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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预售、秒杀、满减、现金补
贴……今年“双十一”已拉开序
幕，在各大商家近乎疯狂的角
逐同时，一些乱象也浮出水面。

中国城市报记者邀请到行
业专家，为消费者奉上避“坑”
指南一份，让您“双十一”放心
买买买。

预付要留神：
“订金”可退“定金”难返

百亿补贴、消费券、现金补
贴、现金红包……今年各大电
商平台的优惠力度五花八门。

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蒙慧
欣向记者表示，这些平台推出
的系列玩法，主要目的是提高
消费者活跃度，引流且激活用
户，提高用户留存度；另一方面
则是宣传推广，激发消费者者
购物热情，但也因此导致消费
者冲动消费，购物不知节制，当
消费者在活动结束后反应过来
的时候，退货、退款也会成为售
后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商家
开展了预付直减的活动。蒙慧
欣提醒消费者，要了解预售规
则及时支付尾款，定金一旦支
付一般来说不可退，而订金原

则上可退，一定要看清并区分
“定金”和“订金”。

社交拼购下单需谨慎

随着社交模式的发展，低
价拼购的模式早已不陌生，除
拼多多等拼购电商外，淘宝、京
东、苏宁等电商纷纷推出拼团
平台。“双十一”期间，各家电商
的拼团促销活动此起彼伏，但
也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

“消费者在参加拼团购物
前最好仔细查看商品介绍，包
括发货时间、退换货服务等，尤
其在购买一些大件商品、贵重
商品时，以防由于售后服务不

完善带来不必要的购物纠纷。”
蒙慧欣说。

此外，蒙慧欣补充提醒，消
费者还要谨防“虚假拼团”链接，
对朋友圈等社交软件分享的各
类拼团链接，有些可能带有木马
病毒，当点击后就落入诈骗分子
的圈套，轻则泄露个人信息，重
则直接造成个人经济损失。

“电商专供”
小心被“套路”

一件同品牌同款的服装，
网店价是实体店价的三分之
一？一款看似一样但型号差一
个数字的电视机，价格竟相差

千元？这背后其实是品牌电商
专供在“捣鬼”。

“双十一”电商大促期间，品
牌商品成为消费者购买的主要
商品，然而被打上电商专供标签
的品牌也进入了消费者视野。

对此，蒙慧欣提醒，在产品
质量上电商专供商品与实体店
销售的产品看似一模一样，仔
细看会发现颜色、内件配备或
某些功能存在差别。实际上电
商专供商品一般是价格较低而
品质也稍逊的商品。

“电商专供商品一般在服
装、电器、鞋帽、箱包等品类较
多，消费者要擦亮眼睛甄别。”
蒙慧欣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直接原因：止损

2009 年，港中旅与河南
登封市政府全资持有的嵩山
少林文化旅游集团共同出资，
挂牌成立嵩山公司，其中，港
中旅持股51%，嵩山少林文化
旅游集团持股49%。次年年
初，港中旅与嵩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委员会签订了为期40年
的特许经营协议，从而把全国
范围内久负盛名的少林寺“收
入囊中”。

对于挂牌出售嵩山公司
股权的原因，在港中旅发布的
公告中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嵩山公司的恢复相对
较慢，公司2020年上半年收
入同比大幅下跌，由盈转亏。

这一解释在随后北京产
权交易所挂出的关于嵩山公
司股权转让预披露信息中得
到了印证。信息显示，2020
年前8个月，嵩山公司实现营
收2003.62万元、净利润亏损
3201.27万元；截至2020年8
月 31日，嵩山公司总资产规
模为5.39亿元，其中负债总计
约为1.95亿元，所有者权益约
为3.45亿元。

而港中旅自身的财务状
况也不尽人意。港中旅披露
的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上
半年，港中旅实现综合收入

5.71亿港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4%；归母净利润为-4.43亿
港元，上年同期则盈利4.19亿
港元。

“今年旅游业普遍受疫情
冲击，港中旅也同样遭受了重
创，处于亏损中，迫切希望甩
掉一些‘包袱’。这个时候抱
团取暖已不太可能。”闻旅
CEO周海涛告诉记者，港中
旅抛售嵩山公司的股权最直
接的原因就是止损。

深层原因：
三方矛盾不可调和

事实上，港中旅旗下多个
景区今年上半年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亏损，包括河南嵩
山景区、宁夏沙坡头景区、
广西花山景区和德天景区
等，其中宁夏沙坡头景区上
半年收入同比减少64%。港
中旅为何选择拿嵩山景区

“开刀”？
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双方矛盾由来已久。此次
出让股权可能是经过多方协
商平衡利益后，一种体面的

