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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旅游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旅游产业相关概念及旅游类型划分

　　　　一、旅游的定义

　　　　二、旅游业的定义

　　　　三、旅游类型的划分

　　　　四、旅游资源

　　第二节、旅游产业的特征

　　　　一、综合性

　　　　二、关联性

　　　　三、敏感性

　　　　四、季节性

　　第三节、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世界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

　　　　三、旅游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

第二章、旅游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第一节、宏观经济环境

　　　　一、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二、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三、2012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四、中国经济发展走势预测

　　第二节、政策环境分析

　　　　一、旅游业首次被确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二、国家政策大力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

　　　　三、2011年国家旅游局要求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

　　　　四、2012年多部门联合支持旅游业再融资问题

　　　　五、内地与香港将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



　　第三节、相关政策文件

　　　　一、《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二、《财政部关于开展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试点的公告》

　　　　三、《中国旅游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纲要》

　　　　四、《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

导意见》

　　　　五、《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第三章、相关行业及因素推动旅游业发展

　　第一节、酒店业

　　　　一、酒店业是旅游产业中系统组合与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二、2009年中国酒店业发展分析

　　　　三、2010年中国酒店业逐渐回暖

　　　　四、2011年中国酒店业发展分析

　　　　五、中国酒店业发展前景广阔

　　第二节、餐饮业

　　　　一、餐饮业对酒店业的影响

　　　　二、2009年中国餐饮业的发展分析

　　　　三、2010年中国餐饮业的发展分析

　　　　四、2011年中国餐饮业的发展分析

　　　　五、中国餐饮业发展趋势展望

　　第三节、会展产业

　　　　一、会展业与酒店业互动发展分析

　　　　二、2010年中国会展业发展综述

　　　　三、2011年中国会展业发展状况

　　　　四、中国会展业的SWOT分析及发展建议

　　　　五、&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会展业将有更大发展

　　第四节、交通业

　　　　一、2009年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分析

　　　　二、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1年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分析

　　　　四、2012年一季度中国交通运输业运行概况



　　　　五、区域交通网络对旅游业的影响与发展策略

第四章、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全球旅游业发展概述

　　　　一、世界旅游业的起源

　　　　二、2009年世界旅游业发展状况

　　　　三、2010年全球旅游业发展概况

　　　　四、2011年全球旅游业发展概况

　　第二节、中国旅游业发展综述

　　　　一、&ldquo;十一五&rdquo;中国旅游业发展走势概述

　　　　二、中国旅游业正迈入全民消费新时代

　　　　三、旅游业与环境的发展关系

　　　　四、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分析

　　　　五、中国旅游业转型与产业政策选择分析

　　第三节、2009-2012年一季度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

　　　　一、2009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二、2010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三、2011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

　　　　四、2012年一季度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

　　第四节、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经济学分析

　　　　一、旅游资源开发作为产品的经济学特征

　　　　二、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机制

　　　　三、旅游资源开发中政府的合理定位

　　第五节、中国旅游业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二、中国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旅游资源的产权问题分析

　　第六节、中国旅游业发展策略

　　　　一、中国当前旅游业发展的措施

　　　　二、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策略

　　　　三、应构建中国现代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四、中国旅游业持续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第五章、入境旅游市场分析

