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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免费开放后景区免费开放后：：不卖门票卖什么不卖门票卖什么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6月1日起，海南三亚天涯
海角游览区免费向公众开放，
成为当地继鹿回头风景区和大
小洞天旅游区之后，又一实行
免门票入园政策的三亚国有景
区。这展示出三亚逐步摆脱传
统“门票经济”束缚的决心。

随着“全民旅游时代”的到
来，国内旅游形势已发生了较
大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景
区景点免费向公众开放，由“门
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
变，以此抢占未来旅游经济发
展的先机。

“免费大餐”激发消费活力

6月1日，三亚天涯海角游
览区免费开放首日，景区策划
了天涯市集、花车巡游、音乐会
等丰富活动，不少游客选择亲
子出行，带上孩子休闲游玩。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的彭先生一
家在得知天涯海角游览区推
出免票惠民活动后，直呼幸
运，赞叹“三亚的这波操作太
圈好感了！”

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免门
票政策吸引了大量游客，呈现
出人潮涌动的热闹景象。同
时，附近的黄龙街和马岭二横
巷也充满了活力，海鲜烧烤、新
鲜水果和各式小吃应有尽有，
让人们在游玩的同时也能享受
到丰富的美食。

与此同时，免门票政策也
带动了周边民宿业的发展。三
亚天涯蜕壳小筑民宿旅店的负
责人李志华一早就开始忙碌，
准备迎接免票政策下的第一波
旅客。他表示，自三亚各大景
区相继推行免票政策以来，旅
客数量明显增多，久未有人问
津的民宿也重新焕发了活力。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我们
需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李志
华说。

实际上，三亚天涯海角游
览区并非当地首个实施免门票
政策的景区。为了构建“主客

共享、以客为主”的全域旅游体
系并推动景区提质转型，鹿回
头风景区和大小洞天旅游区已
在2022年7月1日和10月1日
分别实行了免门票政策，并推
出了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和新型
业态产品，为游客提供丰富的
旅游体验。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
亚已有三大旅游景区实行了免
费开放政策，这背后有怎样的
决策考量？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的采访
时说，一些国有重点景区的免
费开放，首先是为了响应相关
政策对降低国有重点景区门票
价格的要求，以减轻广大民众
在享受旅游权利过程中的刚性
成本支出。近年来，由于中远
程旅游市场的游客数量大幅下
滑，地方政府希望通过降低甚
至免除景区门票，来吸引游客
并增强综合消费。

天涯海角、大小洞天、鹿回
头均属三亚旅文集团旗下景
区。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聪辉表示：“我们需要的是重
点或标志性景区的免费开放，
以明显提升游客流量和综合消
费水平。尽管短期内减免门票
可能会降低景区的即期收入，
但从长期看，这一政策对于刺
激地方经济增长和扩大旅游消
费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更多景区
摆脱“门票依赖症”

景区免费开放已不是新举
措。追溯至2002年，浙江省杭
州市政府秉承“还湖于民、与民
共享”精神，宣布杭州西湖风景
区免费对公众开放，成为我国
首个5A级免费景区。

在免票政策实行的第一
年，杭州市接待游客达2757.9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94亿
元。到2014年，这两项数据均
显著提升：旅游总人数跃升至
1.09亿人次，旅游总收入攀升
至1886.33亿元，约为2002年

的6.42倍。虽然每年减少了几
千万元的门票收入，但杭州旅
游产业新增的经济效益则能以
千百亿元计。

近年来，全国各地景区纷
纷迎来“免票潮”。长白山、华
山、张家界、鼓浪屿等知名景区
相继推出门票减免活动。免票
政策不仅提高了景区的知名度
和口碑，也成功吸引了大量游
客，占据了市场份额。更重要
的是，该举措刺激了交通、餐
饮、文创产品等的“二次消费”，
从而增加了景区的营收。

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始终
坚持惠民原则，致力于让广大
民众共享旅游发展的成果，近
几年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
和指导，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
发展。

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
票价格的指导意见》，推动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不断降低。

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
办公厅再次发出通知，决定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降低重点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回头看”工作，
用硬举措摆脱对“门票经济”的
依赖。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鼓励制定实施旅
游景区门票减免、淡季免费开
放、演出票打折等补助政策。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旅游学
院副教授陈德广表示：“旅游景
区摆脱‘门票经济’、降低门票
价格已成为我国旅游业转型升
级、迈向优质供给服务的必然
趋势。”

一家家景区纷纷响应，谋
新局、布新篇，积极推动从“门
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助力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出小利
才能收获大利

