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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线旅游（OTA，全称为Online Travel Agency），是旅游电子商务行业的专业词语。

指&ldquo;旅游消费者通过网络向旅游服务提供商预定旅游产品或服务，并通过网上支付或者

线下付费，即各旅游主体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产品营销或产品销售&rdquo;。

      OTA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类：代理模式（Agency）、批发模式(Merchant)和广告模式。大

部分OTA企业以代理模式为主要盈利模式。1.代理模式，即OTA为供应商（酒店、航空公司

）/代理商（旅行社）销售产品，并按照销售额一定比例抽取佣金。2.批发模式，OTA以批发

价格向供应商采购产品，然后加价卖给用户，从而赚取差价。3.广告模式，OTA为供应商提

供展示广告服务并收取广告费用，按收费标准的不同又可细分为CPM（按展示付费）、CPC

（按点击付费）、CPS（按销售付费）。OTA企业可选择的盈利模式并不唯一，一般OTA企

业可以选择一种模式为主或多种模式组合的盈利模式。

      代理模式下，OTA作为平台连接了消费者与供应商，帮助商家销售旅游单项或套餐产品，

按比例抽取佣金。佣金由商家提供，但是最终仍然会转嫁到顾客身上。这一模式下OTA的参

与度不高，实际交易由商家和消费者进行。由于航空公司话语权强，机票预订广泛采用代理

模式，酒店及其他预订则代理与批发模式兼有，但代理模式居多。

      批发模式下，OTA先行买断部分服务（如机票/酒店/旅行产品等），再加价卖给消费者，

从中赚取差价，较代理抽佣的回报率更高、风险也更高。这一模式下OTA的参与度很高，实

际交易由OTA和消费者进行。OTA提前买断存货并承担经营风险，消费者预付零售价款

给OTA，OTA在用户完成服务后将批发价款给商家，这一过程中OTA既赚取价差收入还占用

用户资金，一举两得、回报率更高。但由于存货风险更高，一旦需求不达预期则可能产生亏

损。

      广告模式针对揽客需求大的商家，OTA为他们提供营销的平台，目前广告收入占比最小。

客源压力大的航司、酒店、旅行社为了吸引更多有效客户，会选择在OTA网站或者移动平台

上做广告，OTA多以效果收取广告费用，赚得广告收入。目前OTA的广告收入占比最小，随

着平台价值增强，其广告收入占比也有望提升。Booking各模式收入占比Expedia各模式营收占

比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发展现状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

》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在线旅游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在线旅游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

对在线旅游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在线旅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在线旅游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



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

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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