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重点与误区
2019年 12月 25日，文

化和旅游部公示了22家拟

确定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的名单。1月 8日，完成

公示的22家景区正式进入

5A级景区俱乐部，2020年

伊始，5A级景区再扩容，这

无疑是送给中国旅游行业

的一份新年大礼。

□□ 魏云

创建5A级景区的三大重点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龙头，5A 级景

区更是群众广泛认同、市场深度认可的

金字招牌。在旅游业从高速发展向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提升 5A 级景区

质量，不仅是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也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一是 5A 级景区应当与国际接

轨。随 着 世 界 经 济 文 化 一 体 化 的 发

展，中国入境游人数大幅增长。5A 级

景区作为我国旅游景区的最高等级,

代表着中国景区的精品。创建 5A 级

景区不能只盯着国内的一亩三分地，

应当争创世界一流景区，推动“景区强

国”。近年来，5A 级景区的验收复核

强化了对外文翻译准确性的检查，更

加重视第三卫生间以及无障碍设施，

这些都是我国旅游服务与国际接轨的

直接体现。

二是5A级景区要做到主题鲜明的

文旅融合。整体而言，我国文化创意与

旅游景区的融合、科技创新在景区的导

入都还处于培育期，还需要一个不断积

累的过程。如部分旅游商品千篇一律，

缺乏特色；文创产品创新少，缺乏有竞

争力的原创 IP 等。创建 5A 级景区要

顺应市场需求，在标准和规范之外下功

夫，立足本土文化和资源特色，讲好“景

区故事”，塑造鲜明的品牌形象。

三是 5A级景区要实现人性化、精

细化的管理服务。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雒树刚指出，我国旅游业发展“有没有”

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越来越突出；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供

