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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游览景区管理（分类代码：

N7852）指对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景观、人文景物的管理和保护活动，以及对环

境优美、具有观赏、文化或科学价值的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活动；包括风景

名胜和其他类似的自然景区管理。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属于“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N78 公共设施

管理业”。以下对游览景区管理行业进行研究。 

一、游览景区管理行业概况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不仅限于对旅游景区进行维护管理，还是以旅游资源为基

础，通过开发相应的旅游设施，为游客提供景区内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

物、文娱等一系列服务的综合性行业。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前景最广的新兴产业之一。游览

景区管理行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我国对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日趋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

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已步入大众化旅游时代。 

目前，游客对于旅游的定义不仅仅局限于游山玩水，更看重旅行的文化、环

境、娱乐等方面。为满足现代人休闲旅游需求，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已发展成为景

区内集“食、住、行、游、购、娱”等六要素于一体、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综合型

产业体系。 

二、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特点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是依托旅游资源进行发展的行业，因此地域性特征较强，

除此之外也具有周期性、季节性、敏感性、区域性竞争等特点。 



（一）地域性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是依托旅游资源进行发展的行业，而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复

制和不可转移的特点，因此，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具有

丰富的旅游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地区一般都属于旅游热点地区，游客接待量明

显高于其他地区，旅游企业分布也较为密集。 

（二）周期性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经济发展的周期会

直接影响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在经济繁荣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旅

游消费的需求随之增加，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旅游消费需

求也随之减少，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周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周期

的更替而呈周期性变化。 

（三）季节性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点，一般旅游景点都会有旅游旺

季和淡季的区分。造成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季节性特点的原因除了自然气候外，各

个国家、地方的假期政策也会给游览景区管理行业产生较大冲击，通常情况下，

节假日旅游人数较平常会有大幅增加。 

（四）敏感性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属于敏感性行业，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旅游客源

地、目的地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气候、交通等外部环境都将

直接影响到当地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 

（五）区域性竞争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整体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主要集中在资源、品牌、网络、

交通等方面。近年来，国内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发展迅速，各旅游景区和旅游企业

均在加快产业扩张、创新商业模式、完善旅游要素配置，在旅游产品开发、产品

特色、营销策划和服务创新等方面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大部分旅游企业均依托相

应的旅游景区发展，国内旅游市场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竞争特点。 



三、中国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发展状况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趋势，

除了2003年受非典型肺炎传播的影响以及2008年的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影响以

外，我国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属于

旅游业的一种，与旅游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由于目前针对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统

计较少，现对我国旅游业的统计进行分析。我国旅游业总收入从 2001 年的

4,995.00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4.13 万亿元，旅游总人数从 2001 年的 8.85 亿人

次增长到 2015 年的 42.51 亿人次，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16.28%和 11.86%1。 

 

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2001 年-2015 年） 

                                                              
1  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2001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2001 年-2015 年） 

注：旅游总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出境旅游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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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境旅游 1.27 亿人次，增

长 4.1%；上半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2.25 万亿元，增长 12.4%2。 

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市场受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等外部因素影响，

导致增速放缓，但随着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发展、出境旅游市场继续活跃，游览景

区管理行业总体实现稳步较快发展。 

目前，我国游览景区管理行业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游

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出台政策性

文件（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等）给予游览景区管理行业良好

的政策环境；通过在旅游区附近兴建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基础设施减少游

客旅游通行障碍；通过加快宾馆、饭店、景区景点等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提高

旅游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而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保障体系的

不断完善，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不断扩大，旅游已发展成为大众休闲方式之一。 

                                                              
2  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2016年上半年旅游统计数据报告》 



四、影响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一）影响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各个国家地区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经验分析，游览景区管理行业与国

家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会直接影响游览景区管理

行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随着我

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拉动内需政策的逐步实施，

我国游览景区管理行业仍将保持快速发展。 

2、国家政策支持 

游览景区管理行业作为我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支持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

发展，主要包括： 

序号 政策名称 发布日期 主要内容 

1 

《中国旅游业“十

一五”发展规划纲

要》 

2006 年 11 月 

提出“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

规范发展出境旅游”，确立了把旅游业培育成

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目标。 

2 
《关于加快发展

旅游业的意见》 
2009 年 12 月 

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3 

《中国旅游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纲

要》 

2011 年 12 月 

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把“旅游业初步建设成

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

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在转方式、扩内需、

调结构、保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战略中

发挥更大功能。”具体规划目标为：到 2015

年，国内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2.5 万亿元，年均

增长 10%；国内旅游人数达到 33 亿人次，年

均增长 10%；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 的比

重提高到 4.5%；旅游消费相当于居民消费总

量的比例达到 10%。 

4 

《关于金融支持

旅游业加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 

2012 年 2 月 

提出“支持旅游资源丰富、管理体制清晰、符

合国家旅游发展战略和发行上市条件的旅游

企业上市融资”。 

5 

《国民旅游休闲

纲要（2013—2020

年）》 

2013 年 2 月 

提出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

求，促进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发展，推进具有

中国特色的国民旅游休闲体系建设。 



6 

《皖南国际文化

旅游示范区建设

发展规划纲要》 

2014 年 2 月 

明确加快构建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现代产业

体系，提升发展质量和国际化水平，将示范

区打造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世界一流

旅游目的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 

7 

《关于促进旅游

业改革发展的若

干意见》 

2014 年 8 月 

就树立科学旅游观、增强旅游发展动力、拓

展旅游发展空间、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完善

旅游发展政策等方面，提出明确意见。 

8 

《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5

年本） 

2015 年 5 月 

提出将旅游业的“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森林

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民

族风情游及其他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服务”、“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信息服务”列为鼓励类

产业。 

随着我国旅游业行业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持续完善，旅游业发展将保持持

续增长势头。 

3、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 

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是居民旅游活动增加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

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总体上已进入小康水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比以前

大幅增长，购买力也大大增强。 

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已逐步与国际接轨，消费结构也开始升级换代，

从以基本生活品消费为主的温饱型消费向以服务消费为主的小康型消费转变。一

些发展性和享受性的服务消费正成为新的热点。作为发展性、享受性消费的重要

组成部分，旅游消费已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休闲娱乐方式。游览景区管理行业整

体持续高涨也说明了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已经成为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

受益行业之一。 

4、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是旅游景区吸引游客的关键要素之一。近年来，我国的

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旅游景区周边的交通基本设施不断完善，使旅游目的地的

易达性不断提升，居民旅游活动更加便捷和舒适，为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提

供了保障。 



（二）影响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1、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由于游览景区管理行业自身敏感性的特点，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的发展很难完

全避免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和突发事件的干扰，例如非典型肺炎、H7N9、甲型 H1N1

流感等高传染性疾病，经济危机、金融动荡等经济环境因素，地震、海啸、雪灾

等自然灾害，战争、地区冲突、动乱、恐怖活动等政治因素都会导致旅游需求的

下降，给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国内旅游市场管理还有待完善 

目前，国内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适应我国游览景区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旅游活动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旅游经营和管理上存在很多不规范的情况。因市场诚

信缺失、旅游管理部门执法力量缺乏导致“宰客”行为频发，使部分旅游消费者对

国内旅游缺乏信心。未来，如果游览景区管理行业监管持续得不到有效执行，将

会给游览景区管理行业造成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