機票、火車票、汽車票及船票）、住宿預訂、套餐旅遊、景

點門票、目的地服務以及其他在線預訂的旅遊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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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部分的在線旅遊預訂均是通過OTA完成的。OTA為用戶和旅遊服務供應商提供
獨特富價值的選項。用戶可以享受高效和全面的預訂服務，而旅遊服務供應商可以受益於
OTA提供的技術和數據驅動解決方案。中國的OTA市場在二零一七年達到人民幣 8,042億
元，預計到二零二二年將增長至人民幣 1,700.3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6.2%。根據艾瑞
諮詢的資料，於二零一七年，中國的OTA市場佔在線旅遊市場總量的 68.6%，並將繼續在
未來多年為中國在線旅遊行業的領先渠道。

下表展示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二年中國OTA旅遊以交易額計的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艾瑞諮詢
附註： OTA旅遊市場包含在線交通票務（機票、火車票、汽車票及船票）、住宿預訂、套餐旅遊、景

點門票、目的地服務以及其他經OTA預訂的旅遊相關產品。

主要發展趨勢

客戶日益講求服務質素及用戶體驗。中國客戶愈來愈注重產品真偽、在線預訂體驗、
速度與準確性，以及優質的客戶服務。除基本交通及住宿預訂服務外，用戶亦期望不用在
平台間轉換，而仍可以獲得配套增值服務，例如旅遊評論、在線至離線服務、觀光推薦意
見及旅遊指南等等。此外，在線旅行平台增進價格透明度及使產品比較變得更加容易。

OTA日益成為旅客整個旅行體驗的一站式平台。OTA正在擴充其產品與服務，為旅客
提供於出行前、出行中及出行後的更佳服務。用戶可以逐一選擇購買或通過捆綁套餐購買
交通票務、住宿以及所有其他旅遊相關產品與服務，如觀光行程、活動門票、保險、餐廳
優惠券及班車服務。OTA亦提供內容豐富的旅行評論平台，用戶可以在展開旅程以前獲得
有關所有方面的資料。

科技在中國在線旅遊行業擔當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線旅遊公司通過運用大數據及人工
智能等先進科技使在線出行預訂服務變得更加方便及智能。這些工具有助於為在線旅遊公
司創造革新解決方案及新機遇。例如，藉著利用有關科技，OTA能夠建立更全面的用戶資
料，向客戶提供廣泛多樣的個性化旅行產品及服務。此外，從經營角度看，有關工具有助
改善在線預訂效率、交易自動化及智能客戶服務。最後，通過分析用戶行為，OTA亦能夠
提升旅遊服務供應商的採購、分銷及庫存管理能力。有關科技的發展將繼續對中國在線旅
遊行業的發展發揮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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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演變

中國在線旅遊的演變有三個階段：個人電腦時代、手機時代及超級應用程序時代。

在個人電腦時代，隨着互聯網搜索引擎的發展，客戶訪問旅遊服務網站進行旅行安
排。在此期間，搜索引擎運營商及入口網站是客戶流量的關鍵媒介。

在手機時代，隨著智能手機日益普及和應用程序的快速增長，客戶興趣由個人電腦轉
向移動設備。得益於支付方式及信息獲取的便利，OTA自營的手機應用程序成為客戶旅
遊交通購票、預訂住宿或搜尋其他旅遊產品及服務的主要渠道。手機應用程序提供易於掌
握、便利旅遊的互動平台，令OTA能在客戶整個旅遊過程中通過客戶隨身攜帶的智能手機
與其溝通。客戶亦可輕易獲取折扣、航班延誤或登機閘口變更的通知。

在超級應用程序時代，OTA開始與超級應用程序建立夥伴關係，以獲得競爭優勢。隨
著用戶開始集中於更少的移動應用程序，超級應用程序在中國興起，成為整合用戶流量和
用戶在移動設備上所花費時間的重要平台。因此，OTA正在結合超級應用程序，通過有關
超級應用程序提供產品及服務，爭取市場份額。用戶可以方便地使用OTA的服務，例如超
級應用程序內置提供的交通和住宿預訂以及其他產品及服務，毋須下載新的移動應用程序
或進行設置過程。超級應用程序亦加強了OTA的客戶覆蓋範圍，尤其是對於非一線城市中
較少外遊及開始涌現的用戶，此類用戶目前是OTA服務關注不足的一群。

競爭格局及行業排名

中國在線旅遊市場競爭高度激烈，由於市場充滿機遇，在線旅遊公司數目已在不斷增
加，以把握市場新機遇。根據艾瑞諮詢的資料，中國在線旅遊市場的主要競爭領域包括：

‧ 用戶體驗。在線旅遊服務用戶日益重視用戶體驗，超過其他考慮因素。特別是介
乎於 19至 35歲的用戶對提升用戶體驗高度敏感。這些用戶喜歡貼心及美觀的界面
以達致方便順暢的體驗。除此之外，根據艾瑞諮詢的用戶調查，OTA用戶亦視支
付安全、產品與服務真偽及售後服務為最重要的因素。

