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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1年中国智慧旅游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格局与未来趋势预测》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lvyou/54103154103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8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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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智慧旅游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为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
服务，而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革。

智慧旅游行业对于把旅游业建设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化服务业有着重大影响
，国家也相当重视智慧旅游行业发展，在近期发布的《全国“互联网+旅游”发展报告（2021
）》中提出：要培育“互联网+”新主体，构建智慧旅游新格局，未来的“互联网+旅游”属于为
游客创造美好生活和消费场景的数字技术服务商。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最新相关政策汇总
时间
政策名称
内容
2021.04
《全国“互联网+旅游”发展报告（2021）》
报告提出，培育“互联网+”新主体，构建智慧旅游新格局。要培育更加广泛的消费基础，未
来的“互联网+旅游”属于为游客创造美好生活和消费场景的数字技术服务商；要建设面向未
来的市场主体，加强科技、文化和旅游企业的深度融合；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定期
评估互联网和数字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2021.03
《关于做好2021年文明旅游工作的通知》
督促旅游景区加强智慧监管，消除监管盲区，通过网络平台、讲解服务、志愿服务、信息服
务体系等多渠道开展文明提示警示，加强对游客的安全文明引导。联合在线旅游平台、短视
频平台，发布文明旅游指南、文明旅游公益广告，用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文明旅游知识
，扩大文明旅游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
2020.11
《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加快建设智慧旅游景区、完善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创新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加大线上旅
游营销力度等多个措施，意在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2年，建成一批智慧旅游景
区、度假区、村镇和城市；国家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基本实现智
慧化转型升级。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跟踪分析和
协调指导，协同深化“互联网+旅游”，加快推进智慧旅游发展。
2020.11
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指出，旅游消费潜力巨大，为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业健康发展，会议确定了支持
“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一是支持建设智慧旅游景区，普及电子地图、语音导览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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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特色景区数字展览馆等，推动道路、旅游厕所等数字化建设。二是鼓励景区加大线上
营销力度，引导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旅游民宿的措施。为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保留线下服务。三是完善包容审慎监管，加强旅游安全监测和线上投诉处理，打击
坑蒙拐骗。
2020.11
《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推进数字经济格局下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文化产业与数字经
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体系。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强数字文化技术
标准应用，以标准建设促进产业发展。发挥标准对产业的引导支撑作用，推动虚拟现实、交
互娱乐、智慧旅游等领域产品、技术和服务标准研究制定，形成数字文化产业标准体系。以
数字化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加强数字文化
企业与互联网旅游企业对接合作，促进文化创意向旅游领域拓展。
2019.08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引导演出、文化娱乐、景区景点等场所广泛应用互联网售票、二维码验票。提升文化和旅游
消费场所宽带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水平，在具备条件且用户需求较强的地方，优先部署第五代
移动通信(5G)网络。优化旅游交通服务，科学规划线路、站点设置，提供智能化出行信息服
务。到2022年，实现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除现金支付外，都能支持银行卡或移动支付
，互联网售票和4G/5G网络覆盖率超过90%，文化和旅游消费便捷程度明显提高。
2018.11
《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加快推动乡村旅游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网上预订，支付、交流等功能，推动乡村旅游智慧化
。
2018.11
《关于提升假日及高峰期旅游供给品质的指导意见》
提升智慧旅游管理水平，加强与通讯、交通、景区等机构的数据链接与共享，建立假日及高
峰期旅游大数据采集分析平台，实现对景区、住宿、道路等旅游信息的实时监测。鼓励各地
积极提升智慧旅游服务水平，重点推进门票线上销售、自助游览服务。提升智慧产品开发水
平，鼓励智慧景区建设，充分运用虚拟现实(VR)、4D、5D等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立体、动态
展示平台，为游客提供线上体验和游览线路选择。
2018.03
《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建立统受理旅游投诉举报机制，积极运用“12301”智慧旅游服务平台、“12345”政府服务热线
以及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咨询中心等多种手段，形成线上线下联动、高效便捷畅通的旅
游投诉举报受理、处理、反馈机制，做到及时公正，规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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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以市场需求为牵引，积极培育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和服务，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推动
智能产品在文化、旅游等领域的集成应用。
2016.12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构建全国旅游产业运行监测平台，建立旅游与公安、交通、统计等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形成
旅游产业大数据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智慧旅游城市、智慧旅游景区、智慧旅游企业、智慧旅
游乡村。支持“互联网+旅游目的地联盟”建设。建设“12301”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来
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我国部分省市也陆续制定了相关政策，完善行业体系，例如在
北京市发布的《智慧旅游景区基本要求及等级评定》提出：智慧旅游景区可以利用最新一代
信息技术，对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实现可视化管理。智慧旅游景区将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