　　第一节、入境旅游的产业地位探讨

　　　　一、入境旅游概述

　　　　二、从国民经济角度分析入境旅游的产业地位

　　　　三、从旅游业角度分析入境旅游的产业地位

　　　　四、提高中国入境旅游产业地位的建议分析

　　第二节、入境旅游现状分析

　　　　一、2009年入境旅游状况

　　　　二、2010年入境旅游状况

　　　　三、2011年入境旅游状况

　　　　四、2012年一季度入境旅游状况

　　第三节、对入境旅游消费结构状况的分析

　　　　一、入境过夜旅游消费者旅游消费概述

　　　　二、入境过夜旅游者旅游消费结构的现状

　　　　三、影响旅游消费结构的因素分析

　　第四节、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与建议

　　　　一、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

　　　　二、我国入境旅游面临的新形势及战略方向

　　　　三、提高中国入境旅游行业竞争力的建议

　　　　四、开拓入境旅游市场的建议

第六章、生态旅游

　　第一节、生态旅游的相关概述

　　　　一、生态旅游含义与产生的背景

　　　　二、生态旅游的内涵与经济意义分析

　　　　三、生态旅游与传统旅游的差异

　　　　四、生态旅游得以发展的原因

　　　　五、生态旅游的特点

　　　　六、开展生态旅游的意义

　　第二节、中国生态旅游的发展概况

　　　　一、生态旅游成为一种新的旅游观

　　　　二、对中国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三、中国生态旅游要拒绝人工化

　　　　四、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旅游发展道路探索

　　第三节、中国部分区域生态旅游发展动态

　　　　一、2010年张家界武陵源打造中国生态旅游品质农业先导区

　　　　二、2010年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圈建设加快推进

　　　　三、2011年四川生态旅游业再创佳绩

　　　　四、2011年广西出台新政扶持生态旅游发展

　　　　五、2011年云南南涧县生态旅游亮点初现

　　　　六、2011年湖北恩施计划建中部地区最大生态旅游休闲城

　　　　七、2012年一季度四川生态旅游业快速发展

　　　　八、&ldquo;十二五&rdquo;山西平顺将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第四节、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浅析

　　　　一、西部地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

　　　　二、西部生态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就业与旅游收入分配的研究

　　　　三、西部生态旅游模式与融资分析

　　第五节、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分析

　　　　一、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概述

　　　　二、生态旅游区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三、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mdash;制约机制

　　　　四、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的优化策略

　　第六节、生态旅游面临的问题

　　　　一、生态旅游面临的困境

　　　　二、中国生态旅游实践中的问题

　　　　三、生态旅游存在的误区分析

　　　　四、生态旅游被泛化或曲解

　　第七节、生态旅游发展建议与规划

　　　　一、中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

　　　　二、加强生态旅游区环境管理的途径

　　　　三、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四、生态旅游的发展与规划

第七章、黄金周旅游



　　第一节、中国黄金周旅游的发展现状

　　　　一、2009年春节黄金周旅游经济发展概况

　　　　二、2009年&ldquo;十一&rdquo;超长黄金周旅游市场兴旺

　　　　三、2010年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概况

　　　　四、2010年&ldquo;十一&rdquo;黄金周旅游市场状况

　　　　五、2011年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状况

　　　　六、2011年&ldquo;十一&rdquo;黄金周旅游市场状况

　　　　七、2012年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状况

　　第二节、2010年&ldquo;十一&rdquo;黄金周部分省市旅游业的发展

　　　　一、四川

　　　　二、深圳

　　　　三、南京

　　　　四、西安

　　　　五、郑州

　　第三节、2011年&ldquo;十一&rdquo;黄金周部分省市旅游业的发展

　　　　一、广州

　　　　二、深圳

　　　　三、江苏

　　　　四、丽江

　　　　五、武汉

　　第四节、2012年春节黄金周部分省市旅游业的发展

　　　　一、北京

　　　　二、深圳

　　　　三、南京

　　　　四、浙江

　　　　五、福建

　　第五节、黄金周旅游市场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取消&ldquo;五一&rdquo;黄金周未能缓解扎堆出行

