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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旅行一路“抢”，门票预约咋这么难
不仅预约难，还担心个人信息泄露，“预约制要不要取消”成热议话题

李梦瑶 石晟绮 济南报道

“1/15的预约成功率
是在给游客泼冷水”

“此前还怀疑是我自己手速不行，后
来发现原来大家都预约不上。”经历多次
预约“败北”的王云说，自从在社交媒体上
越来越频繁地刷到各种景区场馆的“代预
约服务”后，她才意识到拿不到免费的景
区“入场券”并不仅仅是“旅游热”那么简
单的原因。

“××大学预约，正规渠道入园，提前
三天预约”“× × × 博物馆，约满也可
进”……“预约难”背后，往往能看到“黄
牛”的身影。他们通过炒票的方式牟取利
益，扰乱了正常的票务秩序。

济南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济南大学
教授袁曙光表示，“黄牛”在文旅市场屡禁
不止，是因为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对于
不少免费景点来说，黄牛通过刷票软件、
内部渠道等方式掌控票源再进行售卖，不
仅不用承担“压票”“跑单”的风险，还几乎
是“零成本”的生意。

据游客反映，近两年，网络预约难、线下
预约窗口关闭等问题突出，成了横在游客与
景区之间的一堵“墙”。“以前是外地去不起，
现在是景区进不去。”小文在社交平台晒出
旅游时的视频，在北京某知名景区外，没有
提前做攻略的游客被拦在门外，抱着手机在
刷票，中间还有不少是老年游客，正在向其
他人求助。“预约制”也让一些外籍游客犯了
难，由于预约平台需要用微信扫码，但有时
预约页内仅显示中文，造成了诸多不便。不
仅如此，不少景点不能预约当天的票，让不
少没做攻略的游客白跑一趟。

记者在采访多个景区后了解到，景区
实行预约制，本是为了通过实名预约，防
止有人用“黄牛票”，但在实际应用中，似
乎效果不佳。前不久，央视记者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外随机采访了30位游客后发现，
只有2人通过正规渠道预约进馆，其余28
人都靠“黄牛”加价进馆，也就是说，通过
正规渠道预约，仅有1/15的成功率。该新闻
一发布，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1/15
的预约成功率，无疑是给游客泼了冷水。”
有游客表示，如此“预约”，岂不是起到了
相反的效果吗？

每次都填写个人信息
不会用手机难进门

“进个景区真的需要知道我这么多信
息吗？”旅游达人陈婷每次填写景区预约
信息时，都不免生出这一疑问，“每次填写
总害怕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

在不少景区门口，都能看到这样的景
象：不少游客围在“入园预约”的二维码展
板旁，填写信息的游客甚至超过了排队进
入景区的人数。

有游客反映，还有一些小景区尽管参观
人数很少，哪怕是无人排队可以直接入园，也
需要先在门外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填写相关
信息进行预约，才能被允许进入景区。还有的
景区虽然设置了进景区的不同时段供游客预
约，但在实际应用中，游客并不需要按照预约
的时段，也可以进入景区。

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多个博物馆、美
术馆、景区预约，不仅需要填写身份证进行实
名认证，有些还需要填写手机号、邮箱甚至是
家乡省份，并授权微信及微信头像。而在进行
预约前，有些景区还需要首先关注其公众号，

才能进行后续操作。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确定了个人信息收集的“最小必要原
则”，非必要不得收集个人信息，必须收集
个人信息的，也应该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
最小范围内，不得过度收集。

“我在景区门口还经常遇到向我求助
的老年人，又要扫码又要填写信息，很多
老人确实‘玩不转’。”陈婷说，随着预约制
的普遍应用，一些旅游景点不再设置线下
售票窗口，很多景区门口的工作人员数量
也很少。不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面对线
上预约往往感到非常茫然。

今年五一，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 .95
亿人次。大量的人员流动同样伴随着信息的
流动。“全国数以几十万计的景区收集着大量
的游客个人信息，它们采用网络信息技术的
水平参差不齐。”山东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中
心主任王晨光认为，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就会
给游客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袁曙光也认为，不少景点在客流量远低
于其承接能力的情况下，仅通过查验证件就
可以起到人员核对的效果，重复对游客个人
信息进行采集和储存并非必要流程。

“预约制”缘何广为推行
初衷是控制客流量

记者梳理发现，预约制在国内各大景
区全面推广，其实已有多年时间。

《旅游法》第四十五条中提到，景区接

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
最大承载量。景区应当公布景区主管部门
核定的最大承载量，制定和实施旅游者流
量控制方案，并可以采取门票预约方式，
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制。“也
就是说，预约制最初推出时，是为了限制
客流量、提升游客体验，避免出现热门景
区的游客长时间排队、景区客流量过载出
现安全隐患等问题。”袁曙光说。

早在2015年，我国就开始倡导景区实施
门票预约制度。2015年印发的《关于促进智
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要抓紧建
立景区门票预约制度”。除有效加强景区客
流量监控，科学引导游客分时分流游览外，
相关部门还鼓励资源脆弱型景区推行门票
预约，更好地保护景区资源。2019年，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的意见》中，再次提到要“推广景区
门票预约制度”“到2022年，5A级国有景区全
面实行门票预约制度”。

