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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4版）周末旅行网CEO李阳认为，知名山

岳型景区免票，对于旅游市场短期有一定的带动，

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目前的景区票价较高，对于

广大游客来说，高票价增加了旅游的开支，增加了

旅游出行的成本，从实际情况来看，游客更希望把

钱花在旅游项目的消费

上，近期市场消费上有一

个新词“消费降级”，也就

是低廉的消费服务更容

易获得市民的认可。

如此多的高A级山岳

型景区实行减免门票，李

阳认为，景区门票是大多

数山岳型景区的重要收

入来源，旅游行业有明显

的淡旺季，在淡季的时候

或特定的旅游节日期间，

景区推出减免门票活动，

短期内对拉动景区的人

气，带动景区的收入有一

定的利好。究其主要原

因，还是旅游产品服务的

单一性，门票作为大多数

景区的首要收入来源，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游

客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更加精细化，粗犷的门票经济

已经让景区失去了吸引力。同时，大多数景区主动营

销意识差，景区缺少和游客互动的渠道，产品的更新

速度和旅游产品的研发能力较差，没有更好的产品和

更好的服务项目，游客去了一次，第二次就不会再去

了。其次，旅游消费的升级也从过去的到此一游向深

度游、体验游、休闲游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景区

还停留在以往的等客上门的思想上。因此，在市场淡

季的时候，降价促销就成为了一种较为有效的营销方

式，有一个景区开了头，就有其他景区纷纷效仿。

“旅游让游客感受到生活更加精彩，分享美好生

活，增加生活阅历，体验不同区域的风土人情。以游

客为中心，结合景区自身的特点，开发、设计出拥有

符合景区自身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是景区发展

的有效举措”，李阳告诉记者，“深入挖掘景区特点，

结合时令季节及节庆活动，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加大

主动营销力度，通过有效的信息发布和互动平台，让

游客快速了解景区动态，加强与游客的联系和交流，

邀请游客参与景区产品开发，把握游客的需求，加强

景区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

感，让景区真正成为游客心灵的港湾。”

李阳认为，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旅游产品和

服务的提升尤为重要，景区要抓住这一重要机遇，结

合自身资源找特色，因地制宜谋发展，逐步弱化景区

门票，加大在旅游休闲服务项目上的功能延伸，提升

游客的舒适度和体验感，营造一个让游客来了就不

想走的氛围。

□延伸阅读

近日，河南 5A 级景区龙潭大峡谷由于资本

导致破产，在旅游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1998 年，陈建林辞官靠民间借贷，注册资本

2 亿元，打造龙潭大峡谷，年均接待游客 90 余万

人次，仅门票一项，景区年收入约为7650万元。

然而，在其傲人的旅游资源和繁荣的经营景

象背后，却背负着巨额债务和大量官司。融资成

本过高，又没有在短时间内把钱收回来，导致资

金链断裂，最后破产。在国内，这应该是第一家。

□专家建议

周末旅行网CEO李阳：

弱化门票延伸功能 让景区成为游客心灵的港湾

黄山

安徽文旅集团投资部副主任、安徽中营
文旅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敏：

打破原有经营模式
引入专业管理机构

针对此话题，记者采访了安徽文旅集团投

资部副主任、安徽中营文旅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董事长谭敏。谭敏认为，山岳型景区门票经

济转型符合旅游产业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的发

展趋势。一方面，在需求层面，随着旅游消费需

求不断升级，纯观光型旅游产品不再满足消费者

多元化旅游需求，在游客消费结构中，门票支出

占比不断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住宿、娱乐、购物

等。因此，景区摆脱门票经济符合消费需求升级

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在供给方面，随着景区同

质化竞争的不断加剧，传统依赖自然资源优势吸

引游客的山岳型景区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大文化

挖掘和差异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这类景区

可以不依赖门票获取收益，取而代之的是二次消

费，因此，在景区供给侧产品创新方面做好充足准

备的前提下，景区摆脱门票价格经济符合旅游供

给侧改革的发展趋势。

“当然，景区免票或降低门票，对景区经营

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风险”，谭敏告诉记者，

“一是安全服务管理问题。可想而知，免票后，

短期会增加景区的游客量，这对景区的服务管

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景区是否具备相应的

安全服务管理能力，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二是

盈利模式问题。在景区旅游产品创新不足、二

次消费不足的前提下，盲目免票，会对景区经营

业绩产生影响。”

谭敏认为，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山岳型景

区去门票后，可充分挖掘文化特色，结合地域

风情，整合优质休闲度假旅游资源，打造集山

岳观光、运动养生、休闲度假功能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首先要转变观念，重视策划与

规划，形成差异化定位。其次，加大对景区休

闲度假产品的投资力度，强化文创商品研发，

不断提升景区二次消费收入。第三，引入专业

经营管理机构，旅游产业是综合型产业，经营

管理方式需要不断创新，打破原有所有权与经

营权集中的模式，有利于景区提升管理效率，

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符

合旅游产业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