到高依次为A级、AA级、AAA级。为了满足游客的上网需求，景区应在主要游览区域有效覆
盖无线网络，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以无线方式连接上网，网络
信号通畅、稳定。
全国部分省市智慧旅游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省市
时间
政策名称
内容
北京
2021.02
《智慧旅游景区基本要求及等级评定》
提出智慧旅游景区可以利用最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实现可视化管理。智
慧旅游景区将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A级、AA级、AAA级。为了满足游客的上网
需求，景区应在主要游览区域有效覆盖无线网络，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将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等终端以无线方式连接上网，网络信号通畅、稳定。
黑龙江
2021.01
《黑龙江省旅游景区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在推动智慧景区建设方面，将科学核定景区游客承载量，通过建设景区门票分时预约、智能
停车场等方式进行景区流量管控；推进景区监管、人脸识别系统建设以及增加景区红外线测
温设备等，提升景区常态化防疫管控的智慧化服务水平，还将加快全省3A级及以上旅游景
区5G、无线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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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2021.01
山东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
2021年山东省将着力推进数字文旅产业发展，实施“好客山东云游齐鲁”智慧文旅工程，建设
智慧旅游云平台，并于“五一�䵎���䰰����銀呿儀��㠠��ꁟ��聧父㩦潞鑵����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一批旅游景区智慧讲解导览样板和智慧旅游示范村镇，持续推动重
点景区门票预约机制建设，打造智慧旅游目的地。推进“互联网+演艺”，线上线下结合开展
展演展播，扩大优秀文艺作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贵州
2020.12
《关于贵州省智慧旅游气象服务基础支撑平台业务应用的通知》
针对全省（可基于位置进行定位）和梵净山、赤水、荔波、万峰林四个景区分别开发了手机
微网页程序，各市州县气象局在各地公众号中可增加地址链接开展旅游气象服务应用。
河北
2020.12
《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为壮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建立健全“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加
快社会服务在线对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要完善升级河北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一部手
机游河北”生态体系，提升旅游消费智能化、便利化水平，到2022年，全省4A级以上主要旅
游景区全部建成智慧旅游景区。
四川
2020.07
《四川省加快“智游天府”全省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施方案》
力争通过3年时间，建成覆盖全面、功能完善、运转高效、方便快捷的“智游天府”全省文化
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做到全省文化旅游公众服务、综合管理、宣传推广的全面智慧化，实
现服务“一键通”、监管“无盲区”、宣传“快精准”，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智游
天府”全省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将按照“管用、实用、好用”的要求，整体规划、分
步实施、有序推进。主要有七项任务，包括建设全省文旅大数据中心、建设全省文旅综合管
理平台、建设全省文旅公众服务平台、建设全省文旅宣传推广平台、建设智慧化文旅信息标
准体系、推动文旅数据归集共享、支持开展文旅智慧化示范推广等。
 
江西
2020.03
《关于打好“组合拳”提振旅游消费的通知》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各地各景区尽快推动辖区内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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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复工复产开业经营，完善旅游要素，畅通消费链条。要引导旅游企业诚信经营，提倡
网上预约购票，落实景区最大承载量制度，强化安全生产，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畅通旅
游投诉渠道，提高游客满意度。
山西
2020.03
《关于推进我省智慧旅游云平台融合建设工作的通知》
山西省智慧旅游云平台整体建设目标是：实现“政府科学决策、游客畅游山西、企业互惠互
利”。定位为：山西省政务云的行业子平台，面向政府提供行业监管和产业数据监测等服务
，实现“管理一张网”；面向涉旅企业提供统一在线交易服务，实现“运营一平台”；面向游客
提供线上购票、酒店预订、旅游交通等定制服务，实现“一机在手，畅游山西”。
海南
2020.03
《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2020—2021年)》
加快“一部手机游海南”系统建设，实现与健康“一码通”、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平台互
联互通、数据共享。推进旅游统计制度改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旅游产业统计制度，推动旅
游、统计、公安、海关、市场监管、税务、交通、商务等部门统计数据的互联共享。数据来
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发布相关政策的同时，各省市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也涉及了智慧旅游行业，从各省市
的规划来看，多个省市提到了“一 �坞���舠��䴙䭧㩮㡬徉缠���x�㢍㕝����桷��㠀
一张网”、“一部手机游辽宁”等。
全国部分省市智慧旅游行业“十四五”规划内容
省市
内容
全国
深入发展大众旅游、智慧旅游，创新旅游产品体系，改善旅游消费体验。推动景区、博物馆
等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建设景区监测设施和大数据平台，发展沉漫式体验、虚拟展厅
、高清直播等新型文旅服务。
北京
龙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深入开展世园公园后续利用，打造“京韵满乡民族团结文旅精品
示范带，实施智慧旅游拓展工程、乡村民宿提升工程等，建设彰显文化魅力的旅游名城。
内蒙古
推动旅游景区提档升级，开展文化演艺、非遗和文创产品进景区活动，加快建设智慧旅游景
区、跨境旅游试验区。
陕西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推动互联网医疗、在线文娱、智慧旅游、智能体育、智慧广电等新型消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费发展，积极发展旅游、文化、健康、教育、体育、育幼、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
江西
聚焦生活性服务业，促进线上线下资源的有效整合，推进“一部手机游江西”等智慧旅游示范
建设，开拓餐饮、零售、健康、养老、教育、家政等智慧服务新场景，丰富服务产品供给，
提高服务便利化、智能化水平。鼓励上饶、赣州、宜春、抚州等地发展光学模组、基础元器
件、物联网传感器等产业集群,重点在智慧消防、智慧水务、智慧交通、智慧旅游等领域打
造应用品牌。实施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数字金融、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智慧教育等系列
提升工程。建成全省教育信息化应用示范、智慧校园、智慧医疗、智慧旅游等一批智慧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项目。
海南
有序发展在线教育，积极发展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深入发展在线文娱，鼓励发展智慧旅游
，大力发展智能体育。强化基于大数据的旅游综合服务市场监管，拓展以智慧旅游为核心的
融合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体验，前沿探索发展国际化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慧康养等高端
服务业，全面对接和服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塑造海南智能化、多元化、个性化高端旅游服
务品牌。建设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教育、博鳌智能网联汽车等5G应用项目。
宁夏
有序发展在线教育，积极发展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鼓励发展在线文娱、智慧旅游、智能体
