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20年中国少年宫行

业市场分析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 编制
www.chinairr.org



一、报告报价

《2015-2020年中国少年宫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

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

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3/R1303/201411/07-169552.html

  产品价格：纸介版9800元  电子版9800元  纸介+电子10000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  010-80993936

  传真: 010-60343813

  网址:  http://www.chinairr.org

  Email: sales@chyxx.com

  联系人：刘老师 陈老师 谭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3/R1303/201411/07-169552.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少年宫为集青少年思想教育、文化学习、培训、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校外阵地，由各级政

府投资建设及举办的，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青少年宫业务工作主要包括活动和培训两个方

面，具体包括校外教育活动、培训教学、展影演出、国际交流合作等。少年宫致力于将最好

的校外教育给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是中国人的心愿和追求。我国目前有近六千所各级各类青

少年宫（包括青年宫、少年宫、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等），每年为几

千万青少年提供各种教育服务。随着国际间青少年国际间合作交流不断加强，全国的青少年

宫均将以服务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宗旨，以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综合化、集团化和国

际化为具体发展目标，努力把少年宫建设成为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活动中心、研究中心和

指导中心。 

    目前，少年宫的经费性质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少年宫收费多是为了

弥补活动项目需要支出的各项费用、弥补运营经费不足。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转型，少年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出现各种新的收费现象，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收费

问题引起社会公众的质疑，影响着免费开放的进程。少年宫免费开放是伴随公共文化设施免

费开放政策而产生的，少年宫目前存在形式多样的免费开放情况，全国只有几家青少年宫完

全免费开放，而绝大多数是在有偿服务的同时，实行了特定的免费开放。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为留守儿童开展实践活动、提高综合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加

强新形势下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2011年9月由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

部共同启动&ldquo;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rdquo;，经国务院批准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中央财政将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4.5亿元，支持全国各地建

设8000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其中，&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每年建设1600所，至2015年将达

到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覆盖15%、20%、30%乡镇的建设目标。目前首批1600所乡村学校少

年宫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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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四节 广州市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五节 重庆市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六节 天津市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七节 杭州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八节 无锡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九节 厦门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节 哈尔滨市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一节 宁波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二节 太原市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三节 成都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四节 长沙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五节 济南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六节 南京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七节 大连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八节 石家庄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十九节 郑州市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二十节 烟台青少年宫 

一、少年宫发展基本情况 

二、少年宫业务开展情况 

三、少年宫经营情况分析 

四、少年宫发展特色分析 

五、少年宫免费开发情况 

六、少年宫数字化建设情况 

第八章 2015-2020年中国少年宫发展前景及投融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5-2020年少年宫发展前景分析 

一、少年宫发展前景分析 

二、数字少年宫发展前景 

三、乡村少年宫发展前景 

四、社区少年宫发展前景 

第二节 2015-2020年少年宫投融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分析 

二、供需风险分析 

三、运营风险分析 

四、项目投资风险 

第三节 2015-2020年少年宫投融资策略分析 

一、少年宫融资渠道分析 

（一）银行信贷 



（二）小额贷款公司 

（三）村镇银行 

（四）信托/基金公司 

（五）信用担保公司 

二、少年宫投融资模式分析 

（一）BOT模式 

（二）BT模式 

三、少年宫投融资策略分析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2007-2013年中国教育消费支出变化情况 

图表 2007-2013年中国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变化情况 

图表 2007-2013年中国初中在校学生人数变化情况 

图表 2008-2013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情况 

图表 中国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名单 

图表 中国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名单 

图表 中国第二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名单 

图表 中国第二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名单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少年宫运营经费规模情况 

图表 2009-2013年中国少年宫建设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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