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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沿理论到业内实践，“旅游二
次消费”这一新概念，正在对传统“门票
经济”进行着颠覆。

人气就是财气。作为现代服务
业的龙头，旅游业能为城市聚拢人
气。如何将人气转化成真金白银？
事例证明，单一的“门票经济”正显得
日渐乏力。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游览之外
产生的餐饮、住宿、娱乐等二次消费的
需求在不断提升，其产生的效益远远高
于一张门票的价值。但“门票经济”过
于倚重门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达不到
多元化和产业化，也就难以将游客的钱
装进自己的腰包。

免费开放10年间，杭州西湖损失了
2亿元门票收入，但游客量与旅游总收入
均比10年前增长了4倍，这被认为是旅
游二次消费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典范。

洛阳也有这种成功的范例。去年
嵩县全县所有景点免票的 13 天里，门
票收入少了 1547 万元，旅游服务领域
却增收5746万元，“5A嵩县”的品牌得

以一鸣惊人。
越来越多的旅游城市已经意识到：

推进旅游二次消费，从“门票经济”走向
“产业经济”，是旅游业大势所趋，也是
自身发展所需。

当然，摆脱“门票依赖”绝非一“免”
了之，同时跟进的“动作”更值得关注。
仍以杭州为例，西湖免票后的这些年，
杭州市除了体制性补贴，还一直重金扶
持餐饮、养生等行业，以保证有其他收
入反哺西湖。西湖景区也新增了不少
休闲消费场所，这些商业网点的租金随
着人气的增加不断提高……这些完善
旅游产业链条、调整利益分配机制的举
措，共同推进了杭州西湖在免票后的

“升值”。
莫让门票挡了人气，更挡了财气——

洛阳，是摆脱“门票依赖症”的时候了！

摆脱“门票依赖”

杭州：“免费西湖”带动全城旅游
【他山之石】TASHAN ZH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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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推进旅游二次消费，从“门票经济”走向“产业经济”】
【一线报告】YIXIAN BAO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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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门票经济”是一个形象化说法。走出去，就
是告别过去靠卖门票、靠涨价甚至“一锤子”买卖模
式，向科学发展切实转变。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

2010 年 12 月初，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莅焦调研
时，曾形象地比喻焦作旅游是“酒肉穿肠过”，并指出
焦作旅游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要做到“佛祖心中留”，即
加快发展、加快转变，提升旅游综合性消费水平，增加
旅游综合收入。

——焦作市委书记路国贤

打破“门票经济”的旧模式，需要注重零售业、餐
饮业、旅馆业等增值项目的发展，丰富旅游产品的开
发，使景区获得丰厚的利润。

——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

从长远来看,风景名胜区应该少收门票费或不收门
票费，地方政府不能只算小账，而应该算一笔大账，地方
政府可以通过降低门票收入，拉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李如生

本报记者 王文斌 整理

票价涨不如人气旺。现在洛阳一日游的价格仅门
票就得200多元，占到了总报价的一半以上。高价门票
会阻挡更多的游客来洛，肯定不利于聚拢人气。

——网友“梦游娃娃”

日本东京迪斯尼乐园的收入构成，大致是游客门
票消费约占 44%，餐饮消费约占 18%，购物消费约占
32%，住宿与其他消费约占6%。洛阳也应该向迪斯尼
乐园学习，搞多种经营。

——网友“蹦极不带绳”

据说，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只占国民人
均月收入的1%。对比之下，我国景区门票已是“高处
不胜寒”，靠门票涨价发展旅游是急功近利、目光短视
的行为，路势必越走越窄。

——网友“安可”

完善旅游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来洛
阳的游客吃有特色、住有选择、行之方便、游之尽兴、
购之丰富、娱之快乐，他们才会停留得更长、花费得更
多，洛阳也才能从中收获更多。

——网友“狩猎者86”

本报记者 王文斌 整理

2002 年，杭州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
程，拆除西湖周围的高墙篱笆，相继取消
130 多个景点门票，还湖于民，使景区与
城市融为一体，以“门票收入”的损失换来
整个杭州市旅游收入的提高。

