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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高举二次创业大旗数年的
黄山旅游，交出的成绩单仍旧
不够亮眼。

近日，黄山旅游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黄山旅游”）发
布2020年年度报告。报告期
内，黄山旅游实现营收7.41亿
元，同比下滑53.89%；净利润
为-4637.27 万元，同比下滑
113.63%，由盈转亏。

尽管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是国内景区的“噩
梦”，但黄山旅游轰轰烈烈的二
次创业仍旧饱受业内争议。近
年来，作为国内山岳类景区的
龙头玩家，黄山旅游为摆脱门
票经济的桎梏，试图探索出一
条转型之路，但其进程似乎并
不顺畅。山岳景区如何转型发
展也成为业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与难点。

游客增幅触及天花板，
转型迫在眉睫

纵观国内山岳类景区，黄
山旅游始终占据龙头地位，亦
是登陆资本市场的先行军。早
在1997年，黄山旅游就成功登
陆上交所，堪称“中国旅游第一
股”。然而经历24年长跑后，
这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地方
景区龙头企业近年来的发展却
坎坷波折。

黄山旅游2020年年报显
示，黄山景区共接待进山游客
151.2万人，同比减少56.8%。
索道及缆车业务累计运送游客
313.2 万 人 次 ，同 比 减 少
57.6%；实现营收2.42亿元，同
比下滑56.32%。酒店业务和
旅游服务业务分别实现营收
3.37亿元和1.7亿元，同比下滑
49.14%和62.76%。

据公告，受疫情及宏观环
境影响，2020 年黄山旅游营
收、进山人数等指标遭受非典
疫情以来的最大影响，扣非净
利润为-1.02亿元，同比下滑
132.5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103.58万元，
同比下滑100.24%。

事实上，对于景区而言，客
流是景区的生命线。游客量的
增速放缓对公司业绩增速有着
明显的制约影响。记者梳理了
黄山旅游往年的年报，发现
2014 年—2018 年间，黄山旅
游游客量增幅曾连续 5年放
缓，2020年第一季度、上半年
和和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均出
现了同比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从2015年
至今，黄山旅游的景区接待进
山游客始终徘徊在300多万，
300万人次似乎也成为黄山游
客承载力的临界点。景区全年
游客人数保持在 300 万人以
上，进山游客数量每年却只出
现小幅增长且增幅也呈现趋势
下降。“这意味着，当前黄山游
客增幅几乎触及天花板，若不
加快进行景区开发和产品创
新，游客数量无法持续增长必
将制约公司业绩增速。”景区相
关从业者吴海军告诉记者，黄
山景区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代
表，中国景区的转型之路早已
迫在眉睫。

一言难尽的二次创业

对于转型，黄山旅游早已
有所动作。

早在2017年底，黄山旅游
董事长章德辉就曾表示，山岳
景区存在五大短板，即靠山吃
山，千山一面；门票经济，天花
板太低；淡旺季明显，旺季吃不
完，淡季吃不饱；产品供给单
一，客单价不高；产品创新不
足，重游率低。

实际上，黄山旅游在2016
年就提出了探索“二次创业”的
路子，包括：“走下山、走出去”

“一山一水一村一窟”“旅游+”
等战略。希望通过加快全域旅
游发展步伐、加快景区二次消
费项目建设、推动景区由门票
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提高区
域内旅游综合收入水平，以获
取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确保
公司平稳运营。

作为较早迈出转型步伐的
先行者，为何黄山旅游近年来
的发展并不顺遂，甚至 2020

年年报出现净亏4000多万元
的情况？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
黄山旅游年报‘难看’的主要原
因，除黄山旅游外，其他景区也
受到了至少50%的影响。但归
根结底，是黄山旅游转型发展
并未做好。”景鉴智库创始人周
鸣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
从收入结构来看，黄山旅游的
营收依然传统，即使是“二次创
业”中的一山（黄山景区）一水
（太平湖风景区）也主要以门票
营收为主。

自2018年以来，国家发改
委多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价
格主管部门要从减轻旅游者
景区游览全程费用的角度出
发，在降低门票价格的同时，
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垄断性
较强的交通车、缆车、游船、停
车等服务价格监管。吴海军
指出，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与
调控是导致黄山旅游经营压
力增大、整体营收下降的重要
原因。

至于“一村”，是黄山旅游
对乡村旅游业务扩展探索，主
要指与宏村的合作。尽管愿
景美好，但该战略推进进度并
不理想，从 2016 年 11 月—
2018年底，宏村项目始终毫无
进展。章德辉也称：“宏村项
目谈的时间有点长，主要涉及
对价和地产项目的问题。”时
至今日，收购事宜最终被官宣

