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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省旅游卫星账户统计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海南

省旅游卫

星账户服

务项目

（一）开展统计核算。完善全省旅游卫星账户和

各市县分账户，按季度核算全省旅游直接增加值、

税收、就业等数据以及市县旅游直接增加值；按

年度开展特色旅游业态核算。

项 18

按季/年度核算，全省及

17 个市县（不含三亚），

共计 18个单位。

（二）开展旅游业综合贡献度分析。借助旅游卫

星账户核算系数和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税收、

就业三个维度开展对旅游产业综合贡献和行业带

动情况进行核算与分析。

项 2
一年两次，分上半年和全

年。

（三）年度成果报告编制和统计资料汇编。 项 1
完成年度成果报告编制

和统计资料汇编。

（四）游客花费数据采集 - -

1、常规游客花费调查。根据《全国文化文物

和旅游统计调查制度》和《海南省旅游产业统计

调查制度》开展游客抽样调查，按月度收集和提

供全省及 18个市县“游客人均停留天数”“人均

天花费”“游客客源地结构”“旅游目的”“旅

游偏好”等指标数据，调查时间含黄金周和小长

假。

份 13000

费用包括调查劳务费、差

旅费、数据处理、小纪念

品费用等，为提高市县调

查结果代表性，全年样本

量不少于 13000 份。

2、特色旅游游客调查。对购物旅游、康养旅

游、会展旅游、夜间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

文化节庆旅游、体育旅游、婚庆旅游、研学旅游、

生态雨林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等特色旅游游客开

展抽样调查，包括花费及结构、游客特征等指标。

份 8000

费用包括调查劳务费、差

旅费、数据处理、小纪念

品费用等，全年样本量不

少于 8000 份

（五）本地居民出游情况指标数据采集。按年度

开展本地居民出游情况调查并测算本地居民出游

人次数和人天数、本地居民出游消费及特征指标。

份 2000

费用包括调查劳务费、差

旅费、数据处理、小纪念

品费用等，全年样本量为

2000 份

（六）旅游产业（旅游供给侧）指标数据采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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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旅游要素企业指标数据采集。针对“吃

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企业的经营情况、从业人员

情况、职工薪酬情况开展企业填报，按年度开展

填报和催报，覆盖到餐饮业、住宿业、交通业、

游览业、娱乐业、批发零售业、旅行社等类别。

项 1

按年开展结构调查，调查

数据主要用于旅游卫星

账户编制,调查样本企业

800 家,主要采用现场（上

门）调查、电话、网络等

方式，通过电话、微信群

等方式开展不少于3次催

报工作，对于配合度较低

的企业采取上门调查

一、海南

省旅游卫

星账户服

务项目

2、特色旅游业态企业指标数据采集。针对特色旅

游业态企业的接待游客人数、经营情况、从业人

员情况、职工薪酬情况等开展企业填报，覆盖购

物旅游、康养旅游、会展旅游、夜间旅游、乡村

旅游、红色旅游、文化节庆旅游、体育旅游、婚

庆旅游、研学旅游、生态雨林旅游、低空飞行旅

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项 1

按季度开展填报和催报，

调查样本企业覆盖所有

特色业态，调查样本企业

1500 家,主要采用现场

（上门）调查、电话、网

络等方式，通过电话、微

信群等方式开展催报工

作，每季度不少于 3次催

报，对于配合度较低的企

业采取上门调查

（七）其他指标数据收集与整理。包括旅游税收、

旅游固定资产投资、旅游公共消费及旅游社会实

物转移消费、其他与旅游相关的统计指标数据的

收集与整理。

项 1 按季度、年度收集整理。

（八）建立健全旅游产业及相关单位名录库。依

托省统计局、省市监局、省税务局等单位收集整

理旅游产业及相关单位名录，构建一个完整、全

面、准确的涉旅企业名录库系统，为旅游核算提

供基础条件。

项 1

费用包括调研人员劳务

费、交通费、差旅费等，

覆盖全省 18 市县旅游企

业（特别是特色旅游企

业）名录信息收集与整理

（九）系统平台服务与维护。完善旅游统计系统

信息化建设，优化数据采集方式，加大数据自动

化审核设定，确保所应用系统有助于提高数据采

集效率及数据精准度。

项 1

需系统开发与维护人员 2

名，定期升级旅游数据采

集系统，提供 24 小时系

统运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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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家咨询及成果评审费。咨询 6名专家 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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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省旅游卫星账户统计服务
具体内容

