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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的入境旅游人数逐年递增，每年吸引了大量的

外国游客来中国参观游玩。而且入境旅游在中国旅游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旅游业的产值在中国的

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然而，自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外国人入

境旅游人数呈现直线式下降，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了入境旅游人数。因此，对于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的

预测有助于中国各地旅游业提前做好旅游接待战略。故本文以1990~2020为样本时期，利用R软件建立

ARIMA模型对中国2021年~2025年的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研究发现，该模型对2021年和

2022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相差较小。因此，该模型能够较好的预测中国2023~2025
年的入境旅游人数，并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出建议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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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bound tourist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ttracting a large num-
ber of foreign tourists to visit and play in China every year. Moreover, inbound 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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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value in the total national economic output value is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However,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in 2019,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bound tourists has declined 
in a straight line,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ts. Therefore, predicting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ts for foreigners can help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ese prepare tourism reception strategies in advanc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1990 to 2020 as the sample period and uses R software to establish an ARIMA 
model to predict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bound foreign tourists from 2021 to 2025.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redicted values of the model for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ts in 2021 and 2022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actual values. Therefore,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bound tourists from 2023 to 2025,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devel-
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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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旅游业产值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总

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旅游业整体上体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当代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经济

迅速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而入境旅游在中国旅游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入境旅游的收入也是中国重要

的外资收入来源之一。然而，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

对于外国人入境人数的准确预测，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可以避免资源浪费或者旅游服务差，

优化旅游资源配置结构，做好入境旅游的接待工作，促进中国入境旅游的良性发展。故本文选取 1990 年

~2020 年的数据，对中国 2021 年~2025 年的外国人的入境人数进行预测，并将 2021 年和 2022 年预测值

与实际值进行对比，检验模型误差，最后对 2023 年~2025 年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 
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介绍及现状

分析，主要介绍了 ARIMA 模型及其原理，并且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总人数和外国人入境人数的现状和

趋势。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对中国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分析，首先进行了符号说明和数据说

明，然后建立 ARIMA 模型对外国人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入境旅游市场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是旅游

目的地要确保一定数量的游客。自 2019 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后，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

国内外针对旅游的研究有很多，而且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都各不相同。 
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国内外对于入境旅游人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学者们对不同省份或者不同国家的入境旅外游人数进行预测。例如，Yoga 和 Yudiarta (2021)

对印度尼西亚著名旅游景点巴厘岛的游客数量进行了预测并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游客数量的影响[1]；
Agustinus，Meita 和 Muhammad (2019)预测了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游客的人数[2]。类似的，在国内，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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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2022)对江西省的入境旅游市场进行了分析并且作出人数预测[3]；郑芷雪(2020)对上海市的入境旅游人

数进行比较预测等等[4]。国内学者对于不同省份旅游人数的研究较多，而鲜有学者从国家层面来对旅游

人数进行预测研究。 
另一方面，是入境旅游人数和需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Lee，Olasehinde-Williams 和 Akadiri (2021)

研究了地缘政治对入境旅游需求方面的影响，发现地缘政治风险对旅游的需求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新

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危机对旅游需求的负面影响[5]；Hanon 和 Wang (2020)研究了

2011 年前后叙利亚的政治不稳定(PI)和恐怖主义(TERR)对入境旅游的需求影响，发现旅游需求对政治不

稳定更敏感[6]；Tica 和 Kožić (2015)进行了 77 亿次样本外回归后找到了 4 个对入境旅游人数影响的因素

是波兰的实际 GDP 和进口以及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工资总额[7]。在国内，主要是从突发事件或者政

策对入境旅游人数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徐雨利等(2022)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重点

省份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8]；林玲和李江风(2020)分析 COVID-19 疫情对中国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9]；
孟丰智 (2018)采用对比分析法研究了在中国政府实行“小三通”政策背景下，实施政策前后对入境旅游

人数的影响[10]；赵永红和李珊(2015)研究了汶川大地震之后，政府所采取一系列的游客赢回策略对于四

川省客流量的影响[11]。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入境旅游人数的因素主要可归结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事件以及 GDP 这几方面，而国内学者多研究的是政策的颁布和自然灾害对旅游人数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于旅游人数的研究大致可归结为对于不同国家省份旅游人数的预测和对影响旅游人数

