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归属  上海嘉世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赴日旅游
市场简析报告

MARKET
ANALYSIS

2025

商业合作/内容转载/更多报告



01. 后疫情时期，中国赴日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改革开放后，中日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中国出境游政策逐步放开，中国赴日旅游市场日益扩大，2019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超过950万，创历史新高。受疫情影响，之前火爆的旅游市场突然冰封。

• 2022年各国疫情管制政策逐渐松动，中国出境游市场也开始复苏。2023年后受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内地赴日游客规模快速扩张，2024年全年，中国大陆游客赴日总数达到698万人次，几乎

是前一年的三倍。

• 2024年日本超过成为泰国，成为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2019年-2024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疫情限制期 快速恢复期

2024年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国TOP10（不含港澳地区）

698万人 670万人 308万人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澳大利亚    土耳其



02. 日元汇率走低，提升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的性价比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由于日本银行持续的货币宽松政策，叠加近年来美联储激进的加息，导致美日利差超过5%，大量资本抛售日元资产，加速资金流入美国，加剧了日元的贬值。

• 日元的贬值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游客赴日的消费力，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消费总额接近历史最高的2019年，而人均消费则增长了17%。

2019年-2024年日元兑人民年平均汇率（1日元兑人民币） 2019年与2024年中国赴日游客消费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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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对华旅行签证政策放宽，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更便捷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19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已开始放宽对中国公民的旅行签证政策。由于受疫情影响，2020-2021年间签证政策突然收紧。

• 2022年后，为了推动旅游业复苏，日本对中国公民旅行签证政策逐步放宽，使得中国公民去日本旅游的手续更为便捷，提升赴日旅游的热情。

时间阶段 主要政策 政策影响

2019年 
放宽政策，推动旅游高峰

多次往返签证条件放宽：
  针对中国高收入人群（年收入30万人民币以上），简化申请材料，取消部分资产证明要求。
  新增 “大学生及3年内两次赴日游客”免财力证明政策，覆盖约200所中国高校学生。
签证有效期延长：
  多次往返签证最长有效期从5年延长至10年（需满足特定收入条件）。

游客激增：2019年中国赴日游客达 959万人次
（历史峰值），占日本入境游客总量的33%。
消费拉动：人均消费23万日元，总消费额1.7万
亿日元（约1072亿人民币）。

2020-2021年
全面收紧，防控疫情，经济受挫

2020年3月：
  暂停所有旅游签证（包括单次、多次）发放，仅允许商务、留学、永住等必要签证。
  已发放签证暂时失效，入境需14天隔离。
2021年逐步开放：
  2021年9月：恢复部分商务/工作签证，但需“受入责任方”（日本企业或机构）担保。
  2021年11月：允许留学生入境，但需提交疫苗接种证明或核酸阴性报告

游客断崖式下跌：2020年中国赴日游客仅106.7
万人次，2021年进一步降至18.6万人次。
消费萎缩：2021年旅游消费总额不足疫情前3%。

2022年
试探性恢复，有条件放宽

2022年6月：
  恢复部分旅游签证，但仅限 “团体游”（需通过指定旅行社申请）。
  入境需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取消每日入境人数上限（原为2万人）。
2022年10月：
  全面开放自由行，恢复所有类型签证申请。
  入境政策同步放宽，承认中国产疫苗（科兴、国药），接种者免核酸证明。

恢复缓慢：2022年中国赴日游客仅17.9万人次，
主因航班短缺（中日航线恢复率不足30%）。
结构变化：自由行占比回升至50%，年轻游客主
导小众目的地（如四国、东北地区）。

2023年
全面开放，数字化升级

电子签证（eVisa）试点：
  2023年3月：面向中国游客试点电子签证，覆盖北京、上海、广州领区。
  2023年8月：扩大至所有中国旅行社，单次旅游签证可在线申请，出签时间缩短至3工作日。
免税政策联动：
  2023年10月，免税商品范围扩大至食品、化妆品，消费额不限（原为50万日元上限）。

游客量回升：2023年中国赴日游客达245万人。
数字化痛点：电子签证系统初期不稳定（如上传
材料格式限制严格），投诉率约12%。

2024年
签证条件进一步放宽

10年多次往返签证推出：
  日本首次为中国公民推出有效期10年的多次往返旅游签证，主要面向高收入人群。
延长团队签日企，放宽多次签条件：
  团队旅行签证的停留天数从15天延长至30天。
  65岁以上的中国公民申请个人旅游签证时，不再需要提交在职证明。
  取消了3年多次签证“签发后3个月内必须入境”的限制，并将申请条件从“过去3年入境2次”放宽为“过去5年入境2次”

游客量进一步上升：2024年中国赴日游客量达
698万人。
人均消费创新高：中国赴日游客消费能力进一步
提升，较2019年上升17%。



04. 市场需求旺盛，中日航线持续恢复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19-2024年期间，中日之间的航班量变化波动显著。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数量大幅减少。2020-2021年，国际航班普遍受限，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降至历史低点。

