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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五一小長假全國超過20個知

名景區門票漲價，漲幅從20%到100%不等。在

通脹壓力之下，內地130家5A級景區門票價格

（旺季）近半已超過百元人民幣，超一成景點在

200元以上。於是，各景區「逃票攻略」頻現網

絡，一些「攻略」要鋌而走險去攀崖，頗讓人

感覺步步驚心。內地專家說，不少景點價格已

偏高，動輒佔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5%－

10%，如今景點又乘「五一」

小長假、黃金周

「 搭 便

車」、攀比

跟風式

漲 價 ，

形成了一

道難看的風

景。（二之二）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豐齊

內地景點貴絕全球
地方政府
今年五一黃金周期間，揚州市物價局通過聽

證會，宣佈由於景區投入增加、遊覽面積
擴大、品質提升、成本上漲等因素，將瘦西湖
門票價格核定為120元/張。相比於以往60元／
張的門票基價，實現了價格翻番。

漲幅超居民收入增長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

濟學研究所副所長、清華大學假
日改革課題組負責人蔡繼明昨
天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按
照瘦西湖這樣的漲價法，即便
是3年之後的一漲，其漲幅已
明顯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長水
平。而判斷票價的高低，如
同判斷房價的高低一樣，一
方面應該相對於居民人均收

入水平、即居民的承受
力而言，另一方面可

以參照國際通行
與普遍的

狀
況。
20 1 1

年，中
國 城

鎮居民
人均可支配

年收入21810元，
農村居民人均純年收

入6977元，一張
動 輒

一兩百元的門票價，佔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約
為5%－10%，明顯偏高。而世界大部分國家景
區的門票價格佔人均月收入的比例在1%左右，
兩相比較，中國景區票價要高出很多（詳見

表）。蔡繼明介紹，比如英國白金漢宮，不僅是
英國王室最重要的住地，也是倫敦的地標性建
築之一。作為世界著名宮殿之一，其票價僅3.5
英鎊(約44港元)，學生2.5（約32港元）為英鎊。

景區交通雜費另計
總體上，日本與歐美景區的公園和自然景觀

基本不收費，歷史文化遺產和人文景觀象徵性
收費，商業性娛樂休閒設施的收費相當規矩。
而中國很多景點的門票價為「純」門票價，景
區內的觀光覽車等還另外收費。
以黃山為例，除了門票外，可還需付交景區

交通 38元/人（上下）、纜車費用65－80元/人
（單程）。一位遊客告訴本報記者，他五一期間
遊一趟黃山，從到景區山腳下算起，坐大巴坐
索道，不在山上吃喝，合計達428元。如果不坐
索道就得在山上留宿，那住的和吃的堪比五星
級酒店。大好河山只能「咬牙切齒」看一眼就
走。此外，由於門票與相關費用太貴，旅行社所
賺利潤很低，導遊為多賺錢常將遊客帶到各個購
物點。對此，本報記者昨天致電正在值班的黃
山園林局副局長桂劍鋒，請他對各項收費的合
理性作一個解釋，桂劍鋒說不便發表評論。
蔡繼明認為，景區票價上漲不是真正的市場

行為，背後的確體現了地方財政急功近利、盲
目跟風，公眾的監管不力等諸多因素—比如瘦
西湖漲價，票價翻番明顯違背發改委的漲價上

限，卻能100%投贊成票，聽證顯然已流於形
式。

漲價體現地方急功近利
近日，《人民日報》與新華社相繼發文，公

開指出「正是地方政府向景區要錢推漲了門票
價格」。據中國旅遊研究院的測算，在人們出行
旅遊總消費中，門票支出佔比大概是7%—
8%。有調查機構發佈的報告也顯示，中國遊客
景區門票、交通花費，已經分別佔到旅遊的
21.92%、20.92%。專家認為，進一步降低門票
價格是提升遊客滿意度的重要方向。但當前一
些地方景區正在醞釀或掀起的漲價風表明，景
區門票正偏離公共性和公益性，成為一些地方
政府和旅遊公司不斷索取經濟利益的平台和籌
碼，難以在改善服務水平、延伸產業鏈條等方
面拓展旅遊業的升級空間。

目前，中國5A景區價格在100元至200元
的佔比已高達35%，其中山東省8家5A級景
區門票價格已全部邁入百元序列。景區門
票花費已超過交通成為遊客最大開支，高
價門票成了擋在旅遊面前的「第一座大
山」。為什麼在票價會年年高位，年年上漲
呢？

三年必漲非市場行為
最直觀的看法是，
2012年是票價「解

禁期」，各景區
被 限

制漲價3年之後，產生「報復性」
上漲衝動。2007年國家發改委曾
下發景區門票價格管理相關辦
法，要求對實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管
理的門票價格在調價前2個月向社會公佈，
同一門票價格上調頻率不得低於3年。此
外，根據票價不同區間，每次漲幅上限為
15%－35%。於是，奇怪的事情出現了，景
區票價陷入了「3年必漲」的怪圈。

收益影響地方財政
這個怪圈的形成，宣告「價格約束」揚

湯止沸、治標不治本，因為門票價格背後
有一強有力的推手。北京大學教授、旅
遊研究和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表示，
中國旅遊景區門票定價權在地方政
府，景區收益往往與地方財政收
入關聯，因而地方政府客觀上
存在支持門票漲價的動機，景