给不足并存，适应群众需要的旅游景点

景区还不够多。

5A 级景区要率先“破冰”，树立高

质量服务标杆，引领全国旅游行业的高

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景区强化智慧化

景区建设，强化员工的管理与培训，增

强“软实力”。创建 5A 级景区的硬件提

升并不难，难在服务质量的持续管控。

尤其是有进有出的景区动态管理机制

正在不断加强，5A 级景区更要在管理

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将目前景区运动式

的创建转化为常态化管理。

创建5A级景区的三大误区

此次公示的 22 家景区，最早的在

2013 年就已经通过景观质量评审，创

建时间漫长、艰辛，在一定程度反映了

5A 级景区创建的难度不断加大，同时

也显示出各地创建 5A 级景区的韧劲

与决心。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地的高

度重视，也使得在创建 5A 级景区的工

作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过犹不及”的

现象。

一是服务设施“过于奢侈”。

高品质景区的服务设施与旅游资

源的嫁接，应当是有机、和谐并富有文

化品位的，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奢华。

如尽管游客中心是创建 5A 级景区的

重要指标，但部分地方斥巨资建设的

“大而无当”的旅游中心，并不能起到

加分作用。

再如，厕所革命所提倡的是卫生、

环保、实用的厕所，而不是一味要求

“高大上”。新的《旅游厕所质量等级

的划分与评定》也取消了四星级、五星

级等奢华标准，对旅游厕所的等级划

分由原来的 5 个等级（星级）改为 3 个

等级（A 级）。

同时，服务设施的奢侈化还体现在

旅游接待设施的数量上，景区内旅游接

待设施的过度开发和建设，也会破坏原

有的自然景观。

二是对照标准“过于死板”。

A 级景区的评价标准，对规范景区

服务行为、提升景区综合管理水平，无

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标准化

并非是死板的规定，创新才是景区始终

要坚持的发展理念。

一方面，由于实践的快速发展，难

免有些标准无法及时修订。如果明明

不适用了，还是机械地执行该标准，就

会适得其反。如，在通讯方式大幅升级

的今天，再建设公用电话亭实属不必；

一些公用电话亭由于长期无人使用，缺

乏维护，出现破损，反而成为扣分点。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大物博、旅

游资源丰富多样，标准难以详尽到每一

种景区类型。因此，各景区需要因地制

宜、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地进行景区

建设。如一些景区过于追求生态化停

车场，而又苦于没有足够的土地空间。

为什么不能建设地下停车场或立体停

车 场 呢 ？ 集 约 利 用 土 地 不 也 是 生 态

吗？停车场的美观美化也完全可以通

过创意设计、文化元素的融入实现。

三是追求牌子“过于盲目”。

在旅游业对地方经济愈发重要的

时代背景下，创建 5A 级景区对拉动区

域经济、提高地区知名度等有较大积极

作用，5A 级景区也越发受到追捧。5A

级景区应当是高品质旅游区，但高品质

旅游区不一定都是 5A 级景区。一些不

适合创建 5A 级景区的旅游区，花费了

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南辕北辙，造成巨

大浪费。如一些旅游区以度假休闲功

能为主，而景区相对来说更侧重观光功

能，这类旅游区就更适合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

还有一些景区的生态环境脆弱，其

客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十分有限，而

5A 级景区对游客量有一定要求，这类

景区一样可以创新发展为特色精品旅

游区，不必一定创建 5A 级景区。

再有就是部分地方为了发展、为了

政绩，不顾自身条件，未经严格论证，盲

目确立 5A 级景区的目标，必然是功败

垂成。或者指望拿块荣誉牌子一劳永

逸，也必然成为幻想。

（作者系国研智库旅游研究院院长）高品质旅游区不一定都得是 5A 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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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冰雪旅游时代来临大国冰雪旅游时代来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鲁鲁 娜娜

每年 11月后，中国的北方开始大雪纷飞，冰雪旅游季正式开启，而飞雪将会一直持续到来年 4月，

通过旅行社组团、自助游等方式，体验冰天雪地的壮美景色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指示开启了国内冰雪旅游波澜壮阔的新篇章，2022年冬

奥会为冰雪旅游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2020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上也明确提出“推动冰雪旅

游发展”。“北方冬天不太冷、南方冬天有点凉”，2018年至 2019年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已达到 2.24

亿人次，这是国内单个冰雪季冰雪旅游人数首次超过2亿人次，一个属于大众的冰雪旅游时代已来临。

冰雪旅游安全须知

在进行冰雪旅游前，游

客应了解安全防护知识，购

买相关保险。要选择有合

法资质的冰雪旅游活动场

所，提前了解气象情况，尽

量 避 免 在 恶 劣 天 气 出 行 。

若 选 择 参 团 旅 游 ，应 选 择

具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

的正规旅行社并签订旅游

合同。

旅游过程中，要做好身

体各部位防护。选择防风

保暖性较好的衣物和轻巧

保暖防滑的鞋子。备好太

阳镜，防止雪地反射的阳光

刺伤眼睛。准备必要的防

冻伤药品，避免久站不动，

勤用手掌摩擦面部和五官，

防止冻伤。

如 遭 遇 暴 风 雪 等 极 端

天气，服从景区工作人员及

导游安排，不要擅自行动。

在旅途中疑似发生侵权行

为时，应妥善保存证据，依

靠各类诉求渠道，合理、合

法维权。

除 了 注 重 安 全 ，文 明

出游也十分重要。游客一

定要尊重旅游目的地的风

俗习惯，保护生态环境，用

实际行动保护银装素裹的

世界。

相关链接

冰雪旅游正在成为老百姓一种时尚的

生活方式和常态化的消费选项。

嬉冰滑雪不“猫冬”，越来越多人将滑雪

纳入了冬季旅游选项，广州人小叶就是其中

之一。“一直想去长白山滑雪，想找那种滑雪

为主、顺带观光游览，而且又有滑雪教学的

产品。但市面上这种产品很少。”在某OTA

新上线的滑雪频道，她如愿找到了一条长白

山 3天 2晚的当地游产品，随即预订了飞往

长白山的机票。

这并不是孤例。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冰雪

旅游发展报告 2020》（以下简称《冰雪旅游

发展报告》）显示，根据测算，2018年至 2019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 2.24亿人次，

冰雪旅游收入约为 3860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 13.7%、17.1%，冰雪旅游维持快速增长

势头。

“近年来，冰雪旅游产品数量、出游人数

以及价格等方面均逐年提升。特别是在出

游人数上，去年11月、12月预订人次相比去

年同期增长在五成左右，今年元旦虽然只放

1天假，但只需请假 2天，就可以得到一个 5

天的连休，很多游客因此也选择拼假感受冰

雪的魅力。”驴妈妈集团品牌发展部负责人

李秋妍说。

冰雪旅游参与人数不断上涨的同时，一

个新趋势也值得注意。《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显示，冰雪旅游的内需拉动能力突出，我国