　　　　二、黄金周旅游压力大

　　　　三、黄金周旅游亟须走出&ldquo;低价竞争&rdquo;误区

　　　　四、黄金周旅游的主要问题

　　第六节、中国黄金周旅游的建议与启示



　　　　一、黄金周旅游两种现象要注意

　　　　二、把握黄金周旅游的新趋向

　　　　三、中国实行黄金周的启示

第八章、红色旅游

　　第一节、红色旅游相关概述

　　　　一、红色旅游的概念和界定

　　　　二、红色旅游资源的特点

　　　　三、红色旅游的社会价值分析

　　第二节、中国红色旅游的发展概况

　　　　一、我国红色旅游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涌现红色旅游潮

　　　　三、中国红色旅游业发展形势喜人

　　　　四、2011年我国红色旅游繁荣发展

　　第三节、部分省市红色旅游产业分析

　　　　一、红色旅游拉动湖南产业大发展

　　　　二、陕西省红色旅游蓬勃发展

　　　　三、四川大力推进红色旅游发展

　　　　四、广西加快红色旅游业发展

　　　　五、甘肃会宁加快步伐全力打造红色旅游

　　　　六、江西省红色旅游业发展提速

　　　　七、贵州省红色旅游业规模初现

　　　　八、云南省红色旅游业发展迅速

　　　　九、辽宁着力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地位

　　第四节、红色旅游的问题分析

　　　　一、红色旅游中的主要问题

　　　　二、红色旅游缺乏严肃

　　　　三、红色旅游景区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红色旅游发展面临障碍

　　　　五、投融资问题成红色旅游发展掣肘

　　第五节、发展红色旅游的策略与建议

　　　　一、发展红色旅游的对策



　　　　二、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推动红色旅游发展

　　　　三、老区建设与&ldquo;红色旅游&rdquo;事业相互促进

　　　　四、以社区旅游模式来推动红色旅游和谐发展

　　　　五、红色旅游需可持续发展

　　　　六、利用资本市场打造红色旅游业

　　第六节、2011-2015年红色旅游业发展规划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发展目标

　　　　四、主要任务

　　　　五、主要措施

第九章、温泉旅游

　　第一节、温泉的历史回顾

　　　　一、温泉文化的起源及变迁

　　　　二、《水经注》中的温泉记载

　　第二节、温泉的相关疗效及分类

　　　　一、温泉的成因与疗效

　　　　二、温泉的主要类型

　　　　三、温泉旅游基本构成条件分析

　　第三节、各地名泉介绍

　　　　一、全球十个城市的别致温泉

　　　　二、中国十大温泉度假区

　　　　三、&ldquo;赤城&rdquo;关外第一泉

　　　　四、北京昌平小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第四节、中国温泉旅游发展现状

　　　　一、温泉旅游渐成旅游时尚首选

　　　　二、温泉旅游受热捧掀起开发热潮

　　　　三、同质化成温泉旅游业发展制约因素

　　　　四、浅析温泉旅游的发展走向

　　第五节、广东温泉旅游业发展分析

　　　　一、广东温泉旅游业逐步加快发展



　　　　二、广东温泉旅游发展特点剖析

　　　　三、广东温泉旅游应以品牌为核心推动发展

　　　　四、广东温泉旅游应以文化为切入点走特色经营道路

　　　　五、广东温泉旅游向国际化迈进的对策

　　第六节、其他地区温泉旅游发展概述

　　　　一、江西

　　　　二、重庆

　　　　三、福建

　　　　四、辽宁

　　　　五、湖北咸宁

　　　　六、甘肃通渭

　　第七节、温泉旅游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

　　　　一、温泉发展变化

　　　　二、市场

　　　　三、定位

　　　　四、产品

第十章、健康旅游

　　第一节、健康旅游相关概述

　　　　一、健康旅游概念诠释

　　　　二、健康旅游发展背景

　　　　三、健康旅游主要项目

　　　　四、健康旅游的意义

　　第二节、国外健康旅游业的发展

　　　　一、世界健康旅游业的发展概况

　　　　二、世界健康旅游业的发展基础

