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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旅游景区是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包括风景区、文

化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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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旅游景区

。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核心要素，是旅游产品的主体成分，是旅游产业链中的中心环节。我国

幅员辽阔，丰富的景区资源为旅游活动提供有力支持。2021年国内旅游总人次32.46亿，比上

年同期增加3.67亿，增长12.8%；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消费）2.9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0.69万亿元，增长31.0%。2022年，国内旅游总人次25.30亿，比上年同期减少7.16亿，同比下

降22.1%；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消费）2.04万亿元，比上年减少0.87万亿元，同比下降30.0%

。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  

2023年2月2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全国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大数据报告》提出

，2022年全年景区平均预约率为53%，低级别景区线上依存度高，高级别景区线下直销有市场

。  

5G技术的发展，开启了各行业产品革新的大门，也成为推动智慧景区建设的重要契机。目前

深圳世界之窗、河南红旗渠、深圳野生动物园等都在试水5G应用场景。5G等数字技术对文旅

行业的转型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5G+旅游将颠覆整个旅游业，为旅游消费市场带来新的增

长点，也成为各路资本聚集的重要风口。其中，通讯巨头、科技公司、知名景区，三者正在

以5G基站、技术和景区资源强强联合的模式，加快推动景区智慧化升级。  

近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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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层面，2021年4月19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A级旅游景区安全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A级旅游景区安全管理。2022年11月17日，文化和旅游部资

源开发司印发《旅游景区疫情防控措施指南》（2022年11月修订版），指导全国旅游景区因

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措施，进一步提升旅游景区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旅游景区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趋势报告》共二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旅游景区的定义、生命周期、分类方法及国际发展经验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旅游

景区的发展环境及整体概况，然后对自然类旅游景区、人文类旅游景区、复合类旅游景区、

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社会类旅游景区及各区域旅游景区的发展做了介绍。随后，报告详细

分析了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开发运营、经营管理模式、门票价格与定价模式、营销模式、

国内外成功案例、领先企业运营状况级项目案例，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旅游景区投资与招商

状况，并对其前景趋势做出来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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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是您跟踪旅游景区最新发展

动态、编写产业规划、编制产业政策、制定招商策略的重要参考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旅游景区相关概述  

1.1　旅游景区的概念界定  

1.1.1　概念解析  

1.1.2　地位阐述  

1.1.3　生命周期  

1.1.4　基本特性  

1.2　旅游景区的分类方法  

1.2.1　按资源类型划分  

1.2.2　按功能特征划分  

1.2.3　按质量等级划分  

1.3　旅游景区的构成要素  

1.3.1　固定的地域范围  

1.3.2　特定的游览内容  

1.3.3　综合性的旅游服务  

1.3.4　追求效益的管理机构  

1.4　旅游景区的开发意义  

1.4.1　促进旅游业良性循环  

1.4.2　推动开发地区建设  

1.4.3　利于旅游资源保护  

   



第二章　2021-2023年国际旅游景区的开发运营经验  

2.1　美国旅游景区开发运营模式  

2.1.1　景区概况  

2.1.2　开发原则  

2.1.3　政策体系  

2.1.4　人事管理  

2.1.5　资金管理  

2.1.6　资源管理  

2.1.7　服务管理  

2.2　日本旅游景区开发运营模式  

2.2.1　景区概况  

2.2.2　政策体系  

2.2.3　分区管理  

2.2.4　景区价格  

2.2.5　服务管理  

2.3　德国旅游景区开发运营模式  

2.3.1　景区概况  

2.3.2　政策体系  

2.3.3　分区管理  

2.3.4　资金管理  

2.3.5　服务管理  

2.3.6　资源管理  

2.4　美日德旅游景区管理模式比较  

2.4.1　管理理念  

2.4.2　管理体制  

2.4.3　法律体系  

2.4.4　资金来源  

2.4.5　参与机制  

2.4.6　经营模式  

2.5　国际旅游景区开发运营经验借鉴  

2.5.1　坚持可持续发展  

2.5.2　完善管理模式  



2.5.3　坚持社会福利性  

2.5.4　清晰产权界定  

2.5.5　加强相关者参与  

   

