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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游客增速悲观的市场预期和连续两年低基数背景下的大概率反弹。2016年，由于厄尔尼诺现

象导致雨水增多、金顶佛像贴金使得全年游客增速负增长，2018年预报雨水天数并未减少，

且九寨沟在旅游旺季8月份发生地震，负面因素较多，2018年客流增速反弹概率大。2016

年-2018年峨眉山各月降雨天数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旅游景区行业前景展望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章。首

先介绍了旅游景区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旅游景区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

中国旅游景区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旅游景区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旅游景区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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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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中国旅游景区经营模式分析

第.一节旅游景区经营模式

一、政府配置模式

二、市场配置模式

三、景政合一模式

四、国家公园模式

第二节旅游景区盈利模式

一、门票经济模式

二、收益节点分析

（一）基础性收益节点

（二）支持性收益节点

（三）延伸性收益节点

三、产业链拓展模式

四、景区盈利模式选择

（一）景区产业价值链分析

（二）拓宽景区产业价值链

（三）延伸景区产业价值链

第三节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模式

一、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模式



（一）项目特许经营

（二）股份制合作经营

（三）整体租赁

二、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景区特性分析

（二）经营权转让问题及原因

（三）经营权转让的基本对策

第四节旅游景区融资模式

一、旅游景区融资现状及对策

（一）中小景区融资现状及其困境

（二）中小景区融资困境原因剖析

（三）治理中小景区融资困境对策

二、旅游景区融资模式分析

（一）上市融资

（二）招商融资

（三）门票抵押

（四）股份制改造

（五）资产证券化

 

第八章中国重点省市旅游景区开发

第.一节北京市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二节广东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三节四川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四节浙江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五节海南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六节河南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七节湖南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八节广西区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九节云南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十节陕西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十一节重庆市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十二节西藏区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十三节福建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十四节江苏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业发展规划分析

第十五节安徽省旅游景区开发

一、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二、旅游景区开发情况

（一）自然风光类

（二）历史古迹类

（三）民族文化类

（四）地域特色类

三、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第九章中国旅游景区相关上市企业分析

第.一节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景区运营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二节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景区运营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景区运营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四节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景区运营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五节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景区运营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六节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景区运营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十章年中国旅游景区开发前景及投资战略

第.一节年旅游业发展前景预测

一、旅游业发展规划481

二、旅游景区市场规模预测

三、国内游市场发展预测

四、入境游市场发展预测

五、在线游市场发展预测

第二节年旅游景区投资开发前景

一、景区项目投资问题

二、景区项目投资方式

（一）自然景区投资方式

（二）文化景区投资方式

（三）人造景区投资方式

三、景区项目投资模式

四、规范旅游景区投资行为

五、景区项目投资开发前景

第三节年旅游景区投资机会分析

一、旅游景区市场消费潜力

二、中国将成全球最大国内游市场



三、旅游景区投资环境分析

四、旅游景区具有良好投资价值

五、不同类型景区投资分析

第四节年旅游景区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二、竞争风险

三、市场风险

四、经营风险

五、自然灾害不可抗因素风险

第五节年旅游景区投资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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