“流产”。
再来看被黄山旅游给予厚

望的“一窟”——花山谜窟，根
据黄山旅游2019年半年报，花
山谜窟也未对其业绩形成有效
贡献。截至报告期末，黄山市
花山谜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净
资产总额为-1662.16万元，亏
损353.64万元。

此外，黄山旅游还尝试包
括“旅游+”基金及小镇、电商、
新零售、供应链等业态元素，以
期在“一山一水一村一窟”基础
上增添文旅投资、特色小镇、智
慧旅游、文创开发等项目产品，
延展和做长主业链条，其中，

“旅游+小镇”被视为重点。
宏村项目“凉凉”后，黄山

旅游还与蓝城集团共同出资1
亿元合作组建黄山蓝城公司，
黄山蓝城公司专门成立了全
资子公司蓝镇置业，开工建设
黟美小镇项目及黄山旅游城
市综合体项目，力争实现小镇
项目在黄山市三区四县的全
覆盖。但截至目前，网上鲜有
小镇开工消息以及相关建设进
展披露。

而且，业内并不看好黄山
旅游涉足房地产的转型举措。
吴海军对此评价：“黟美小镇项
目是想打造集旅游休闲客厅、
艺术产业基地、文化度假社区
三位一体的世界级艺术小镇。
但黄山旅游和蓝城虽然打着文
旅的旗号，但本质还是在做地
产，这类伪项目很难在市场走
得通。”

转型关键：准确把脉市场
消费趋势

黄山景区不仅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其交通区位优
势也日益突显，特别是2018年
12月，杭州至黄山的高铁开通
运营后，从长三角地区赴安徽
黄山的时间被大幅缩短，从杭
州抵达黄山仅需要1小时26分
钟，尽管坐拥如此优渥的条件，
黄山旅游的转型之路依然令人
堪忧。

与之境遇同样尴尬的还
有张家界。张家界2020年财
报显示，2020 年营收 1.69 亿
元，同比减少60.21%，净利润
为亏损9220.55 万元，同比减
少 933.99%；扣非净利润亏损
1.11亿元，同比减少2207.96%。

号称“山水旅游第一股”的
张家界，和黄山旅游一样属于
典型的山岳类景区，其主要业
务构成为“山岳景区+大小交
通+旅行社”，业务版图较完
整，但对门票以及客流交通费
用的高依赖，在疫情面前难抵
冲击，其文创公司在去年8月
被清算及注销，原因是很难打

开市场、持续亏损且在恶化，这
亦是山岳类景区的一个缩影。

那么，山岳类景区究竟该
如何转型，才能挽回颓势？

“山岳型旅游目的地本身
的复游率就很低。以黄山为
例，尽管杭黄高铁辐射了最多
的江浙客源，但很多游客并非
第一次到达黄山，因此乘坐高
铁真正进入黄山景区的游客
量未必能保持恒定状态。”吴
海军指出，想方设法增加二次
消费仍旧是这类景区转型的关
键所在。

周鸣岐表示，不论是黄山
还是张家界都应做好景区的更
新迭代。他说：“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之后，国内旅游业
遇到重大挫折的同时，也迎来
了新的发展契机：客源市场瞬
间回流，三亚旅游市场火爆，说
明游客对国内旅游业仍旧抱有
预期。门票和缆车作为最低级
的变现方式，应不断迭代更新
来吸引更多游客进行消费。”

此外，周鸣岐进一步谈到
景区转型发展中顶层设计与逻
辑的重要性。“黄山旅游的‘二
次创业’战略在设计规划上也
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其年
报指明今后发展将更加大众
化，这显然对行业格局趋势判
断有误。”周鸣岐指出，要二次
创业就不应再是“圈地收门
票”。既然要转型，就要对行业
有清楚的认知，未来市场需要
的是更加精致、个性化、能够体
验的景区。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
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
授吴丽云看来，随着旅游消费
市场的转变，中青年群体成为
旅游消费的主力军。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更趋向前往体验性较
好、更加舒适和休闲的景区旅
游。景区在转型、更新自身旅
游产品的过程中，可先从周边
的良好资源入手，在此基础上
利用自身已有 IP进行深度开
发，制造出下一个爆款。

黄山旅游去年净亏黄山旅游去年净亏46374637万元万元

二次创业二次创业受争议受争议，，山岳景区山岳景区如何转型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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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久雨初歇，安徽省黄山市黄山风景区出现壮美云海。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