‧ 綜合產品及服務。用戶並非只尋找住宿和交通票務，亦想要獲得完整的旅行套
餐，涵蓋其他配套增值產品服務，如旅遊相關保險產品、機場╱火車站接送服務
及貴賓休息室等。可提供此類一站式服務的OTA於吸引及挽留用戶佔有優勢。

‧ 獲客渠道。維持及增加用戶流量是在線旅遊公司發展壯大的關鍵。尤其是在用戶
有多種途徑進入旅遊市場時，能夠吸引大量穩定用戶將會是一個明顯的優勢。因
此，在線旅遊公司必須開發創新並有效的方式招倈用戶。

‧ 用戶群體的規模及參與水平。用戶群體的規模及用戶參與水平對在線旅遊公司的增長
潛力十分重要。隨著新產品、特色及服務的推出，在線旅遊公司應有能力向較大的活
躍用戶群體提供有關新產品、特色及服務，以測試其可行性。根據用戶的接受程度，
服務提供商可以進一步確定在更廣闊的市場中可望取得成功的產品與服務組合。

按二零一七年交易額計，中國四大OTA分別佔中國在線旅遊市場的 35.6%、14.2%、
9.8%及 4.4%市場份額，而按同程藝龍合併基準計，我們以 9.8%的市場份額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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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線旅遊市場的主要環節

在線交通票務

中國的在線交通票務板塊，主要包括飛機票務、火車票務、汽車票務及船票務，此板

塊近年快速增長。

總交易額方面，在線交通票務已從二零一三年人民幣 219.3十億元增加到二零一七年人

民幣 830.3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39.5%。預計到二零二二年，總交易額將進一步增至人

民幣 1,610.7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4.2%。與個人電腦平台相比，手機平台在此方面的

增長發揮的作用更大，於二零一七年佔總交易額的 86.6%，預計到二零二二年達到 92.3%。

下表展示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二年中國在線交通票務的市場規模（按交易額計）和滲透率：

資料來源：艾瑞諮詢

附註： 在線交通票務包括飛機票務、火車票務、汽車票務及船票務。

按二零一七年交易額計，中國四大OTA分別佔中國在線交通票務市場的36.9%、11.2%、

9.6%及1.3%市場份額，而按同程藝龍合併基準計，我們以9.6%的市場份額位列第三。

OTA於中國在線交通票務板塊擔當重要角色。以交易額計，其從二零一三年貢獻人民

幣 133.3十億元（於在線交通票務板塊佔比 60.8%）增至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513.9十億元（於在

線交通票務板塊佔比為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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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展示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二年中國OTA交通票務以交易額計的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艾瑞諮詢

附註： OTA交通票務包括飛機票務、火車票務、汽車票務及船票務。

按二零一七年交易額計，中國四大OTA分別佔中國OTA交通票務市場的 59.6%、
18.2%、15.6%及 2.1%市場份額，而按同程藝龍合併基準計，我們以 15.6%的市場份額位列
第三。

在線機票

在線機票是中國在線交通票務板塊下最大的細分板塊。在線航空票務於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的交易額中分別佔在線交通票務板塊的 60.5%、58.7%及 57.9%。
此外，在線航空票務交易額由二零一三年人民幣 144.7十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480.9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35.0%，預計到二零二二年交易額將進一步增至人民幣 863.0
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2.4%。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在線航空航
段量分別達到 266.2百萬、389.0百萬及 493.0百萬。

OTA將航空公司或其他批發商提供的機票直接分銷給最終用戶，並通過機票銷售收取
的佣金以及銷售配套增值產品與服務（如保險）的收費及佣金變現獲利。OTA在線航空票
務交易額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分別達到人民幣 224.9十億元、人民幣
305.5十億元及人民幣 384.0十億元，預計到二零二二年達到人民幣 660.9十億元。

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比較，OTA為用戶提供更加全面的飛行選擇及更智能的訂票體
驗。中國的航空公司亦認識到其中價值並正在加強與OTA的合作關係，並在OTA平台上建
立在線商店，以促進其直銷。

在線火車票

中國在線火車票板塊增長快速。在線火車票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
年的交易額中分別佔在線交通票務板塊的 37.8%、39.4%及 39.7%。在線火車票務交易額
由二零一三年人民幣 72.6十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329.9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
為 46.0%，預計到二零二二年交易額將進一步增至人民幣 714.0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6.7%，增速超過在線飛機票及在線汽車票。在線火車票交易的數量，二零一五年、二零
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分別達到 17億張、20億張及 23億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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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火車票市場以往一直在線下，直至中國鐵路總公司於二零一一年推出官方在線

訂票平台 12306.cn為止。在此發展下，主要OTA亦開始提供在線火車票預訂服務。OTA主

要通過銷售保險及送票等配套增值產品與服務獲取收入。OTA在線火車票務交易額於二零

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分別達到人民幣 44.3十億元、人民幣 83.0十億元及人民