在此大环境下，不少景区都建立起自
己的预约平台。不过，不少游客却发现，很
多景区的预约平台是“各自为战”，缺乏一
个统一预约平台。

以青岛为例，2023年3月，云游青岛智
慧文旅平台正式上线，不少热门景区都可
在该平台实现一键预约或购票，例如青岛
市民俗博物馆、康有为故居纪念馆、崂山
风景区、青岛海底世界等，在一定程度上
方便了游客“一站式”游玩，简化手续。然而
像小鱼山、信号山、小青岛等景区的预约则无

法在该平台实现，需要在“青岛旅游服务平
台”公众号链接的平台上进行预约。骆驼祥子
博物馆、城阳区博物馆等则都需要在各自的
官方公众号平台进行预约。“现在手机里关
注着二三十个景区的公众号，预约之后基
本上再没有打开过。”陈婷说。

“一约了之”还是“不约而至”
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管制宜

鉴于这些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在2023
年7月曾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提升暑期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平的
通知》，鼓励景区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优化
预约策略。

今年6月，在暑假来临之际，江苏省苏
州市文广旅局发布，除部分重点景区和博
物馆外，苏州全市其他A级旅游景区、文化
场馆将取消实名预约制度。无需在线上线
下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购票流程得以简
化。随后，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也在此方
面提供了有益示范，受到舆论关注。

近期，有媒体在微博上发起投票话
题，询问公众“是否支持取消景区预约
制”，总体来说，对取消预约制投“赞成
票”的网友占多数。不少网友认为，实名
预约流程繁琐，造成了资源挤兑，甚至存
在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嫌疑，让游客体
验感下降。也有网友认为，对于一些热门
景区、文博场所来说，预约制依然有存在
的必要，不过建议最好能增加预约参观
人数，延长开馆时间，部分景点应该设立
线下购票窗口。

“预约制也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因管制宜。”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
为，对于可能出现游客扎堆的景区、文博
场馆，采用预约或者分时预约的方式仍是
保证游览体验的有效手段之一。不过，绝
大多数并未出现“供不应求”情况的景区
景点、度假区、文博场馆是不需要预约的，

“预约要精细化，把最大的方便让给游客，
不要‘一刀切’。”比如在北京6月份宣布全
市旅游景区全面取消预约要求时，也表示
故宫、国博等旅游景区除外。

“不约而至”的大门打开后，如何应对
客流，如何保证服务将成为景区下一步面
临的问题。

自7月10日起，浙江自然博物院开始实
行免预约制度，参观人数就出现大幅增
加，日均游客量都在1万人次以上，最高一
天达到17000人次。在实施免预约政策15天
后，浙江自然博物院发布公告表示，从7月
25日起，杭州馆在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依
然实行线上预约制度，周二至周五继续实
行免预约参观。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面对
激增的客流量，则对部分展厅出台了相应
的限流措施。

“预约制的调整需要慢慢进行摸索。”
王晨光认为，预约制既要满足游客的需
求，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不同场所的实际情
况。“减”去了预约制的繁琐，相应地就需
要在配套服务方面做“加法”。

其实，今年以来，改革预约制，有关部门
已经做出一些行动。今年8月16日，文旅部针
对“热门景点抢票难”问题的回应，其中要求
所有景区均保留人工窗口，最大限度满足游
客参观游览需求；同时完善线上预约措施，
优化预约程序，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
部门加大对“黄牛”倒票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公众期待这些举措的出台，能让门票预约更
顺心，旅游体验更舒心。

有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来看，不少
景区在实际落实上还存在着一些难点，需
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最好的解决办法；同
时，景区也不能因为取消了预约制度就降
低服务品质，应内外兼修，真正让游客宾
至如归。

（文中“王云”“陈婷”“小文”均为化名）

去景区游玩，需要先在线上预约，抢各种门票，还要关注各种公众号。近两年，在
预约制下，景区按承载容量放票，游客则线上预约，避免了排队购票、过于拥挤的苦
恼。但随之而来的是，在一些地方，预约制却成为进入景区的唯一通道；部分热门免费
开放的景点、博物馆，成为“黄牛”炒高价票的集中地。

预约制被大范围推行以后，对于热门景区和文博场馆控制游客流量、减少黄牛倒
票、改善游客体验等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游客觉得，“预约制”有
些变了“味”。“预约制究竟要不要取消”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以前自由进出的景区，
为何要“预约”了？预约制从何而来，又该走向何方？

记者从8月22日召开的全省进一步
促进旅游消费工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
全省文旅系统公共文化场馆在10月7日
前将延时开放至晚7时。各级公共文化
场馆带动分馆、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空
间，协调联动开展延时开放服务，到年
底前，至少推出10个网红文化场馆或文
化空间。

全省A级旅游景区、公共文化场馆
一般实行免预约准入，少数热门景区、
场馆确需预约限流的，应本着方便游客
的原则，简化程序、动态调节。探索建立
公共文化场馆政府投入、免费开放与市
场运营、低价惠民相结合的模式，激发
文旅消费潜能，营造优质消费环境。

据大众新闻

山东优化景区预约机制

A级旅游景区、公共文化场馆
一般实行免预约准入

在一些景点，目前需要出示预约码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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