• 2022年起，，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逐步恢复，但整体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数据，2022年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约为每周365班，其中载客航班仅151班。

• 2023年，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显著增加。全年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恢复到疫情前的较高水平，日本航空和全日空等公司大幅增加了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日本航空计划将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增加

至每周52班，全日空也将其中国航班增加20%，达到每周76趟往返。

• 2024年，中日航线的航班数量进一步恢复并接近疫情前水平。全年中日航线实际执行往返航班量超10万班次，同比2023年增长141%，恢复至2019年的77%。

2024年中国每周中日往返航班量最多的城市2019年-2024年中日往返航班量变化（班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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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赴日旅游游客主要是来自于一二线城市的中青年人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凭借其经济、空港规模、航班量等优势，是目前选择赴日游客较为集中的城市；而杭州、成都、青岛、厦门等一二线大城市赴日旅游的需求也先当旺盛，成为赴日旅游市场新的增

长点。

• 赴日游客依然以中青年人为主，近年来选择暑寒假旅游的游客增多，因此0-19岁的游客量也有所增加。

赴日旅游游客主要来源城市 2024年中国赴日游客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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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近年来赴日前往小众目的地的游客增多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疫情后日本旅游市场恢复迅速，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如东京、大阪、京都等核心城市的标志性景点游客过多，导致旅游体验下降，因此许多中国游客开始主动避开人群，转向冷门小众地区，寻

求更舒适、更深度的旅行体验。

• 中日航线密集度增加，覆盖面更广，也为中国游客探访日本更多二线以下城市提供了便利性。

2024年中国受中国游客青睐的日本小众地区

和歌山

和歌山的预订量同比增长488%，较2019年增长89%。和歌山以自然景观和温泉资源著

称，成为小众旅游的热门选择。

北九州

北九州位于日本九州岛的北部，是一个兼具自然风光、

历史文化与现代工业特色的城市。福冈、熊本、大分

等特色旅游城市也成为中国游客心目中理想的旅游目

的地。

名古屋

名古屋的预订量增长较快，其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城

市，以购物和历史文化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国游客。

高松市

高松市是日本四国地区香川县的首府，毗邻濑户内海，以其丰富

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美食吸引了大量中国游客。

北海道

北海道地区中国游客数量整体增长显著，特别是札幌、小樽

和富良野等地。札幌作为北海道的首府，其滑雪场和冬季活

动吸引了大量中国滑雪爱好者。



07. 自由行的中国游客数量激增，行程一般在4-13天之间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根据嘉世咨询的访问数据，与2019年对比，2024年中国游客赴日旅游选择自由行的游客数量增加明显，由于跟团游的行程和时间自由度都相当有限，因此大部分游客为了获得更加自由的时间，能

获得更加深入的文化、美食等体验而选择自由行。此外各类翻译软件的使用，使得语言交流障碍大大降低，中国游客跨境自由行也变的更容易实现。

• 时间安排上一般以4-7的行程最为常见，但随着旅行观念的改变，也有不少游客选择更长时间的行程，获得更深度的体验。

2019年与2024年中国游客赴日旅行方式对比 2024年中国游客赴日旅游停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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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中国游客习惯使用互联网预约行程，更倾向西式酒店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随着中国互联网应用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和大型在线旅行平台已经成为中国游客预约旅游行程的主要方式，据嘉世咨询访问数据，超过九成的游客通过互联网平台预约赴日旅游的行程，仅有少数

大年龄游客前往线下门店预约。而根据日本旅游观光局的数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游客的互联网预约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 而在住宿选择上，中国游客对舒适度和便利性有较高的要求，而西式酒店能提供更符合国际标准的服务和设施，能让中国游客快速熟悉和使用，因此中国游客更倾向于西式酒店。

2019年与2024年中国游客预约赴日行程的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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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赴日游客住宿形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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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中国游客出发前更依赖社交媒体获取旅行信息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中国在互联网经济推动下信息传播方式、消费行为模式和旅游行业整体业态都有了相当大的变革。各类线上平台提供各类旅行产品和咨询的同时也嵌入了社交媒体功能，实现了从内容种草，到产品

预定，到行程管理一整套的闭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站式的整合服务。

• 近年来中国的社交媒体已经逐步成为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核心渠道，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能通过算法精准推送目的攻略、小众景点和实时直播等信息。而社交媒体用户生成内容的形式也比各类官方宣

传更能获得游客的信赖。

2024年中国游客出发前获取赴日旅行信息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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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游客行程中购物费用减少，更倾向旅行体验消费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嘉世咨询访问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游客赴日旅游行程中的购物消费明显降低，中国游客更愿意在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类活动等方面花钱。

• 游客年龄结构变化与消费观念的转变，是购物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当80、90后成为赴日旅游的主力，他们的旅行诉求从“物质体验”转向“精神体验”、“文化体验”。他们更关注日本不同的人文

特色，更愿意在社交媒体分享行程，并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更多更小众的旅行线路。

