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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鄂西圈生态文化旅游业呈快速发展态势

10.1.3　湖北省斥巨资着力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10.2　2013-2015年荆州市文化旅游业分析

10.2.1　荆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动向

10.2.2　荆州古城复古工程建设规划

10.2.3　深入解析荆州文化旅游产业的问题

10.2.4　荆州文化旅游业资本增值的途径分析

10.2.5　荆州文化旅游产业整合发展思路解析

10.3　孝感市文化旅游业分析

10.3.1　孝感市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环境及优势

10.3.2　孝感市文化旅游业发展现况浅析

10.3.3　孝文化资源开发的价值探究

10.3.4　孝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路径选择

10.3.5　促进孝文化旅游发展的策略

10.4　秭归文化旅游业分析

10.4.1　湖北秭归文化旅游业发展综述



10.4.2　秭归屈原文化生态旅游区规划通过评审

10.4.3　2013年秭归屈原文化旅游发展成果

10.4.4　秭归屈原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0.4.5　秭归文化旅游升级转型思路

10.5　昭君文化旅游业分析

10.5.1　项目实施的背景与意义

10.5.2　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思想

10.5.3　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布局

10.5.4　文化旅游开发思路与战略措施

10.6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规划布局

10.6.1　资源概况

10.6.2　规划体系

10.6.3　发展思路

10.6.4　发展目标

10.6.5　发展战略

10.7　2013-2015年其他地区文化旅游业分析

10.7.1　恩施州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10.7.2　宜昌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10.7.3　宜昌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10.7.4　红安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10.7.5　当阳建设关公文化旅游城

 

第十一章　2013-2015年湖南省文化旅游业

11.1　湖南省文化旅游业整体综析

11.1.1　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态势

11.1.2　湖湘文化影响下的湖南省旅游业探析

11.1.3　湖南省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建设动态

11.1.4　湖南沧源花垣文化旅游发展比较分析

11.1.5　湖南山水文学旅游开发潜力

11.2　郴州文化旅游业分析

11.2.1　郴州旅游文化产业步入快速增长阶段

11.2.2　零陵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状况



11.2.3　民俗文化带动郴州旅游业大发展

11.2.4　郴州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对策

11.2.5　建设郴州文化旅游品牌的发展建议

11.3　2013-2015年吉首市文化旅游业分析

11.3.1　吉首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11.3.2　吉首市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

11.3.3　吉首市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支持政策

11.3.4　吉首市文化旅游产业存在的不足

11.3.5　促进吉首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

11.4　凤凰县文化旅游业分析

11.4.1　凤凰文化旅游产业取得巨大经济效益

11.4.2　凤凰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11.4.3　凤凰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11.4.4　凤凰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思路

11.5　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分析

11.5.1　发展基础

11.5.2　有利条件

11.5.3　基本理念

11.5.4　发展规划

11.5.5　品牌塑造

11.5.6　政策环境

11.5.7　发展思路

 

第十二章　2013-2015年四川省文化旅游业

12.1　2013-2015年四川省文化旅游业整体分析

12.1.1　四川文化旅游资源介绍

12.1.2　四川文化旅游业发展基本状况

12.1.3　湖南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动向

12.1.4　四川文化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不足

12.1.5　四川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目标与对策

12.1.6　四川文化旅游发展规划

12.2　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的融资分析



12.2.1　文化旅游业吸收社会资本的主要经验解析

12.2.2　社会资本投入文化旅游业面临的挑战

12.2.3　文化旅游业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的建议

12.3　四川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2.3.1　基本情况

12.3.2　发展难题

12.3.3　两大趋向

12.3.4　发展对策

12.4　主要地区文化旅游业

12.4.1　九寨沟

12.4.2　德阳

12.4.3　西昌

12.4.4　阿坝州

12.4.5　绵阳

12.4.6　甘孜州

12.4.7　泸县

 

