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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与传统演出相比，旅游演艺有其独特的特点：游客是其主要依赖观众来源，进行长期的驻

场演出，演出地点大多在室外或旅游地的剧院中，演出时间基本都是在晚间游客休闲时段，

演出内容为旅游城市或景区的特色文化等。  

      作为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旅游演艺一经诞生就被各界寄予了厚望，尤其是在&ldquo;印

象系列&rdquo;大火之后，短时间内各地旅游演出项目纷纷上马。仅海南一省就有11个旅游驻

场演出剧场。然而，一项调查发现这11个旅游驻场演出剧场中，有5家亏损，2家停休业，真

正盈利的只有4家。 

      &ldquo;文化旅游产业&rdquo;微信公众平台创办人崔俊超认为，旅游演艺方兴未艾，机遇

与挑战并存。崔俊超指出，旅游演艺项目众多，但其节目质量却并不完全被消费者认可。据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对目

前的旅游演艺节目质量并不满意。其中49%的人认为：&ldquo;节目质量良莠不齐，精品较

少&rdquo;;16%的人认为&ldquo;节目雷同，缺乏特色&rdquo;;仅有35%的受访者对目前的旅游

演艺节目表示肯定。表示肯定的人群中，18%的受访者认为&ldquo;大多数场面宏大、制作精

良&rdquo;，16%的人认为&ldquo;拥有较高的文化品位&rdquo;。

      分地区来看，目前我国旅游演艺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分布于旅游与文化资源均丰富的城市

，如桂林、杭州、云南、成都、西安、北京等。下面列出一些主要旅游演艺城市的重点项目

。

 中国分地区主要旅游演艺项目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旅游演艺行业全景调研及市场全景评估报告》

共十章。首先介绍了旅游演艺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旅游演艺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旅游演艺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旅游演艺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旅游演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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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