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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西藏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的省份，是我国内陆省份中具有较高旅游价值文化基
地。党的西藏座谈会上一再强调，要把西藏的旅游做好做大做强，要把西藏做成具有世界重
要旅游目的地，同时要将西藏的旅游产业作为本省的支柱发展产业行业和战略性产业基地。
西藏是我国也是世界公认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同时由于人口密度较小，地区的生态
环境比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和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影响
较深的汗液支撑。这些制约西藏旅游发展的条件，在如何选择西藏旅游产业模式，需要人们
给予充分的研究和科学的思考工作。

        1、生态旅游的介绍和分析

生态旅游有不同的解释和分析，不同的生态旅行家也有不同的观点，为了更好的理解
生态旅游的核心内容，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做一简单的介绍和分析。生态旅游可以看做是具有
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自然旅游方式，它主要指的是对没有经过侵扰的自然区域作为主要对
象，其活动不破坏自然系统，不会使自然受到破坏和退化，可以直接促进生态保护区的发展
和有效管理，这种旅游方式就可以称之为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主要是为了了解自然，并体验大自然，合乎生态的伦理道德要求和管理，从
而培养了人们对生态自然环境以及自然文化的保护意识和欣赏、理解。生态旅游所强调的重
点主要是环境保护以及自然环境的完整性，把对环境的保护作为一种手段。因此，可以说，
环境和自然保护是生态旅游的核心内容。生态旅游从旅游产品特征上讲，对于需求方以及旅
游人员提出了要求，同时把文化的因素作为一种关联，有的专家提出土著文化也可作为一种
生态旅游的组成部分受到重视。选择合适的管理方法，同时管理的方式适合当地的生态伦理
道德发展要求，这是生态旅游的应有之意，也是生态旅游的丰富文化内涵。

图：2006-2016年西藏旅游游客数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2、西藏旅游也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构建

从旅游业的发展来看，旅游业要依托于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管理和设置等承载力来
进行构件西藏的旅游发展模式，同时还要兼顾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在实际的情况中，通过借
鉴国外的生态承载力以及旅游资源的承载力等一些承载力的指标，然后对西藏的实际情况考
虑周详，加入管理承载力项目，选定了一些指标，以供参考：

此参考的指标体系有四十多项，准则层分为五个板块，主要是设施承载力和管理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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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态承载力以及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变化。例如，对于设施承载力来说，包括了移动电话
的覆盖率指标、每万平方公里的垃圾站指标，城镇的污水排放处理率以及垃圾处理率指标，
每万平方公里中的旅馆床位数指标以及医疗床位数指标，互联网的普及率、每百万旅游收入
汇总的住宿餐饮业的从业人员数指标以及每万平方公里中的卫生技术人员指标、旅游电力消
费指标、旅游的标识系统指标、航空等交通系统运输的承载力指标等等。这些基础设施性指
标对于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和支撑具有强大的作用。如果这种旅游模式的设施承载力非常高，
就说明此地区需要这种旅游发展模式越强烈。其次，对于管理承载力来说，主要是针对西藏
当地的旅游从业人员以及旅游管理的能力，这些承载力主要是旅游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旅游管理的设施建设以及当地居民教育程度等，对于生态旅游的承载力主要是对水土的保持
率以及废弃的排放量、地表山川等生态质量的达标率，饮水安全、破坏环境污染的治理投资
情况等，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基于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开发所能承受的一定的空间大小。资源
承载力主要是吸引游客的资源承载程度，是农牧业对旅游业的支撑力以及景点的密度以及人
口密度等。环境变量主要考虑到一些地方的政策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的是社会
环境变化的承载力以及自然环境变化承载力。

从对西藏的常年调查数据来看，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国西藏自治区的有关统计
年鉴和我国国建旅游局的有关数据显示报告中，以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作为特例来分析和验算
。其中，有专家对四种旅游发展模式中电话普及率的依赖程度分析得出，大众旅游赋值为2.
3，一般生态旅游2.75，过渡生态旅游3.0，严格生态旅游3.5。这个调查结果表明，更多的
严格生态旅游者希望多更为偏远和原始的生态中去获得较深的旅游体验。也因此，对于严格
生态旅游中的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要求和依赖的程度更高。而大众旅游一般主要呆在一些发展
比较成熟的景区中，大多是旅游者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对于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要求地域严
格生态旅游者。