因素的研究。这些学者们主要研究某些重大事件例如节假日在不同程度上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他们

采用的大都是月度数据，研究显示月度数据在事件的发生前后入境人数会有波动，但是这些事件整体对

于年度数据的影响很小。 
国内外学者们针对入境旅游人数预测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在国外，学者们所采用的模型与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模型差别较大。例如，Yuan (2020)采用旅游社交

网络，并且开发带有遗传算法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以预测每月游客人数[12]。Feng 等(2019)基于谷

歌趋势数据(网络搜索数据和大数据技术)对外国人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并将随机森林(RF)模型应用

于预测，获得了更佳的预测精度[13]。Nguyen 等(2013)采用三种不同方法即人工神经网络(ANN)、指数平

滑和 Box-Jenkins 方法预测每月前往克罗地亚的入境游客流量。Yoga 和 Yudiarta (2021)使用偶数灰色预测

模型 EGM(1,1,α,θ)来预测印度尼西亚著名旅游景点巴厘岛的游客数量[14]，并量化了 2020 年大流行造成

的大致经济损失[1]。Wu 和 Cao (2016)结合支持向量回归(SVR)和 FOV 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

SFOASVR 来预测月游客流量[15]。Jiang 等(2020)提出了一种结合模糊时间序列(FTS)和原子搜索优化

(ASO)算法的入境旅游需求预测混合预测框架，对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16]。 
在国内，主流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预测。王洋(2018)，

蒋芳和金梅(2016)均采用 BP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分别对成都市和甘肃省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分析[17] 
[18]；汪琳(2018)对比使用 BP 神经网络、RBF 神经网络、SVM 神经网络、GA-SVM 神经网络这四种人

工神经网络模型对 2017 到 2019 年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结果发现 GA-SVM 神经网络模型是最优模

型[19]；汪高元和姚璇(2017)采用单因素神经网络法对安徽市旅游市场的需求方面进行预测和分析[20]。
第二类是以 ARIMA 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例如，胡涵清等(2020)，陈鹏，吴玲和宋徽(2012)均构建

了 ARIMA 模型，并分别对北京和安徽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了预测分析[21] [22]；孙颖(2021)，李军言和

李越(2019)均采用月度数据来建立季节性 ARIMA 模型对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分析，张庆春等

(2014)、黄远敏和庞相宝(2015)也做了类似研究[23] [24] [25] [26]。第三类是结合使用多个模型对入境人

数进行预测。比如刘传意(2022)结合引力模型和 ARIMA 模型对江西省的入境旅游市场进行了分析并且对

江西的旅游人数进行了预测[3]；王洋(2019)通过多种模型组合对成都市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了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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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 GM(1,1)模型、Logistic 模型、多元统计回归模型、CAR 模型等等

[28] [29] [30] [31]。 
国内外学者对于预测入境人数运用了很多种或简单或复杂的方法，部分学者采用神经网络和灰色预

测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人数的预测有很好的适用性。但是，ARIMA 模型只需要内生变量而不需要借助其

他外生变量，并且考虑了历史的数据的影响，因此大部分学者偏向于选择时间序列模型来对入境人数进

行预测。此外，国外大部分学者在预测入境人数时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比较研究精确度最终

确定误差最小的研究方法。而基本每个学者在采用的多种方法中都包含时间序列 ARIMA 模型，并与其

他方法比较，研究表明 ARIMA 模型的精确度更高，更适合预测入境人数发展趋势[2] [32]。因此，本文

选取 ARIMA 模型，对中国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预测分析。 

3. 模型介绍及现状分析 

3.1. ARIMA 模型介绍 

如果样本序列{ }ty 经单位根检验结果为单整序列，即序列中包含单位根，则表明该序列中包含随机

趋势。残差自回归模型仅能提取确定性趋势，无法消除随机趋势。Box 和 Jenkins 提出的 ARIMA 模型为

单整序列建模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具体地，d 阶单整序列经过 d 阶差分得到平稳时间序列后,再构建模型，