目前，越来越多的景区以
“门票减法、服务加法”为策略，
促进产业升级与质量提升。比

如，三亚鹿回头风景区免费开
放后，利用其独特的“城市后花
园”地理位置优势，将收入源头
从景区门票切换到餐饮、音乐咖
啡、亲子研学、文创产品及露营
体验等多元化的消费领域，实现
了从“售卖美丽风景”到“售卖美
好生活的附加值”的转变。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
长王健生认为，新发展路线将
自然带动旅游经济效益的增
长，因为“游客停留时间延长
了，消费体验满意度提高了”。

传统的“门票经济”模式虽
然能使景区“躺着”赚快钱，但
随着公众旅游需求的多元化，
仅仅满足于“圈地卖风景”会导
致景区过于依赖门票收入，而
忽视了游客对景区品质的提升
需求。陈德广指出，从门票经
济转向产业经济是关键。这意
味着要重视景区的公共属性，
帮助一些地方摆脱过度依赖门
票收入的窠臼。

免门票后的景区，如何消
化成本、实现创收？陈德广认
为，这需要景区经营者转变运
营思路，从依赖门票转向创建
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以释放
游客的消费潜力，在让出小利
中收获大利。通过挖掘景区的
文化底蕴，衍生出一系列文创产
品，是一种有效的探索方向。同
时，景区应扩大旅游产品种类，
满足游客在食、住、行、游、购、
娱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

戴斌则建议，景区可通过
提升“二次消费”增加附加值并
刺激周边消费，进而通过财政
和税收调节来获取更多资金支
持。他指出，强化景区分类管
理，对于自然保护区和国家遗
址公园等景区，在享有财政拨
款用于保护和维护的同时，需
要考虑在保持其事业性质的基
础上进行产业化运营。

据介绍，三亚鹿回头风景
区、大小洞天旅游区、天涯海角
游览区都是在实行免门票政策
后，积极推动“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持续开发深受游客欢迎
的多元化复合型文化旅游产

品，并通过景区的旅游商品、娱
乐、餐饮等业态以增加景区的
弹性收入。同时，上述景区不
断丰富民宿、露营、海洋运动等
体验感强的业态项目，持续举
办更多具有地域品牌特色和吸
引力的文化活动，加强“智慧景
区”建设，从多个维度满足市民
游客的需求，颇受好评。

免票与否需综合考量

虽然多家景区的免门票尝
试为我国传统景区探索摆脱

“门票依赖”、为旅游业态和经
营模式转型升级提供了具体案
例。然而，在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承财
看来，免费开放并不一定适合
所有景区。

唐承财解释称，从营收结
构看，如果景区主要依靠门票
收入来运营，免费开放可能对
其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如果门票收入仅占景区营收的
一小部分，免门票后可以通过
增加大量游客流量，提升其他
环节的消费，降低对景区运营
管理的影响。

包括郑聪辉在内的多数景
区负责人和文旅行业从业者普
遍认为，景区是否应实施免门
票政策以及如何实施，需要经
过全面分析和研判。这涉及如
何消化免门票政策的成本，如
何丰富旅游产品以提升游客二
次消费欲望……这些问题成为
判断政策实效的关键。其中一
条建议是，全面评估免门票政
策对景区运营以及周边县市社
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优化
免门票政策，调整景区发展策
略，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协同发展。

唐承财指出，每个景区都
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是所有
景区都具备免门票后增加创收
的能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
量。国有景区由于其强大的综
合实力，敢于先行试验，摸索出
一条发展路径，无疑为其他景
区提供了借鉴。

此外，有专家提醒，景区门
票政策必须公开透明，坚守诚
信，以防止免门票沦为消费套
路陷阱。比如，一些景区在实
行免门票政策的同时，悄然提
高了旅游车费，或在免除景区
门票后设立“二道门”“园中园”
等额外收费项目，易引发游客
不满。

唐承财指出，免费开园不
是拍拍脑袋的决定，收获效益
也并非一夕之间就能实现，需
要长期、持续地培育和维护。
对游客来说，知名景区免费开
放无疑是利好消息，但一张门
票的减免是否能直接拉动游
客出游，以及这种做法是否适
合所有景区，值得商榷和长期
关注。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城市
停车产业博览会在京举行

近日，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城市停

车产业博览会在京举行。本届博览会

以“智慧城市 智慧停车”为主题，设有

城市智慧停车、停车场收费及管理系

统、机械式停车设备及配套零部件、充

换电设施等专题展示区。全国各地146

家停车企业参与，近百种市场领先的新

技术、新产品、新解决方案集中亮相。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