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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近年来，旅游文艺演出在全国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标志性精神服务产品，成功的旅

游市场与文艺演出相结合，对旅游产业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逐渐成为城市（或地区）旅游

发展的品牌与名片，成为现代旅游业不可或缺的内容。  

    按照表演时间可将旅游文艺演出分为节事演出和常态化演出，如深圳的世界之窗、锦绣中

华推出的中华百艺盛会、创世纪等均已形成文艺演出的常态化。  

    按照表演的场次与固定性分为固定地点演出、巡回演出，如大型原生态舞台歌舞集《云南

映象》采用在昆明市剧场表演及在世界各地巡演相结合的方式。  

    按照表演地点及形式分为大型山水实景大型专题演出、主题公园广场文艺演出、景区及休

闲场所舞台演艺，如《印象&middot;刘三姐》、《印象&middot;丽江》均为大型山水实景大

型专题演出的代表；杭州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与北京欢乐谷的《金面王朝》均为主题公园

推出的代表演出。另外还有景区剧场、茶馆、酒店、剧院、夜总会等推出的小型舞台演绎节

目。  

    按照表演内容分为历史文明依托型、民族风情依托型、自然生态依托型、艺术文化依托型

。  

    按照内涵分为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表演形式已经扩展到歌剧、舞蹈、杂技、马戏表演等

多种形式。  2011-2015年中国旅游演出观众规模统计       年份   观众（万人）   同比增长（%）   

   2011年   3091   --       2012年   3340   8.06%       2013年   2789   -16.50%       2014年   3591   28.76%     资

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近年来，我国旅游文化演出市场欣欣向荣，演出规模稳步扩大，演出水平不断提升，资本

和优秀人才不断聚集，形成了百花竞放的崭新局面，展示了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了

一批场面宏大、制作精美、演艺精湛、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吸引了海内外广大旅游者,并得到

了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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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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1月27日发布的《世界旅游晴雨表》显示，2014年国际

游客人数达到11.35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4％。UNWTO预测，2015年国际游客人数将

增长3％-4％，这会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2014年国际游客（含过夜游客）人数达到11.35亿人次，比2013年国际游客人数多4800万以上

。国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4.4％，这是自2009年经济危机以来连续第五年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

增长率。  1995-2014年全球入境旅游国际游客到访量：百万人  资料来源：UNWTO    2014年全

球各区域国际游客到访量  资料来源：UNWTO  

二、世界旅游业2007-2015年现行指标比较 13  

第二节 近三年中国入境游数据统计分析 15  

一、中国入境旅游接待收汇情况 15  

    根据旅游局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入境旅游总人数达到2636.08万人次，当中亚洲国家来华

旅游人数为1636.15万人次；美洲国家来华旅游总人次为310.65万人次；欧洲国家来华旅游总人

次为548.41万人次。  2014年中国入境旅游分国别分目的统计（万人次）       国别   合计   会议/

商务   观光休闲   探亲访友   服务员工   其他       总计   2636.08   539.57   892.99   60.33   328.54  

814.66       亚洲小计   1636.15   300.51   541.32   15.73   238.75   539.84       日本   271.76   83.58   44.52  

4.65   11.61   127.41       韩国   418.17   104.15   185.34   2.42   40.49   85.77       朝鲜   18.44   3.39   0.15  

0.01   8.91   5.97       蒙古   108.27   9.38   4.88   0.05   23.57   70.38       菲律宾   96.79   3.00   20.04   0.23  

62.32   11.21       泰国   61.31   3.99   36.21   0.22   13.04   7.85       新加坡   97.14   20.13   29.60   4.58   6.48  

36.35       印尼   56.69   2.43   37.33   0.27   11.14   5.51       马来西亚   112.96   13.01   75.24   0.89   9.62  

14.20       巴基斯坦   10.89   3.46   2.94   0.07   0.80   3.62       印度   70.99   18.29   18.17   0.29   14.24  

19.99       尼泊尔   5.36   0.86   1.53   0.03   1.05   1.89       斯里兰卡   5.00   1.32   0.54   0.02   1.96   1.17       

哈萨克   34.36   4.39   15.48   0.59   6.55   7.35       吉尔吉斯   5.04   0.18   2.39   0.01   1.96   0.50       其他  

262.99   28.95   66.96   1.39   25.02   140.66       美洲小计   310.65   55.91   113.29   25.90   18.75   96.80       

美国   209.32   40.17   80.15   11.98   13.36   63.65       加拿大   66.71   8.21   19.46   12.71   3.05   23.28       

墨西哥   6.58   1.35   2.97   0.06   0.50   1.71       其他   28.05   6.18   10.71   1.16   1.83   8.16       欧洲小计  

548.41   147.70   194.79   9.07   61.80   135.06       英国   60.47   15.52   19.04   1.97   4.24   19.70       德国  

66.26   21.69   13.12   1.82   4.14   25.50       法国   51.70   9.50   16.91   1.11   3.55   20.62       意大利   25.31  

6.54   8.56   0.26   2.04   7.91       俄罗斯   204.58   62.30   97.05   0.36   25.91   18.96       瑞士   7.95   1.89  

2.73   0.22   0.74   2.37       瑞典   14.20   3.48   3.13   0.66   0.70   6.22       荷兰   18.04   4.51   4.83   0.82  



1.88   6.00       挪威   4.79   1.09   1.27   0.22   0.15   2.06       奥地利   6.48   1.99   1.60   0.32   0.54   2.03       

比利时   6.74   1.75   2.27   0.20   0.35   2.16       西班牙   14.10   3.04   5.23   0.27   0.79   4.77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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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   14.46   27.57   9.22   3.66   26.10       澳大利亚   67.21   11.76   23.99   7.70   2.73   21.02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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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访友   服务员工   其他       总 计   1236.36   256.86   386.79   37.81   160.90   394.01       亚洲小计  

791.52   148.48   251.69   9.05   117.16   265.13       日本   119.80   37.75   18.79   2.29   5.53   55.43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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