记作 ( ), ,ARIMA p d q 模型。 

( ), ,ARIMA p d q ，其中 AR 是自回归、MA 为移动平均， , ,p d q 分别为自回归项、移动平均项和时间

序列成为平稳时所需要做的差分次数。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 }tX 的 d 次差分可将其平稳化，用 d

tX∆ 表示，若 d
tX∆ 适合于 ( ),ARMA n m 模型，

则原序列{ }tX 适合的模型为 ( ), ,ARIMA n d m 模型，本文的模型即为后者。 

( ), ,ARIMA n d m 模型的表达式为： 

( )( ) ( )d
t tB X B aΦ ∆ = Θ                                  (1) 

或 

( )( ) ( )1 d
t tB B X B aΦ − = Θ                                 (2) 

其中， ( ) 2
1 21 n

nB B B Bϕ ϕ ϕΦ = − − − −� ， ( ) 2
1 21 m

mB B B Bθ θ θΘ = − − − −� 。 

3.2. 中国入境旅游总人数的现状及趋势 

1990 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总人数(包含港澳台)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入

境总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2003 年、2008~2009 年、2012~2014 年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究其原因

发现，非典疫情和金融危机导致了入境游客大量减少。外国人入境旅游总人数(不包含港澳台)与中国

入境总人数的变动趋势相似，总体上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外国人入境游客数量与总入境旅游人数不

同的是，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在 1998 年也出现了小幅下降，下降的可能原因是 1997 年发生的东南亚

金融危机。 

4. 中国入境旅游人数预测分析 

4.1. 符号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当中所使用的符号说明如表 1 所示。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2020 年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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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ts in China 
图 1. 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趋势图 

 
Table 1. Symbol description 
表 1. 符号说明 

符号 说明 

x  表示 1990~2020 年外国人入境人数的时间序列数据 

dx  表示 1990~2020 年外国人入境人数的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 

2d x  表示 1990~2020 年外国人入境人数的二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 

4.2. 序列的平稳化检验 

本文首先利用 R 软件对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总人数(不包含港澳台同胞)进行预测分析。图 2 中的第一

幅图是中国 1990 年~2020 年入境人数的时序图，序列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通过时序图可初步判断序列 x
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序列 x 进行差分，图 2 中的第二幅图是对序列 x 进行一阶差分后的 dx 时序图。

然后对序列 dx 进行 ADF 检验和纯随机性检验，检验发现 dx 序列为非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故继续进行二阶差分。序列 2d x的时序图和检验结果如图 2 中第三幅图和表 2 所示，结果显示 2d x为平

稳非白噪声序列。 
 

 
Figure 2. Timing diagram 
图 2. 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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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DF test and pure randomness test results 
表 2. ADF 检验和纯随机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 统计值 P 值 结论 

x  
ADF 检验 −1.1218 0.9042 

不平稳非白噪声 
LB 检验 111.11 <2.2e−16 

dx  
ADF 检验 −3.0052 0.1865 

不平稳白噪声 
LB 检验 5.4979 0.4817 

2d x  
ADF 检验 −4.1454 0.01738 

平稳白噪声 
LB 检验 13.392 0.03721 

4.3. 模型识别与参数估计 

本文通过利用 R 软件对 2d x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图 3 所示。并根

据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图对模型进行定阶，初步选择三个模型进行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Figure 3. Auto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partial auto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graph 
图 3. 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图 

 
Table 3.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表 3.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变量 系数估计 AIC 

ARIMA(1,2,0) AR(1) −0.4564 406.9 

ARIMA(1,2,1) 
AR(1) −0.0602 

399.5 
MA(1) −0.9993 

ARIMA(0,2,1) MA(1 −10.000 397.5 

4.4. 模型检验 

为确定该模型可用，分别对拟合模型进行参数显著性检验和模型显著性检验。如图 4，图 5，图 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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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于三个模型参数的估计值都大于它的 2 倍标准差，所以参数显著非零。其次，残差序列的白噪声

