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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旅行社（Travel Agency），世界旅游组织给出的定义为&ldquo;零售代理机构向公众提

供关于可能的旅行、居住和相关服务，包括服务酬金和条件的信息。旅行组织者或制作批发

商或批发商在旅游需求提出前，以组织交通运输，预订不同的住宿和提出所有其他服务为旅

行和旅居做准备。&rdquo;的行业机构。我国《旅行社管理条例》中指出：旅行社是指以营利

为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其中旅游业务是指为旅游者代办出境、入境和签证手续，招

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安排食宿等有偿服务的经营活动。

    旅行社的营运项目通常包括了各种交通运输票券（例如机票、巴士票与船票），套装行程

，旅行保险，旅行书籍等的销售，与国际旅行所需的证照（例如护照、签证）的咨询代办。

最小的旅行社可能只有一人，最大的旅行社则全球都有分店。从旅行社衍生的职业有：领队

、导游、票务员、签证专员、计调员（旅游操作）等。经营旅行社是必须要持有当局发出的

有效牌照，并且必须是某指定旅行社商会的会员才能经营旅行团，进行带团旅行。

    中国旅游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旅游大国特征日益凸显。国内旅游人数高达26.4亿人次，同

比增长12%，国内旅游收入1.9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潜力最强的国

内旅游市场。2011年中国大陆共接待国际游客1.35亿，国际入境游客规模从1990年的第12位跃

升至全球第3位，成为继法国、美国之后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家。2011年中国出境规模已

经达7025万人次之众；出境旅游消费国际旅游支出总额高达726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三位。中

国旅游产业属性正在转型中不断升级，产业体系培育日趋多元，旅游市场开拓逐渐有序深化

。

    中秋国庆八天超长假期引爆了国内出境旅游市场。据统计，多数出境线路游客量呈50%以上

的大幅增长，最高增幅达150%，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泰国游、韩国游、赴台游以及欧美等长线

游。

    我国于1997年正式开展公民出国(境)旅游业务，当年出境人数就达到532万人次，当时正式

开放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只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

政区。到目前，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已达142个，中国旅游者的足迹，已经遍

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客源输出国之一。

    截至2011年末，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7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出境旅游花费690亿美元，

同比增长25%，前瞻网预计2012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784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出境

旅游消费有望突破800亿美元。

    在世界旅游业分享&ldquo;中国红利&rdquo;的同时，中国旅游企业也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而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也为我国旅游企业实施&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机



遇。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人民币升值使海外投资成本相对降低，我国公

民出境旅游人数快速增长，为国内旅游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同时，国家鼓励企业&ldquo;走出去&rdquo;的政策逐步完善。2009年3月，商务部出台了《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大大简化了境外投资的审批过程，给予企业更多政策鼓。针对中小企

业，我国设立了&ldquo;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rdquo;，搭建了中小企业境外经贸合作区

平台，还出台了海外并购政策。此外，旅游主管部门还通过与商务部、财政部、外汇管理局

及银监会等部门合作，引导和推动中国旅游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目前，我国&ldquo;走出去&rdquo;的旅游企业业务不断拓展包括旅行社、饭店、餐饮及景区

等且多元化经营趋势明显，经营地区不断扩大涵盖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

洋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旅行社市场研究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旅行社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旅行

社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旅行社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旅

行社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旅行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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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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旅游业的政策环境



一、我国假日旅游市场监管情况

二、我国国家、省、地市三级旅游质监体系情况

三、我国高尔夫旅游服务法规情况

四、云南面向全国发行旅游护照情况

五、对旅游业发展政策取向的思考

 

第十二章 2014-2020年 我国旅游业预测及投资分析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旅游业发展预测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旅游业面临的发展环境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旅游业主要任务和目标

第二节 2014-2020年 旅游市场发展趋势

一、影响我国未来旅游的重大因素

二、中国旅游业未来发展的猜想

三、中国旅游市场发展总趋势

四、2015年中国旅游市场发展预测

五、2015年我国星级旅游饭店发展预测

六、202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14-2020年 旅游行业投资策略

一、2014-2020年 旅游酒店投资前景

二、2014-2020年 旅游景区业投资机会

 

第十三章2011-2012年旅行社的竞争和发展策略分析

第一节 新假日制度下旅游企业的营销对策

一、新假日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

二、旧假日制度下旅游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三、新假日制度下企业的营销对策

第二节 可持续旅游消费及其实现对策

一、可持续旅游消费的内涵

二、我国可持续旅游消费发展的现实环境

三、我国可持续旅游消费的实现对策

第三节 竞争环境下的旅行社应对策略



一、企业联盟是旅行社拓展功能的重要渠道

二、产品提升是旅行社保持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三、市场渗透是旅行社保持客源的重要法宝

四、网络营销是旅行社产品宣传的重要手段

第四节 旅行社应对网络旅游的挑战策略分析

一、网络旅游的竞争优势

二、旅行社的应对策略

第五节 旅行社应对市场竞争变革的策略

一、我国旅行社市场竞争正处在变革当中

二、旅行社应对竞争变革的策略

第六节 我国旅行社品牌战略的发展策略

一、旅行社品牌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旅行社品牌现状的SWOT分析

三、旅行社在竞争中的应对策略分析

第七节、我国旅行社信息化建设策略

一、强化旅行社信息化建设意识

二、加大旅行社信息化投资力度

三、建设旅行社信息化部门

四、旅行社业务流程重组与信息化同步

五、旅行社信息化建设的工作原则

六、立足长远,采用适度超前技术

 

第十四章2011-2012年旅游业国际化战略分析 

第一节 我国旅行社国际化现状分析

一、旅游业国际化是经济竞争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旅游业正朝国际化迈进

第二节 我国旅行社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旅行社三大特点

二、旅行社主业单一同质化严重

三、经营模式&ldquo;粗放式&rdquo;问题严重

四、旅游产品传统阻碍发展

第三节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旅游企业



一、旅游强国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企业集团

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企业集团

三、对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旅游集团的建议

第四节 跨文化意识对我国旅游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一、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二、国际旅游的跨文化属性

三、我国旅游业的跨文化战略

第五节 旅游企业国际化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旅游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二、旅游企业国际化进程给我国的启示

 

第十五章2011-2012年旅行社集团化及资本运作分析 

第一节 我国旅行社经营体系调整的目标模式分析

一、我国旅行社业经营体系分析

二、我国旅行社经营体系调整的目标模式

第二节 当前旅行社并购热分析

一、当前旅行社并购存在的弊端

二、并购动机多元化使旅行社并购目标不统一

第三节 我国旅行社集团化模式分析

一、我国旅行社集团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旅行社集团化的模式

第四节 旅行社集团化战略

一、旅行社集团化的特征分析

  二、我国旅行社集团化的战略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404/103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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