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多家景区门票再涨价

河南景区近期大都不涨价
接下来的教师节和国庆节还将推出多项优惠措施

前一阶段还纷纷参与优惠券发放、打折吸引客源的国内各大景区景点，在旅游市
场人气逐渐回升、“十一”长假即将到来之际，却纷纷举起涨价的大旗，四川、天津、北京
等地的多家景区都纷纷上调了景区门票价格。面对此次“涨价风”，业内人士也并不看
好，他们认为，“眼下景区扎堆涨价，无异于杀鸡取卵”。 晚报记者 刘书芝

有消息说，四川乐山大佛景区门票价
格本月起由70元调为90元；天津八仙山景
区门票价格从 35元涨到 45元。而就在上
月底，北京多家景区门票价格也相应调高，
灵山景区、戒台寺景区门票价格均由每人
35元调为 45元；妙峰山则从 8月 17日开始
将景区门票价格从每人30元调整为40元；
潭柘寺则将从9月1日开始，由35元调为55
元，并取消40元的景区通票。

此外，著名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日
前也进行了涨价听证会，拟在今后实行淡
旺季差价，大足石刻的宝顶和北山两大主
要景区的联票价格将从现在的 120元上涨
到230元。贵州赤水市四洞沟、赤水大瀑布
（原十丈洞）、燕子岩、竹海和桫椤保护区五
大景区也正在酝酿提价。一时间，国内景
区门票纷刮“涨价风”，在此影响下，河南景
区情况如何呢？

上周末，记者分别连线了省内多家景区，
不论是郑州近郊的神仙洞、世纪欢乐园、鸵鸟
园、杨树沟、环翠峪、嵩山滑草场、雪花洞、大
众生态健身园，还是省内的养子沟、伏牛山
四季滑雪度假乐园、老君山、豫西大峡谷、雪
花谷漂流、关山国家地质公园、嵖岈山、宝天
曼峡谷漂流等，面对近日“齐声喊涨”的这股

“涨价风”，十一之前乃至今年年底前大都没
有涨价的打算。

不仅不涨价，很多景区还有诸多的优惠
要送给大家。如伏牛山四季滑雪度假乐园
和老君山两个景区的二日游，正常价位总费
用需要400多元，但现在至月底前正进行优

惠，两个景点二日游下来仅需100多元。
养子沟、雪花谷漂流、嵩山滑草场也在

不涨价的基础上，将举行系列节庆活动，对
游客予以优惠。养子沟景区会在 8月至 10
月期间向教师发放邀请函，时间长达 3个
月，教师来就有优惠。嵩山滑草场和关山
国家地质公园，在教师节当天会推出针对
教师的优惠及免费活动。

不过，康百万和郑州黄河风景区应该是
记者目前了解到的受“涨价风”影响的两家
景区，康百万十一门票要由目前的40元提升
至60元；郑州黄河风景区则在10月31日将
门票上调，由目前的30元上调至60元。

据了解，去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等八
部委针对部分景点门票竞相攀比、价格偏
高的问题，曾发布《关于整顿和规范游览参
观点门票价格的通知》，要求一年内景区门
票重新清理整顿，在此期间“只准降不准
涨”。从时间上看，近段时间国内诸多景区
景点门票涨价，刚好处于“只准降不准涨”
规定的一年时间之外。

如此多的景区景点集体涨价，触动的
不仅仅是旅行社和出游者在金融危机影响
下本已很敏感的神经，也给刚刚升温的国
内旅游带来不小的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
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小安曾说，当前，中
国的旅游景区可以分为三大类：公益性的、

半公益性的和经营性的。在这三大类产品
中，公益性的产品不但不应该涨价，有些还
应该免费，比如科技馆、图书馆、少年宫
等。半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国家级的或者是
比较重要的景区、景点上。这些单位是半
公益性的也是半经营性的，由于有半公益
性成分在内，也不应该涨价。第三类是经
营性的，比如主题公园等。这类产品市场
竞争激烈，其虽有涨价的动机，但不可能有
涨价的勇气。

魏小安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旅游消费首
先应该定位在大众旅游上，不管是政府部门
还是社会其他相关部门，都应该采取措施确
保大众的权益。因此，价格不应该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旅游问题专家刘
锋曾表示，我国旅游景点票价高更多是“跟
风”所致。由于我国多数景点景区是自负盈
亏，它们不但要养活自己，也要考虑维护与发
展的问题，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旅游经济现在
纯粹变成了“门票经济”。只要把门票价格涨
上去，景区景点的收入增加就会立竿见影。

而实际上，“游客出游支出除了景区门
票，还涉及吃、住、行、购、娱等多个方面。在
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门票、住宿、路费
仅占出游总支出的约30%，其余70%均为娱
乐、餐饮、购物等。但在我国，出游支出结构

刚好相反。”郑州华夏旅行社总经理秦铭浩
说，“这种非良性的旅游经济模式其实在制
约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对此，郑州金辉旅
行社总经理孙燕也很认同。孙燕说：“ 有些
西方国家的旅游产业发达，就是因为它们的
产业链比较完整，吃、住、行、游、购、娱等每
个方面都有利润增长点，而国内很多地区只
把眼光盯在门票上，而忽视了‘游’的本质，
这只会将我国旅游产业链拉入到一个恶性
循环当中。”少林寺释永信方丈就曾说：“眼
睛死盯住门票，是杀鸡取卵、急功近利，最终
将窒息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象 国内景区纷刮“涨价风”

打探 河南景区大都未闻“风”而动
建言 旅游经济不应只是“门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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