冰雪旅游人均消费 1734元，是国内旅游人

均消费的1.87倍。

事实上，冰雪旅游已成为众多国家战略

的交汇点。2019年 3月印发的《关于以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

意见》中提出，推动冰雪旅游产业发展，促进

冰雪产业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关于促进

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新疆、内蒙古、东北

三省等地区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

供需两旺、政策利好，冰雪旅游发展的

黄金时代正一步步走来——《冰雪旅游发展

报告》预计，到“十四五”规划末期的 2025

年，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超过 5亿人次，冰

雪旅游收入超过 1.1万亿元，冰雪旅游将成

为我国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的核心引擎。

元旦前开通的京张高铁，成为一条冰雪

旅游黄金线——京张高铁开通的消息发布

后，OTA平台上张家口、滑雪等关键词搜索

就上升了500%以上。记者了解到，恰逢新年

伊始，且京津冀地区普降瑞雪，民众赏雪、滑

雪热情高涨，为此，开通运营不到10天的京张

高铁又加开5对高铁列车，进一步助力乘客冬

季休闲度假出行。

不过，张家口并不是冰雪旅游市场“最闪

亮的那颗星”。

“与去年相比，哈尔滨、海林雪乡依旧是

人气最高的两个目的地，其冰雪旅游路线和

产品经过多年打造，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

熟的体系，是人们冰雪旅游出行的热门选

择。同时，随着沈阳以嬉冰滑雪为代表的冰

雪旅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加之温度更适宜南

方人，沈阳也成功跻身人气榜的前列。”携程

旅游大数据实验室与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冰雪旅

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0）》（以下简称《冰雪

旅游消费报告》）显示，2020年热门的冰雪旅

游路线仍以东北为主。

“在奥运冰雪热的带动下，北方旅游目的

地的冰天雪地观光和专业滑雪休闲度假优势

明显，与此同时，南方城市在娱雪休闲方面的

优势逐渐建立，市场格局日益清晰。”携程旅

游大数据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彭亮介绍，区别

于往年的是，今年新疆、西藏、湖北的冰雪线

路关注度明显提高，而河北、内蒙古凭借其独

特的旅游资源也逐渐成为人们冬季出行的主

要选项。

“正在筹备中的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冰

雪运动及相关的主题旅游带来关注，除了滑

雪，冰天雪地的壮美景色、浓郁的本地民俗风

情等北国风光也是冬季旅游的重点，东北地

区的漠河，西北地区的西安、乌鲁木齐丰富了

游客的出行选择。”李秋研说。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也印证了上述趋

势：各地区冰雪旅游人数增长呈现“两高、三

快、N平”的增长态势，“两高”是指新疆、河北

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实现 30%左右高速增长；

“三快”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冰雪休闲旅游

人数实现年均 15%左右的快速增长，“N平”

是指内蒙古、青海、贵州、湖北、浙江等实现年

均10%左右的平稳增长。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当前我国在实现“3亿人上冰雪”

目标上也存在诸多误区。《冰雪旅游发展报告》指出，国内

冰雪旅游重冰雪运动，轻冰雪消费；重项目本身，轻产业

链延伸；重旅游开发，轻环境保护；重项目投资，轻企业运

营；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完善；重产业促进，轻政策衔接。

从冰雪旅游生态圈来看，携程主题游负责人张怡表

示：“中国滑雪市场渗透率较低，80%以上是只有一两次

滑雪体验的‘小白’或者初学者。在 OTA入局前，整个

‘雪圈’相对封闭，滑雪资源入口比较深，一般是由滑雪

场、俱乐部和专业滑雪APP提供的单雪票、滑雪课程或

者单酒店产品。”目前，包括携程在内的多个一站式平台

入局冰雪旅游市场，正在打通雪场、滑雪培训和大交通等

资源，同时覆盖雪场、冰雪景区和民俗等产品，为更多零

经验游客提供一个更加便利的入口。

“中国冰雪经济将与欧洲、北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国内冰雪旅游市场的热潮正在兴起。”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魏小安表示，国内冰雪产品体系

仍有待完善。各地在打造冰雪旅游核心产品时，要学会

长短相较、扬长避短、化短为长，把常态化冰雪旅游产品

开发好，同时还要下大力气挖掘文化内涵，如展现冰天雪

地下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氛围，讲好冰雪故事。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也从宏观角度给出建议：“积极

培育一流资源相匹配的现代冰雪旅游产业体系，从产品

吸引人向生活留住人转变，打造主客共享的美好旅游生

活新场景，实施‘冰雪旅游+’和‘+冰雪旅游’的全域旅游

发展战略，从冰雪景区开发向目的地整体开发转变。”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冰雪旅游知名 IP并不

多，仅有亚布力、长白山、雪乡等为游客所熟知。丰富冰

雪旅游 IP，打造出从创意设计、产品打造、节庆活动、营销

传播到产业培育在内的冰雪旅游 IP产业链，将是下一阶

段的重中之重。

站在国家战略的交汇点 与美欧三足鼎立，

冰雪旅游仍需“赶路”

市场格局日趋多元化

在中央和各部委推动下，冰雪旅游发展合力正在形成。

在传统的东北冰雪旅游目的地之外，内蒙古、河北、西藏、新

疆等地凭借独特资源，冰雪影响力日渐凸显。

从展示冰雪景观到诠释冰雪生活方式，我国

冰雪旅游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上拥有一席

之地，前方仍有长路，需要我们星夜兼程。

专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