• 而跨境电商和海淘平台的便利性，也进一步降低了旅行购物的必要性。

2019年与2024年中国游客赴日旅游费用支出对比（不含机票）

21.2%
17.2%

7%
3%

51%

0%

30.0%

19.6%

8% 8%

34%

0%

住宿支出 餐饮支出 交通支出（日本境内） 文化娱乐活动支出 购物支出 其他支出

2019 2024



11. 中国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频率最高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2024年中国国内支付方式中，移动支付的比例已经超过70%，而在中大城市中，这一比例超过90%。赴日旅游的游客大部分来自这些城市，而他们已经相当依赖移动支付这种形式。

• 为了满足中国游客在支付方式上的变化，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平台已经与大量的日本商户合作，覆盖商场、便利店、餐饮、景区等高频消费场景。

• 根据日本旅游观光局的数据，中国游客选择移动支付的占比接近70%，而所有访日游客均值不到10%。

• 随着自由行、深度游的普及，日本各类交通卡的使用率在中国游客中也有明显提高。

2019年与2024年中国游客赴日游客支付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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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超过六成的游客已多次赴日旅游，超九成游客表示还会再去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根据携程的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游客办理的赴日旅游签证中，多次旅游签证（三年/五年）占比达接近50%，较2019年的20%大幅增长。

• 疫情后签证政策放开，航班数量的增加，游客年龄层和旅游消费重心的变化，都促使许多中国游客重复多次访问日本。而日本旅游季节性、地区性的特色，也形成了中国游客“分季打卡”和“收藏

式打卡”的旅行模式。

• 基础设施的便利，日式服务的周到，以及中文标识、服务的普及，降低了很多中国游客的适应成本，使中国游客日本旅游的满意度一直保持高位。

2024年赴日中国游客曾经访问日本的次数 2019年与2024年中国游客再次赴日旅游的意愿度对比

36.3%

19.6%

14.3%

3.7%
6.7%

9.3%
6.7%

3.4%

63.7%的游客已多次赴日本旅游

65.2%
74.2%

29.6%
23.1%

2019 2024

一定会再去 想再去 不确定 不想再去 一定不会再去



13. 中国赴日旅游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体验型消费主导市场增长

01

中国游客赴日消费重心加速从商品采购转向文化体验，传统手工艺、在地生活

美学等深度游项目渗透率持续提升。2024年超六成的访日游客为第二次及以上

到访者，显示对日本文化体验的长期需求。茶道、和服租赁等文化项目预订量

同比增幅达40%，小众目的地访问量较2019年增长3倍。

年轻客群与社交媒体推动新的旅游形态

02

90后、00后游客占比突破50%，他们更热衷于影视IP、二次元等相关主题的旅

游线路。此外社交媒体也是年轻消费群体获取旅游信息、发布旅游打卡内容的

主要渠道，他们热衷于分享，并希望在社交媒体中获得共鸣。年轻消费群体的

行动热情，将推动旅游形态进一步的变革。

小众目的地兴起

03

中国游客对小众目的地的兴趣增加，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如东京、大

阪）。例如，鸟取县等小众地区通过推出特色旅游服务（如观光出租车）吸引

了更多游客。此外，日本地方城市通过团队游等项目招揽游客，进一步推动了

小众目的地的发展。

移动支付的普及

04

移动支付在日本的普及率显著提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覆盖日本的大多数城

市，甚至在偏远地区也能使用。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游客的支付便利性。



14. 中国赴日旅游市场未来面临的挑战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文化与社会问题

01

部分中国游客在日本的行为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例如，破坏景区设

施、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引发了关于尊重当地文化的讨论。这种文化冲突可能

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甚至对中日民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也会影响中国游客的选择。例如，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其在国际

事务中的角色等，可能让中国游客对赴日旅游产生顾虑。

市场竞争与旅游体验

02

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日本部分地区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压力增大等“过度

旅游”现象。这不仅影响游客的体验，也可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此外，

尽管日本旅游资源丰富，但热门景点的过度开发可能导致游客体验单一化。此

外，部分商家对中国游客的区别对待甚至宰客现象也影响了游客的满意度。

供给端结构性矛盾

03

虽然目前全球航空载客率已恢复到疫情前的82.1%，但中日航线座位数仅恢复

至2019年的75%，旺季机票价格较疫情前上涨2-3倍，制约赴日旅游市场的扩

容速度。而关东、关西等核心区域接待量接近饱和，京都清水寺日均游客超

4000人，较2019年增长40%，过度拥挤导致体验感下降。日本政府计划通过

增税缓解景点游客爆满的问题，但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旅行成本。

消费行为与市场变化

04

尽管中国游客的整体消费能力较高，但部分游客的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变化。例

如，超高收入群体减少了在旅游方面的支出，更注重健康和保健类消费。这种

消费分化可能影响日本旅游市场的收入结构。近年来，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快速

发展，许多景区的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显著提升。这使得部分中国游客更倾向

于选择国内旅游，而非远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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