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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评说

□□ 任国才 何方方

IDG投资开发乌镇景区、北京中信

产业基金投资开发白石山景区、深圳

华强方特投资开发芜湖方特欢乐世

界、杭州宋城集团投资开发宋城景区、

江苏天目湖股份公司投资开发天目湖

景区……近年来，一大批外资和民企

投资开发的旅游景区，其中多家已经

晋级 5A 级旅游景区。外资和民企的

“鲶鱼效应”，也在倒逼国有 5A 级景区

的体制机制改革。中国 5A 级景区在

未来发展中，还需要把握哪些机遇与

挑战？

“有升有降”成为新常态

随着中国旅游消费的日益成熟，

对 5A 级旅游景区的产品、品质和服务

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场需求推动 5A 级

旅游景区须不断提升；另外，随着国家

对 5A 级景区动态考核要求的日益严

格，部分停滞不前的 5A 级旅游景区必

然面临“大考”。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

作用下，更多优质的 4A 级景区会申报

和晋级 5A 级景区，同时，“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一些“靠吃老本”“安于现

状”的 5A 级旅游景区也将被摘牌。

发展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随着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持续

调整，5A 级景区的运营管理也将相应

调整。从我国现有的 5A 级景区来看，

大多数 5A 级景区还属于公共资源，由

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主导运营管理，

相对强调公益属性与社会效益。而外

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开发和运营管

理的 5A 级景区，如众多主题乐园等，

强调以市场为导向。

因此，未来 5A 级景区的投资开发

与运营管理，对于公共资源应逐步向

更加注重社会属性、生态属性转变，回

归公共资源景区的本质，必须更加遵

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而商业性景区

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市场化运

作，由市场需求决定景区的发展方向、

发展规模、产品业态布局等。

提升服务品质成当务之急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也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客观

上要求中国旅游业更加注重提高质

量，走内涵式发展模式，推动旅游业优

质发展。另外，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

提升，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通过整

合社会资源平衡生产需求与供给，促

使消费趋向理性。国内游客消费回归

理性，重视体验新文化而非“打卡式”

旅游，消费习惯越来越成熟。

无论是宏观经济对旅游服务质量

的高要求，还是游客对服务品质的高

度关注，5A 级景区加快提升服务品质

是当务之急。比如海南呀诺达景区开

创的“亚爱罗（我爱你）”；三亚蜈支洲

岛景区的“爱心服务”等细致服务已得

到广大游客的认可。

业态调整刻不容缓

部分 5A 级景区通过开发新业态、

推出新产品，实现了游客好评与经济

效益的双丰收。如江苏沙家浜景区在

主题演艺方面大胆创新，先后推出了

锡剧魅力实景剧《智斗胡司令》和《芦

荡烽火》、京剧表演、石湾山歌等众多

演艺节目。桂林市独秀峰·王城景区

用博物馆“黑科技”展示、旅游演艺表

演、游客参与体验等方式，让历史文化

“活”起来，其开发的特色文创商品也

广受游客喜爱。雁荡山景区改造传统

的空中栈道为玻璃栈道，并在玻璃栈

道基础上增加 4D 效果，增加了游客的

登山体验性，实现了游客数量的增长。

作为旅游景区的排头兵，5A 级景

区更迫切需要丰富景区业态，实现旅

游景区的多元化收益，并通过科技创

新和文化创意，提升旅游产品的竞争

力和个性化，通过特色业态支撑产品

吸引力，通过提升文化内涵强化游客

体验。

“三权分立”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管理体制不顺、机制不

灵活，是制约我国国有景区效益提升

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景区管理缺

乏主动性、积极性、专业性，人才培养

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景区旅游产品及

服务更新较慢，无法满足游客日益增

长的需求。另一方面，5A 级景区大部

分是历史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等，在

开发过程中存在诸多难题，导致景区

拓展建设遇阻，影响效益提升。

随着国家持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已

有部分地区及部分景区开始探索实施

机制体制改革，混合制改革或是一个

重要方向。2014 年 12 月，山东省人民

政府颁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4〕

31 号文件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

意见》，提出“建立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行政管理权由景区管委会负责、经营

权由企业承担的管理运作模式，到

2017年，全省重点国有旅游景区基本实

现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

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国有景区体制

机制改革中的这一制度化、政策性突

破，开拓了该省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

展的新路径。2016 年，浙江宁波奉化

溪口景区，引入民营开发商与外企企

业，成立宁波市溪口旅游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大股东为奉化市溪口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奉化溪口景区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成功引入了社会资本用于