第三章　2021-2023年中国旅游景区发展环境分析  

3.1　经济环境  

3.1.1　宏观经济概况  

3.1.2　对外经济分析  

3.1.3　工业运行情况  

3.1.4　固定资产投资  

3.1.5　宏观经济展望  

3.2　政策环境  

3.2.1　国家层面旅游景区政策  

3.2.2　地方层面旅游景区政策  

3.2.3　《旅游法》景区规定解读  

3.3　社会环境  

3.3.1　居民收入水平  

3.3.2　社会消费规模  

3.3.3　居民消费水平  

3.3.4　带薪休假情况  

3.3.5　居民出游现状  

3.4　旅游资源环境  

3.4.1　旅游资源基本介绍  

3.4.2　自然风景旅游资源  

3.4.3　人文景观旅游资源  

3.4.4　旅游资源四大特性  

3.4.5　典型旅游区旅游资源  

3.5　旅游产业环境  

3.5.1　旅游产业景气指数  

3.5.2　分项旅游业态现状  

3.5.3　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3.6　交通运输环境  



3.6.1　基础设施建设  

3.6.2　运输装备规模  

3.6.3　运输服务规模  

3.6.4　固定资产投资  

   

第四章　2021-2023年中国旅游景区综合分析  

4.1　中国旅游景区属性分析  

4.1.1　景区结构  

4.1.2　一线景区  

4.1.3　二三线景区  

4.1.4　人工景区  

4.2　中国旅游景区的建设发展综述  

4.2.1　旅游景区建设历程  

4.2.2　景区业战略调整  

4.2.3　景区创新发展思路  

4.3　中国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分析  

4.3.1　旅游景区发展现状  

4.3.2　景区价格调整情况  

4.3.3　门票业务模式变革  

4.3.4　景区月度榜单分析  

4.4　2021-2023年旅游景区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4.4.1　上市公司规模  

4.4.2　上市公司分布  

4.4.3　经营状况分析  

4.4.4　盈利能力分析  

4.4.5　营运能力分析  

4.4.6　成长能力分析  

4.4.7　现金流量分析  

4.5　旅游景区类公司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4.5.1　回溯与拆分  

4.5.2　企业估值方法  

4.5.3　公司溢价属性  



4.5.4　提升估值因素  

4.6　中国旅游景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4.6.1　存在认知问题  

4.6.2　产业发展矛盾  

4.6.3　环境保护缺失  

4.6.4　管理存在问题  

4.6.5　缺乏综合规划  

4.7　中国旅游景区发展建议  

4.7.1　旅游景区运营策略  

4.7.2　旅游景区建设策略  

4.7.3　旅游景区管理思路  

4.7.4　景区环境保护对策  

4.7.5　问题景区发展建议  

   

第五章　2021-2023年自然类旅游景区分析  

5.1　自然资源类旅游景区特征  

5.1.1　空间分布不均衡  

5.1.2　时间季节性  

5.1.3　主体品牌强势  

5.1.4　系统脆弱性  

5.2　特色自然类旅游景区发展分析  

5.2.1　森林旅游景区  

5.2.2　山岳旅游景区  

5.2.3　湖泊旅游景区  

5.2.4　峡谷旅游景区  

5.2.5　沙漠旅游景区  

5.2.6　水利旅游景区  

5.3　自然类旅游景区的定位与开发重点  

5.3.1　自然风景区资源品级  

5.3.2　自然风景区区域分布  

5.3.3　自然风景区可进入性  

5.3.4　自然风景区客源差异  



5.3.5　自然风景区开发侧重点  

5.4　自然类旅游景区的营销策略探索  

5.4.1　整体制定原则  

5.4.2　影响因素分析  

5.4.3　产品策略建议  

5.4.4　开发类型建议  

5.4.5　其他方面建议  

5.5　基于体验经济的自然类景区旅游产品设计思路  

5.5.1　以游客体验需求为中心  

5.5.2　对景区进行体验化设计  

5.5.3　以地域特色为基础开发  

   