育、个性化体验等消费新业态。
贵州
培育壮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数据融合新业态。持续推进“大数据+全域智慧旅
游”建设，以“一码游贵州”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整合旅游景区监控系统、云游贵州等资源，
加强数据资产归集，形成集产品推广、服务预订、预售结算、实时查询、导游导览、投诉受
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持续推进旅游目的地数字系统建设，构建智慧旅游
评价体系及标准，开展智慧景区建设，引导景区景点广泛应用网络预约、购票，提高产品服
务、企业治理的智慧化程度。加快推动服务业向平台型、智慧型、共享型融合升级，完善提
升贵州全域智慧旅游服务平台，推动涉旅企业数据、服务和产品接入，强化全域智慧旅游产
品和服务应用推广。
辽宁
加强全域智慧旅游服务。建设辽宁智慧旅游平台，实现“一部手机游辽宁”。通过建立文旅大
数据中心，构建综合管理、资讯服务、营销三大体系，实现“掌上游辽宁”。
江苏
加速传统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探索众包设计、智慧零售、智慧旅游、智慧会展、数字
金融等新业态。提升智慧旅游服务水平，建设“全域智慧旅游云”平台，建设一批智慧旅游景
区。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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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游客旅游体验自由自在”为目的，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智慧旅游平台。基于“城市
大脑”和5G等技术支撑，推动城市智慧城管、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政务等建设，全面
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
福建
完善“一廊、两环、五区”国际旅游岛空间布局。打造一批高品质旅游景区和旅游度假区，发
展南岛语族、蓝眼泪、石厝等特色旅游,完善全岛智慧旅游平台，加强5G、AR体验等新兴科
技应用，构建海洋休闲度假游、文化旅游、海上运动旅游等多元旅游产品体系，加快形成全
域全时旅游消费格局。
黑龙江
开发培育智能化应用场景，拓展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
慧供暖、智慧医疗等领域应用，打造5C+智慧行业应用体系生态圈。推进实景三维龙江建设
。推进智慧旅游平台建设，形成“全省旅游一张网”,打造全域智慧生态旅游示范省。推动旅游
基础设施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现景区及相关道路通信信号连续覆盖和重点景区景点
5G全覆盖。
河南
建设省智慧旅游开放平台，推广云上景区、云上场馆等服务模式,打造一批“钻级”智慧旅游景
区。
湖北
加快发展智慧旅游，推动旅游景区建设数字化体验产品，丰富游客体验内容。实施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工程，建设一批世界级、国家级文化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部手机游湖北”
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覆盖全省的智慧旅游体系。
甘肃
拓展“一部手机游甘肃”平台功能，深入推进“互联网+旅游”,积极发展智慧旅游，提供多元化
、个性化旅游服务。加强旅游市场标准化，打造优质规范的旅游市场秩序。
安徽
建设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大数据中心，加强数据开发应用。优化升级“安徽文化云”和“游安徽”
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供公共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服务，实现“一部手机游安徽”。持续开展
智慧旅游创新应用试点工作，加快智慧旅游景区建设。
青海
加快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提升“大美青海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实施数字化景区行动
，打造数字文旅产业园，提升旅游数字化营销管理和智能化服务水平。
湖南
推进长江中游智慧旅游工程建设，发行长江旅游年卡。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文娱、智慧旅游、智能体育等新
业态。发挥张家界全域旅游基地建设的龙头作用，继续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创建、旅游产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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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创新，大力发展大众旅游，培育旅游专业人才，壮大旅游市场主体，优化拓展旅游消费链
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加快发展智慧旅游，提升旅游公共服务。建设“一部手机游潇湘”公共
服务平台，推进智慧旅游应用，加快建设一批智慧旅游示范城市、智慧旅游小镇和智慧旅游
景区。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TF）

《2021年中国智慧旅游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格局与未来趋势预测》涵盖行业最新数
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
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
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
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
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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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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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
分析法、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
分析师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报告大纲】

第一章 2017-2020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智慧旅游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智慧旅游行业相关定义
二、智慧旅游行业基本情况介绍
三、智慧旅游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智慧旅游行业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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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模式
3、销售模式
五、智慧旅游行业需求主体分析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智慧旅游行业产业链条分析
三、产业链运行机制
1、沟通协调机制
2、风险分配机制
3、竞争协调机制
四、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1、上游产业
2、下游产业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智慧旅游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智慧旅游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四节 智慧旅游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智慧旅游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二、智慧旅游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智慧旅游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五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智慧旅游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智慧旅游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智慧旅游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智慧旅游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智慧旅游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章 