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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 DAU---日活跃用户量

• MAU---月活跃用户量

• 月度覆盖率---应用的月活跃用户量占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的比例

• 月新增—每月新增用户数

• 月度留存率—新增用户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重复使用过1天及以上的概率

• TGI指数---用户指标/目标群体用户特征指标

研究综述
• 研究对象：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民

• 数据来源：基于Trustdata自建的日活跃用户超过1亿（月活跃用户超过3.2亿）

的安卓用户样本集，并根据中国移动网民人口结构、地域分布、各移动应用iOS

与Android比例关系等多方面因素搭建模型计算所得

• 采集方法：只在亮屏情况下进行数据采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采集

频次方面，不带支付功能的APP为每次10秒，带有支付功能的APP为每次1秒

• 统计周期： 2018年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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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9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用户研究

三、2019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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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目录



数据来源：Trustdata移动大数据监测平台

2019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国内旅游人次逐年增长，2019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次首次突破60亿大关

三、2019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用户规模稳中有增，季度用户规模平均增速超过25%

四、2019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间夜量同比增长26.7%，全年酒店间夜量规模超8亿

二、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开启大众旅游新时代，旅游人次的增长成为旅游消费市场
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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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旅游人次逐年增长，2019年首次突破60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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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页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等公开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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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旅游消费已成大众刚需

相比20年前，旅游人次增长8.4倍，成为旅游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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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10276美元，突破1万美元大关，中国进入大众旅游新时代，多层次、多元化的旅游需求和消费市场格局已经形成。

与20年前相比，中国旅游总花费扩大20.5倍，旅游消费已成大众刚需。其中，旅游人次的增长（8.4倍）成为旅游消费市场增长主要驱动因素。

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增长倍数（2.5倍）超过城镇居民（1.7倍），但实际金额仍低于城镇居民，存在进一步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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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页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等公开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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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用户规模稳中有增，季度平均增速超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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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页数据为平台类APP，不包含酒店集团官网/APP及其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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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线酒店预订间夜量同比增长26.7%，全年酒店间夜量规模超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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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在线酒店预订用户研究分析

二、中国在线酒店预订用户年轻化趋势愈加明显，00后用户占比已达一成

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用户兴趣爱好略有差异，携程系用户商务特征明显

四、美团酒店用户预订高频且住宿类型更多元，携程用户平均预订单价高

一、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酒店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升级，下沉市场仍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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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在线酒店预订用户占比增至六成，同比增长达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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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酒店预订用户年轻化趋势愈加明显，00后用户占比已达10%

美团酒店、飞猪更受年轻用户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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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艺龙、携程用户的商务办公特征明显，飞猪用户喜用智能硬件

美团酒店用户的特征为偏好教育学习、休闲娱乐及游戏

用
户
研
究

美团

美团

美团

同程艺龙

飞猪

0

70

140

210

280

350

420

商务办公 智能硬件 教育学习 休闲娱乐 游戏

2019年主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TGI指数

携程 美团 去哪儿 同程艺龙 飞猪

TGI指数---用户指标/目标群体用户相同指标，反映目标群体在特定研究范围的强弱程度，大于100即为特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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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Trustdata移动大数据监测平台

在线酒店预订高频及住宿类型多元用户偏好使用美团酒店

中年商务人士多使用携程及同程艺龙，消费单价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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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特征/预订场景 消费频次/金额 APP使用偏好

学生

自驾游/周边游/出差

中年商务人士

日均住宿消费≥ 500元

年均预订≥4次

日均住宿消费300-500元

年均预订≥6次

日均住宿消费≤ 300元

年均预订≥6次

年轻白领/小镇青年

主题游/周边游/跨境游

出差/自驾游/跨境游

预订偏好

经济型为主

类型多元

中高端为主

备注：本页用户特征及行为数据，以2019年定向人群订单数据为基础，以众数方法计，以上用户行为特征代表大多数但不排除群体里个性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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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竞争格局

一、2019年美团酒店保持高速增长，订单及间夜量持续领跑在线酒店预订行业

二、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两强格局，美团酒店逐渐拉大与携程系酒店间夜量差距

三、携程、同程艺龙用户粘性相对较高，去哪儿用户日均启动次数排名较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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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下半年，在线酒店预订行业保持“手机订酒店，5成上美团App”格局

备注：本页为中国大陆用户在境内酒店的预订统计，不包含港澳台及海外。

行
业
格
局

0

60

120

180

240

美团 携程 同程艺龙 去哪儿 飞猪

2019年下半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累计订单量（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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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下半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间夜量占比

美团 携程 同程艺龙 去哪儿 飞猪 其他

2019年下半年，美团酒店间夜量占比继续扩大，占比已近五成

备注：本页为中国境内酒店的预订统计，不包含港澳台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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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间夜量占比

美团 携程 同程艺龙 去哪儿 飞猪 其他

2019年全年美团酒店订单占比过半，累计间夜量近4亿

备注：本页为中国境内酒店的预订统计，不包含港澳台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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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美团财报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美团国内酒店间夜量为3.9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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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团酒店间夜量首次全年持续超过携程系总和，Q4已拉大差距至1.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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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携程系指携程、去哪儿及同程艺龙等OTA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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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在线酒店预订用户粘性较为接近，携程、同程艺龙及美团酒店排名TOP3

24.3% 23.8%
22.2% 21.9%

16.7%

携程 同程艺龙 美团 飞猪 去哪儿

2019年主流在线酒店预订用户粘性（用户粘性=月均DAU/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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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同程艺龙及美团酒店用户日均启动次数排名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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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对在线酒店预订行业影响及发展趋势预测

一、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旅游及酒店行业供需两端遭遇较大冲击，酒旅产业链多要素

