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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开销已占旅行大头

“从国内游客看，门票支出占
旅游消费最重的游客比例较大，达
21 . 92%，随后才是交通、购物、餐
饮、住宿和文化娱乐。”近日，中国
旅游研究院与携程旅行网发布的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门票开销在旅
游消费中已经占到了大头。

针对门票在旅行中所占比
重不断增加的现象，潍坊康辉旅
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瑜说，现
在全国各大景区的门票都在涨，
从旅行社和游客的角度讲，价格
上涨直接影响游客旅游热情；但
是从景区的角度来看，可以给他
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缓解其
成本压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期
周边有不少景区上调门票价格。
有些是淡旺季转换、有些是直接

上调。黄瑜告诉记者，以潍坊人
比较热衷的青岛极地世界一日
游，票价上调了40元，上周的旅
行报价还是165元，这周就涨到
了195元，其中的10元需要由旅行
社从别的地方消化。195元的旅
行价格中，其中门票就占到了
100元，即便是团购票最低也仅
能做到八九十元，交通费用平均
到每个游客身上仅需五六十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门票价格
超过超过交通费用已经成为一
个普遍现象。这一点在一些长线
和短线中表现更为明显。

谁制造了看不起的风景

有专家认为，除运营维护成
本，门票攀升的背后是旅游产品
结构不合理、景区的攀比心理和
地方财政对门票收入的依赖这

“三大推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
有很大一部分景区已经实行承
包制，自负盈亏。政府在对景区
门票的控制中显得有心无力。

潍坊康辉旅行社总经理黄瑜
说，目前物价都在涨，景区想升
级管理开销自然也会变大。其中
一个最大的成本上涨分支就是
人力。以养老保险为例，以前一
个人一年只需千余元，现在已经
涨至7000多元，这些成本开销都
需要靠各项收入来消化，而最有
效、最直接的就是涨票价。

记者了解到，不少业内人士
提到，前些年景区门票虽高，但
总体来说还相对稳定，而自去年
起，景区一个接一个上调门票。

其中原因大致有三：一，早
在2007年发改委发出通知，旅游
景区门票价格的调整频次不低
于3年，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而
限令一过，压抑了几年的涨量再

也憋不住了；二，现今的物价与
前些年相比，增长了不少，其它
商品能涨，商业景点同样可以搭
风而涨；三，是互相攀比，你涨我
也涨，因而导致普遍涨。

低票价换人气值不值

在清明小长假期间，白浪绿
洲湿地公园因为其免门票人气
颇旺。市民王立民是一位摄影爱
好者，4月2日一大早就带着儿
子，背着“长枪短炮”捕捉白鹭的
风彩，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
有大量白鹭来到湿地公园。

在湿地公园里还有市民带
着高倍望远镜来给孩子进行科
普教育。市民张近东说，原本想
带着孩子上青岛玩，但是上旅行
社一问，报名的人太多，与其去

“人挤人”的地方还不如在自家
门口玩，除了开车费点油，其他

几乎一分钱不用花。
记者通过潍坊市A级旅游景

区(点)名录了解到，潍坊众多景
区中有不少免费的，其中4A级景
区就有四个实行免票制，分别是
寿光生态农业观光园、白浪绿洲
湿地公园、昌乐中国宝石城、诸
城潍河公园。

在旅游开销中占据大比重
的门票如果降低票价，其吸引力
不言自明。记者了解到，因为个
别景区提高价格，其线路的受宠
程度马上会降低。在康辉等多个
旅行社中，青岛极地线路因涨价
就已经出现客源减少的情况。

对此，专家提到，从“观光经
济”过渡到“度假经济”，通过发
展和旅游密切相关的周边服务
产业，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才能
让游客感到物有所值，形成良性
循环，而为提高收入涨门票价格
只能是竭泽而渔。

清明时节，第一个小长
假如约而来，盼望了许久的
人们终于有了闲暇可以放下
忙碌，踏青远行。但当你来到

景区的门口，发现了门口张贴的涨价通告，才
知道自己盼来了假期，却看不起风景。

运营需要成本、物价都在攀升，景点可以
费心的为提价准备一万个理由，也不愿意静
下来考虑景点增收是否还有别路可走。对景
区的收益而言，是要高门票，还是高人气，专
家给出的答案，是门票提价对于
景区发展更像是竭泽而渔。

本报记者 周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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