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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四川旅游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

了四川旅游相关概述、中国四川旅游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四川旅游市场发展的

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四川旅游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四川旅游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四川旅游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四川旅游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四川旅游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3年度，四川省旅游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呈现稳步发展和结构调整并存、三大市场

维持&ldquo;两高一降&rdquo;格局的特征。2013年1-12月四川省实现旅游 总收入3877.4亿元，

同比增长18.2%，全省旅游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2%，占服务业比重超过20.5%。 

　　一是国内旅游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3年1-12月, 四川省接待国内旅游人数4.87亿人次，

同比增长12.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830.04亿元，同比增长18.6%。 

　 　二是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升。2013年1-12月，四川省共接待入境旅游者209.56万人次，同

比下降7.8%，外汇收入7.64亿美元，同比下降 4.3%。12月当月，四川省接待入境游客12.94万

人次，同比增长32.8%，自4.20地震后，四川省入境旅游接待人数首次实现正增长。 

　　三是出境旅游市场持续增长。根据四川省旅行社组织出境记录，2013年四川省旅行社共

组织74.2万居民出境旅游，增长10.4%。 

　　四是旅游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成效显著。1-12月，今年四川省旅游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300

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四川省旅游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768亿元，同比增长19%。 

　 　五是旅游消费呈现递增趋势。根据我省城市居民旅游消费调查报告显示，39.1%的被访者

表示在四季度有出游的经历，较三季度增加2.4个百分点；在消费 情况方面，四季度全省人均

月消费1626.3元，人均月旅游消费344.0元，全省有旅游家庭人均月消费2093.4元；有旅游家庭

人均月旅游消费 897.1元，均比三季度的调查数据有所增加。总体来看，受国庆大假及金秋旅

游等因素影响，四季度我省旅游消费进入旺季，主要指标较三季度增加。根据调查 的二、三

、四季度测算，城市居民旅游消费呈递增趋势，2013年旅游消费支出占全年消费的20%。 

　　六是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贡献突出。一是农 民旅游收入增长速度快。2013年四川农民从

旅游发展中得到人均纯收入621.9元，比上年人均增加80.6元，增长14.9%，比全省农民人均纯

收入平 均增长速度快2.1个百分点；二是所占农民收入比重提高。2013年农民从旅游业发展中

得到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达到7.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 点。 

　　四川省旅游业的恢复带来人流、物资流、信息流，带动了产业和社会的全面恢复，促进

了灾区社会面貌、游客信心和投资商信心的全面恢复。预计到2015年，旅游业总收入占四川



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会达到13.6%，从而成为真正的支柱产业。 

第一章　旅游业相关概述 

1.1　旅游产业相关概念及旅游类型划分 

1.1.1　旅游的定义 

1.1.2　旅游业的定义 

1.1.3　旅游类型的划分 

1.1.4　旅游资源 

1.2　旅游产业的特征 

1.2.1　综合性 

1.2.2　关联性 

1.2.3　敏感性 

1.2.4　季节性 

1.3　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3.1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概述 

1.3.2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 

1.3.3　旅游业成为中国战略性支柱产业 

第二章　2011-2013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2.1　2011-2013年中国旅游业发展综述 

2.1.1　&ldquo;十一五&rdquo;中国旅游业发展走势概述 

2.1.2　中国旅游业正迈入全民消费新时代 

2.1.3　旅游业与环境的发展关系 

2.1.4　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分析 

2.1.5　中国旅游业转型与产业政策选择分析 

2.2　2011-2013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 

2.2.1　2011年中国旅游业发展状况 

2.2.2　2011年中国旅游业特点分析 

2.2.3　2012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 

2.2.4　2013年中国旅游业运行状况 

2.2.5　2013年中国旅游业热点分析 

2.3　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经济学分析 

2.3.1　旅游资源开发作为产品的经济学特征 



2.3.2　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机制 

2.3.3　旅游资源开发中政府的合理定位 

2.4　中国旅游业面临的挑战 

2.4.1　中国旅游业需要重视的问题 

2.4.2　中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2.4.3　中国旅游业中存在的不足 

2.4.4　中国旅游资源的产权问题分析 

2.5　中国旅游业发展策略 

2.5.1　中国当前旅游业发展的措施 

2.5.2　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策略 

2.5.3　应构建中国现代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2.5.4　中国旅游业持续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第三章　2011-2014年四川旅游业发展分析 