　　　　三、全球健康旅游业逐渐兴盛

　　　　四、东南亚健康养生旅游客源市场分析

　　　　五、马来西亚推广发展健康旅游业

　　第三节、中国健康旅游业的发展

　　　　一、中国健康旅游业发展方兴未艾

　　　　二、中国健康旅游产品供给丰富



　　　　三、中国健康旅游的市场需求

　　　　四、中国健康旅游市场大有可为

　　第四节、海南省健康旅游业发展分析

　　　　一、海南将建成国际级健康旅游目的地

　　　　二、海南促进中医康复保健旅游业发展

　　　　三、海南舟山市健康旅游业发展分析

　　　　四、海南五指山市医疗健康旅游产业发展分析

　　第五节、云南省健康旅游业发展分析

　　　　一、云南健康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及意义

　　　　二、云南腾冲全力打造健康旅游品牌

　　　　三、云南保山将建成一流休闲健康旅游目的地

　　　　四、云南健康旅游业的发展重点及对策

　　第六节、其他地区健康旅游发展概况

　　　　一、广东积极推动中医药养生健康旅游业发展

　　　　二、珠海发展健康旅游产业优势明显

　　　　三、广西将促进养生健康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河北廊坊燕郊积极发展健康旅游业

　　　　五、湖北十堰将发展武当山健康旅游业

　　第七节、我国适宜开发的健康旅游产品

　　　　一、文化健康旅游

　　　　二、医疗健康旅游

　　　　三、游乐健康养生

　　　　四、美食健康旅游

　　　　五、生理美容养生

　　　　六、运动健康旅游

　　　　七、生态健康旅游

　　第八节、健康旅游开发的模式分析

　　　　一、健康管理模式

　　　　二、医疗旅游模式

　　　　三、健身俱乐部模式

　　　　四、养生休闲目的地

　　　　五、养生休闲旅游区



第十一章、旅游小城镇

　　第一节、国外旅游小城镇的发展模式

　　　　一、澳大利亚郊区城市群体发展模式

　　　　二、英国郊区城市群体发展模式

　　　　三、美国小城镇的管理体制概述

　　　　四、世界小城镇发展的经验借鉴

　　第二节、中国小城镇发展现状

　　　　一、小城镇发展简述

　　　　二、小城镇发展的类型分析

　　　　三、小城镇的发展意义分析

　　　　四、中国小城镇存在的问题分析

　　　　五、发展中国小城镇的策略

　　　　六、&ldquo;十二五&rdquo;将开启绿色重点小城镇试点示范

　　第三节、中国各城市旅游小城镇的发展概况

　　　　一、南昌梅岭镇旅游小城镇规模初现

　　　　二、海南出台旅游小城镇建设规划

　　　　三、济南历城区将建造南部山区特色旅游小城镇

　　　　四、新疆巩留县财政支持旅游小城镇建设

　　　　五、西乌旗将打造草原生态旅游城镇

　　　　六、渝北区统景镇将建旅游城镇

　　　　七、未来几年云南全力打造特色小镇

　　第四节、中国旅游小城镇建设与生态学

　　　　一、旅游小城镇的优势和特色中的生态学内容

　　　　二、小城镇的生态现状不容乐观

　　　　三、小城镇生态建设的措施

　　第五节、旅游小城镇的问题分析

　　　　一、当前小城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小城镇发展制度上的制约因素

　　　　三、中国小城镇发展局面亟需突破

　　第六节、中国旅游小城镇的出路与方向

　　　　一、小城镇旅游风景点的发展规划

　　　　二、加速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



　　　　三、应突出都市休闲旅游特色

　　　　四、努力推进生态型城镇建设进程

第十二章、主题公园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节、世界主题公园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分析

　　　　一、主题公园的定义

　　　　二、世界主题公园的产生

　　　　三、全球主题公园游客量概况

　　　　四、世界著名主题公园的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五、世界主题公园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发展方向