區的運營，與地方建設
部門、文物管理部
門、國土資源部
門、水利部門等
都有聯繫，它們

從各自利益出發，都會有提高門票價格衝
動。加之缺乏有效的社會監督，票價上漲
的聽證往往流於形式，門票只會步步走
高。吳必虎判斷，景區實際上的「部門所
有制」才是票價上漲的真正原因。如此因
無解，則各地旅遊景區門票漲價難以平
抑。

債台高築惟漲價還款
記者了解到，「部門所有制」在各景點

的賬本上就有所體現。景區背後都有各地
政府的巨額投資或者引資（債務）。資料顯
示，此次價格翻番的揚州瘦西湖，通過地
方政府，向中信銀行借了為期10年的高達
10億元貸款。此次價格上漲25%的井岡
山，近十年裡井岡山市各金融機構先後投
入景區景點修繕和開發以及旅遊交通道路
建設等方面的信貸資金累計近15億元。所
以，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景區工作人員
在與本報記者溝通時反問：「門票不漲
價，這些天量貸款怎麼還？」

運營決定票價
部門利益操控

全國有超過20個知名景區門票漲價20%至
60%的消息傳開後，各景區「逃票攻略」頻現網
絡，一些「攻略」不乏鋌而走險，步步驚心背
後，折射出的是風景「看不起」的無奈。
近日，網上流傳的泰山「逃票攻略」引起

了管理部門的關注。該攻略共記載了6條逃

票路線，泰山管理人員指出，這幾條路線危
險性較高，山路難走，部分地區通訊信號較
差，較容易發生意外事故。而這並非單一現
象。通過百度搜索「逃票攻略」，近一周的
相關條目超過1萬條。海量信息中，有的路
線還需攀懸崖，要求逃票者「翻過去」「蹭

過去」，驚心動魄。
華東師範大學旅遊學系學者楊勇指出，逃

票進景區這樣的「貓鼠遊戲」，對於市場是
一種衝擊，它不利於旅遊產業發展，難以管
理，很多逃票路線存在明顯的危險性，有些
難保不會釀成悲劇，尤其應該引起注意。

風景太貴看不起 逃票攻略受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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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景點 門票(HK$) 居民月均收入(HK$) 門票佔居民收入比

美國 梅薩維德印第安遺址 94.5 23,000 0.4%

韓國 華松古堡 7 12,000 0.05%

中國內地 九寨溝 220 2100 10%

中國香港 海洋公園 280 12,000 2.3%

著名景區與地區人均收入佔比

「我前期投入這麼多成本

來開發修繕景區，提高遊玩

品質，遊客埋單在情理之

中。」這是各景區與地方政

府對於景點門票漲價最「硬」

的理由。

名為「控人流」
實為加票價

近來，隨 房地產調控的深入，各景點實際上成了地方

政府拉動經濟的「二房地產」，成了它們最熱衷於投資開

發的項目，或者直接投資，或者招商引資，並祈盡快見

效，盡快收回成本和受益。「高票價」便成了地方政府官

員們最「理性」的選擇。很多專家對治理景區票價感到悲

觀，因為各景區基本上都是掛「控制人流，保護景區」的

「羊頭」，賣 高票價這塊「狗肉」。

這種過分短視的行為，對旅遊經濟的長期發展，構成巨

大傷害。

票價越低廉 旅業越發達
旅遊是一個帶動性很強的產業，有研究認為，一元的直

接收入能帶來6.8元的間接收入。旅遊業的開發，絕對不

僅是門票收入的開發。在美國，黃石公園門票的收入只佔

公園全部收益的6.7%。極低的票價背後，是吸引遊客留連

忘返產生的巨大消費。但在中國，不少景區們幹的竟類似

一錘子買賣，遊客來一個先宰一個。日前國家旅遊局發佈

的報告，2011年全國A級旅遊景區營業收入為2658.60億

元，其中門票收入達1149.9億元，也就是說，門票收入佔

營收總額的43.25%，43.25%的門票收入即是一錘子買賣的

鐵證。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門票收入佔比越高，說明景區產

業鏈的越單一、相關服務業越貧乏，「門票收入佔比越

低，說明旅遊經濟越發達，管理越規範，可持續性越強。

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說，我國旅遊業增加值已佔GDP的

4%以上，且與旅遊相關的行業超過110個，可見旅遊業及其相關產業

是多麼龐大的一個產業。何以那麼多官員們，眼裡就只有這佔可憐

的門票收入呢？

西湖無門票 盈利上億元
蔡繼明告訴筆者，這裡有地方政府認識的問題。景點短視現象普

遍存在，它們將景區票價提得很高，不僅違背景點有準公益原則，

消解了著名景點在「熱愛祖國大好河山及歷史文化」等方面潛移默

化的國民教育。而對於景區自身，高票價實際等於堵住了地方餐

飲、住宿、購物收入等多方面的收入增長之路。

目前，有些地方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如杭州西湖，早在2003年就

「沒有圍牆、不收門票」，門票雖然少掉幾千萬元收入，同年卻因此

贏得了上億元的收益。這說明，克服「門票依賴」是有可能的。但

最關鍵的，是地方政府要克服短視與自利，真正邁開大步，對旅遊

模式和旅遊產品單一結構進行調整，從而推動「門票經濟」真正向

「旅遊經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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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景區午門廣場前，參觀遊客的身影

映在一面鏡子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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