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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文化旅游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

为目的的旅游。寻求文化享受已成为当前旅游者的一种风尚。文化旅游产业是一种特殊的综

合性产业，因其关联度高、涉及面广、辐射力强、带动性大而成为二十一世纪经济社会发展

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

近几年来，我国旅游行业持续迎来政策利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持续

动力。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度国内旅游人数28.7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减

少30.22亿人次，下降52.1%。国内旅游收入2.2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0万亿元，下

降61.1%。2022年1月24日文旅部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旅游总人次32.46亿，比上年同期增

加3.67亿，增长12.8%；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消费）2.9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69万亿元

，增长31.0%。2022年，国内旅游总人次25.30亿，比上年同期减少7.16亿，同比下降22.1%；国

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消费）2.04万亿元，比上年减少0.87万亿元，同比下降30.0%。2023年春节

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  

政策方面，2022年1月20日，国务院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

到2025年，旅游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健全，旅游有效供给、优质供给

、弹性供给更为丰富，大众旅游消费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国内旅游蓬勃发展，出入境旅游有

序推进，旅游业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明显增强，旅游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国务院批复

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年7月12日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发展红色旅游、文化遗产旅游和旅游演艺

。2022年7月18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国民旅游休闲

发展纲要（2022-2030年）》，旨在进一步优化我国旅游休闲环境，完善相关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休闲内涵，促进相关业态融合。2022年7月21日，人民银行、

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的通知》，强调要切实改善

对文化和旅游企业的金融服务，稳定从业人员队伍。这为促进文化和旅游行业尽快恢复发展

吃下了定心丸、注入了强心剂。2022年8月15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加强行业监管进一

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通知》，要求各地要以保障游客合法权益为目标，严格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以提升服务质量为根本，规范导游执业行为；以整治&ldquo;不合理低价游&rdquo;为重

点，加大综合执法力度；以落实旅行社疫情防控指南为基础，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

。2023年2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自2023年3月1

日起施行，办法将进一步规范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充分发挥标准化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引领和支撑作用。2023年2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应用文化和旅游市场电

子证照的通知，自2023年3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应用文化和旅游市场涉企电子证照。

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同步制发、并行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当前，中国的旅游业正在慢慢转型，文化与旅游结合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全国各地文化旅游

业发展如火如荼。各地充分挖掘自身文化旅游的优秀资源，提供更丰富的、多样化的、更富

趣味性的旅游产品。文化与旅游行业的结合能够有效挖掘和保护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文化创

意提升了文化旅游价值，进一步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疫情之下，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其中，旅游业是受创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当前，我国进入抗击疫情与稳定经济双线作战的关键时期，疫情对文旅产业发展产生全方位

冲击，疫情结束后旅游业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提前研究谋划，也需要国家层面

统筹引导推动。疫情加速了旅游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中国游客已经不满足于陈旧的场

景和传统服务，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旅游业需要快速积累并精细运营线上资产，借助科技创

新和文化发展的力量，实现跨越式成长。  

21世纪中国旅游的方向直指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产品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相当的发展规模

和精深的人文底蕴独占鳌头，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品。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文化旅游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及发展概况等，随后分析了民族文化旅游业、红色文化旅

游业、影视旅游业、旅游演艺业、其他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现状。紧接着报告对文化旅游产业

区域市场做了详细分析，还对文化旅游业做了外贸服务分析和重点企业分析，最后报告分析

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前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文化和旅游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

中心、旅游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

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文化旅游业有个系统深

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文化旅游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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