第六章　2021-2023年人文类旅游景区分析  

6.1　人文旅游资源特征  

6.1.1　高隐性  

6.1.2　内在价值高  

6.1.3　开发难度大  

6.2　人文类旅游景区细分类别  

6.2.1　历史文化名城  

6.2.2　古代建筑  

6.2.3　古典园林  

6.2.4　古代宗教  

6.2.5　名人故居  

6.2.6　红色旅游景区  

6.3　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分析  

6.3.1　开发类型分析  

6.3.2　开发模式分析  

6.3.3　交通布局特征  

6.4　人文类旅游景区开发的问题分析  

6.4.1　盲目建设问题  

6.4.2　自然景观遭破坏  

6.4.3　发展不协调问题  



6.4.4　与史实不符问题  

6.5　人文类旅游景区的规划开发思路  

6.5.1　景观空间与旅游时间协调  

6.5.2　静态产品与动态产品结合  

6.5.3　自然空间与人文空间平衡  

6.5.4　处理好产品与产业的关系  

   

第七章　2021-2023年复合类旅游景区（风景名胜区）分析  

7.1　风景名胜区的基本概述  

7.1.1　概念界定  

7.1.2　行业性质  

7.1.3　资源质量  

7.1.4　行业导向  

7.1.5　行业特点  

7.1.6　开发模式  

7.2　2021-2023年风景名胜区建设综况  

7.2.1　体系建设  

7.2.2　法规和体制  

7.2.3　资源保护  

7.2.4　规划管理  

7.2.5　能力建设  

7.3　风景名胜区旅游竞争力评价分析  

7.3.1　竞争力的构成  

7.3.2　竞争力的来源  

7.3.3　竞争力评价原则  

7.3.4　竞争力评价内容  

7.3.5　竞争力评价体系  

7.4　风景名胜区发展中的问题  

7.4.1　管理体制问题  

7.4.2　资金供给问题  

7.4.3　社会监督问题  

7.4.4　立法管理问题  



7.5　风景名胜区管理策略探讨  

7.5.1　现行管理状况  

7.5.2　管理性质和原则  

7.5.3　权利与责任界定  

7.5.4　管理制度改革建议  

7.6　风景名胜区潜在的矛盾及应对建议  

7.6.1　规划编制与执行的矛盾  

7.6.2　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7.6.3　管理机构与各主管部门的矛盾  

7.6.4　景区发展与乡村发展的矛盾  

   

第八章　2021-2023年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分析  

8.1　中国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发展综述  

8.1.1　主题公园特征  

8.1.2　建设运营状况  

8.1.3　竞争格局分析  

8.1.4　企业发展路径  

8.1.5　未来发展趋势  

8.2　2021-2023年主题公园市场现状分析  

8.2.1　主题公园项目区域分布  

8.2.2　主题公园项目游客量  

8.2.3　现有主题公园市场容量  

8.2.4　主题公园细分类别市场  

8.2.5　主题公园游客量及票价  

8.2.6　连锁主题公园运营商  

8.2.7　主题公园投资额特征  

8.2.8　主题公园未来发展规划  

8.3　中国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发展动态  

8.3.1　上海迪士尼乐园  

8.3.2　华侨城主题公园  

8.3.3　华强方特主题公园  

8.3.4　长隆主题公园  



8.3.5　万达主题公园  

8.3.6　南宁中泰主题公园  

8.3.7　荔波冰雪世界主题乐园  

8.3.8　长城动漫全产业链布局  

8.4　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竞争分析  

8.4.1　产业竞争模型  

8.4.2　竞争要素分析  

8.4.3　竞争优势要素  

8.4.4　竞争策略分析  

8.5　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开发的成功因素  

8.5.1　主题选择与定位  

8.5.2　主题公园区位选择  

8.5.3　主题创意设计  

8.5.4　主题产品开发与更新  

8.5.5　主题公园文化内涵  

8.6　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的盈利模式  

8.6.1　经营增长盈利模式  

8.6.2　物业增值盈利模式  

8.6.3　品牌延伸盈利模式  

8.6.4　客源共享盈利模式  

8.7　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存在的问题  

8.7.1　数量多而规模小  

8.7.2　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8.7.3　盈利模式单一  

8.7.4　产品单一且缺乏创新  

8.8　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发展对策  

8.8.1　规划设计方案  

8.8.2　投资开发策略  

8.8.3　经营管理策略  

8.8.4　宏观调控措施  

8.8.5　营销策略分析  

8.8.6　服务创新策略  



   

