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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6-2022 年间，国内预计还将增加64 个主题公园，潜在入园人次预计达到1.66 亿，总投

资额达到238 亿美元。2015 年全球主题公园行业保持7%的增速，国内主题公园的游客接待量

已超过2 亿人次，根据回归分析拟合结果显示，至2025 年，我国主题公园的接待量将达到3.69 

亿人次，年化平均增速达6.05%。近几年，主题公园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投资规模不断加大

，大吃小、强逐弱的趋势基本确立。2015 年亚太地区游客量前20 的主题公园中，中国就占据

了13 家，华侨城、宋城、华强方特等前几强占比不断提升。我们预计，市场整体投资规模不

断提升的同时主题公园数量将会不断减少，亏损项目将加速出清，最后会剩余5 家左右龙头

企业形成寡头垄断市场。  

      主题公园在选址时需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交通条件、气候等因素。一个地区的

主题公园数量往往与当地GDP 和人口高度正相关，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国内主题公园

的聚集区。另外，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南方地区的主题公园多于北方。从东部到西部主题公

园基本呈三级阶梯结构：东部沿海分布较多且规模较大，中部分布次多但规模不大，西部分

布较少且规模较小。据美国华盛顿的城市土地研究所研究，主题公园周围1 小时车程内的地

区是一级客源市场，这些地区人口数至少要达到200 万人；2 至3 小时车程内的地区为二级客

源市场，人口也要超过200 万人；这些有效客源半径内的潜在消费者最有条件和最有可能进行

多次消费。3 小时车程以上的三级客源贡献明显减少。这里需注意的是美国人均收入水平和

汽车保有量远高于中国，出行首选基本为航空和自驾。中国国内虽然自驾游形式在不断增长

，但主要人群出行仍旧依赖公共交通体系，消费习惯也存在巨大差异。主题公园在时间半径

上更需要考虑高铁这一独家优势，公共交通体系愈发达的地区，主题公园有效覆盖半径更远

，我国的主题公园覆盖群不应该是环状分层而更应该是网络状分布的。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主题公园及旅游地产行业深度调研与行业发展

趋势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主题公园及旅游地产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

了中国主题公园及旅游地产行业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主题公园及旅游地产行业市场

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主题公园及旅游地产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主题公园及旅游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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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