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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5-2031年中国全域旅游市场供需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全

域旅游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全域旅游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全域旅游行业的现状、中国

全域旅游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全域旅游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全域旅游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全域旅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全域旅游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中国全域旅游行业发展综述1.1 全域旅游相关概述1.1.1 全域旅游发展概念及内涵分

析（1）全域旅游的提出与演进（2）全域旅游的概念界定（3）全域旅游的支撑基础（4）全

域旅游的发展架构（5）全域旅游的发展动力（6）全域旅游的价值目标（7）全域旅游对传统

旅游的颠覆1.1.2 全域旅游提出背景分析（1）经济发展背景（2）旅游发展背景（3）社会消费

背景（4）生态发展背景（5）城市发展背景1.1.3 全域旅游发展特征分析（1）全局性（2）空

间性（3）带动性（4）整合性（5）共享性1.1.4 全域旅游发展优势分析（1）景区覆盖优势（2

）旅游季节优势（3）要素发展优势（4）产业融合优势（5）组合营销优势1.2 中国全域旅游

发展环境分析1.2.1 经济环境（1）中国宏观经济概况（2）共享经济助力全域旅游（3）全域旅

游给经济带来的影响（4）全域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效应1.2.2 政策环境（1）全域旅游上升

国家战略（2）全域旅游发展中政府主导作用（3）创新政策供给助力全域旅游（4）导游体制

改革助推全域旅游（5）全域旅游相关政策（6）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分析1.2.3 社会环境（1）人

口规模与结构（2）居民收入水平（3）社会消费规模（4）居民消费水平（5）消费市场特征

（6）全民旅游意识1.2.4 资源环境1.3 中国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意义1.3.1 以全域旅游促进全面

发展1.3.2 全域旅游破解假日难题1.3.3 全域旅游丰富旅游供给1.3.4 发展全域旅游的其他意义第

二章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调查2.1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概况分析2.1.1 中国全域旅游

发展历程2.1.2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特征2.1.3 中国全域旅游问题分析2.2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现状分

析2.2.1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规模分析2.2.2 中国全域旅游开发区域分布2.2.3 中国全域旅游开发架

构分析2.2.4 中国全域旅游开发模式结构2.2.5 中国全域旅游经营效益分析2.2.6 中国全域旅游开

发重点方向2.3 中国全域旅游目的地分析2.3.1 全域旅游目的地类型介绍2.3.2 全域旅游目的地开

发模式2.3.3 全域旅游目的地营销分析2.4 中国全域旅游的空间与用地管理2.4.1 全域旅游的空间

与用地背景（1）全域旅游的空间需求缘由（2）全域旅游的旅游空间转变2.4.2 全域旅游的空

间管理2.4.3 全域旅游的用地思考2.5 中国全域旅游趋势预测及趋势分析第三章中国全域旅游模

式探索及实施战略分析3.1 中国全域旅游典型发展模式分析3.1.1 龙头景区带动型（1）龙头景

区带动模式定义（2）龙头景区带动模式特点（3）龙头景区带动模式适用状况分析（4）龙头

景区带动模式优劣势分析（5）龙头景区带动模式投资前景研究（6）龙头景区带动模式优秀



案例3.1.2 城市全域辐射型（1）城市全域辐射模式定义（2）城市全域辐射模式特点（3）城市

全域辐射模式适用状况分析（4）城市全域辐射模式优劣势分析（5）城市全域辐射模式投资

前景研究（6）城市全域辐射模式优秀案例3.1.3 全域景区发展型（1）全域景区发展模式定义

（2）全域景区发展模式特点（3）全域景区发展模式适用状况分析（4）全域景区发展模式优

劣势分析（5）全域景区发展模式投资前景研究（6）全域景区发展模式优秀案例3.1.4 特色资

源驱动型（1）特色资源驱动模式定义（2）特色资源驱动模式特点（3）特色资源驱动模式适

用状况分析（4）特色资源驱动模式优劣势分析（5）特色资源驱动模式投资前景研究（6）特

色资源驱动模式优秀案例3.1.5 产业深度融合型（1）产业深度融合模式定义（2）产业深度融

合模式特点（3）产业深度融合模式适用状况分析（4）产业深度融合模式优劣势分析（5）产

业深度融合模式投资前景研究（6）产业深度融合模式优秀案例3.1.6 主要模式对比（1）适用

情况对比（2）优劣势对比3.2 中国全域旅游模式实施战略分析3.2.1 探索全域旅游适配区域—

—在哪做？（1）经济综合实力较强县市（2）处于都市辐射圈，传统旅游资源不突出区县（3

）行政区域范围较小区县（4）旅游资源全域均质分布区县3.2.2 挖掘全域旅游资源潜力——靠

什么？（1）区位优势潜力挖掘（2）产业资源潜力挖掘（3）旅游资源潜力挖掘（4）文化资

源潜力挖掘（5）交通资源潜力挖掘（6）其他资源潜力挖掘3.2.3 理清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怎么做？（1）创新理念+全域旅游（2）协调理念+全域旅游（3）绿色理念+全域旅游（4）