开发民国街区等新项目，同时，银泰旅

游派出高管团队负责奉化溪口景区的

专业运营管理，提升了奉化溪口景区

的经营管理水平。

景区园区化或将成为发展新模式

中国各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

区、文创园区的运作模式，政府（管委

会）或开发公司主要负责做好公共平

台与公共服务，重点放在招商引资，吸

引各类专业公司和产业链上下游公司

入驻，形成园区内部的生态系统，实现

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过程

中引入淘汰机制，不定期淘汰落后企

业，引入新的优秀企业，优胜劣汰实现

持续发展。开发区、高新区、文创园区

的发展经验和运作模式，对于全域旅

游时代的 5A 级景区有借鉴参考意义。

5A 级景区通常拥有区域最好的旅

游资源，如果从封闭式景区走向开放式

园区，把 5A 旅游景区的资源和空间作为

一个大平台，强化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可以吸引各类旅游相关企业入驻，变

“独家经营”为“大家唱戏”，将大大提升

5A 级景区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杭州西湖就是景区园区化的典型

事例之一，2002年，西湖景区实现 24小

时免费开放，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

放的 5A 级风景区，拆除景区围墙虽然

减少了每年数千万元的门票收入，但

一大批品牌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

创、商业等优秀企业在西湖景区内及

围绕西湖景区布局，这些新业态新产

品常变常新，不断增加西湖景区的魅

力和活力，从而持续吸引中外游客前

来游玩和重游。西湖景区免门票，不

但没有让西湖景区综合收入下降，反

而让杭州的旅游品牌美誉度大大提

升，旅游综合收入不断提高。

苏州金鸡湖也是开放式 5A 景区

和全国唯一的“国家商务旅游示范

区”，金鸡湖景区按照“园区即景区、商

务即旅游”的城市商务旅游功能布局，

以金鸡湖为中心，精心打造了 5大功能

区：文化会展区、时尚购物区、休闲美

食区、城市观光区、中央水景区。金鸡

湖景区“会、展、吃、住、行、游、购、娱”

多业态集聚、多要素融合，旅游与相关

产业协同发展，向海内外游客充分展

示国际商务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系驴妈妈集团旗下奇

创旅游集团）

2018年中国5A级景区资源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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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18年中国全年旅游总收入及同比增长率

□□ 梵心

文学旅游是指以各种体裁的文学作

品为依托，再现文学作品中相关的人物、

场景、情节，或感受作者创作的环境和生

活而进行的一种旅游活动。在全域旅游

时代，如何谱出“文学旅游”新篇章是很

多景区正在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

8月 18日，由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

府主办，仙居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浙江神仙居旅游集团等在北京承办

的“2019 第二届神仙居·天姥山文化论

坛”上，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

域旅游时代下，仙居如何创造性做好文

学旅游。

文旅融合，让唐诗走进生活

“仙居，一个被称作仙人居住的

地方。”仙居县县委书记林虹侃侃

而谈，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这

首诗中，多次出现把天姥山比喻

为仙境的文字，比如“霓为衣

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

而来下。虎鼓瑟兮

鸾回车，仙之

人兮

列如麻。”仙居古代别称烟霞，李白还在

诗中把仙居古代的别称和盘托出……

古往今来，赞美仙居的诗词不胜枚

举，在此次论坛上，国家社科规划重大

课题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

长过常宝对仙居诗词进行了品鉴，同

时，他建议把“诗意仙居”文化品牌推广

出去。

“如果通过旅游，通过类似‘跟着唐

诗游中国，伴着唐诗走世界’的民间形

式，通过传统文化的美好经典与诸如浙

东秀丽山水的结合，让世界认识中国

‘伟大的历史，活力的当下’，可能会更

自然、更柔和，也更亲切、更真实、更形

象。”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周少雄曾在第

一届神仙居·天姥山文化论坛中表示。

“诗意仙居”助力浙江诗路发展

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背

景下，位于“浙东唐诗之路”的仙居抓住

机遇，整合旅游资源，打造“诗意仙居”

品牌，为游客提供富含文化内涵的休闲

旅游体验。

林虹介绍，仙居县作为“浙东唐诗

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已纳入“浙东唐

诗之路文化旅游带”规划，使长期“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仙居唐诗资源得到重新

发现和关注。目前，仙居正进一步推进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浙江省大

花园建设，通过建设一批唐诗之路标志

性工程，串起下汤文化遗址、皤滩古镇、

桐江书院、高迁古民居等文化旅游资

源，形成以永安溪诗路休闲文化带为主

轴的唐诗元素旅游线路。

此次论坛上，专家学者进一步展示

了仙居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精华地的

信心和为浙江省大花园建设的责任与

使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荣获中国桂

冠诗歌奖的安琪描绘了作家眼中的天

姥山风景名胜区，她认为诗歌是景区文

化表达的一种方式，它可以让一个地方

被更多人知晓与铭记。

文旅融合发展的“仙居经验”

“文学旅游需要做到情景交融、

‘形散而神不散’，要将抽象的文字之

美、具体的景观之美、升华的精神之

美结合起来，努力把文学作品的相关

内 容 体 现 到 旅 游 体 验 的 各 个 环 节

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特

聘专家曾博伟说，仙居发展文学旅游

在宣传上要注重形式多样，要借助文

学之名把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之名

传扬出去。

如何去挖掘天姥山的人文价值，做

好营销并打响天姥山品牌？“针对性的

问题研究，多元的规划策略，是仙居未

来发展的关键。”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高级规划师张修铖在论坛中说道。

“以寻仙为休闲内容，反映了唐人

的休闲方式与生活艺术。”复旦大学教

授、全国唐诗学会秘书长查屏球对盛唐

休闲文化与《梦游天姥吟留别》进行了

解读，他表示，神仙居飘飘欲仙的气质

正是反映了一种游仙文化。

今年是仙居文旅融合的元年，诗和

远方走到一起后，旅游市场出现新的需

求特征，文旅资源的概念随之深化，内

涵与外延有了新的拓展。记者从仙居

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今

年计划新增省 A 级景区村庄 35个，

省 3A 级景区村庄 3 个以上，目前

创建名单已发文公布。接下来，仙

居将继续推进村村景区化建

设，进一步聚集文旅产业

资源，构建全域一体

的旅游发展大

格局。

仙居如何创造性做好文学旅游

（数据来源于公开信息，由景域文旅产业研究院整理，图表由张海宁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