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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中国全域旅游行业发展综述1.1 全域旅游相关概述1.1.1 全域旅游发展概念及内涵分析（1）全域旅
游的提出与演进（2）全域旅游的概念界定（3）全域旅游的支撑基础（4）全域旅游的发展架构（5）全
域旅游的发展动力（6）全域旅游的价值目标（7）全域旅游对传统旅游的颠覆1.1.2 全域旅游提出背景分
析（1）经济发展背景（2）旅游发展背景（3）社会消费背景（4）生态发展背景（5）城市发展背景1.1.3
全域旅游发展特征分析（1）全局性（2）空间性（3）带动性（4）整合性（5）共享性1.1.4 全域旅游发展
优势分析（1）景区覆盖优势（2）旅游季节优势（3）要素发展优势（4）产业融合优势（5）组合营销优
势1.2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环境分析1.2.1 经济环境（1）中国宏观经济概况（2）共享经济助力全域旅游（3
）全域旅游给经济带来的影响（4）全域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效应1.2.2 政策环境（1）全域旅游上升国
家战略（2）全域旅游发展中政府主导作用（3）创新政策供给助力全域旅游（4）导游体制改革助推全域
旅游（5）全域旅游相关政策（6）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分析1.2.3 社会环境（1）人口规模与结构（2）居民
收入水平（3）社会消费规模（4）居民消费水平（5）消费市场特征（6）全民旅游意识1.2.4 资源环境1.3
中国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意义1.3.1 以全域旅游促进全面发展1.3.2 全域旅游破解假日难题1.3.3
全域旅游丰富旅游供给1.3.4 发展全域旅游的其他意义第2章：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预测2.1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概况分析2.1.1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历程2.1.2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特征2.1.3
中国全域旅游问题分析2.2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现状分析2.2.1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规模分析2.2.2
中国全域旅游开发区域分布2.2.3 中国全域旅游开发架构分析2.2.4 中国全域旅游开发模式结构2.2.5
中国全域旅游经营效益分析2.2.6 中国全域旅游开发重点方向2.3 中国全域旅游目的地分析2.3.1
全域旅游目的地类型介绍2.3.2 全域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2.3.3 全域旅游目的地营销分析2.4
中国全域旅游的空间与用地管理2.4.1
全域旅游的空间与用地背景（1）全域旅游的空间需求缘由（2）全域旅游的旅游空间转变2.4.2
全域旅游的空间管理2.4.3 全域旅游的用地思考2.5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2.5.1



旅游业发展前景分析（1）行业发展前景（2）市场需求潜力（3）十四五规划2.5.2
全域旅游发展展望（1）发展前景（2）发展趋势2.5.3 未来全域旅游发展重点分析（1）休闲化发展（2）
网络化发展（3）平台化发展第3章：中国全域旅游模式探索及实施战略分析3.1
中国全域旅游典型发展模式分析3.1.1 龙头景区带动型（1）龙头景区带动模式定义（2）龙头景区带动模
式特点（3）龙头景区带动模式适用情况（4）龙头景区带动模式优劣势分析（5）龙头景区带动模式发展
策略（6）龙头景区带动模式优秀案例3.1.2 城市全域辐射型（1）城市全域辐射模式定义（2）城市全域辐
射模式特点（3）城市全域辐射模式适用情况（4）城市全域辐射模式优劣势分析（5）城市全域辐射模式
发展策略（6）城市全域辐射模式优秀案例3.1.3 全域景区发展型（1）全域景区发展模式定义（2）全域景
区发展模式特点（3）全域景区发展模式适用情况（4）全域景区发展模式优劣势分析（5）全域景区发展
模式发展策略（6）全域景区发展模式优秀案例3.1.4 特色资源驱动型（1）特色资源驱动模式定义（2）特
色资源驱动模式特点（3）特色资源驱动模式适用情况（4）特色资源驱动模式优劣势分析（5）特色资源
驱动模式发展策略（6）特色资源驱动模式优秀案例3.1.5 产业深度融合型（1）产业深度融合模式定义（2
）产业深度融合模式特点（3）产业深度融合模式适用情况（4）产业深度融合模式优劣势分析（5）产业
深度融合模式发展策略（6）产业深度融合模式优秀案例3.1.6
主要模式对比（1）适用情况对比（2）优劣势对比3.2 中国全域旅游模式实施战略分析3.2.1 探索全域旅游
适配区域——在哪做？（1）经济综合实力较强县市（2）处于都市辐射圈，传统旅游资源不突出区县（3
）行政区域范围较小区县（4）旅游资源全域均质分布区县3.2.2 挖掘全域旅游资源潜力——靠什么？（1
）区位优势潜力挖掘（2）产业资源潜力挖掘（3）旅游资源潜力挖掘（4）文化资源潜力挖掘（5）交通
资源潜力挖掘（6）其他资源潜力挖掘3.2.3 理清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怎么做？（1）创新理念+全域旅
游（2）协调理念+全域旅游（3）绿色理念+全域旅游（4）开放理念+全域旅游（5）共享理念+全域旅游
3.2.4 深度打造全方位的“全域”——做什么？3.2.5 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如何落地？3.3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3.3.1 市场分析3.3.2 市场定位3.3.3 规划目标3.3.4 总体定位3.3.5 形象定位3.3.6 发展战略3.4
全域空间构建分析3.4.1 全域空间结构3.4.2 全域项目落地3.5 全域产品创新分析3.5.1 全域产品体系3.5.2
旅游产品设计3.5.3 区域联动产品3.6 全域产业格局分析3.6.1 抓龙头3.6.2 铸链条3.6.3 建集群3.7
全域公共服务建设3.7.1 全域交通系统3.7.2 全域服务体系3.7.3 全域服务配套3.8 全域保障体系建设3.8.1
体制机制3.8.2 品牌营销3.8.3 运营管理第4章：中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及经验借鉴4.1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情况4.1.1 空间分布4.1.2 考核体系4.1.3 验收标准4.1.4 基本要求4.1.5 注意事项4.2
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状况4.2.1 示范区名单4.2.2 示范区发展成果4.2.3 示范区应注意的问题4.3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经验借鉴4.3.1 海南省（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
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3.2 宁夏回族自治区（
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4 市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经验借鉴4.4.1 云南丽江市（1）全域旅游资
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4.2 江苏南京市（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
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4.3 河北张家口市（1
）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4.4 江西景德镇市（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4.5 湖南张家界市（1）全域旅
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经验
