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十大主题公园集团的排位也出现了变动。2017
年与2018年，中国华侨城集团、华强方特、长隆集团连续
两年位于榜单4、5、6位。2019年， 中国华侨城集团超越环
球影城娱乐集团，跻身全球主题公园集团三强。

从游客增长率维度来看， 中国主题公园集团则位居
前三，表现抢眼。华侨城和华强方特2019年游客量增长迅
速。华强方特2019年开业四座主题公园，游客量增长将近
20%，相当于增加大约800万人次。华侨城主题公园游客
量增长9.4%。业界人士分析称，本土主题公园对文旅结
合日渐重视，在不断开发新的主题园区和主题景点的同
时，还融入自身IP品牌，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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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来源：TEA主题娱乐协会与AECOM联合发布的《2019全球主题公园及景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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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1位
迪士尼集团（美国）

增长率 -0.8%

排名第2位
默林娱乐集团（美国）

增长率 0.9%

排名第3位
中国华侨城集团（中国）

增长率 9.4%

排名第4位
环球影城娱乐集团（美国）

增长率 2.3%

排名第5位
华强方特（中国）
增长率 19.8%

排名第6位
长隆集团（中国）

增长率 8.9%

排名第7位
六旗集团（美国）

增长率 2.5%

排名第8位
雪松会娱乐公司（美国）

增长率 7.8%

排名第9位
海洋世界娱乐集团（美国）

增长率 0.2%

排名第10位
团聚公园集团（西班牙）

增长率 6.2%

全球排名前10位的主题公园集团

2019年游客量

在亚太单体主题公园前十名中， 中国内地主题公
园上榜者不多。由此可见，虽然国内主题公园集团体量
不断扩容， 但单个公园的质量和竞争力仍有很大提升
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主题公园空间分布并不均
衡，东、中、西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规模和数量表现出
三级阶梯分布形式。有数据显示，除港澳台之外的其余
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东部11个省市拥有的主题公园
数量超过半数，不过从企业投资趋势来看，不少企业已
经开始有意识地抢占西部蓝海。

2019年游客量（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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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1位
东京迪士尼乐园
（日本，东京）
增长率 0

排名第2位
东京迪士尼海洋
（日本，东京）
增长率 0

排名第3位
日本环球影城
（日本，大阪）
增长率 1.4％

排名第4位
长隆海洋王国
（中国，珠海横琴湾）
增长率 8.4％

排名第5位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中国，上海）
增长率 -5%

排名第6位
爱宝乐园
（韩国，京畿道）
增长率 12.9％

排名第7位
乐天世界
（韩国，首尔）
增长率 -0.1%

排名第8位
长岛温泉乐园
（日本，桑名市）
增长率 0.5％

排名第9位
香港海洋公园
（中国，香港）
增长率 -1.7%

排名第10位
香港迪士尼乐园
（中国，香港）
增长率 -15%

595 570

排名第11位
北京欢乐谷
（中国，北京）
增长率 29.6％

排名第12位
长隆欢乐世界
（中国，广州）
增长率 4.8％

排名第13位
新加坡环球影城
（新加坡）
增长率 2.3％

排名第14位
中华恐龙园
（中国，常州）
增长率 8％

排名第15位
世界之窗
（中国，深圳）
增长率 0

排名第16位
深圳欢乐谷
（中国，深圳）
增长率 1.8％

排名第17位
郑州方特欢乐世界
（中国，郑州）
增长率 1.1％

排名第18位
成都欢乐谷
（中国，成都）
增长率 15.5％

排名第19位
宁波方特东方神画
（中国，宁波）
增长率 -4.4%

排名第20位
上海欢乐谷
（中国，上海）
增长率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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