　　第二节、中国主题公园的发展综述

　　　　一、中国主题公园的发展历程回顾

　　　　二、中国主题公园发展取得的成就

　　　　三、中国主题公园的发展现状概述

　　　　四、中国主题公园的政策环境概况

　　　　五、中国主题公园的经营模式概述

　　第三节、2010-2011年中国主题公园的建设动态

　　　　一、2010年大连开建国内最大汽车主题公园

　　　　二、2010年海南文昌开建航天主题公园

　　　　三、2011年海南省陵水海洋主题公园正式开建

　　　　四、2011年中国内地首个迪士尼乐园项目在上海开建

　　　　五、2011年昆明滇池开建滇越铁路主题公园

　　第四节、2012年中国主题公园的建设动态

　　　　一、2012年山东寿光规划建设海洋主题公园

　　　　二、2012年赤壁市拟打造全国首家爱情主题公园

　　　　三、2012年江苏丹阳建成亚洲最大石刻主题公园

　　　　四、2012年华中地区首个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开园

　　　　五、2012年安徽欲建首个军事文化主题公园

　　第五节、中国主题公园的盈利能力现状分析

　　　　一、中国主题公园盈利能力现状概述

　　　　二、中国主题公园盈利现状形成的原因

　　　　三、世界著名主题公园的经营对我国主题公园的启示



　　　　四、中国主题公园盈利能力提升的构想

　　第六节、世博会与主题公园发展的互动影响分析

　　　　一、世博会对主题公园的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二、当今的世博会与主题公园的互动影响

　　　　三、世博会的主题公园化发展趋势

　　　　四、世博会与主题公园关联的实证分析

　　　　五、世博会和主题公园本质的差异

　　第七节、主题公园成功开发的因素分析

　　　　一、主题选择与定位

　　　　二、主题公园区位选择

　　　　三、主题创意

　　　　四、主题产品开发与更新

　　　　五、主题公园文化内涵

第十三章、奖励旅游

　　第一节、奖励旅游发展概况

　　　　一、奖励旅游的定义

　　　　二、奖励旅游市场的特点

　　　　三、亚洲奖励旅游市场备受青睐

　　　　四、中国奖励旅游市场的发展状况

　　第二节、中国发展奖励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客户企业对奖励旅游重视不够

　　　　二、奖励旅游产品日趋大众化

　　　　三、税收政策的影响

　　第三节、中国发展奖励旅游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应采取扶持政策

　　　　二、旅游企业应采取创新战略

　　　　三、客户企业应注重奖励旅游的激励性

　　　　四、奖励旅游与拓展培训相结合

　　第四节、企业发展奖励旅游的分析

　　　　一、奖励旅游在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

　　　　二、奖励旅游作为奖励手段的特点



　　　　三、国内企业奖励旅游存在的问题

　　　　四、在企业中推广奖励旅游的策略

第十四章、其他

　　第一节、工业旅游

　　　　一、发展工业旅游的意义

　　　　二、中国工业旅游发展概况

　　　　三、我国部分区域工业旅游示范点创建现状

　　　　四、中国工业旅游的特点与开发模式

　　　　五、中国发展工业旅游的思考

　　　　六、进一步推进工业旅游发展的建议

　　第二节、农业旅游

　　　　一、农业旅游是中国旅游业的新亮点

　　　　二、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三、西部地区发展农业旅游分析

　　　　四、我国农业旅游发展潜力大

　　　　五、高科技农业生态旅游的潜力巨大

　　　　六、促进中国农业旅游发展的途径

　　第三节、科技旅游

　　　　一、科技旅游成为旅游业新热点

　　　　二、科技旅游开发的意义分析

　　　　三、国外科技旅游的种类与特点分析

　　　　四、中国科技旅游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五、中国科技旅游开发的策略分析

　　第四节、自驾车旅游

　　　　一、自驾车旅游概述

　　　　二、中国自驾车旅游的市场特点

　　　　三、国内自驾车旅游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四、油价对自驾车旅游市场的影响分析

　　　　五、中国自驾车旅游的发展建议分析

第十五章、旅游业市场细分与消费者分析



　　第一节、旅游业的市场细分

　　　　一、中国旅游业缺乏市场细分

　　　　二、市场细分满足了旅游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三、旅游产品开发的创新也要求市场细分