开放理念+全域旅游（5）共享理念+全域旅游3.2.4 深度打造全方位的“全域”——做什么

？3.2.5 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如何落地？3.3 全域旅游行业前景调研3.3.1 市场监测3.3.2 市

场定位3.3.3 规划目标3.3.4 总体定位3.3.5 形象定位3.3.6 行业前景调研3.4 全域空间构建分析3.4.1

全域空间结构3.4.2 全域项目落地3.5 全域产品创新分析3.5.1 全域产品体系3.5.2 旅游产品设

计3.5.3 区域联动产品3.6 全域产业格局分析3.6.1 抓龙头3.6.2 铸链条3.6.3 建集群3.7 全域公共服

务建设3.7.1 全域交通系统3.7.2 全域服务体系3.7.3 全域服务配套3.8 全域保障体系建设3.8.1 体

制机制3.8.2 品牌营销3.8.3 运营管理第四章中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及经验借鉴4.1 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状况分析4.1.1 空间分布4.1.2 考核体系4.1.3 验收标准4.1.4 基本要求4.1.5 注意事项4.2 

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情况分析4.2.1 示范区名单4.2.2 示范区发展成果4.2.3 示范区应注意的问

题4.3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经验借鉴4.3.1 海南省（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

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3.2 宁夏回族

自治区（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

游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4 市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经验借鉴4.4.1 云南丽江市（1

）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

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4.2 江苏南京市（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4.3 河北张家口



市（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

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4.4 江西景德镇市（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

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4.4.5 湖南张家界市（1）全域旅

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4.4.6 

西藏拉萨市（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

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5 区县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经验借鉴4.5.1 北京怀

柔区（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

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5.2 上海松江区（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

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5.3 浙

江天台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

旅游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5.4 重庆奉节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

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5）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4.5.5 广西阳朔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特色（3）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

研（4）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5.6 甘肃武山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特色

（3）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4）全域旅游发展规划4.5.7 新疆乌鲁木齐县（1）全域旅游资源

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特色（3）全域旅游建设现状调研（4）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第五章中国

全域旅游区域发展优秀案例分析5.1 全域旅游下传统旅游目的地发展路径——以黄山市为

例5.1.1 传统旅游目的地的概念5.1.2 传统旅游地现状及问题5.1.3 黄山市发展全域旅游的必然

性5.1.4 黄山市发展全域旅游的现实基础5.1.5 黄山市发展全域旅游的机遇及路径5.2 全域旅游下

县域旅游发展分析——以安徽省霍山县为例5.2.1 县域旅游概念阐述5.2.2 全域旅游下县域旅游

发展分析5.2.3 全域旅游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分析5.2.4 霍山县全域旅游发展建议5.3 全域

旅游视角下海岛旅游开发分析——以舟山市为例5.3.1 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分析5.3.2 海岛旅游

市场营销情况分析5.3.3 舟山市海岛旅游开发概况5.3.4 舟山市开发全域旅游的必要性与可行

性5.4 少数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发展分析——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5.4.1 甘孜州发展全域旅游的

主要优势5.4.2 甘孜州旅游发展的主要成就5.4.3 甘孜州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5.4.4 甘孜州发展

全域旅游的建议5.5 丘陵地区全域旅游发展分析——以南充市高坪区为例5.5.1 丘陵地区旅游业

发展现状调研5.5.2 丘陵地区全域旅游发展优势5.5.3 高坪区全域旅游发展对策5.6 县级行政区全

域旅游发展分析——以浙江省象山县为例5.6.1 象山全域旅游发展现状调研5.6.2 象山全域旅游

发展优劣势5.6.3 象山全域旅游的发展路径第六章全域旅游时代中国旅游业发展趋势预测6.1 中

国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及对策6.1.1 中国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1）旅游业发展成就分析（2）旅

游业运行现状分析（3）旅游业市场规模分析（4）旅游业供给改革分析（5）旅游业转型升级

分析（6）旅游业发展的重大举措6.1.2 中国旅游业面临的问题分析6.1.3 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对