        3、小结

对于西藏的旅游发展不适合大众旅游发展模式，比较适合生态旅游作为主导及核心，
对大众旅游作为辅助的手段发展。西藏的文化旅游资源明显高于自然型旅游资源，其关键在
于设施和管理的承载力较小，应加大对设施和管理的承载力，发展生态旅游。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西藏旅游产业发展监测及投资策略研究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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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市场前
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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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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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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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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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日喀则地区旅游业发展分析
9.1 日喀则旅游业发展的区位和资源条件及评价
9.1.1 自然区位
9.1.2 经济区位
9.1.3 交通区位
9.1.4 旅游区位
9.1.5 资源条件
9.2 日喀则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
9.2.1 旅游市场运行
9.2.2 开拓旅游市场
9.2.3 旅游城镇建设
9.2.4 县域旅游经济
9.3 “拉日铁路”对日喀则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9.3.1 日喀则交通条件的现状
9.3.2 青藏铁路对西藏经济的影响
9.3.3 青藏铁路对日喀则旅游业的影响
9.3.4 拉日铁路通车对日喀则经济的影响
9.3.5 结论与建议
9.4 日喀则地区旅游开发策略
9.4.1 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9.4.2 旅游产品的线路组合策略
9.4.3 旅游产品开发空间布局策略

第十章 西藏其他重要旅游地区分析
10.1 昌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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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旅游市场运行
10.1.2 旅游资源开发
10.1.3 规范旅游市场
10.1.4 县域旅游经济
10.2 阿里地区
10.2.1 旅游市场运行
10.2.2 旅游项目建设
10.2.3 完善旅游市场
10.2.4 旅游行业热点
10.3 山南地区
10.3.1 旅游市场运行
10.3.2 行业发展措施
10.3.3 假日旅游经济
10.3.4 县域旅游经济

第十一章 西藏旅游业重点企业发展状况分析
11.1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11.2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11.3.1 西藏旅游总公司（西藏中国国际旅行社）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11.3.2 拉萨市旅游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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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11.3.3 西藏山南中国国际旅行社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11.3.4 西藏哈达国际旅行社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二章 西藏旅游业的投资潜力分析
12.1 中国旅游业投资机遇
12.1.1 国际化机遇
12.1.2 市场需求机遇
12.1.3 交通支撑机遇
12.1.4 转型升级机遇
12.2 西藏旅游业投资机遇
12.2.1 特色资源优势
12.2.2 战略发展机遇
12.2.3 产业后发优势
12.2.4 产业政策机遇
12.2.5 社会效益明显
12.3 西藏旅游业投资现状
12.3.1 招商引资动态
12.3.2 行业投资热点
12.3.3 旅游项目建设投入
12.3.4 旅游投融资渠道少
12.4 西藏旅游业重点投资项目动态
12.4.1 文化旅游创意园区项目
12.4.2 甲玛景区项目
12.4.3 暗夜保护区项目
12.4.4 拉乌山国际自驾露营地项目
12.4.5 文化坛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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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 汽车露营项目
12.4.7 藏艺文博园项目
12.4.8 藏文化创意孵化中心项目
12.4.9 拉萨民族手工业园项目

第十三章 西藏旅游业的投资风险预警
13.1 旅游业壁垒分析
13.1.1 技术壁垒
13.1.2 品牌与网络壁垒
13.1.3 行为性壁垒
13.1.4 退出壁垒
13.2 宏观经济环境风险
13.2.1 国际经济风险
13.2.2 国内经济风险
13.2.3 西藏经济风险
13.3 行业社会成本分析
13.3.1 环境成本
13.3.2 建设成本
13.3.3 交通成本
13.4 项目投资开发风险
13.4.1 决策风险
13.4.2 市场风险
13.4.3 区位选择风险
13.4.4 政策风险
1.3 自然等外部因素风险
13.4.5 自然灾害
13.4.6 人为灾害
13.4.7 安全因素
13.4.8 生态风险
13.5 投资风险的防范
13.5.1 有效控制决策风险
13.5.2 有效控制市场风险
13.5.3 正确进行区位选择
13.5.4 正确面对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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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对西藏旅游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14.1 中国旅游业发展前景展望
14.1.1 正处于重大机遇期
14.1.2 市场需求空间广阔
14.1.3 国际市场前景乐观
14.2 西藏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14.2.1 产业面临形势分析
14.2.2 未来产业发展格局
14.2.3 发展高原生态旅游
14.2.4 建成世界旅游目的地
14.3 对2017-西藏旅游市场规模预测
14.3.1 2017-国内游客人数预测
14.3.2 2017-国内旅游收入预测
14.3.3 2017-入境游客人数预测
14.3.4 2017-旅游外汇收入预测
附录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附录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
附录三：《旅行社条例》
附录四：《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例》
附录五：《拉萨市旅游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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