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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为主要景观的旅游。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

提，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准则，并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生态系统，

采取生态友好方式，开展的生态体验、生态教育、生态认知并获得心身愉悦的旅游方式。  

      我国旅游业经过黄金十年，发展势头延续，今年以来中国旅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继续领

跑宏观经济。2016年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继续领跑宏观经济。其中，国内

旅游22.36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47%；上半年实现旅游总收入2.25万亿元，增长12.4%。

 旅游总人数及其增速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生态旅游市场分析预测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生态旅游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生态旅游行业规

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生态旅游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生

态旅游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生态旅游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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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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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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伊春市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的对策

 

第十三章 2012-2016年其他地区生态旅游业分析

13.1　海南

13.1.1　产业概况

13.1.2　前景规划

13.2　江苏

13.2.1　产业概况

13.2.2　前景规划

13.3　安徽

13.3.1　产业概况

13.3.2　前景规划

13.4　河南

13.4.1　产业概况

13.4.2　前景规划

13.5　江西

13.5.1　产业概况

13.5.2　前景规划

13.6　云南

13.6.1　产业概况

13.6.2　前景规划

13.7　贵州

13.7.1　产业概况

13.7.2　前景规划

13.8　山西

13.8.1　产业概况

13.8.2　前景规划

13.9　甘肃



13.9.1　产业概况

13.9.2　前景规划

13.10　陕西

13.10.1　产业概况

13.10.2　前景规划

13.11　新疆

13.11.1　产业概况

13.11.2　前景规划

13.12　西藏

13.12.1　产业概况

13.12.2　前景规划

 

第十四章 生态旅游业投资分析

14.1　旅游业的投资特性

14.1.1　旅游业投资的特点分析

14.1.2　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14.1.3　中国发展旅游产业基金的问题与风险

14.1.4　旅游业进入壁垒和退出机制

14.2　旅游业的政策扶持

14.2.1　国家旅游局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

14.2.2　中国旅游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发布

14.2.3　国内首部《旅游法》草案出台

14.2.4　多部门联合支持旅游业再融资问题

14.3　生态旅游业投资环境分析

14.3.1　中国旅游业投资规模稳定增长

14.3.2　我国旅游业投资面临的机遇

14.3.3　我国将促进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开发

14.3.4　生态旅游已成地方政府吸引投资的重点产业

14.4　我国生态旅游项目投资动态

14.4.1　江西145个生态旅游产业项目对外招商

14.4.2　吴川投资80亿建设文化生态旅游项目

14.4.3　秀山投资10亿开发盐水井湖生态旅游景区



14.4.4　邹城田黄镇投资亿元建生态旅游园区

 

第十五章 生态旅游业前景展望（ZY CW）

15.1　中国旅游业的趋势预测及趋势

15.1.1　我国旅游业将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15.1.2　中国旅游业市场前景展望

15.1.3　&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旅游业发展目标

15.1.4　中国旅游行业调研

15.2　中国生态旅游业开发前景分析

15.2.1　总体分析

15.2.2　风景名胜观光旅游

15.2.3　民俗旅游

15.2.4　体育旅游

15.2.5　考察/探险旅游

15.2.6　观光农业旅游

15.2.7　湖泊湿地旅游

15.2.8　山（岳）地旅游

15.2.9　草原旅游

15.2.10　森林旅游

 

附录：

附录一：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规程

附录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 26362-2011）

附件三：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 26362-2011）评分实施细则

附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草案）

附录五：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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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6年我国入境旅游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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