策6.2 基于全域旅游理念的旅游发展新模式6.2.1 旅游供给模式（1）当前旅游供给模式介绍（2

）全域旅游理念对旅游供给模式的颠覆（3）全域旅游理念下旅游供给模式的特征6.2.2 旅游需

求模式（1）当前旅游需求模式介绍（2）全域旅游理念对旅游需求模式的颠覆（3）全域旅游

理念下旅游需求模式的特征6.2.3 旅游开放模式（1）当前旅游开放模式介绍（2）全域旅游理

念对旅游开放模式的颠覆（3）全域旅游理念下旅游开放模式的特征6.3 全域旅游时代旅游业

的发展方向探索6.3.1 现代化发展6.3.2 集约化发展6.3.3 品质化发展6.3.4 国际化发展第七章全域

旅游背景下旅游细分行业发展分析7.1 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分析7.1.1 乡村旅游发展现

状及瓶颈（1）乡村旅游的概念特征（2）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乡村旅游发展瓶颈分

析7.1.2 乡村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1）乡村旅游是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发力点（2）全域旅游

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引（3）乡村旅游是实现全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7.1.3 全

域旅游模式对乡村旅游的影响7.1.4 乡村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

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实施战略（3）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开发模

式7.1.5 全域旅游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2 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游发展分析7.2.1 养老旅

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养老旅游的概念特征（2）养老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养老旅游发展

瓶颈分析7.2.2 养老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2.3 全域旅游模式对养老旅游的影响7.2.4 养老旅游全

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游实

施战略（3）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游开发模式7.2.5 全域旅游下养老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3 

全域旅游背景下古城旅游发展分析7.3.1 古城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古城旅游的概念特征

（2）古城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古城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3.2 古城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3.3 

全域旅游模式对古城旅游的影响7.3.4 全域旅游下古城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4 全域旅游背景下

休闲旅游发展分析7.4.1 休闲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休闲旅游的概念特征（2）休闲旅游开

发现状分析（3）休闲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4.2 休闲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4.3 全域旅游模式对休

闲旅游的影响7.4.4 休闲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7.4.5 全域旅游下休闲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5 

全域旅游背景下红色旅游发展分析7.5.1 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红色旅游的概念特征

（2）红色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红色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5.2 红色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5.3 

全域旅游模式对红色旅游的影响7.5.4 红色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全域旅游背景下红色

旅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红色旅游实施战略（3）全域旅游背景下红色旅游开发模

式7.5.5 全域旅游下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6 全域旅游背景下温泉旅游发展分析7.6.1 温泉旅

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温泉旅游的概念特征（2）温泉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温泉旅游发展

瓶颈分析7.6.2 温泉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6.3 全域旅游模式对温泉旅游的影响7.6.4 温泉旅游全

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全域旅游背景下温泉旅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温泉旅游实

施战略（3）全域旅游背景下温泉旅游开发模式7.6.5 全域旅游下温泉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7 



全域旅游背景下冰雪旅游发展分析7.7.1 冰雪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冰雪旅游的概念特征

（2）冰雪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冰雪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7.2 冰雪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7.3 

全域旅游模式对冰雪旅游的影响7.7.4 冰雪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全域旅游背景下冰雪

旅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冰雪旅游实施战略7.7.5 全域旅游下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路

径7.8 全域旅游背景下农业旅游发展分析7.8.1 农业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农业旅游的概念

特征（2）农业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农业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8.2 农业旅游全域发展必要

性7.8.3 全域旅游模式对农业旅游的影响7.8.4 农业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7.9 全域旅游背景下

观光旅游发展分析7.9.1 观光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观光旅游的概念特征（2）观光旅游开

发现状分析（3）观光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9.2 观光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9.3 全域旅游模式对观

光旅游的影响7.10 全域旅游背景下商务旅游发展分析7.10.1 商务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商

务旅游的概念特征（2）商务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商务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10.2 商务旅游全

域发展必要性7.10.3 全域旅游模式对商务旅游的影响7.10.4 商务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

全域旅游背景下商务旅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商务旅游实施战略（3）全域旅游背

景下商务旅游开发模式7.10.5 全域旅游下商务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第八章全域旅游背景下关联

产业发展趋势预测8.1 全域旅游背景下酒店业发展分析8.1.1 酒店行业发展现状及特征（1）酒

店行业发展现状调研（2）酒店行业发展格局（3）酒店行业发展机遇8.1.2 全域旅游时代经济

型酒店发展分析8.1.3 全域旅游时代景区酒店主要困境8.1.4 全域旅游时代酒店业经营投资前景

研究8.2 全域旅游背景下民宿业发展分析8.2.1 民宿行业发展现状及特征（1）民宿行业发展现

状调研（2）民宿行业数量及分布（3）民宿行业转型升级8.2.2 全域旅游理念下民宿行业发展

案例8.2.3 全域旅游时代民宿业经营投资前景研究8.3 全域旅游背景下餐饮业发展分析8.3.1 餐饮

行业发展现状及特征（1）餐饮行业发展现状调研（2）餐饮行业发展格局（3）餐饮行业发展

机遇8.3.2 全域旅游理念下餐饮行业发展案例8.3.3 全域旅游时代餐饮业经营投资前景研究8.4 全

域旅游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分析8.4.1 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8.4.2 优化交通体系推进全域旅

