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是智慧旅游与数字化转型。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除了对传统

的交通和住宿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外，还应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

化服务和管理，在提升游客体验的

同时为旅游业务提供数据支持。

三是探索可持续旅游发展模

式。对标国际，海南需要在旅游发

展中更加注重生态保护和文化遗

产的可持续利用。这不仅包括生

态环境保护，还涉及通过旅游促进

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发展

社区旅游，让当地居民直接受益。

四是全球营销与品牌建设的

深度融合。在市场营销方面，海南

需要采取更为战略性和创新性的

方法。这包括利用故事叙述和文

化元素来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同

时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将海南的

旅游品牌推向全球。

为了全面评估和提升海南区

域旅游的发展，建立综合的评价指

标体系至关重要。以下针对海南

区域旅游发展的五个关键指标，活

力、动力、魅力、潜力和管理具体分

析。

活力。游客数量和结构：根据

阳光海南网发布数据，虽然受疫情

影响同比下降25.9%，但2022年海

南接待游客总人数仍达到6003.98

万人次。国内游客仍占绝大多数，

旅游淡旺季明显，客流集中在冬季

和春节期间。投资规模：近年来，

海南在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项目

上的投资显著增加。例如，长影环

球100奇幻乐园和三亚海昌梦幻

海洋不夜城等大型项目的投资额

达数十亿元。税收：2022年，海南

全省税收收入 609.3 亿元。2022

年2月，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

策调整，将过山车等游乐设备纳入

清单，并将政策适用主体由企业扩

大到事业单位。进一步对旅游经

济的提升提供了政策保障。离岛

免税成为旅游经济的一大支柱产

业。“两个15%”所得税优惠、三张

“零关税”清单等11项财税优惠政

策落地实施。就业情况：截至“十

三五”期末，全省旅游业直接就业

人数约77.9万人，关联产业带动就

业人数约136.98万人，带动农民就

业约15.13万人。

动力。人才发展：海南实施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特别

是在旅游专业人才方面，通过人才

引进、校企合作培养、“旺工淡学”

等方式加强人才培养。财政投入：

2016-2021年间，海南省财政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的投入达525.71亿

元，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

态环境基础。科技水平：海南旅游

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如通过数字化平台提升游客体

验。信息化：海南旅游信息化水平

与全国保持同步，如在线旅游服务

平台的发展，为旅游业带来新的增

长点。

魅力。资源吸引力：海南拥有

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如美

丽的海滩、热带雨林和丰富的民族

文化。社区友好度：海南在提升当

地社区参与度和友好度方面取得

进展，如通过社区旅游项目让当地

居民参与其中。知名度和美誉度：

海南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逐年提升，特别是在亚

洲市场。影响力：海南通过举办国

际会议会展和文化活动，如博鳌亚

洲论坛、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海南

岛欢乐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

较好地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潜力。旅游用地：海南拥有广

阔的旅游用地资源，特别是沿海地

区，为旅游项目开发提供了巨大空

间。储备项目：海南正在推进多个

旅游项目，如医疗旅游和跨境电

商，预计将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

力。关注度：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

的实施，国内外对海南旅游的关注

度显著提升。

管理。安全：海南在旅游安全

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

强旅游市场监管和安全标准的制

定。营商环境：海南自贸港政策强

调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支持。

在对海南各区县的旅游发展

进行深入分析时，采用“五力模型”

作为评估框架。这个模型包括活

力、动力、魅力、潜力和管理五个维

度，旨在全面反映一个区域旅游业

的发展状况。为了确保分析的准

确性和实用性，我们从每个维度中

又确定二级指标（如，旅游企业数

量或增量、旅游高层次人才数量、

A 级旅游景区数量、旅游项目数

量、旅游配套政策数量）进行评估。

这些指标不仅能够揭示各市县在

旅游业方面的当前表现，还能一定

程度反映其在未来发展潜力上的

差异。

通过门户网站资料收集、电话

以部分市县旅游为例的发展
指标验证

海南县域旅游发展指标体系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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