检验结果显著，表示残差中不存在有用信息。因此，这三个模型显著成立。 
 

 
Figure 4. Model ARIMA(1,2,0) verification results 
图 4. ARIMA(1,2,0)模型检验结果 
 

 
Figure 5. Model ARIMA(1,2,1) verification results 
图 5. ARIMA(1,2,1)模型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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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Model ARIMA(1,2,0) verification results 
图 6. ARIMA(1,2,0)模型检验结果 
 

由于序列 x 具有明显的波动聚集的特性，因此还需进一步检验其异方差性。对上述模型进行异方差

的 LM 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 4 所示。该检验结果表明，不拒绝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

进而表明序列 x 不具有异方差性。 
 
Table 4. Heteroscedasticity test results 
表 4. 异方差性检验结果 

模型 滞后阶数 统计值 P 值 

ARIMA(1,2,0) 

1 0.3114 0.5768 

2 1.1398 0.5656 

3 2.1711 0.5377 

ARIMA(1,2,1) 

1 2.3992 0.1214 

2 3.3154 0.1906 

3 3.2796 0.3505 

ARIMA(0,2,1) 

1 2.1834 0.1395 

2 3.0629 0.2162 

3 3.0202 0.3885 

4.5. 模型预测 

根据 AIC 准则，最终确定当 0p = ， 2d = ， 1q = 时为最优模型。据此,建立模型 ARIMA(0,2,1)。根

据模型的参数估计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2

11.000t t tX ε ε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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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 所示，利用该模型进行 3 期预测，并绘制拟合与预测效果图。本文通过模型预测在 2021 年中

国的外国人入境人口总数将达到 2406~3211 万人次，在 2022 年将达到 2315~3472 万人次。根据中国旅游

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预测，2021 年全年，中国将接待入境游客 3198 万人次。国旅游研究院

发布《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结合全球国际旅游加速恢复背景，全面评估了入境旅

游市场运行、旅游业数字化转型和城市的国际旅游影响力。报告表明，伴随着入境旅游复苏和回暖的政

策窗口逐步打开，2022 年入境旅游接待规模将超过 2000 万人次，有序恢复将是未来入境旅游发展的主

基调。与本文对 2021 年和 2022 年的预测区间相符。模型预测结果良好，本研究预测中国的入境旅游人

数在 2023 年可能达到 2259~3698 万人次之间，在 2024 年将达到 3064 万人次，在 2025 年达到 3149 万人

次。详细预测结果及预测区间如表 5 所示。 
 

 
Figure 7.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图 7. 模型预测结果 

 
Table 5.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表 5. 模型预测结果 

年份 预测值 Lo80 Hi80 Lo95 Hi95 

2021 2808.976 2545.792 3072.159 2406.471 3211.48 

2022 2893.951 2515.798 3272.104 2315.616 3472.287 

2023 2978.927 2508.605 3449.249 2259.632 3698.222 

2024 3063.903 2512.655 3615.151 2220.841 3906.964 

2025 3148.878 2523.566 3774.19 2192.546 4105.21 

5. 结论与建议 

中国国际影响力逐年扩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旅游业的产值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不

断提高。旅游业整体上体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每年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来中国参观游玩。但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利用 R 软件以 1990 年~2020 年为样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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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构建 ARIMA(0,2,1)模型对中国 2021 年~2025 年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进行了预测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1990 年以来，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的变化趋势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 1998 年东

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2003 年发生的非典疫情、2008 年发生的次贷危机都对中国的入境旅游人数产生了

影响，均使得在入境人数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小幅下降。 
第二，通过分析建立了 ARIMA(0,2,1)模型对中国 2021~2025 年的入境人数进行预测。通过预测结果

得知，预测在 2021 年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人口总数将达到 2809 万人次，在 2022 年将达到 2894 万人次，

在 2023 年达到 2979 万人次，在 2024 年将达到 3064 万人次，在 2025 年达到 3149 万人次。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发给中国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前国外的疫情形势依然很严

峻，中国旅游业更应注重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大力推广“周边游”、“微旅游”、做好自驾游专业

服务，降低新冠肺炎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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