为推动海南旅游卫星账户制度化、常态化建设，为省委、

省政府宏观决策、政策规划、区域和产业规划提供重要的数据

支撑，同时，为保证工作连续性、平稳性，根据《全国文化文

物和旅游统计调查制度》《海南省旅游产业统计调查制度》，

拟开展 2022 年海南省旅游卫星账户项目有关调查与核算服

务。

一、旅游卫星账户核算

（一）建立全省及市县旅游卫星账户（季度/年度）并开

展核算

按季度开展海南省以及 18 市县旅游卫星账户核算，并编

制季度海南省以及 18 市县旅游卫星账户报表，期别为第 1 季

度、上半年、前 3 季度、全年。主要内容包括：

1、旅游卫星账户报表编制（季度/年度）

2、旅游增加值及贡献（季度/年度）

3、区域旅游消费核算（季度/年度）

4、区域旅游供给核算（季度/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附表—2022 年海南旅游卫星账户核算内

容及指标）

（二）开展特色旅游业态统计和核算

根据特色旅游游客花费调查数据和特色旅游产业调查数

据，开展游客消费及特征统计，测算特色旅游接待人次数、旅

游收入、总产值及其带动贡献、就业等指标，整理形成特色旅

游统计资料汇编资料。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涉及购物旅游、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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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会展旅游、红色旅游、文化节庆旅游、体育旅游、婚庆

旅游、研学旅游、生态雨林旅游、低空飞行旅游、邮轮游艇旅

游等特色专题。

（三）旅游卫星账户成果报告（年度）

根据年度海南旅游卫星账户核算成果，编制形成年度海南

旅游卫星账户成果报告。

二、开展旅游业综合贡献核算与分析

借助旅游卫星账户核算系数和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税

收、就业三个维度按季度开展对旅游产业综合贡献和行业带动

情况进行核算，分析旅游发展对我省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充

分挖掘旅游业与其他行业内在关联，找出旅游和经济互动机

制，形成《海南省旅游业综合贡献情况报告》。

三、数据采集

（一）游客花费数据采集

1.常规游客花费调查。根据《全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调

查制度》和《海南省旅游产业统计调查制度》开展游客抽样调

查，按月度收集和提供全省及 18 个市县“游客人均停留天数”、

“人均天花费”、“游客客源地结构”、“旅游目的”、“旅

游偏好”等指标数据。为提高调查结果代表性，全年样本量不

少于 13000 份。

2.特色游客花费调查。调查样本要覆盖特色旅游，包括购

物旅游、康养旅游、会展旅游、夜间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

游、文化节庆旅游、体育旅游、婚庆旅游、研学旅游、生态雨

林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全年样本量约 8000

份。其具体要求如下：

（1）购物旅游。对免税购物游客开展抽样调查，包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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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及结构、游客特征等指标，调查地点为免税店、商业综合体

等，一年样本量不少于 1000 份。

（2）康养游客。对医疗康养游客开展抽样调查，调查对

象为来琼进行疗养康养的游客，包括花费及结构、游客特征等

指标，调查地点为医疗康养中心、疗养院等，全年样本量不少

于 1000 份。

（3）海洋游客。对海洋（邮轮、帆船、游艇）游客游客

开展抽样调查，包括花费及结构、游客特征等指标，调查地点

为邮轮、帆船、游艇码头、滨海旅游度假区等，全年样本量不

少于 1000 份。

（4）会展游客。对会展游客开展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参

加会展人员，包括花费及结构、游客特征、满意度等指标，调

查地点为会展中心、会议酒店、会议中心等，全年样本量不少

于 800 份。

（5）其他特色旅游。针对夜间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

游、文化节庆旅游、体育旅游、婚庆旅游、研学旅游、生态雨

林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等其他特色旅游开展抽样调查，内容包

括花费及结构、游客特征等指标，全年样本量不少于 4200 份。

（二）本地居民出游情况指标数据采集

按年度开展本地居民出游情况调查并测算本地居民出游

人次数和人天数、本地居民出游消费及特征指标，全年样本量

为 2000 份。

（三）旅游产业（旅游供给侧）指标数据采集

1.传统旅游产业企业指标数据

传统旅游产业企业指标数据（经营情况、从业人员情况、

职工薪酬情况）来源于企业填报，按季度开展填报和催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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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旅游产业企业要覆盖到餐饮业、住宿业、交通业、游览业、