第九章　2021-2023年社会类旅游景区分析  

9.1　乡村旅游景区  

9.1.1　可持续发展指导意见  

9.1.2　乡村旅游基本类型  

9.1.3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9.1.4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  

9.1.5　互联网+乡村旅游  

9.1.6　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9.1.7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9.2　农业观光园  

9.2.1　发展背景  

9.2.2　基本类型  

9.2.3　开发原则  

9.2.4　开发模式  

9.2.5　盈利模式  

9.2.6　问题分析  

9.2.7　发展建议  

9.2.8　规划设计  

9.3　工业旅游区  

9.3.1　发展背景  

9.3.2　理念与模式  

9.3.3　发展特点  

9.3.4　开发模式  

9.3.5　问题分析  

9.3.6　发展建议  

9.4　校园旅游  

9.4.1　发展背景  

9.4.2　基本类型  

9.4.3　开发原则  

9.4.4　开发模式  

9.4.5　问题分析  



9.4.6　发展建议  

   

第十章　2021-2023年分区域旅游景区发展状况  

10.1　东北地区  

10.1.1　黑龙江旅游景区分析  

10.1.2　吉林省旅游景区分析  

10.1.3　辽宁省旅游景区分析  

10.2　华北地区  

10.2.1　北京市旅游景区分析  

10.2.2　天津市旅游景区分析  

10.2.3　河北省旅游景区分析  

10.2.4　山西省旅游景区分析  

10.2.5　内蒙古旅游景区分析  

10.3　华东地区  

10.3.1　山东省旅游景区分析  

10.3.2　上海市旅游景区分析  

10.3.3　江苏省旅游景区分析  

10.3.4　浙江省旅游景区分析  

10.3.5　安徽省旅游景区分析  

10.3.6　江西省旅游景区分析  

10.4　华中地区  

10.4.1　河南省旅游景区分析  

10.4.2　湖北省旅游景区分析  

10.4.3　湖南省旅游景区分析  

10.5　华南地区  

10.5.1　广东省旅游景区分析  

10.5.2　广西自治区旅游景区分析  

10.5.3　海南省旅游景区分析  

10.5.4　福建省旅游景区分析  

10.6　西南地区  

10.6.1　重庆市旅游景区分析  

10.6.2　四川省旅游景区分析  



10.6.3　云南省旅游景区分析  

10.6.4　贵州省旅游景区分析  

10.6.5　西藏自治区旅游景区分析  

10.7　西北地区  

10.7.1　陕西省旅游景区分析  

10.7.2　青海省旅游景区分析  

10.7.3　甘肃省旅游景区分析  

10.7.4　宁夏自治区旅游景区分析  

10.7.5　新疆自治区旅游景区分析  

   