“免费西湖”跳出“风景区整洁美化——
提高门票价格——用增加的收入抵补整洁
美化的投入”这种固有模式，用更加秀美的

自然文化景观和免费开放作为亮点，吸引
更多的游客。西湖免费开放虽然牺牲了
门票收入，但也延长了游客在杭州的停留
时间，吸引了大量自由行的游客，促进了
旅游的二次消费，使杭州的餐饮、旅馆、零
售等服务行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为杭
州创造了大量综合回报效益。统计数据
表明，2011年，杭州旅游总收入为1191亿

元，是2002年的四倍。旅游收入的增幅，
明显高于同期杭州市GDP的增幅。

杭州城市旅游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
就业人口同步增加。西湖免费开放后更
多人愿意来杭州，游客停留时间延长带动
了杭州的服务行业，为杭州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随着杭州乡村旅
游的不断升级，使得农民“零距离就业，足

不出户挣钱”，从事旅游业的人多达10万
名，营业收入逼近10亿元。

不仅挣了票子，还撑了面子。西湖免
费开放以来，杭州先后获得“联合国人居
奖”“国际花园城市”“东方休闲之都”“中
国最佳旅游城市”等称号，并连续五年获
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戚帅华 整理

1500多万元与5000多
万元的鲜明对照

舍弃1547万元门票收入，但餐饮、住
宿、购物等服务领域增收5746万元……
去年10月9日至10月21日，嵩县实行全
域景区免门票政策。这13天，嵩县老百
姓感受到与往年十一长假过后景区冷清、
宾馆歇业不一样的“幸福”。

过去因天气变冷等原因，导致十一长
假结束后游客数量骤减的嵩县各景区，在
去年秋天却“火”了一把：景区免票活动期
间 接 待 游 客 22.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86.7%。13天，嵩县以舍弃1547万元门
票收入的代价，换来了全域景区餐饮、住
宿、购物的大丰收，景区及周边商户的矿
泉水、方便面等物品以及核桃、板栗、木耳
等土特产品销售较往年同期增长近 30
倍，嵩县旅游服务业增收达5746万元。

尝到免票甜头的不仅是嵩县。去年
7 月举行的孟津会盟荷花节首次免费开
放，虽令景区失去了20多万元的门票收
入，却换来游客和旅游总收入的大幅增
长：荷花节开幕仅一个月，已累计接待游
客 21.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637.5 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11.3%和24.7%。

河南科技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王镜
表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会让景区在开
发增值项目上缺乏压力和动力，旅游产业
的发展也就难以实现突破。可喜的是，我
市一些景区为摆脱“门票经济”而做出积极
努力，收到了可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门票经济”的转型之困
近年来，我市一些景区在不断提升景

区品质的同时，还推出各种门票优惠来吸
引游客。但在旅游业内人士看来，我市还
远未跳出“门票经济”的怪圈。

专业从事旅游市场调研的北京永润
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张韧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现阶段洛阳仍处于从观光型旅
游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型期，可供游客参
与体验的文化休闲娱乐项目不多，旅游产
业链不长，辐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大多景区收入主要来自门票。

市旅游部门统计，2012年，全市接待
游客总数7765万人次，每名游客平均在
洛阳消费仅519元，而全国平均旅游消费
水平在800元以上。

景区门票减免，能提高人们的出游积极
性，使得前往景区的旅游人数上升。这样既

可以提高景区人气，又可以拉动景区周边经
济发展，但为何各景区依靠门票维持生计？

一些旅游业内人士认为，利益分配机
制已经固化，从而导致条块分割不顺，是旅
游景区如此依赖“门票经济”的重要原因。
相关的酒店、餐饮以及娱乐项目与景点没
有直接利益关系，景区难享免票带来的收
益，因此景区的主要收入只能是门票。

我市一家南部生态景区的负责人介
绍，该景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门票和食
宿。其中，门票收入占景区整体收入的
60%以上。“游客对景区旅游软硬件服务
设施和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景区就
必须增加相应的投入。员工工资福利待
遇不断提高，各项营销成本也在增加，这
无形中增加了景区经营者的负担，景区就
不敢把门票降低。”这名负责人说。

