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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碰撞与互动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

融洽为结果的，它具有民族性、艺术性、神秘性、多样性、互动性等特征。文化旅游的过程

就是旅游者对旅游资源文化内涵进行体验的过程，这也是文化旅游的主要功能之一，它给人

一种超然的文化感受，这种文化感受以饱含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为载体，体现了审美情趣激

发功能、教育启示功能和民族、宗教情感寄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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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文化旅游市场供需形势分析及投资风险研究报

告》共十八章。首先介绍了文化旅游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文化旅游行

业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文化旅游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文化旅游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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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