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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与购买群体分析

 1.1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的定义分类



 1.1.1 旅游地产的界定与特征

 （1）旅游地产的界定

 （2）旅游地产项目的特征

 1.1.2 旅游地产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1.1.3 旅游地产行业简要发展历程

 1.2 中国旅游行业游客消费行为与特征分析

 1.2.1 旅游行业市场消费规模分析

 （1）旅游业收入分析

 （2）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分析

 1.2.2 旅游消费群体的特征分析

 （1）入境旅游消费者的特征分析

 （2）国内旅游消费者的特征分析

 1.2.3 旅游行业新兴消费趋势分析

 1.3 中国旅游地产项目客源市场与购买群体分析

 1.3.1 旅游地产项目客源市场分析

 1.3.2 旅游地产购买群体特征分析

 

 第2章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发展现状与投资热度分析

 2.1 中国旅游项目投资开发分析

 2.1.1 旅游项目投资开发分析

 2.1.2 旅游项目投资动向分析

 2.1.3 旅游项目投资趋势分析

 2.2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1 旅游地产行业项目区域分布分析

 2.2.2 旅游地产项目用地规模结构分析

 2.3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热度分析



 2.3.1 全国旅游地产投资热度分析

 2.3.2 中西部地区旅游地产投资热度分析

 2.4 旅游地产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4.1 供给过度膨胀

 2.4.2 局部投资过热

 2.4.3 开发模式单一

 2.4.4 金融风险增加

 2.4.5 制度规范缺失

 2.5 旅游地产开发的优劣势分析

 2.5.1 旅游地产行业发展优势分析

 2.5.2 旅游地产行业发展劣势分析

 

 第3章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投资开发模式分析

 3.1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主要投资开发模式分析

 3.1.1 旅游地产行业投资开发主体分析

 3.1.2 旅游地产行业主要投资开发模式

 （1）景区住宅开发模式

 （2）以旅游度假为目的的开发模式

 （3）以旅游接待为目的的开发模式

 （4）综合性旅游房地产开发模式

 3.2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主要运行模式分析

 3.2.1 旅游地产开发的政府运作模式

 （1）以规划方案的把控为前提

 （2）以相关政策的支持为重点

 （3）以公共工程的建设为核心

 （4）以区域营销的推进为辅助



 （5）以招商引资的落实为突破

 （6）以后续监管的持续为保障

 3.2.2 旅游地产开发的企业运作模式

 （1）旅游地产开发企业的定位

 （2）旅游地产的商业运作模式

 （3）旅游地产开发的运作流程

 3.3 中国旅游地产典型开发模式分析

 3.3.1 典型案例分析——华侨城模式

 （1）华侨城模式介绍

 （2）旅游地产项目开发

 （3）华侨城模式经验总结

 3.3.2 典型案例分析——中坤模式

 （1）中坤模式介绍

 （2）旅游地产项目开发

 （3）中坤模式经验总结

 第4章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产品开发与投资吸引力分析

 4.1 自然资源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4.1.1 滨湖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滨湖类产品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2）滨湖类产品项目开发案例——千岛湖开元度假村

 （3）滨湖类旅游市场需求分析

 （4）滨湖类产品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1.2 滨海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滨海类产品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2）中国滨海类旅游产品开发分析

 （3）滨海类产品项目开发典型案例



 1）马尔代夫：整岛开发模式

 2）夏威夷：群岛式海岛开发模式

 3）新加坡：城市型海岛模式

 4）佛罗里达：城市群滨海旅游开发模式

 （4）中国滨海旅游业发展状况分析

 （5）滨海类产品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1.3 温泉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温泉类产品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2）温泉类产品项目开发案例——珠海海泉湾度假城

 （3）中国温泉旅游业发展状况分析

 （4）温泉类产品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2 景观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4.2.1 主题公园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主题公园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2）主题公园项目开发典型案例——欢乐谷

 （3）主题公园旅游业发展分析

 （4）主题公园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2.2 高尔夫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高尔夫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2）高尔夫项目开发建设分析

 （3）高尔夫项目开发典型案例

 （4）高尔夫项目经营情况分析

 （5）高尔夫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3 文化主题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4.3.1 古村、镇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中国古村、镇旅游发展历程



 （2）古村、镇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3）古村、镇项目开发典型案例

 1）古村镇项开发整体情况

 2）案例分析——平遥古城

 3）案例分析——丽江古城

 （4）古村、镇旅游市场需求分析

 （5）古村、镇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3.2 文化节庆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文化节庆活动举办现状分析

