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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百元景区太多 市民出游喊贵
攀比和逐利催生我省景区新一轮涨价风，听证会几成涨价会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本报淄博 3 月 19 日讯 (记者
乔显佳) 截至 3 月 1 日，在全

省 4A 级以上景区中率先免除第
一大门票的淄博周村古商城景
区，免票时间已满 1 年，周村已经
初尝免票甜头。

13 日上午，记者在周村古商
城大街看到，尽管不是周末，但来
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团却不少。大
街上不时可见游客熙熙攘攘的景
象。

去年 3 月 1 日，周村免除古
商城景区第一大门票(即大街)。同
时，保留分布于老街中的 10 处收
费景点。周村区旅游局长、古商城
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尚志胜说，周
村古商城免费 1 年后，对景区门
票收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原来
每年门票收入 1000 万元，去年全
年门票损失将在 400 万元左右。

但免票同时也换来八方游
客。据不完全统计，2011 至 2012
年，周村古商城景区游客量至少
比 2010-2011 年增加 40% 以上。
增加的游客蔓延至城市各处，对
于本地各产业链带来积极的影
响。

周村当地生产或销售的烧饼、
电热锅、丝绸、服装、醋以及淄博陶
瓷……也纷纷搬到大街上展示、热
卖。周村住宿业以前是弱项，全区仅
有 1 家 3 星级酒店及寥寥数家小旅
馆。免票 1 年后，已新增 5 家中档以
上酒店。周村房地产价格也水涨船
高。

“我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让
游客慢下来、住下来、留下来。”
尚志胜说，为此，他们一面忙着
恢复传统四合院，一面考虑推出
一批酒吧、茶楼、特色餐饮、民俗
旅馆等休闲体验设施。目的就是
把周村打造成一个观光休闲度
假的目的地。

“一张门票才多少钱？同样一
名游客在周村吃、住、游、购下来，
又要花多少钱？显然不是一个档
次。”尚志胜说，如今的周村已初
步摆脱门票经济的限制。

格他山之石

周村免票一年

赚钱反倒更多

景区争相加入

“百元序列”

2月1日，青岛海昌极地海洋
世界悄悄调价。其旺季通票由以
前的150元上涨到180元。伴随提
价，景区加大了给旅行社的折
扣，希望通过提价“抬”出的折扣
空间，鼓励旅行社继续“送团”。

从4月1日起，自重建开放后
一度实行免票的枣庄台儿庄古
城景区，票价政策再做调整，由
现行每张票100元上调为160元。
另外对于法定节日、平时散客以
及本、外地游客票价均作出调
整。记者注意到，对于此番台儿
庄古城调价，在网上不少游客表
示反对。年后，济南九如山景区
由110元调至120元。

全省现有8家5A级景区，几
乎全部迈入“百元序列”。其中，
泰山旺季门票 125元，淡季 100
元；曲阜“三孔”(孔庙90元、孔府
60元、孔林40元)总门票190元，
“三孔”通票 150元；蓬莱阁 100
元，近日有消息称将涨至140元；
烟台南山120元；威海刘公岛138
元(含往返船票)。

另有一些4A景区甚至暂不
在A级序列的景区，门票也突破

“百元大关”。据不完全统计，威
海石岛赤山风景区102元，烟台
蓬莱三仙山、极地海洋世界两大
民营景区均为120元，德州齐河
泉城极地海洋世界160元，泰山
方特欢乐世界190元……记者采
访中发现，对于跻身“百元景
区”，很多景区有种相互攀比的
心理，不光国有景区比着民营景
区调价，就是不同区域同类景区
之间，也纷纷向价高者看齐。记
者采访中注意到，相比3年前，目

前山东“百元景区”阵容壮大了
不少。

经营者认为

涨价不影响客流

对此，景区经营管理者往往
抬出挽回投资、物价上涨、人力成
本增加等因素，有的还将票价与

“景区地位”联系起来。采访中，记
者屡次听到“××都过百元了，我
们为什么不能涨”的说法。

省内一家百元景区的负责人
坦言，涨价肯定是出于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考虑。近几年每到“五一”
“十一”黄金周，省内主要景区呈现
出“井喷”景象。不少景区经营者认
为：门票上调几十元，也不会对游
客出行造成多大影响。

2010年10月1日实施的《山
东省旅游条例》规定：“调整政府
定价、政府指导价的门票价格，
应当遵循法定程序。调整后的
门票价格应当向社会公布，自
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后执行。同
一门票价格上调间隔不得低于
三年，上调幅度不得超过国家规
定的限额。”

根据政策，国有景区在涨价
前，纷纷举行价格听证会。但游
客很快注意到，所谓的“听证”几
乎成了“涨价”的同义词。为化解
涨价可能带来的对客源的损失，
相关景区也频频出招。据悉，省
内某景区散客门票100多元，对
旅行社团队实行60元折扣价。“5
折”，也是省内不少民营景区给
旅游社团队的报价。相比而言，
泰山、“三孔”、趵突泉等国有重
点旅游景区，在折扣方面难以做
到灵活应对，不排除因此流失部
分团队客源。

随着旅游旺季即将来临，省内一些有影响力的景区，又悄悄地启动调

价程序。“涨价风”似乎又将刮起。面对旅游景区的票价你追我赶地跨入

“百元时代”，不少游客表示，高票价导致旅游心情很不爽。

台儿庄古城票价 4 月 1 日后将涨为 160 元。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格专家说法

增加收入

未必靠门票

对于一些景区门票步入“百
元序列”，身为齐鲁孔子文化国
旅老总的高健说：“即使是白领
家庭，一家人出去一趟，光门票
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另外，百
元高票价无形中抬高了游客内心
的期许，一旦景区“内容”不过硬，
反而形成一种强烈的落差，招致
恶评。

在北京游客豆秀敏看来，国
有景区不应该带头涨价，政府应

该保障作为纳税人的普通公众
享有平价旅游的权利。

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院陈国忠院长指出，景区应该逐
渐消除对门票收入的依赖，走综
合收益的路子才是大势所趋。山
东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王晨
光认为，当前，随着山东连续几
期旅游大项目陆续建成并落地，
加强营销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出
来。若景区一味涨价，存在失去

市场的风险。
“景区不要老是把眼光盯在

门票上，而要广开财路，增加赢
利点。要让游客觉得钱花得值。”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旅游信息
工作会议上，省旅游局副局长赖
征宇对到场的各景区代表说。他
向记者表示，目前景区定价由物
价部门管理，旅游部门管不着，
但从行业健康发展出发，省旅游
局不希望景区继续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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