面临考验

四、新冠疫情之下，安全、防疫成为用户底层需求，倒逼平台及酒店行业升级改变

二、面对疫情对酒旅行业的重大打击，政府部门提供政策保障，平台积极应对，行业复苏

指日可待

三、用户休闲旅游需求强烈，预计疫情后本地及周边游率先恢复，依赖商旅、跟团、会议
等酒店恢复较慢，4月行业有望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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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疫情突袭，酒旅用户出游及商旅计划受较大影响

疫情期间，近八成用户线上操作以退改签为主

61.2%

73.4%

82.7%

69.3%

商务出行 自助游 团队游 其他

2020年1月-2月在线旅行计划影响占比-按出游类型

75.2%

14.1%

10.7%

2020年1月-2月用户酒旅平台线上行为占比分布

退改签 预订 其他服务

据Trustdata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后，酒旅用户出游受到较大影响，包括原有计划取消，已出行用户行程缩减等。其

中团队旅游及自助出游受影响最大，被影响用户超七成，有六成商务出行用户计划调整。2019年1-2月用户线上操作以退改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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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周期为2020年1月-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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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中国旅游及酒店行业造成较大冲击

酒旅产业链多要素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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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页数据根据交通运输部（2020年1月24-30日数据）、中国饭店协会等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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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累计发送旅客人次

全国酒店入住率

全国酒店营业收入

2019年与2020年春节黄金周酒旅行业核心指标对比（单位：%）

疫情影响，旅游行业按下暂停键，全国多家景区关

闭，用户酒旅需求受抑，旅游出行计划取消；

酒店、民宿经营者困难重重，成本不降，收入骤减，

为求生存，寻找资金支持迫在眉睫。

在线酒旅预订平台受到较大冲击，百程旅游网宣布

破产，携程高管降薪自救；

疫情冲击，酒旅产业链多要素受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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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对酒旅行业的重大打击

政府部门提供政策保障，平台积极应对，行业复苏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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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启动“春风行动”推出安心餐厅、安心住酒店、
安心玩景区等服务，十亿补贴助力酒店旅游业复工复
产、增收提效；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延长旅游、住宿等困难
行业结转年限；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
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明确要
求对住宿餐饮等困难行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支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向旅行社暂退部
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同程艺龙 “方舟联盟”、利用VR技术开启“云旅行”
向所有加入“方舟联盟”的旅游目的地免费提供旅游
推广服务。

携程启动“旅游复兴V计划”，联合百余目的地、万家
品牌共同投入10亿元复苏基金，促进旅游消费，振兴
疫后旅游经济；

政府 OTA



数据来源：Trustdata移动大数据监测平台

3月中旬以后旅游及票务关注热度略有回暖，4月行业有望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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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020年6月中国泛酒旅行业日活跃用户走势（单位：万）

2020年春节休假准备

春节假期返程

疫情爆发假期调整

需求受抑

疫情中后期

旅游市场恢复期

疫情结束期

旅游市场回暖期

票务/酒店预订
改签退票

酒店取消

日活用户恢复至1700万均线

困在家中，想去走走：目的地视

频观看；攻略/特价酒旅票务查看

活跃用户峰值重回2500万

线上门票、
酒店预订或
优先恢复

线上酒旅预订
快速增长

备注：本页数据3月-6月数据为模型预测数据，仅供趋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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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周边游将成为重要市场来源，加强本地客源业务拓新成为酒店当务之急
趋
势
预
测

人数规模

个人及家庭
（1-5人）

团体

（10-50人）

规模群体
（1000人以上）

交通开放本地及周边 国内

新冠疫情影响下中国酒店旅游业恢复顺序

恢复顺序

出境

本地及周边游

参加中饭协等发起的防疫自

律公约，确保卫生安全

及时满足复工、隔离人群的

住宿需求，维系生意

挖掘本地客源，如周末郊区

游等机会

为暑期、十一的长线出游积

蓄能量

接入外卖平台，维系现金流

餐饮板块接入互联网平台，

推出团购套餐吸引散客客源

餐饮+住宿联动，抓住周末

游、郊区游、亲子游机会

积累网络口碑，迎接婚宴、

会议等下半年需求复苏

【住宿板块】 【餐饮、婚宴等非住宿板块】

新冠疫情影响下中国酒店业复苏建议

冰封期

解冻期

回暖期

重归
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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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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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82.5 

杭州 苏州 上海 厦门 黄山 北京 青岛 成都 重庆 西安

2020年1月-3月中国在线旅游用户城市关注热度指数-TOP10

本地搜索行为突出，居民旅游意愿关注热度指数杭州排名第一

江浙沪经济圈或率先恢复

趋
势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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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美团酒店联合中国饭店协会、全国绿色饭店工作委员会推出《中国酒店客房防疫自律公约》，通过美酒学院

线上培训督促商家掌握防疫能力，定期上传防疫照片，美团平台添加“安心住”“净安心房”等标识，用户

能够在线上查看各酒店防疫细节。根据美团数据显示，93%用户认为“安心住”防疫图片对他们预订决策起

到作用，上传防疫照片的酒店相比其他酒店疫情期间间夜量增长99%。

平台携手酒店升级应对

受疫情影响，用户健康防护意识增强，更愿预订安全放心的酒店，酒店的防疫服务对预订下单起到重要影响。

美团、锦江、华住等平台或酒店集团纷纷上线“安心”系列措施，加速开展防疫服务，及时更新酒店每日消

毒、清洁及测温等防疫工作，以应对疫情影响下用户入住酒店的防疫安全问题。

新冠疫情之下，安全、防疫成为用户底层需求，倒逼平台及酒店升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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