游8.4.3 全域旅游设施建设思维导向8.4.4 全域旅游设施建设提升路径8.4.5 PPP模式下的旅游设

施建设第九章特色小镇/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发展9.1 特色小镇+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分析9.1.1 

特色小镇发展现状调研9.1.2 特色小镇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意义（1）有助于推进供给侧与需

求侧的结合，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2）有助于资源整合共享，实现可持续发展（3）为未来

特色小镇建设注入活力9.1.3 特色小镇与全域旅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1）根据旅游资源禀赋，

理性推进特色小镇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2）注重顶层设计，把全域旅游理念融入特色小镇规

划建设（3）适当调整阶段性行业前景调研，以人为本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9.1.4 特色小镇与

全域旅游融合发展路径（1）以全域旅游理念把传统专业镇提升为特色小镇（2）将特色小镇

建设融入区域旅游业整体布局（3）推行“产业+旅游+”战略，积极探索融合创新9.1.5 特色



小镇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建议9.2 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分析9.2.1 互联网+带来的旅游大

数据变革9.2.2 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内容（1）创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2）构建互

联开放型全域旅游发展格局（3）启动区域内智慧工程，全方位拓展全域旅游营销模式9.2.3 互

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的示范效应（1）“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产生的经济效益（2

）“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对客源市场的影响力（3）“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

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9.2.4 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1）“互联网+全

域旅游”融合模式需真正满足客户需求（2）“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有效的起到对相

关行业的引领、促进效果（3）“互联网+全域旅游”融合模式建设信息系统是关键9.3 客栈与

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分析9.3.1 客栈与全域旅游融合的可能性（1）国内游客对旅游产品的消费升

级促进旅游格局转变（2）全域旅游项目的开发与实施，正外部性明显（3）全产业链的旅游

模式促进两者融合发展9.3.2 与全域旅游融合下客栈发展的模式定位（1）厘清客栈发展在其中

的职能（2）承担住宿与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功能（3）明确关注客找在全域旅游景区的发展方

向9.3.3 客栈与全域旅游融合定位驱动下的重点问题（1）有机化的规划安排客栈与全域旅游融

合发展模式（2）限定客栈区的商业化程度，增加对风土民情的体验（3）增强信息堆成化，

明确客找发展的规制问题9.3.4 客栈与全域旅游融合的路径构建（1）全产业链的视角下来开发

当地的旅游资源（2）政府相关部门发挥职能知道农户参与发展9.3.5 客栈与全域旅游融合展望

（1）发挥传统生产优势，推动客栈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2）引入具有当地特色的风土文化

，突出旅游项目的文化第十章上市公司全域旅游规划布局及投资状况分析10.1 上市公司在全

域旅游的规划布局10.1.1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企业管理分析（1）旅游企业管理基本特点（2）

全域旅游对企业旅游管理的影响（3）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企业的创新探索10.1.2 深圳华侨城

股份有限公司（1）企业发展概况（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3）全域旅游资源潜力（4）全域

旅游布局状况分析10.1.3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1）企业发展概况（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全域旅游资源潜力（4）全域旅游布局状况分析10.1.4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

企业发展概况（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3）全域旅游资源潜力（4）全域旅游布局状况分

析10.1.5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1）企业发展概况（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3）全域旅游资

源潜力（4）全域旅游布局状况分析10.1.6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企业发展概况（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3）全域旅游资源潜力（4）全域旅游布局状况分析10.1.7 宋城演艺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1）企业发展概况（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3）全域旅游优势分析（4）全域旅

游布局状况分析10.2 全域旅游相关上市公司投资分析10.2.1 上市公司全域旅游投资项目综

述10.2.2 国内上市旅游企业投资领域分析第十一章中国全域旅游行业前景调研及投资前景研

究11.1 全域旅游行业前景调研分析11.2 中国全域旅游投资前景研究11.2.1 发展全域旅游的思路

对策（1）从地理范畴分析（2）从产业范畴分析11.2.2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措施（1）创新行



业前景调研（2）创新经济和旅游规划（3）改革评价体系（4）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5）创

新旅游业态（6）试点先行、示范引领11.2.3 全域旅游战略性投资前景研究（1）强化全域旅游

顶层设计（2）强化各产业的融合（3）强化旅游配套设施建设（4）强化全域旅游的改革创新

（5）强化各旅游要素的集聚（6）强化全域旅游的宣传营销11.2.4 全域旅游的实现路径分析

（1）旅游吸引物要素优化组合（2）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3）创新区域综合管理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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