第十一章　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分析  

11.1　旅游景区项目规划开发流程  

11.1.1　旅游景区要素规划  

11.1.2　景区项目开发模式  

11.1.3　项目策划论证  

11.1.4　总体规划编制  

11.1.5　详细规划编制  

11.1.6　项目建议书写  

11.1.7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1.1.8　政府审批事项办理  

11.1.9　资金运作与招商引资  

11.1.10　建设准备与工程建设  

11.1.11　建设完成与开业运作  

11.2　旅游景区项目设计分析  

11.2.1　项目设计内容  

11.2.2　项目设计理念  

11.2.3　项目设计步骤  

11.2.4　运作计划制定  

11.3　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规划  

11.3.1　区位定位  

11.3.2　功能布局  

11.3.3　用地规划  



11.3.4　游线规划  

11.4　旅游景区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关键点  

11.4.1　风景旅游建筑规划体系  

11.4.2　建筑设计与自然景观结合  

11.4.3　建筑设计与区域物质结合  

11.4.4　建筑设计与游客感知结合  

11.5　旅游景区的服务设施规划  

11.5.1　住宿设施规划  

11.5.2　餐饮设施规划  

11.5.3　购物设施规划  

11.5.4　娱乐设施规划  

11.6　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规划  

11.6.1　交通设施规划  

11.6.2　给排水设施规划  

11.6.3　电力电信设施规划  

11.7　旅游景区的科学规划建设分析  

11.7.1　规划开发理念  

11.7.2　规划开发原则  

11.7.3　科学统筹措施  

11.8　特色自然资源旅游景区规划设计策略  

11.8.1　特色自然景区  

11.8.2　规划存在问题  

11.8.3　规划影响因素  

11.8.4　规划原则目标  

11.8.5　空间规划对策  

11.8.6　用地规划对策  

11.8.7　功能规划对策  

11.8.8　产品规划对策  

11.9　典型旅游景区的规划案例  

11.9.1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全域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  

11.9.2　武汉东湖风景区总体规划（2011-2025年）  

11.9.3　紫鹊界梯田&mdash;&mdash;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2-2025）  



11.9.4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发展规划（2011-2030年）  

   

第十二章　旅游景区的开发运营分析  

12.1　中国旅游景区开发思维分析  

12.1.1　旅游景区开发阶段  

12.1.2　旅游市场的定位思维  

12.1.3　旅游资源原生化思维  

12.1.4　旅游文化的活化思维  

12.1.5　规划的非标准化思维  

12.1.6　旅游产品差异化思维  

12.1.7　旅游业态休闲化思维  

12.1.8　运营核心吸引力思维  

12.2　中国旅游景区的主题策划分析  

12.2.1　旅游景区主题筛选  

12.2.2　旅游景区主题策划  

12.2.3　旅游景区主题线索  

12.3　旅游景区的主题形象定位分析  

12.3.1　主题形象的概念界定  

12.3.2　主题形象的构成要素  

12.3.3　主题形象的基本特征  

12.3.4　主题形象的定位原则  

12.3.5　主题形象的定位方法  

12.3.6　主题形象的塑造方法  

12.4　旅游景区的产品开发分析  

12.4.1　景区产品界定及类型  

12.4.2　景区产品特点及构成  

12.4.3　景区产品体系及组合  

12.4.4　景区产品的开发目标  

12.4.5　景区产品的生命周期  

12.5　旅游景区的信息化建设分析  

12.5.1　景区信息化系统组成  

12.5.2　景区信息化管理意义  



12.5.3　智慧化景区发展问题  

12.5.4　景区信息化管理策略  

12.5.5　旅游移动大数据建设  

12.6　旅游景区的开发运营策略探讨  

12.6.1　景区吸引力的塑造  

12.6.2　老景区的重新定位  

12.6.3　旅游景区合作发展  

12.6.4　景区开发模式建议  

12.6.5　景区环境保护措施  

   

第十三章　旅游景区的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13.1　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模式划分的依据  

13.1.1　景区经营主体的市场化程度  

13.1.2　景区经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  

13.1.3　景区及其经营主体的行政隶属关系  

13.1.4　景区的权属关系  

13.2　中国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模式体系  

13.2.1　整体租赁经营模式  

13.2.2　上市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  

13.2.3　非上市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  

13.2.4　隶属国有旅游企业集团开发经营模式  

13.2.5　隶属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  

13.2.6　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  

13.2.7　兼具旅游行政管理的网络复合经营管理模式  

13.2.8　兼具资源行政管理的复合经营管理模式  

13.2.9　隶属旅游主管部门的自主开发模式  

13.2.10　隶属资源主管部门的自主开发模式  

13.3　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透析  

13.3.1　法律法规的约束  

13.3.2　地方政府的影响  

13.3.3　导向及资本性质  

13.3.4　资源主管部门影响  



13.3.5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13.3.6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13.3.7　市场机制发育程度  

13.3.8　其他相关影响因素  

13.4　旅游景区利益关联主体分析  

13.4.1　国家  

13.4.2　社会公众  

13.4.3　地方政府  

13.4.4　旅游主管部门  

13.4.5　景区管理机构  

13.4.6　景区投资主体  

13.4.7　旅游消费者  

13.4.8　当地居民  

13.4.9　景区员工  

13.5　旅游景区主要经营管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13.5.1　整体租赁经营模式分析  