利益分配机制条块分割不顺的背后是
旅游机制不活和旅游产品结构的不合理。

一名长期从事旅游工作的人士表示，
目前，我市一半景区属于事业单位，所有
权、经营权、管理权三权不分，在产品打
造、市场开发、宣传营销等方面缺乏积极
性和主动性，市场意识、新产品开发意识
和服务意识不足，只能依靠政府财政补
贴，停留在依靠门票收入的阶段。

“观光旅游”将向“休闲旅
游”转型

只有跳出“门票经济”的怪圈，改变单
一的门票盈利模式，才能提升洛阳旅游综
合效益。去年召开的全市旅游工作会议
提出，我市将通过发展休闲旅游产业来破
解当前面临的高端游客数量少、游客停留
时间短、旅游消费水平低等诸多难题。

除了精心编制适合我市休闲旅游产
业发展的规划外，我市将着力推出一批休
闲旅游产品和线路：围绕龙门、关林、白马
寺、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等，打造历史文化
休闲旅游区；围绕南部伏牛山生态旅游区
和重渡沟、鸡冠洞、白云山等生态景区，建
设中西部最大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区，打
造生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依托黄河及小
浪底——西霞院风景区、黄河湿地自然保
护区，开发水上旅游项目，举办体育赛事，
建设休闲度假设施，打造滨水休闲度假产
品；依托王城公园、洛浦公园、隋唐城遗址
植物园等园林景观，泉舜集团·开元湖音
乐喷泉、新区城市建设等都市景观，王府
井、新都汇、宝龙城市广场、万达广场等商
业购物场所，着力打造都市观光休闲旅游

产品。

延长产业链条，推进旅游
二次消费

旅游业人士表示，从主要依靠门票到主
要不靠门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住下
来，根本之道在于延长旅游产业链条，推进
旅游二次消费，在“吃、住、行、游、购、娱”六大
环节中谋求区域旅游经济的综合效益。

摆脱单靠“门票经济”的粗放式发展
模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在旅游产品
的开发上，应增加旅游要素齐全、内容含
量大、可反复消费、消费价值高的休闲度
假旅游类产品。

旅游业要转型，不能靠“门票经济”赚
钱，而是打造旅游延伸服务产业链。一是
立足于我市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
发古都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
化、寻根及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增加文化
与趣味品种项目，吸引游客参加，从而延
长游客停留时间。二是打造文化演艺产
品，可借鉴“印象·刘三姐”“禅宗少林·音

乐大典”等大型实景文化表演的成功经
验，邀请国内专业文化旅游演艺策划团
队，打造一台常年演出，高品位、高质量、
具备较强吸引力，反映洛阳历史文化与地
方特色的文化旅游演艺项目，形成口碑效
应，使其成为洛阳的精品剧目与核心文化
旅游产品。

与此同时，加快旅游商品开发更不可
少。我市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旅游商品市
场，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除了加大旅游
产品的开发力度之外，还要走精品化、高
附加值的发展路线，在全市代表性旅游景
区、大型商场开设高档次的洛阳旅游名品
专卖店，走品牌经营之路。

我市旅游业只有产业化、集群化发
展，才能打造留住游客的新优势。应围绕
我市形象鲜明的主题和品牌，整合资源，
科学规划，建立旅游产业聚集区，放大和
提升洛阳的旅游品牌，提高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拉动游客在洛的二次消费，实现
旅游经济效益的二次提升。

本报记者 戚帅华

旅游业转型：
延长产业链条 推进二次消费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我
市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
再创新高，逾8亿元的旅游收
入使人们看到了洛阳旅游业
发展的可喜局面，然而旅游业
发展中的弊病也不可忽视：目
前我市旅游业主要还是单一
的“门票经济”，过分依赖门票
收入。如何让洛阳旅游业走
出单一依赖门票收入的困局，
转向依靠吃、住、行、游、购、娱
等多环节发展求得规模和综
合效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

如果您有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登录新浪微博@路在脚下话旅游，发表高见；也可登录
洛阳网洛阳社区（bbs.lyd.com.cn），进入《路在脚下——提升旅游产业，加快名城建设》板
块畅所欲言；还可拨打66778866一吐为快。

【

左图 去年牡丹文化节期间，白马寺
景区吸引不少外地游客（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刘冰 摄

上图 在新安县龙潭峡国家地质公
园，景区推出的高空索桥项目受到爱探险
的游客欢迎（资料图片） 记者 潘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