3.1　四川省旅游资源基础 

3.1.1　旅游资源概况 

3.1.2　人文旅游资源 

3.1.3　自然旅游资源 

3.1.4　旅游资源分布特点 

3.2　四川省旅游业发展综述 

3.2.1　四川省旅游产业的总体成就 

3.2.2　四川省旅游产业的成功秘诀 

3.2.3　四川省旅游产业的推动措施 

3.2.4　四川旅游事件营销成效显著 

3.2.5　&ldquo;转型&rdquo;成四川旅游业突围方向 

3.3　2011年四川省旅游业发展分析 

3.3.1　旅游市场增势强劲 

3.3.2　旅游企业效益提升 

3.3.3　宣传营销成效显著 

3.3.4　产业发展持续加快 

3.4　2012年四川省旅游业发展分析 

3.4.1　旅游产业运行简况 



3.4.2　假日旅游市场情况 

3.4.3　政策发布实施状况 

3.5　2013年四川省旅游业发展分析 

3.5.1　旅游经济运行特征 

3.5.2　旅游示范建设成果 

3.5.3　旅游产业政策动态 

3.5.4　旅游产业评选情况 

3.6　2013年四川省假日旅游发展状况 

3.6.1　元旦小长假 

3.6.2　春节黄金周 

3.6.3　清明小长假 

3.6.4　&ldquo;五一&rdquo;小长假 

3.6.5　端午小长假 

3.6.6　中秋小长假 

3.6.7　&ldquo;十一&rdquo;黄金周 

3.7　2014年四川省旅游业发展分析 

3.7.1　旅游业发展战略 

3.7.2　旅游业区域重点 

3.7.3　旅游业重点项目 

3.8　四川省旅游信息化发展分析 

3.8.1　信息化建设现状 

3.8.2　信息化建设的不足 

3.8.3　信息化面临的问题 

3.8.4　信息化发展的建议 

3.8.5　信息化建设目标及任务 

3.9　四川省旅游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3.9.1　四川旅游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3.9.2　四川旅游资源开发的路径思考 

3.9.3　促进四川省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第四章　2011-2013年成都旅游业发展分析 

4.1　成都旅游业的发展综述 



4.1.1　&ldquo;十一五&rdquo;成都旅游业回顾 

4.1.2　成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4.1.3　成都旅游业加快国际化发展 

4.1.4　成都旅游业吸引力不断增强 

4.2　2011-2013年成都旅游业运行分析 

4.2.1　2011年成都旅游业运行状况 

4.2.2　2012年成都旅游业运行状况 

4.2.3　2013年成都旅游业运行状况 

4.3　2011-2013年成都节假日旅游市场发展分析 

4.3.1　2011年国庆黄金周成都旅游市场状况 

4.3.2　2012年春节黄金周成都旅游市场状况 

4.3.3　2012年国庆黄金周成都旅游市场状况 

4.3.4　2013年春节黄金周成都旅游市场状况 

4.3.5　2013年五一小长假成都旅游市场状况 

4.3.6　2013年国庆黄金周成都旅游市场状况 

4.4　成都旅游业的问题及策略 

4.4.1　成都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4.4.2　成都旅游形象定位的问题 

4.4.3　成都旅游业的发展策略分析 

4.4.4　成都旅游形象定位的思考 

4.5　成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4.5.1　成都旅游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4.5.2　成都旅游业未来发展思路及战略 