13.5.2　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研究  

13.5.3　上市公司经营模式案例研究  

13.5.4　网络复合经营管理模式案例研究  

13.5.5　旅游景区模式综合分析  

13.6　典型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模式特征及风险  

13.6.1　基本特征分析  

13.6.2　碧峰峡模式风险分析  

13.6.3　黄山模式风险分析  

13.6.4　富春江模式风险分析  

13.6.5　净月潭模式风险分析  

13.6.6　陕西旅游集团模式风险分析  

13.7　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模式分析  

13.7.1　景区经营权概念分析  

13.7.2　经营权转让基本模式  

13.7.3　经营权转让问题分析  

13.7.4　降低转让成本的途径  



13.7.5　经营权有偿转让分析  

   

第十四章　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与定价模式分析  

14.1　旅游景区的盈利模式分析  

14.1.1　门票经济模式  

14.1.2　拓展经济模式  

14.1.3　破除&ldquo;门票经济&rdquo;的措施  

14.2　景区门票的分类情况  

14.2.1　按门票性质分类  

14.2.2　按门票材料分类  

14.2.3　按门票品种分类  

14.2.4　按门票专题分类  

14.3　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构成要素分析  

14.3.1　资源品位  

14.3.2　成本投入  

14.3.3　游客满意度  

14.3.4　市场半径  

14.3.5　市场物价浮动  

14.3.6　淡旺季  

14.3.7　产品的公益性  

14.4　国内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水平分析  

14.4.1　门票价格指导意见  

14.4.2　门票价格运行情况  

14.4.3　门票降价发展现状  

14.4.4　营业利润影响分析  

14.5　国内旅游景区门票定价影响因素分析  

14.5.1　景区等级  

14.5.2　接待人数  

14.5.3　游客数量  

14.5.4　团体游客  

14.6　旅游景区门票的定价问题及策略探析  

14.6.1　门票定价依据  



14.6.2　门票定价问题  

14.6.3　定价基本原则  

14.6.4　定价基本策略  

14.6.5　门票定价建议  

14.6.6　差别化定价法  

14.6.7　公益性定价法  

14.6.8　景区发展案例  

   

第十五章　2021-2023年旅游景区的营销分析  

15.1　4Ps营销理念在旅游景区的运用  

15.1.1　产品  

15.1.2　价格  

15.1.3　分销  

15.1.4　促销  

15.2　旅游景区营销策略、战略目标的制定  

15.2.1　产品营销组合  

15.2.2　目标市场定位  

15.2.3　产品定位  

15.2.4　市场拓展模式  

15.2.5　战略目标确定  

15.2.6　品牌建设策略  

15.3　旅游景区的典型营销模式分析  

15.3.1　公共关系营销模式  

15.3.2　直销与分销商营销模式  

15.3.3　联合协作营销模式  

15.3.4　客源地营销模式  

15.3.5　产品体验营销模式  

15.4　旅游景区产品营销创新策略研究  

15.4.1　产品营销理论概述  

15.4.2　产品营销现状分析  

15.4.3　产品营销创新对策  

15.5　旅游景区的促销体系框架分析  



15.5.1　促销体系构建前提  

15.5.2　景区促销主体  

15.5.3　景区促销客体  

15.5.4　景区促销对象的延伸  

15.6　旅游景区的差异化营销策略探讨  

15.6.1　差异化实现途径  

15.6.2　差异化营销基础构建  

15.6.3　差异化营销策略整合  

15.7　旅游景区具体营销策略及案例分析  

15.7.1　景区淡季营销现状及策略  

15.7.2　自媒体旅游景区营销策略  

15.7.3　公园类旅游景区营销策略  

15.7.4　百里杜鹃旅游景区绿色营销  

   

第十六章　2021-2023年国外旅游景区成功案例分析  

16.1　美国黄石公园  

16.1.1　景区介绍  

16.1.2　主要景点  

16.1.3　发展目标  

16.1.4　开发现状  

16.1.5　管理经验  

16.2　迪士尼乐园  

16.2.1　景区介绍  

16.2.2　旅游开发现状  

16.2.3　发展战略分析  

16.2.4　开发管理经验  

16.2.5　园区发展启示  

16.3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  

16.3.1　景区介绍  

16.3.2　旅游开发现状  

16.3.3　开发管理经验  

16.4　新西兰峡湾国家公园  



16.4.1　景区介绍  

16.4.2　旅游开发现状  

16.4.3　开发管理经验  

16.5　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  

16.5.1　景区介绍  

16.5.2　旅游开发现状  

16.5.3　开发管理经验  

   