 （2）文化节庆类地产开发分析

 （3）文化节庆类产品项目开发典型案例

 1）乌镇戏剧节：提升酒店入住率

 2）博鳌论坛：海南旅游新名片

 3）西安曲江新区

 （4）文化节庆类产品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4 依托产业资源类产品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4.4.1 产业新城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产业新城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2）产业新城项目开发案例——中新天津生态城

 （3）产业新城项目投资开发分析

 （4）产业新城项目投资价值分析

 4.4.2 会展旅游地产项目开发与投资吸引力

 （1）会展旅游地产项目开发模式分析

 （2）会展旅游地产项目开发案例——成都国际会展中心

 （3）全国会展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4）全国展馆数量与面积分析



 （5）会展旅游地产项目竞争力分析

 

 第5章 中国旅游地产行业配套物业发展趋势

 5.1 产权式酒店物业发展趋势分析

 5.1.1 产权式酒店投资建设分析

 5.1.2 产权式酒店投资方式分析

 5.1.3 产权式酒店物业市场需求分析

 5.1.4 典型景区产权式酒店投资案例分析

 5.1.5 产权式酒店物业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5.2 酒店式公寓物业发展趋势分析

 5.2.1 酒店式公寓市场需求分析

 （1）酒店式公寓消费总体情况

 （2）酒店式公寓消费群体分析

 （3）酒店式公寓需求类型分析

 （4）酒店式公寓租赁价格分析

 5.2.2 典型景区酒店式公寓投资案例——青岛三度空间?6?1柏悦酒店式公寓

 5.2.3 酒店式公寓物业发展趋势分析

 5.3 会议中心物业发展趋势分析

 5.3.1 会议中心投资建设分析

 （1）北京与其他地区概况

 （2）环渤海会议目的地区域

 （3）以大连为代表的东北会议目的地区域

 （4）以川渝为代表的西部会议目的地区域

 5.3.2 会议中心发展主要问题分析

 5.3.3 会议中心物业发展趋势分析

 5.4 旅游度假村发展趋势分析



 5.4.1 旅游度假村发展现状分析

 5.4.2 旅游度假村发展趋势分析

 

 第6章 中国主要省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1 海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1.1 海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1.2 海南省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1.3 海南省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1）供给情况分析

 （2）需求情况分析

 6.1.4 海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2 贵州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2.1 贵州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2.2 贵州省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2.3 贵州省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1）供给情况分析

 （2）需求情况分析

 6.2.4 贵州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3 云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3.1 云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3.2 云南省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3.3 云南省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1）供给情况分析

 （2）需求情况分析

 6.3.4 云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4 吉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4.1 吉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4.2 吉林省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4.3 吉林省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1）供给情况分析

 （2）需求情况分析

 6.4.4 吉林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5 安徽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5.1 安徽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5.2 安徽省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5.3 安徽省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1）供给情况分析

 （2）需求情况分析

 6.5.4 安徽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6 江苏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6.1 江苏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6.2 江苏省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6.3 江苏省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1）供给情况分析

 （2）需求情况分析

 6.6.4 江苏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7 广东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7.1 广东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7.2 广东省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7.3 广东省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1）供给情况分析

 （2）需求情况分析

 6.7.4 广东省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8 杭州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8.1 杭州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8.2 杭州市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8.3 杭州地区旅游地产项目开发分析

 6.8.4 杭州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9 大连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9.1 大连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2）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3）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4）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6.9.2 大连市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9.3 大连市旅游地产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6.9.4 大连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6.10 青岛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10.1 青岛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旅游资源禀赋分析

 （2）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3）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4）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

 6.10.2 青岛市旅游地产行业客源市场分析

 （1）国内客源市场分析

 （2）国外客源市场分析

 6.10.3 青岛市旅游地产项目开发热度分析

 6.10.4 青岛市旅游地产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旅游地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十四五”旅游地产开发建设情况

 

 第7章 中国旅游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比较分析

 7.1 旅游地产企业竞争分析

 7.1.1 主要企业开发模式类型比较分析

 7.1.2 主要企业旅游地产代表项目情况

 7.1.3 旅游地产企业土地储备比较分析

 7.1.4 企业总体经营业绩的比较分析

 7.1.5 企业产品盈利能力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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