2017-2020年全球智慧旅游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全球智慧旅游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 全球智慧旅游行业市场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 亚洲智慧旅游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智慧旅游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亚洲智慧旅游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智慧旅游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 北美智慧旅游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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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美智慧旅游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智慧旅游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智慧旅游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 欧洲智慧旅游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智慧旅游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智慧旅游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智慧旅游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1-2026年世界智慧旅游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第七节 2021-2026年全球智慧旅游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智慧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智慧旅游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产业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消费观念分析

第四章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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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第四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第五节 我国智慧旅游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二、细分市场二
三、其它细分市场
第六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七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章 中国智慧旅游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 2017-2020年中国智慧旅游市场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智慧旅游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二、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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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 2017-2020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智慧旅游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智慧旅游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 2017-2020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智慧旅游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智慧旅游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智慧旅游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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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中地区智慧旅游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智慧旅游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智慧旅游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智慧旅游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 2017-2020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智慧旅游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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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 2021-2026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智慧旅游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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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 2021-2026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智慧旅游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智慧旅游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智慧旅游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智慧旅游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智慧旅游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智慧旅游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 2021-2026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智慧旅游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智慧旅游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智慧旅游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智慧旅游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智慧旅游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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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智慧旅游行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智慧旅游行业产品差异性策略
二、智慧旅游行业个性化服务策略
三、智慧旅游行业的促销宣传策略
四、智慧旅游行业信息智能化策略
五、智慧旅游行业品牌化建设策略
六、智慧旅游行业专业化治理策略

第十四章 2021-2026年中国智慧旅游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智慧旅游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智慧旅游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智慧旅游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智慧旅游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智慧旅游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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