娱乐业、批发零售业、旅行社等 7 类。

2.特色旅游产业企业指标数据

特色旅游产业企业指标数据（接待游客人数、经营情况、

从业人员情况、职工薪酬情况）来源于企业填报，按季度开展

填报和催报，特色旅游产业企业要覆盖购物旅游、康养旅游、

会展旅游、婚庆旅游、研学旅游、生态雨林旅游、低空飞行旅

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四）其他指标数据收集与整理

1.旅游税收

按季度收集旅游税收数据。

2.旅游固定资产投资

按季度收集旅游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3.旅游公共消费及旅游社会实物转移消费

按年度收集旅游公共消费及旅游社会实物转移消费数据。

4.其他与旅游相关的统计指标数据

其他与旅游相关的统计指标数据包括分市县分行业增加

值数据（按季度）、规上涉旅企业经营情况（按季度）、以及

其他的统计数据。

四、建立健全旅游产业及相关单位名录库

依托省统计局、省市监局、省税务局等单位收集整理旅游

产业及相关单位名录，构建一个完整、全面、准确的涉旅企业

名录库系统，为旅游核算提供基础条件。企业名录要覆盖购物

旅游、康养旅游、会展旅游、夜间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

文化节庆旅游、体育旅游、婚庆旅游、研学旅游、生态雨林旅

游、低空飞行旅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形成一个稳定、全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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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旅游产业名录库系统。

五、系统支持

加强旅游统计系统信息化建设，优化数据采集方式，提高

数据采集效率及数据精准度，简化核算流程，全面实现系统平

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及时化、智能化，保障旅游调查

统计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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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2 年海南旅游卫星账户核算内容及核心指标

采购项目名称
频率/

周期
基础数据来源 备注

一、综合测算指标 - - -

1.旅游对 GDP 的贡献

按季/年

统计局、税务局等

部门数据，旅游卫

星账户测算数据

按季度，分市县开展旅游卫

星账户测算

旅游直接增加值及其贡献率

旅游综合增加值及其贡献率

2.旅游对税收的贡献

旅游直接税收及其贡献率

旅游综合税收及其贡献率

3.旅游对就业的贡献

旅游直接从业人数及其贡献率

旅游综合从业人数及其贡献率

4.旅游对投资的贡献

旅游直接投资及其贡献率

旅游综合投资及其贡献率

二、旅游消费测算指标 - - -

1.区域旅游消费总额 按年

企业填报、部门数

据、抽样调查、大

数据

分市县

2.本地居民旅游消费（省内旅游消

费、省外国内旅游消费、境外旅游消费、

旅行前后消费、旅游招待消费）

按年 抽样调查、大数据 分市县

3.旅游实物社会转移消费 按年
政府部门填报、企

业填报
分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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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业公共消费 按年
政府部门填报、企

业填报
分市县

三、旅游供给总量指标 - - -

1.旅游总产出及其结构 按季

统计局、企业填

报、部门数据、抽

样调查

分市县

2.特色旅游收入 按季
企业填报、部门数

据、抽样调查

特色旅游包括购物旅游、康

养旅游、会展旅游、夜间旅

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

文化节庆旅游、体育旅游、

婚庆旅游、研学旅游、生态

雨林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等

项目

3.特色旅游接待游客人次数 按季
企业填报、部门数

据、抽样调查

四、游客消费统计指标 - - -

1.国内常规游客人均（天）花费 按月

抽样调查

数据来源于国内游客花费

调查（含一日游、过夜游），

游客特征包括客源地、职

业、性别、出行方式、旅游

目的、旅游偏好、服务评价

等

2.国内常规游客人均停留天数 按月

3.国内常规游客特征 按季

4.特色旅游游客消费及特征 按季 抽样调查

特色旅游包括会展、医疗康

养、海洋（邮轮、帆船、游

艇）、免税购物、乡村游、

节庆文体活动、亲子游、高

尔夫、温泉、婚庆（婚纱摄

影）、房车营地、夜间旅游、

红色旅游等

五、本地居民出游统计指标 - - -

1.本地居民平均出游率（或频次） 按年

抽样调查
针对本地居民出游（出省出

境）情况开展调查

2.本地居民旅游消费及其结构 按年

3.本地居民旅游接待消费及其结构 按年

4.本地居民旅行前后消费及其结构 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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