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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更好的用户体验

　　　　　3）更好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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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移动电商的商业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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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线上展馆

　　　　（3）景区管理

　　　　（4）文物保护

　　　5.1.4 合作伙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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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中国互联网+旅游景区行业投资特性及风险

　　　6.1.1 互联网+旅游景区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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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中国互联网+旅游景区行业投融资领域分析

　　　　（1）融资企业所在领域分析

　　　　（2）融资企业产品分析

　　　6.2.4 中国互联网+旅游景区行业投融资趋势分析

　　6.3 中国互联网+旅游景区行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6.3.1 中国互联网+旅游景区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直播电商投资机会

　　　　（2）智慧景区投资机会

　　　6.3.2 前瞻关于互联网+旅游景区行业的投资建议

第7章：中国大型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分析
　　7.1 相关上市公司“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7.1.1 携程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品/服务分析

　　　　　1）门票预订

　　　　　2）定制旅游服务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2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品/服务分析

　　　7.1.3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团）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业/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品/服务分析

　　　7.1.5 驴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品/服务分析

　　　　　1）电子导览

　　　　　2）SaaS产品

　　　　　3）目的地营销

　　　　　4）智慧景区解决方案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 大型互联网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7.2.1 阿里巴巴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发展概况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品/服务分析

　　　　　1）产品/服务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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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景区智慧化解决方案业务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2 百度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品/服务分析

　　　　　1）营销平台

　　　　　2）景区位置标注

　　　　　3）景区数字化解决方案

　　　　　4）景区文物保护等项目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3 腾讯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旅游景区产品/服务分析

　　　　　1）腾讯景区营销方案

　　　　　2）智慧景区解决方案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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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完整目录请咨询客服

 

如需了解报告详细内容，请直接致电前瞻客服中心。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068-7188  0755-82925195 82925295 83586158 

或发电子邮件：service@qianzhan.com 
 
或登录网站：https://bg.qianzhan.com/
 
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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