幣 123.2十億元，預計到二零二二年達到人民幣 303.6十億元。

火車票的需求於假期時節特別集中，尤其是中國春節及國慶日，在此期間人們對火車

票的需求非常殷切。這造成了火車票供求在旺季失衡，旺季的火車票銷售（一年中約 60天）

佔總銷售額的 41%，而其餘 59%的銷售來自在常規時日（一年中約有 300天）。因此，在旺

季購買火車票的競爭劇烈。在這些時期，OTA愈來愈成為購買火車票的可靠渠道。

在線汽車票

中國在線汽車票板塊擁有強勁的增長潛力。在線汽車票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

年及二零一七年止年度的交易額中分別佔在線交通票務板塊的 1.5%、1.8%及 2.1%。在線

汽車票務交易額由二零一三年人民幣 2十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17.8十億元，複合

年增長率為 73.2%，預計到二零二二年交易額將進一步增至人民幣 29.9十億元，複合年

增長率為 10.9%。在線汽車票務交易量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分別達到

104.1百萬張、166.8百萬張及 257.7百萬張。

中國在線汽票務板塊高度分散，主要分銷渠道為OTA及其他官方渠道，包括汽車公司

自營的在線渠道及汽車車站的自動售票機。一般來說，城際汽車票務板塊主要通過線下渠

道提供服務。OTA的在線汽車票務交易額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分別達

到人民幣 1.4十億元、人民幣 2.7十億元及人民幣 5.1十億元，預計到二零二二年達到人民幣

12.6十億元。

OTA有助於在線銷售汽車票。通過與地方和區域的汽車運營商合作，OTA加強了中國

各地汽車票的在線銷售。隨著OTA繼續與汽車服務提供商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使其服務進

入網絡世界，OTA於在線汽車票務中有著巨大的增長機會。

在線住宿預訂

中國的在線住宿預訂分部交易額從二零一三年的人民幣 56.8十億元增加到二零一七年

的人民幣 181.9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33.8%，預計到二零二二年交易額將進一步增加到

人民幣 387.7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6.3%。就間夜而言，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

零一七年在線住宿預訂間夜分別達到 407.4百萬間、532.4百萬間及 658.0百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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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展示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二年中國在線住宿預訂的市場規模（按交易額計）和滲透

率：

Online penetration rate in accommodation reservation market

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二年（預測）
複合年增長率：16.3% 

交易額
（人民幣十億元）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
複合年增長率：33.8% 

2013
（實際）

2014
（實際）

2015
（實際）

2016
（實際）

2017
（實際）

2018
（預測）

2019
（預測）

2020
（預測）

2021
（預測）

2022
（預測）

住宿預訂市場在線滲透率

中國在線住宿預訂市場規模（按交易額計），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二年（預測）

資料來源：艾瑞諮詢

附註： 線上住宿預訂指線上預訂的酒店、賓館及其他住宿服務。

按二零一七年交易額計，中國四大OTA分別佔中國在線住宿預訂市場的 47.6%、

18.1%、12.3%及 6.1%市場份額，而按同程藝龍合併基準計，我們以 12.3%的市場份額位列

第三。

儘管中國在線住宿預訂板塊高度分散，但OTA直接與住宿服務供應商已建立穩定的

供應關係，並簡化在線預訂流程。根據這種安排，OTA主要通過收取住宿預訂佣金變現獲

利。此外，OTA亦可預先買斷若干住宿庫存，以確保客戶在彼等自己的平台上獲得優質客

房供應，並賺取購買價格和向最終用戶的銷售價格之間的差額。

OTA住宿預訂的交易額由二零一三年的人民幣 49.7十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的人民幣

155.6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33.0%，預計到二零二二年交易額將進一步增至人民幣 325.2

十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5.9%。與在線票務類似，在線住宿預訂主要由移動平台推動，

按交易額計佔二零一七年中國在線住宿預訂的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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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二年中國OTA住宿市場規模（按交易額計）：

資料來源：艾瑞諮詢

附註： OTA住宿預訂指通過OTA預訂的住房、酒店及其他住宿服務。

中國的在線住宿預訂板塊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首先，二零一七年中國住宿預訂市場

的在線滲透率被視為處於相對較低的 31.6%，而美國的滲透率則為 37.4%。其次，進軍長期

租賃及民宿等非標及獨立住宿一直是OTA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獨立非標住宿一般不具備

充足的庫存管理技術或營銷渠道，為OTA將其帶入線上創造了巨大機會。這將有助增加在

線住宿預訂板塊的供應量。最後，隨著人們越來越多使用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的趨勢，線上

用戶數量的增長及其參與度預計將進一步推動OTA在在線住宿預訂板塊的地位。

按二零一七年交易額計，中國四大OTA分別佔中國OTA住宿預訂市場的 55.6%、

21.2%、14.3%及 7.1%市場份額，而按同程藝龍合併基準計，我們以 14.3%的市場份額位列

第三。

董事確認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董事經採取合理審慎措施後確認，自本節所載各類數

據各自的刊發日期以來，市場資料並無出現可能會限定、抵觸或影響本節資料的不利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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