第十七章　2021-2023年中国旅游景区典型案例分析  

17.1　四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17.1.1　景区发展介绍  

17.1.2　景区运营状况  

17.1.3　景区管理模式  

17.1.4　景区重点工作  

17.1.5　景区发展目标  

17.2　安徽黄山风景名胜区  

17.2.1　黄山景区介绍  

17.2.2　景区运营状况  

17.2.3　景区发展规划  

17.2.4　景区发展展望  

17.3　湖北武当山风景名胜区  

17.3.1　景区发展介绍  

17.3.2　景区运营状况  

17.3.3　景区工作任务  

17.3.4　转型升级措施  

17.4　杭州西湖风景区  

17.4.1　西湖景区介绍  

17.4.2　经济主要指标  

17.4.3　景区运行特点  

17.4.4　黄金周运行情况  

17.4.5　旅游安全保障  

17.4.6　景区发展目标  



17.5　北京故宫博物院  

17.5.1　故宫景区介绍  

17.5.2　景区运营状况  

17.5.3　景区展览计划  

17.5.4　景区发展动态  

17.6　云南丽江古城景区  

17.6.1　丽江景区介绍  

17.6.2　景区发展特点  

17.6.3　景区运营状况  

17.6.4　景区监管情况  

17.6.5　智慧旅游发展  

17.6.6　景区发展经验  

17.6.7　景区发展目标  

17.7　广州市长隆旅游度假区  

17.7.1　长隆景区介绍  

17.7.2　景区运营状况  

17.7.3　景区发展经验  

17.7.4　园区规划方案  

17.7.5　园区规划项目  

17.7.6　园区规划建议  

17.8　深圳东部华侨城风景区  

17.8.1　景区介绍  

17.8.2　景区开发概况  

17.8.3　经营状况分析  

17.8.4　园区发展路径  

17.8.5　景区开发模式  

17.8.6　景区发展经验  

   

第十八章　2020-2023年旅游景区开发运营领先企业分析  

18.1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8.1.1　企业发展概况  

18.1.2　经营效益分析  



18.1.3　业务经营分析  

18.1.4　财务状况分析  

18.1.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1.6　公司发展战略  

18.1.7　未来前景展望  

18.2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8.2.1　企业发展概况  

18.2.2　经营效益分析  

18.2.3　业务经营分析  

18.2.4　财务状况分析  

18.2.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2.6　公司发展战略  

18.2.7　未来前景展望  

18.3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3.1　企业发展概况  

18.3.2　经营效益分析  

18.3.3　业务经营分析  

18.3.4　财务状况分析  

18.3.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3.6　公司发展战略  

18.3.7　未来前景展望  

18.4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8.4.1　企业发展概况  

18.4.2　经营效益分析  

18.4.3　业务经营分析  

18.4.4　财务状况分析  

18.4.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4.6　公司发展战略  

18.4.7　未来前景展望  

18.5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8.5.1　企业发展概况  

18.5.2　经营效益分析  



18.5.3　业务经营分析  

18.5.4　财务状况分析  

18.5.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5.6　公司发展战略  

18.5.7　未来前景展望  

18.6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8.6.1　企业发展概况  

18.6.2　经营效益分析  

18.6.3　业务经营分析  

18.6.4　财务状况分析  

18.6.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6.6　公司发展战略  

18.6.7　未来前景展望  

18.7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8.7.1　企业发展概况  

18.7.2　经营效益分析  

18.7.3　业务经营分析  

18.7.4　财务状况分析  

18.7.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7.6　公司发展战略  

18.7.7　未来前景展望  

   

