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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书系：中国区域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1-2012）》总体框架遵循上一版
的结构，但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指标和分析方法，对2011年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回顾并
对2012年的发展予以展望，试图为政府决策、业界发展以及学术研究提供一个以区域为视角的旅游经
济运行状况。
全书共分六章，由马晓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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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区域旅游发展状况与特征一、区域旅游发展的总体状况（一）东部地区国内旅游领先地位进一
步强化，中西部出游力增长较快（二）东部地区入境旅游支撑能力强，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较大（三
）东、中、西部地区出境旅游继续全面增长（四）区域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二
、2011年区域旅游发展的新特征（一）区域旅游发展方式更趋常规化（二）区域旅游合作进一步深化
（三）区域旅游发展创新手段更加多样（四）海洋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受到高度重视（五）旅游与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区域旅游热点三、区域旅游发展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一）区域旅游局部投资过
热问题（二）区域旅游非均衡发展问题第二章 旅游客源地研究一、客源地潜在出游力概念解析二、客
源地潜在出游力识别与判断方法（一）指标体系（二）客源地潜在出游力识别与判断方法三、客源地
潜在出游力的总体特征（一）客源地潜在出游力的主要影响因子（二）客源地潜在出游力排名（三）
客源地潜在出游力的空间布局特征四、客源地潜在出游力空间分异的内在机制（一）客源地潜在出游
力空间分异内在机制的模型构建（二）影响潜在出游力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界定（三）客源地潜在出游
力的作用机制五、依据抽样调查资料的客源地总体特征（一）城镇客源地总体特征（二）农村客源地
总体特征六、客源地发展趋势展望（一）区域国家战略及城市群发育将使客源地格局呈现多点开花的
局面（二）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客源地整体格局将向中西部偏移（三）国家级
区域旅游规划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刺激居民的出游愿望第三章 旅游目的地研究一、我国旅游目的地研
究综述（一）旅游目的地综合评价（二）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三）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关系（四
）旅游目的地形象（五）旅游目的地营销（六）旅游目的地管理（七）旅游目的地与当地居民、环境
的关系（八）小结二、国内旅游目的地研究框架（一）旅游目的地研究思路（二）旅游目的地研究数
据来源三、国内旅游目的地识别（一）国内旅游接待量（二）国内旅游收入（三）国内重点旅游省份
的确定四、国内旅游目的地主要特征（一）国内旅游人均消费（二）国内旅游收入占GDP比重（三）
国内旅游人次与总人口比值五、国内旅游目的地发展驱动力（一）旅游景区指数（二）旅游接待能力
指数（三）游客满意度指数六、2012年国内旅游目的地发展预测（一）旅游目的地发展绩效（二）旅
游目的地发展驱动力（三）旅游目的地性质特征第四章 区域旅游流研究一、区域主要旅游流判断（一
）主要客源地空间分布呈现出较强的区域集聚性和经济导向性（二）主要目的地空间分布呈现出较强
资源经济导向性（三）我国主要旅游流流向二、区域旅游流主要特征（一）大尺度旅游流分析（二）
中尺度旅游流分析三、旅游流通道便捷度（一）旅游流通道便捷指数（二）旅游流通道便捷度分析四
、2012区域旅游流趋势展望（一）多种新兴形式旅游流不断涌现（二）中西部地区旅游流将进一步发
展（三）区域内部旅游流网络进一步完善，周末旅游流将急速增长（四）养生旅游导致旅游流形式将
进一步盛行第五章 典型案例分析一、贵州兴义：精准定位，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旅游对民族、落后地
区的带动作用（一）案例地概况（二）案例地的研究价值（三）案例地的主要做法二、河北承德：打
造国际旅游城市（一）案例地旅游资源概况（二）案例地经济社会发展概况（三）案例地的主要做法
三、天津滨海新区：国家级新区通过旅游统筹现代化产业全面发展（一）案例地概况（二）案例地的
研究价值（三）案例地的主要做法第六章 区域旅游发展环境与预测一、2012年区域旅游发展的环境二
、2012年区域旅游发展主要任务三、2012年区域旅游发展建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1-2>>

章节摘录

　　（三）案例地的主要做法　　1.精准的发展战略指引方向　　（1）国际化视角统筹滨海新区旅游
业发展。
滨海新区旅游业发展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契机，以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把滨海新区建成“以近代历史文化为主脉、山河湖海为载体、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滨海都市休闲
旅游中心”，并加快整个滨海新区旅游的国际化进程，使旅游业发展与滨海新区的开发相得益彰。
通过实施国际化旅游发展战略，将滨海新区打造成具有较高的国际旅游发展水平、完善的国际旅游保
障体系、优美的国际旅游环境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具体而言，滨海新区将在旅游产品、旅游营销、旅游服务、旅游资本、旅游人才等方面全面实现国际
化。
　　（2）打造全国旅游业发展的试验田和风向标。
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其旅游业的发展形态也将走在全国前列，起到先行先试的引领示范作用。
滨海新区多年来在发展中秉承勇于创新的产业发展理念，通过引入国内外最新旅游业发展技术，尝试
最新的发展理念，探索未知的发展领域，使得滨海新区旅游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使其未来成为
全国旅游业发展的试验田和风向标。
另外，滨海新区还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用更少的人力资源做出更大的成就。
　　（3）旅游与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战略。
近年来，滨海新区以国家政策支持为契机，实施“政企联手、部门联合、区域联盟、上下联动”的营
销机制，将整体营销和专项促销相结合，加大国内外宣传促销力度，提升滨海新区旅游知名度。
借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举办之际，积极打造标志性旅游景观，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倡导优质服务，创造
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
　　（4）通过产业融合，促成大旅游发展。
滨海新区通过深入挖掘经济社会产业体系完备的综合支撑优势，努力推进旅游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
业相互融合，努力推进大旅游与大工业、大农业、大服务、大文化的多产业联动，培育康体养生、商
务度假、生态体验、文化体验、后工业科技、新兴旅游等新业态，实现旅游产业经济的突破。
培育涵盖旅游6大产业要素、6大新产品新业态和10大产业体系的“6+6+10”的旅游大产业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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