　　第二节、我国部分旅游市场细分及消费者分析

　　　　一、商务旅游市场细分及消费者分析

　　　　二、民俗旅游市场细分及消费者分析

　　　　三、女性旅游消费市场现状浅析

　　　　四、大学生旅游市场现状分析

　　第三节、第四代旅游与民族文化

　　　　一、第四代旅游的产生

　　　　二、国内外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模式

　　　　三、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原则

　　　　四、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内容选择

　　第四节、旅游消费者类型分析

　　　　一、观光型旅游者

　　　　二、娱乐消遣型旅游者

　　　　三、度假保健型旅游者

　　　　四、文化教育型旅游者

　　　　五、宗教型旅游者

　　　　六、寻根、探亲、访友型旅游者

　　　　七、购物型旅游者

　　　　八、商务/公务型旅游者

　　　　九、生态/探险型旅游者

　　第五节、旅游消费结构分析

　　　　一、入境游客的消费结构

　　　　二、国内游客的消费结构

　　　　三、星级酒店消费结构的比较

　　第六节、消费选择与消费趋势分析

　　　　一、游客对住宿设施的选择

　　　　二、游客的旅行目的

　　　　三、入境游客感兴趣的商品



　　　　四、消费者的消费评价

　　第七节、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消费者行为特点

　　　　一、旅游消费者需求层次向高端转移

　　　　二、情感需求的比重增加

　　　　三、个性化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受欢迎

　　　　四、从注重产品本身转移到注重接受产品时的感受

　　　　五、旅游者对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上升

　　　　六、绿色旅游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

　　第八节、游客的旅游地选择与购买决策模型分析

　　　　一、游客的旅游地选择与决策的过程

　　　　二、影响游客的旅游地选择与决策的主要因素

　　　　三、案例分析

　　第九节、旅游需求的定量分析方法

　　　　一、高峰期需求测定

　　　　二、空间面积来度量拥挤程度

　　　　三、限度评估法

　　　　四、摄像与问卷结合法

　　第十节、影响城市居民国内旅游需求的因素

　　　　一、城市居民旅游需求概述

　　　　二、城市居民国内旅游需求影响因素指标的选择

　　　　三、城市居民国内旅游需求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

第十六章、旅游产业的电子运用以及网络构建

　　第一节、电子信息技术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探讨

　　　　一、旅游电子商务概述

　　　　二、电子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运用

　　　　三、电子信息技术在旅游业的运用现状分析

　　　　四、电子信息技术在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态势

　　第二节、中国旅游网站建设现状与构建要素分析

　　　　一、中国旅游网站发展概况

　　　　二、一般构建要素

　　　　三、特殊构建要素



　　第三节、长三角旅游网络发展途径分析

　　　　一、发展目标的提出

　　　　二、长三角旅游城市的网络化发展路径

　　　　三、长三角旅游市场的网络化发展途径

　　　　四、长三角旅游产业网络化的发展途径

　　　　五、长三角旅游企业网络化发展的整合手段

　　第四节、中美旅游电子商务比较分析及未来展望

　　　　一、美国旅游电子商务发展概况

　　　　二、中国旅游电子商务网站的建设

　　　　三、中美旅游电子商务的比较分析

　　　　四、中国旅游电子商务市场展望

第十七章、旅游类上市公司分析

　　第一节、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1-12月华侨城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1年1-12月华侨城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年1-3月华侨城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节、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1-12月中青旅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1年1-12月中青旅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年1-3月中青旅经营状况分析

　　第三节、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1-12月首旅股份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1年1-12月首都股份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年1-3月首都股份经营状况分析