借鉴4.4.6 西藏拉萨市（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
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5 区县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经验借鉴4.5.1 北
京怀柔区（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
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5.2 上海松江区（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
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
借鉴4.5.3 浙江天台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
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5.4 重庆奉节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
2）全域旅游发展模式（3）全域旅游发展特色（4）全域旅游建设现状（5）全域旅游发展规划（6）全域
旅游经验借鉴4.5.5 广西阳朔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特色（3）全域旅游建设现状（
4）全域旅游发展规划（5）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5.6 甘肃武山县（1）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
展特色（3）全域旅游建设现状（4）全域旅游发展规划（5）全域旅游经验借鉴4.5.7 新疆乌鲁木齐县（1
）全域旅游资源潜力（2）全域旅游发展特色（3）全域旅游建设现状（4）全域旅游发展规划（5）全域



旅游经验借鉴第5章：中国全域旅游区域发展优秀案例分析5.1
全域旅游下传统旅游目的地发展路径——以黄山市为例5.1.1 传统旅游目的地的概念5.1.2
传统旅游地现状及问题5.1.3 黄山市发展全域旅游的必然性5.1.4 黄山市发展全域旅游的现实基础5.1.5
黄山市发展全域旅游的机遇及路径5.2 全域旅游下县域旅游发展分析——以安徽省霍山县为例5.2.1
县域旅游概念阐述5.2.2 全域旅游下县域旅游发展分析5.2.3 全域旅游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分析5.2.4
霍山县全域旅游发展建议5.3 全域旅游视角下海岛旅游开发分析——以舟山市为例5.3.1
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分析5.3.2 海岛旅游市场营销状况5.3.3 舟山市海岛旅游开发概况5.3.4
舟山市开发全域旅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5.4
少数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发展分析——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5.4.1 甘孜州发展全域旅游的主要优势5.4.2
甘孜州旅游发展的主要成就5.4.3 甘孜州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5.4.4 甘孜州发展全域旅游的建议5.5
丘陵地区全域旅游发展分析——以南充市高坪区为例5.5.1 丘陵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5.5.2
丘陵地区全域旅游发展优势5.5.3 高坪区全域旅游发展对策5.6
县级行政区全域旅游发展分析——以浙江省象山县为例5.6.1 象山全域旅游发展现状5.6.2
象山全域旅游发展优劣势5.6.3
象山全域旅游的发展路径第6章：全域旅游时代中国旅游业发展趋势分析6.1
中国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及对策6.1.1 中国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1）旅游业发展成就分析（2）旅游业运行
现状分析（3）旅游业市场规模分析（4）旅游业供给改革分析（5）旅游业转型升级分析（6）旅游业发
展的重大举措6.1.2 中国旅游业面临的问题分析（1）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2）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3）旅游资源产权问题分析（4）旅游业国际竞争力不足6.1.3 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对策（1）旅游业发展
的措施（2）旅游业快速发展策略（3）应构建中国现代旅游资源产权制度（4）旅游业持续发展需注意的
问题6.2 基于全域旅游理念的旅游发展新模式6.2.1 旅游供给模式（1）当前旅游供给模式介绍（2）全域旅
游理念对旅游供给模式的颠覆（3）全域旅游理念下旅游供给模式的特征6.2.2 旅游需求模式（1）当前旅
游需求模式介绍（2）全域旅游理念对旅游需求模式的颠覆（3）全域旅游理念下旅游需求模式的特征6.2.
3 旅游开放模式（1）当前旅游开放模式介绍（2）全域旅游理念对旅游开放模式的颠覆（3）全域旅游理
念下旅游开放模式的特征6.3 全域旅游时代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探索6.3.1 现代化发展6.3.2 集约化发展6.3.3
品质化发展6.3.4 国际化发展第7章：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细分行业发展分析7.1
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分析7.1.1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瓶颈（1）乡村旅游的概念特征（2）乡村旅
游开发现状分析（3）乡村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1.2 乡村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1）乡村旅游是发展全域旅
游的重要发力点（2）全域旅游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引（3）乡村旅游是实现全域旅游的
重要组成部分7.1.3 全域旅游模式对乡村旅游的影响7.1.4 乡村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全域旅游背
景下乡村旅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实施战略（3）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开发模式7
.1.5 全域旅游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2 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游发展分析7.2.1 养老旅游发展现状及
瓶颈（1）养老旅游的概念特征（2）养老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养老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2.2
养老旅游全域发展必要性7.2.3 全域旅游模式对养老旅游的影响7.2.4 养老旅游全域化发展模式分析（1）
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游开发关键（2）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游实施战略（3）全域旅游背景下养老旅
游开发模式7.2.5 全域旅游下养老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7.3 全域旅游背景下古城旅游发展分析7.3.1 古城旅游
发展现状及瓶颈（1）古城旅游的概念特征（2）古城旅游开发现状分析（3）古城旅游发展瓶颈分析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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