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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从布达拉宫到羊卓雍措，从雍布拉康到巴松措，从绵延逶迤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到纳木措，西

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进藏旅游。

近年来，随着西藏旅游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公共服务体系不

断完善，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西藏已初步形成了&ldquo;行、游、住、食、购、娱&rdquo;

六大要素相配套的产业体系，旅游业的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西藏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景观的独特性，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过去五

年，西藏累计旅游收入超过1300亿元，旅游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在带动农牧

民增收、脱贫致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

客1.5亿人次、完成旅游收入2125.96亿元，分别是&ldquo;十二五&rdquo;的2.3倍和2.4倍，旅游

经济在全区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比达到33.3%。  

2021年，全区旅游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旅游经济稳中有进，累计接待国内

外游客415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实现旅游总收入441.90亿元，同比增长20.6%。2021年

，全区共有3个特色旅游乡镇、5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别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

、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全区乡村旅游累计接待1274.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5.87亿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64521人次。  

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西藏各市地的旅游业迎来黄金期，全时旅游和全域旅游成为发展的

重要方向。西藏多年来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旅游业进一步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西藏旅游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五章。首

先阐释了旅游行业的定义、特征及地位等，接着分析了西藏旅游业的宏观发展环境。然后对

西藏旅游业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具体介绍了西藏乡村旅游及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随后，报告对西藏旅游业做了区域市场分析、重点企业分析、投资潜力分析和投资风险预

警。最后对西藏旅游行业的前景趋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及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旅游研究院、西藏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

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

或贵单位若想对西藏旅游业市场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西藏旅游项目开发，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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