4.5.3　&ldquo;十二五&rdquo;成都市旅游业发展规划 

第五章　2011-2013年阿坝州旅游业发展 

5.1　2011-2013年阿坝州旅游业发展概况 

5.1.1　阿坝州旅游业实现快速发展 

5.1.2　阿坝州旅游业发展的成功因素 

5.1.3　2012年阿坝州旅游业发展状况 

5.1.4　2013年阿坝州旅游业发展状况 

5.1.5　2013年阿坝州假日旅游发展情况 



5.1.6　2013年阿坝州生态旅游发展情况 

5.2　2011-2013年阿坝州部分县域旅游业的发展 

5.2.1　红原县 

5.2.2　若尔盖县 

5.2.3　理县 

5.2.4　松潘县 

5.2.5　金川县 

5.2.6　马尔康县 

5.2.7　黑水县 

5.3　2011-2013年九寨沟旅游业分析 

5.3.1　基本介绍 

5.3.2　发展现状 

5.3.3　运行亮点 

5.3.4　标准制定 

5.3.5　成功经验 

5.4　2011-2013年汶川旅游业分析 

5.4.1　汶川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 

5.4.2　汶川旅游产业重建成就综述 

5.4.3　汶川水磨古镇重建成旅游胜地 

5.4.4　汶川假日旅游市场蓬勃发展 

5.5　阿坝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分析 

5.5.1　基本情况 

5.5.2　问题分析 

5.5.3　战略思考 

5.6　阿坝州旅游业发展前景分析 

5.6.1　未来发展重点 

5.6.2　未来发展目标 

第六章　2011-2013年其他地区旅游业发展 

6.1　2011-2013年都江堰旅游业分析 

6.1.1　都江堰旅游业已全面恢复 

6.1.2　都江堰探索旅游发展新模式 



6.1.3　都江堰构建三大旅游功能区 

6.1.4　都江堰打造世界熊猫家园 

6.1.5　都江堰农业观光旅游产业进展 

6.1.6　都江堰国际旅游城市发展战略 

6.2　2011-2013年绵阳旅游业分析 

6.2.1　绵阳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6.2.2　国庆黄金周绵阳旅游市场态势 

6.2.3　绵阳旅游业宣传营销模式转变 

6.2.4　绵阳倾力打造李白文化旅游目的地 

6.2.5　未来5年绵阳旅游业发展规划解读 

6.3　2011-2013年广元旅游业分析 

6.3.1　2012年广元旅游产业发展状况 

6.3.2　2013年国庆黄金周广元旅游市场态势 

6.3.3　广元朝天区大旅游格局初步形成 

6.3.4　广元青溪古城成为国家4A景区 

6.3.5　广元市&ldquo;十二五&rdquo;旅游业发展规划 

6.4　2011-2013年广安旅游业分析 

6.4.1　2011年广安旅游业发展状况 

6.4.2　2012年广安旅游业发展状况 

6.4.3　2013年广安旅游业发展状况 

6.4.4　广安改善交通环境促旅游发展 

6.4.5　广安市&ldquo;十二五&rdquo;旅游业发展规划 

6.5　2011-2013年其他地区旅游业分析 

6.5.1　2013年甘孜州旅游业运行状况 

6.5.2　绵竹旅游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6.5.3　雅安灾后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 

6.5.4　彭州乡村旅游的发展状况分析 

第七章　2011-2013年四川省文化旅游业发展分析 

7.1　2011-2013年四川省文化旅游业整体概况 

7.1.1　资源介绍 

7.1.2　发展基本概况 



7.1.3　发展存在的不足 

7.1.4　发展的目标与对策 

7.2　2011-2013年四川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7.2.1　基本情况 

7.2.2　发展难题 

7.2.3　两大趋向 

7.2.4　发展对策 

7.3　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的社会融资分析 

7.3.1　主要经验解析 

7.3.2　面临的挑战 

7.3.3　投资的建议 

第八章　2011-2013年四川旅游其他产品分析 

8.1　2011-2013年四川生态旅游业分析 

8.1.1　行业发展总况 

8.1.2　行业收入规模 

8.1.3　行业发展热点 

8.1.4　行业面临的问题 

8.1.5　发展前景分析 

8.2　2011-2013年四川红色旅游业分析 

8.2.1　行业发展概况 

8.2.2　行业收入规模 

8.2.3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2.4　行业发展规划 

8.3　2011-2013年四川乡村旅游业分析 

8.3.1　行业发展概况 

8.3.2　行业发展特征 

8.3.3　行业收入规模 

8.3.4　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8.3.5　行业发展规划 

第九章　2011-2013年四川旅游业相关行业发展分析 



9.1　2011-2013年四川酒店、旅行社分析 

9.1.1　四川星级酒店数量统计 

9.1.2　四川星级酒店发展状况 

9.1.3　四川旅行社的满意度调查 

9.1.4　四川旅行社的特点和需求 

9.1.5　四川旅行社标准化建设状况 

9.2　2011-2013年四川餐饮业分析 

9.2.1　2011年四川餐饮业发展状况 

9.2.2　2012年四川餐饮业发展状况 

9.2.3　2013年四川餐饮业发展状况 

9.2.4　四川《关于支持餐饮业转型发展的意见》 

9.2.5　《四川省川菜产业发展规划（2013-2015）》解读 

9.3　四川交通运输配套设施情况 

9.3.1　四川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9.3.2　2012年四川省交通运输业状况 

9.3.3　2013年四川省交通运输业状况 

9.3.4　2013年四川省高速公路建设情况 

9.4　四川会展业发展分析 

9.4.1　四川积极促进会展业发展 

9.4.2　四川会展业发展现状分析 

9.4.3　四川会展业的机遇和挑战 

9.4.4　四川会展业未来发展规划 

第十章　四川旅游业投资及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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