第十九章　旅游景区开发运营企业项目投资建设案例深度解析  

19.1　长白山景区森林度假小镇项目  

19.1.1　项目基本概述  

19.1.2　项目建设背景  

19.1.3　建设可行性分析  

19.1.4　建设必要性分析  

19.1.5　经济效益分析  

19.2　南山竹海景区南山小寨项目  

19.2.1　项目基本概述  

19.2.2　建设价值分析  



19.2.3　建设可行性分析  

19.2.4　经济效益分析  

19.3　御水温泉景区改造项目  

19.3.1　项目基本概述  

19.3.2　建设价值分析  

19.3.3　募集资金情况  

19.3.4　实施进度安排  

   

第二十章　旅游景区项目投资开发潜力与招商引资分析  

20.1　旅游景区项目投资开发综合分析  

20.1.1　项目投资的特征介绍  

20.1.2　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  

20.1.3　项目投资开发的理念  

20.1.4　项目投资方式与渠道  

20.2　旅游景区项目投资开发影响因素  

20.2.1　环境维度  

20.2.2　市场维度  

20.2.3　资源维度  

20.2.4　产品维度  

20.2.5　收益维度  

20.2.6　资本维度  

20.2.7　运营维度  

20.3　旅游景区项目的招商引资分析  

20.3.1　景区招商成功经验  

20.3.2　景区招商误区分析  

20.3.3　景区招商影响因素  

20.3.4　景区招商主要渠道  

20.3.5　景区潜在招商对象  

20.3.6　景区招商引资策略  

20.4　对旅游景区投资机会及投资价值评估  

20.4.1　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20.4.2　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20.4.3　市场进入时机判断  

20.4.4　投资价值综合评估  

20.5　对旅游景区投资风险预警及建议  

20.5.1　行业投资风险提示  

20.5.2　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第二十一章　对2024-2030年旅游景区的前景及趋势分析  

21.1　中国旅游景区发展趋势分析  

21.1.1　规划主体趋势  

21.1.2　区域合作趋势  

21.1.3　个性需求趋势  

21.1.4　创意发展趋势  

21.2　对2024-2030年中国旅游景区预测分析  

21.2.1　2024-2030年中国旅游景区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21.2.2　2024-2030年中国旅游景区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目录  

图表　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  

图表　美国国家公园一级机构图  

图表　美日德国家公园管理模式比较  

图表　2018-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8-2022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图表　2018-2022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图表　2022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2年主要商品出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2年主要商品进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2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金额、增长速度及其比重  

图表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至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　2021-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2018-2022年三次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  

图表　2022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速度  

图表　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与运营能力  



图表　2021-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　2022年与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对比  

图表　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图表　2022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长  

图表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图表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速  

图表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图表　2022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图表　2022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图表　2021-2022年中国旅游产业景气指数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公路里程及公路密度  

图表　2022年全国公路里程分技术等级构成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图表　2022年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  

图表　2021-2022年全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构成（按主要用途分）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载客汽车拥有量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载货汽车拥有量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水上运输船舶拥有量  

图表　2022年全国水上运输船舶构成（按航行区域分）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城市客运装备拥有量  

图表　2018-2022年营业性客运量  

图表　2018-2022年营业性旅客周转量  

图表　2018-2022年营业性货运量  

图表　2018-2022年营业性货物周转量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图表　2018-2022年全国城市客运量  

图表　2018-2022年公路建设投资额及增长速度  

图表　二三线景区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图表　人工景区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图表　中国百强5A级景区区域分布  

图表　中国百强5A级景区省份分布  

图表　中国5A级景区百强榜单排名变化  

图表　中国5A级景区百强榜单排名上升景区种类占比  

图表　各省平均MBI指数水平  

图表　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名单  

图表　2017-2021年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及结构  

图表　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上市板分布情况  

图表　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地域分布情况  

图表　2018-2022年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长率  

图表　2018-2022年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及增长率  

图表　2018-2022年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与净利率  

图表　2018-2022年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指标  

图表　2018-2022年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指标  

图表　2018-2022年旅游景区行业上市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占比  

图表　旅游景区类企业会计拆分  

图表　景区类旅游企业自有现金流折线法示意图  

图表　景区类旅游企业可比公司法示意图  

图表　景区类旅游公司溢价双重属性  

图表　我国自然类景区各阶段发展特征及对策  

图表　自然类景区营销策略逻辑图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3043.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30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