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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旅游景区包括风景区、文博院馆、寺庙观堂、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主题公园、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化

艺术等各类旅游景区。旅游景区数量继续增加。这主要是由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态势所决

定的，旅游业的发展势头使社会认识到了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快了旅游

业的发展速度，或将其作为支柱产业来培植，或将其作为先导产业来发展，因而各地大力进

行旅游资源开发，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旅游景区。近年来，借助传统优势旅游资源，拓展

社会景区资源，以保护为基础，旅游景区得到长足发展，提升了我国旅游目的地形象，带动

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旅游景区也确立了独立的产业地位，成为支撑旅游产业发展的中坚

力量。当前，依照国家法规，按照市场规则，越来越多的地方把景区逐步推向了市场，在经

济大潮的推波助澜下，景区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市场化特点。景区投资方涵盖了政府、民营、

外资、国有企业等多个领域。旅游景区成为旅游投资和资本运作最活跃的领域。

　截至2013年，我国共有157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共有186家国家5A级

景区。我国经济形势良好，国外游客增长，国民出游率增长等因素影响，2014年我国旅游业

发展稳定，大部分景区的营业情况良好，2014年我国旅游景区营业收入32545亿元，同比2013

年增长13.%.

　我国景区收入一部分来自门票收入，另外大约30%来自交通、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收

入。随着我国景区经营转型，依赖景区门票的利润下降，服务收入的利润比例上升。2014年

我国景区整体利润达到2025亿元，同比2013年增长13.22%.旅游景区景点的平均利润率为34%,

部分旅游景区净资产回报率达到60%,远高于酒店业5-10%、旅行社业2-4%的行业表现。旅游景

区在各个财务指标和股市中表现都好于其他旅游行业。旅游景区投资将超过酒店投资，成为

旅游业内最大的投资领域。

　本行业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财政部、国家文

化部、国家旅游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中企顾问网

、全国及海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旅游景区

运营发展情况、发展趋势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对旅游景区运营投资、运营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报告同时还对我国重点城市的主要旅游景区的发展概况、运营模式进行

了分析，揭示了旅游景区运营的发展机会，以及当前我国旅游景区运营面临的国际市场的竞

争与挑战。本报告内容丰富、翔实，是旅游景区运营相关行业、投资企业以及相关单位准确

了解目前中国旅游景区运营发展动态，把握旅游景区运营发展趋势，制定市场策略必备的精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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