第十三章　2013-2015年云南省文化旅游业

13.1　云南省文化旅游业整体分析

13.1.1　云南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特点透析

13.1.2　云南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

13.1.3　云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远景预测

13.2　云南省民族文化旅游业分析

13.2.1　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深远意义

13.2.2　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SWOT剖析

13.2.3　云南集中精力创建民族文化旅游区

13.2.4　民族文化旅游助方山诸葛营村经济腾飞

13.2.5　加快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13.3　2013-2015年丽江民俗文化旅游业分析

13.3.1　基本简介

13.3.2　重要意义

13.3.3　面临挑战



13.3.4　对策措施

13.4　大理文化旅游业分析

13.4.1　大理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状况

13.4.2　大理着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建设

13.4.3　大理剑川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壮大的路径

13.5　2013-2015年楚雄州文化旅游业分析

13.5.1　楚雄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概述

13.5.2　楚雄大姚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13.5.3　楚雄州武定县积极推进文化旅游业发展

13.5.4　楚雄州双柏县文化旅游的发展

13.6　2013-2015年其他地区文化旅游业分析

13.6.1　昆明

13.6.2　昆明晋宁

13.6.3　广南

13.6.4　玉溪十街乡

13.6.5　双江

13.6.6　宜良九乡

13.6.7　禄丰

 

第十四章　2013-2015年贵州省文化旅游业

14.1　贵州文化旅游业整体分析

14.1.1　贵州文化旅游资源概述

14.1.2　贵州大夜郎文化旅游圈发展机遇来临

14.1.3　贵州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支撑因素

14.1.4　贵州确立以文化旅游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14.1.5　打造具有贵州文化特色的旅游品牌

14.1.6　贵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环境

14.1.7　贵州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综述

14.2　贵州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经验探究

14.2.1　借助媒体力量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迅猛

14.2.2　应用新媒体网络

14.2.3　借用品牌媒体做宣传



14.2.4　借助文化媒介名人提升知名度

14.2.5　巧借歌舞产品宣传自己

14.3　2013-2015年主要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分析

14.3.1　镇远县

14.3.2　遵义市

14.3.3　务川县

14.3.4　大方县

14.3.5　松桃县

 

第十五章　2013-2015年其他地区文化旅游业

15.1　海南省

15.1.1　海南省五大文化旅游资源分析

15.1.2　海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态势

15.1.3　海南特色品牌文化旅游发展情况

15.1.4　海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15.1.5　海南或将整合文化旅游资源

15.1.6　海南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方向

15.2　福建省

15.2.1　福建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探析

15.2.2　福建妈祖文化旅游的开发价值

15.2.3　莆田市妈祖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综述

15.2.4　福建东山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概述

15.2.5　泉州大力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15.2.6　福建平和着力打造建设文化旅游产业

15.2.7　永定多方位推进文化旅游产业

15.2.8　福建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15.2.9　福建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及主要措施

15.3　广西自治区

15.3.1　文化旅游为广西旅游业发展开辟新空间

15.3.2　深入探讨广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

15.3.3　广西市县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15.3.4　广西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15.3.5　广西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对策分析

15.4　上海市

15.4.1　上海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分类

15.4.2　上海着力推广红色旅游文化

15.4.3　上海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分析

15.4.4　上海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思路

15.5　安徽省

15.5.1　安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状况

15.5.2　安徽毫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体分析

15.5.3　乌衣老街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发展综述

15.5.4　苏皖两省联手打造乌江特色文化旅游区

15.5.5　泾县打造古宣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

15.5.6　安徽六安文化旅游项目情况

15.5.7　安徽灵璧文化旅游发展状况

15.5.8　安徽宣城支持文化旅游的发展

15.5.9　安徽省将加快旅游文化生态一体化发展

15.6　河北省

15.6.1　河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态势

15.6.2　河北省文化旅游资源特色与优势

15.6.3　河北省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布局设想

15.6.4　河北省文化旅游精品开发重点

15.6.5　河北主要市县文化旅游的发展

15.6.6　河北省文化旅游用品的六大开发系列与开发思路

15.7　北京市

15.7.1　北京市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15.7.2　北京市文化旅游业发展状况

15.7.3　北京文化旅游消费者调研分析

15.7.4　北京文化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5.7.5　北京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趋势探讨