　　第四节、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1-12月丽江旅游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1年1-12月丽江旅游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年1-3月丽江旅游经营状况分析

　　第五节、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1-12月桂林旅游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1年1-12月桂林旅游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2年1-3月桂林旅游经营状况分析

　　第六节、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二、成长能力分析

　　　　三、营运能力分析

　　　　四、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八章、国内旅游资源介绍

　　第一节、中国主要地区的旅游资源

　　　　一、西南市场

　　　　二、华东市场

　　　　三、东北市场

　　　　四、华南市场

　　　　五、华北市场

　　　　六、西北市场

　　第二节、国内典型旅游景点分析

　　　　一、历史文化类

　　　　二、海滨旅游区

　　　　三、自然风景游览区

　　第三节、其他个性景点介绍

　　　　一、杭州未来世界

　　　　二、深圳微缩景区&mdash;&mdash;锦绣中华

　　　　三、丰都鬼文化主题乐园

第十九章、旅游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旅游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水平概述



　　　　二、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分析

　　　　三、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劣势分析

　　　　四、中国旅游业全球竞争力现状

　　第二节、中国旅游业市场竞争概况

　　　　一、中国旅游业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分析

　　　　二、中国旅游市场价格竞争过度

　　　　三、旅游市场进入个性化竞争时代

　　　　四、旅游业对外放开旅行社步入品牌竞争时代

　　第三节、旅游业的人才竞争探讨

　　　　一、旅游业人才竞争的层次

　　　　二、旅游业人才竞争的特点

　　　　三、旅游业人才竞争策略

　　第四节、中国旅游业的竞争战略

　　　　一、中国内资旅行社的市场竞争战略

　　　　二、旅游文化是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

　　　　三、价格在内地旅游最具竞争力

　　　　四、应增强旅游业和企业的竞争力

　　　　五、科技成为旅游业未来的竞争力

第二十章、旅游业的产业链构成及价值分析

　　第一节、旅游产业链概述

　　　　一、旅游产业链的内涵

　　　　二、旅游产业链上各群体利益相连

　　　　三、会展旅游产业链的介绍

　　　　四、旅游产业链各体需协调发展

　　第二节、各区域大力打造旅游产业链

　　　　一、北京积极促进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形成

　　　　二、黄山大力发展旅游综合体延长产业链

　　　　三、烟台旅游深化产业链打造旅游集散地

　　　　四、河北张家口拓展冰雪旅游产业链

　　　　五、浙江舟山欲借传统帆船赛拓展旅游系列产业链

　　　　六、澳门博彩旅游业亟需不断深化产业链



　　第三节、商旅产业链及进入模式探究

　　　　一、商务旅游概述

　　　　二、商务旅游市场需求

　　　　三、商务旅游的供给

　　　　四、商务旅游市场的竞争

　　　　五、进入商旅市场的切入点及盈利模式剖析

　　第四节、优化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链的思路

　　　　一、旅游产业链的特征

　　　　二、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三、中部地区打造旅游产业链的路径选择

　　第五节、我国旅游产业链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内旅游产业链发展存在的不足

　　　　二、构建旅游产业链的政策措施

　　　　三、旅游产业链发展的建议

　　　　四、构建旅游产业链的思路

第二十一章、旅游业的商业模式分析

　　第一节、旅游业的商业模式

　　　　一、旅游供给模式

　　　　二、旅游商业形态

　　　　三、旅游产业组织

　　第二节、网络旅游市场的商业模式

　　　　一、解析中国邮政网络旅游运作的商业模式

　　　　二、我国在线旅游市场亟需商业模式的创新

　　　　三、团购为在线旅游提供新的商业模式

　　第三节、周庄旅游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探究

　　　　一、商业冲动与文化底蕴的完美交融

　　　　二、水乡情结下商业价值与文化期待的艰难平衡

　　　　三、未来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品牌价值的重塑

　　第四节、解析主题公园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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