‘散伙儿’。”
其实，涉及矛盾的除了港

中旅、少林寺外，还有嵩委会，
三方从2009年开始了至今长
达11年的利益纠葛。在北京
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

主任杨彦锋看来，全国范围
内，大多数王牌景区均由地方
国有资产主导开发，少林寺这
种享誉国内外且具有一定垄
断性质的旅游资源的品牌价
值显然较为突出。因此，针对
如何发挥少林寺旅游资源的
最大效益，外来投资、本地业
主以及政府之间的看法难以
统一、平衡。

矛盾的焦点主要体现在
门票分成方面。根据协议规
定，自2009年12月25日起，
嵩山公司获得了独家管理及
经营嵩山风景名胜区辖下的
少林景区、中岳景区及嵩阳景
区的门票销售、代收销售收入
和停车场业务的授权，为期40
年。据了解，少林寺的主要收
入来源是门票收入和香火，可
以说少林寺贡献了嵩山景区
九成的收入。在嵩山风景区
的门票收入分成中，门票收入
的30%归少林寺，剩余70%的
分配中，51%归港中旅，49%
归嵩山文旅集团。

此外，业内人士透露，以
少林寺为代表的国内寺庙门
票价格相对较高，少林寺也曾
因此一度被社会公众所批判，
但门票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
嵩山景区管委会及港中旅却
一直拖欠少林寺门票分成，遭
到少林寺以多种方式抗议。
这就相当于，少林寺替港中旅
背了门票高昂的锅，却无法按

时拿到分成。
矛盾也曾出现过缓和，

2017年，嵩山公司注册资本
增至3亿元，港中旅和嵩山文
旅集团均等比例增资。同年，
嵩山少林景区的游客接待量
突破350万人次。但好景不
长，在今年疫情的冲击下，港
中旅仍旧选择退场。

隐匿的“寺庙经济”
该何去何从

合作之初，港中旅与嵩山
少林文旅集团曾宣布，计划将
嵩山公司在港股上市，却因多
种因素未能实现。在资本市
场人士看来，迟迟未能登陆资
本市场，或许也是令港中旅放
弃少林寺的原因之一。

当时少林寺或将上市的
消息一经放出就引起轩然大
波，遭到了社会公众与少林寺
方丈释永信的坚决反对，理由
是少林寺是宗教活动场所，核
心功能是开展宗教活动和传
承文化，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
生活，不适合也不能够参与旅
游公司的股份和经营活动。

这也引发了业内人士对
当前中国市场是否存在“寺庙
经济”的讨论。近年来，国内
旅游市场蓬勃发展，由于历史
悠久的寺庙数量有限，很多著
名寺院都被各地方政府视为
非常珍贵的资产。据中国佛

教协会公开数据显示，在内地
现存的 32600 座寺庙中，约
20%以上的寺庙被商业化，总
数量在6500座以上，集中在北
京、上海、广东等一些经济比
较发达的省市及河南、四川、浙
江等一些佛教文化古城。

对此，周鸣岐认为，寺庙
发展不应排斥商业化，不过
要把握好度，商业化只是手
段，传承文化是目的。“背靠寺
庙，通过门票等手段大肆敛
财，这样不仅与教义相违背且
必将不长久；但可以适度发展
宗教旅游，以宗教文化为核
心，发展度假旅游，从而实现
产业化。”

实际上，中国存在不少典
型的新建宗教主题景区，拈花
湾小镇就是成功案例之一。
拈花湾打造的是一个将自然、
人文、生活方式相融合的旅游
度假目的地，为的是让人们体
验无处不在的禅意生活，从而
开创“心灵度假”的休闲旅游
新模式。

因此，有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少林寺摆脱了港中旅或许
不失为一个新的开始，至少减
少了少林景区门票收入的分
钱方，或将为嵩山少林景区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但是否可以通过转型发展宗
教旅游来化解多方矛盾？仍
要看”接盘侠“的下一步算盘
如何打。

““双十一双十一””购物谨防这些购物谨防这些““坑坑””

港中旅欲与少林寺港中旅欲与少林寺““说再见说再见””
寺庙文旅何去何从寺庙文旅何去何从

久负盛名的景区少林寺绝不曾料想，有朝一日自己会面临“被放弃”。

近日，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发布公告表示，拟通过

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其所持有的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嵩山公司）51%股权，以及挂牌时嵩山公司欠香港中旅的全部股东贷款。

庙宇，作为许多城市吸引八方来客的热门景点，经常能为地方带来非常可观

的经济效益。而港中旅却放弃了少林寺这棵“摇钱树”，是疫情冲击下的断尾求

生？还是“寺庙经济”风光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