15.8　内蒙古自治区

15.8.1　内蒙古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及特征

15.8.2　内蒙古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析



15.8.3　2013-2015年内蒙古多地文化旅游发展情况

15.8.4　金融机构支持内蒙古文化旅游

15.8.5　内蒙古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及对策

15.8.6　内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15.9　山西省

15.9.1　山西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旅游资源分析

15.9.2　山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概述

15.9.3　山西多项活动推进文化旅游发展

15.9.4　山西文化旅游产品状况

15.9.5　山西运城全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15.9.6　山西运城关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分析

15.9.7　山西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模式探讨

15.10　陕西省

15.10.1　陕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15.10.2　陕西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15.10.3　陕西佛文化旅游发展分析

15.10.4　陕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探索及方向

15.10.5　2014年陕西出台文化旅游名镇规划

15.10.6　陕西玉华山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价值分析

15.10.7　陕西西乡县茶文化旅游发展分析

15.10.8　陕西宝鸡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迅猛

15.10.9　陕西紫阳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综述

15.11　甘肃省

15.11.1　甘肃提出建立文化旅游强省目标及实施战略

15.11.2　酒泉市大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15.11.3　临泽县商贸旅游文化产业项目情况

15.11.4　嘉峪关打造文化旅游全产业链

15.11.5　甘肃礼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状况

15.11.6　甘肃敦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15.12　宁夏自治区

15.12.1　宁夏文化旅游资源状况

15.12.2　宁夏持续大力推进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15.12.3　宁夏文化旅游产业种子基金助产业发展

15.12.4　宁夏文化旅游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15.13　新疆自治区

15.13.1　新疆文化旅游业发展渐入佳境

15.13.2　新疆文化旅游开发的资源状况分析

15.13.3　英吉沙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15.13.4　新疆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15.13.5　吐鲁番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路径分析

15.13.6　新疆文化旅游开发的不足及发展建议

15.14　西藏自治区

15.14.1　西藏为文化旅游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15.14.2　西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15.14.3　金融业助力西藏旅游文化发展

15.14.4　西藏建设文化旅游创意园区情况

15.14.5　拉萨文化旅游项目投资情况

15.14.6　西藏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阻碍

15.14.7　西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思路探究

15.15　其他地区

15.15.1　吉林省

15.15.2　辽宁大连

15.15.3　江苏南京

15.15.4　广东西樵山

 

第十六章　2013-2015年文化旅游业营销分析

16.1　旅游文化营销的运作形式剖析

16.1.1　运作基础

16.1.2　文化包装与产品设计

16.1.3　文化传播与广告促销

16.1.4　文化体验与旅游品牌

16.2　主题公园的影视营销方法解析

16.2.1　影视拍摄对主题公园的促进作用浅述

16.2.2　影视主题公园发展存在的问题



16.2.3　营销环境与市场定位分析

16.2.4　产品的开发、营销及组合策略

16.3　旅游景区的影视营销模式透析

16.3.1　长期捆绑式

16.3.2　深度植入式

16.3.3　专题电影

16.3.4　借助知名影视剧炒作

16.4　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营销策略分析

16.4.1　差异化体验

16.4.2　营销模式建构

16.4.3　营销实施策略

16.5　体验经济在红色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16.5.1　积极作用

16.5.2　主要问题

16.5.3　营销要点

16.5.4　具体模式

 

第十七章　2013-2015年文化旅游产业重点企业分析

17.1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7.1.1　企业发展概况

17.1.2　经营效益分析

17.1.3　业务经营分析

17.1.4　财务状况分析

17.1.5　未来前景展望

17.2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7.2.1　企业发展概况

17.2.2　经营效益分析

17.2.3　业务经营分析

17.2.4　财务状况分析

17.2.5　未来前景展望

17.3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7.3.1　企业发展概况



17.3.2　经营效益分析

17.3.3　业务经营分析

17.3.4　财务状况分析

17.3.5　未来前景展望

17.4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7.4.1　企业发展概况

17.4.2　经营效益分析

17.4.3　业务经营分析

17.4.4　财务状况分析

17.4.5　未来前景展望

17.5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7.5.1　企业发展概况

17.5.2　经营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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