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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受国家调结构的主动调控影响，中国国民经济增速平缓，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国际经济温

和复苏，旅游经济发展环境相对有利。受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和节假日的影响，中国国内和出

境旅游市场需求旺盛，旅游产业总体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加快。2015年

中国国内外旅游人数超过4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4万亿元。2014年国内旅游总收入达

到3.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8%.

      2015年以来，旅游消费热潮不断，形成了暑期修学游和亲子游、周末周边游、小长假短程

游、国庆长假中远程旅游等市场热点。同时，自助、自驾旅游持续升温。&quot;轻旅

行&quot;&quot;拼家团&quot;等以&quot;不早起、不赶路、不频繁换酒店、行程每一站预留相

对充裕的自由活动时间&quot;为特点的新产品和&quot;私人定制&quot;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三大游市场不断发生变化，游客消费倾向发生改变，中国已进入观光

游和休闲游共同发展的时期。旅游消费阶梯性增长导致旅游市场呈现多层次协同发展的新格

局。随着旅游消费阶梯性分布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处于不同梯度的游客需求差异逐渐加大，

旅游市场显现出高、中、低端市场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从游客数量的角度来看，高、中、低

端市场潜在游客数量逐层增长，呈正金字塔形分布；从消费能力的角度来看，高、中、低端

市场旅游消费支出逐层递减，呈倒金字塔形分布。高、中、低端旅游市场分化发展的同时，

各市场内部的旅游业态也在悄然变革，传统业态在升级，一些新兴业态如邮轮旅游、免税业

、自由行、旅游文化演艺等开始崭露头角。

      未来20年到50年，将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期。国家旅游局将联合财政部和金融机构、

旅游大企业，共同设立中国旅游产业促进基金，联合有实力的旅游投资商成立中国旅游投资

商联盟，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为旅游产业发展注入强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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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互联网+度假旅游发展模式分析

一、互联网+度假旅游商业模式解析

1、度假旅游O2O模式分析

（1）运行方式

（2）盈利模式

2、智能联网模式

（1）运行方式

（2）盈利模式

二、互联网+度假旅游案例分析

1、线下资源+线上平台

（1）锦江国际集团+驴妈妈

（2）山东旅游局+线上O2O会盟

（3）天津旅游局+阿里去啊

（4）桂林市政府+百度直达号

（5）华侨城+在线预定中心

（6）张家界+携程

2、线下综合资源+线上平台



（1）上海景域集团+驴妈妈

（2）探路者+易游天下

（3）海航旅游+网易

（4）万达+同程

3、线上渠道+线下渠道

（1）中国国旅+悠哉旅游网

（2）华远国旅+携程

（3）腾邦国际+欣欣旅游

（4）港中旅集团+芒果网

（5）去哪儿网+旅游百事通

（6）海航+51YOU旅游网

（7）中青旅+遨游网

（8）众信旅游+悠哉旅行网

（9）凯撒+京东

（10）中旅+芒果网

三、互联网背景下度假旅游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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