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
2024年7月9日 星期二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木子 校对 / 寒倩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9A

看到“北京除故宫、国博等旅游景区和对
外开放单位外，全市旅游景区已全面取消预
约要求”的新闻时，计划趁暑假带两个孩子到
北京旅游的管女士松了一口气，“这下不用操
心别的景点，可以专心抢故宫和国博的门票
了”。景区实名预约制的取消赢得不少网友
称赞，不过也有人担忧，取消预约后可能面临

“人山人海”的情况。对此，业内专家认为，景
区预约制不能“一刀切”，通过精细化预约管
理才能更好实现供需平衡。

一些景区取消预约后一些景区取消预约后，，游客量明显增长游客量明显增长

在暑期旺季到来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发布《关于提升暑期旅游景区基本服务质
量 践行文明旅游的倡议》，其中取消景区预
约的信息引发关注。很多网民对此表示认
同，认为一些景区实施预约制只是延续了疫
情管控时的习惯，这类景点取消预约制是很
有必要的。

“最近我去一些景区，发现‘预约’流于
形式，比如当天到景区后发现需要预约，现
场预约也可，这显得非常没有必要。希望北
京这项政策能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让没有
必要‘预约’的景区景点都能跟进。”管女士
说道。

在北京之前，苏沪两地已有相关举措。
6月7日，江苏苏州市文广旅局宣布，除部分
重点景区和博物馆外，全市A级景区和文化
场馆取消实名预约。6月10日，上海市文旅
局发布公告称，全市除部分热门景区和文旅
场馆需实名预约或实名购票外，其余A级旅
游景区及美术馆、博物馆等将继续全面落实
参观免预约举措。其实，自2023年以来，便
一直有“取消预约”的呼声。2023年7月，文
旅部发布通知，要求旅游景区优化预约管理
制度，确保在遵循科学管理原则的同时，兼
顾灵活性与实用性。当年，湖北、上海等地
取消了部分景区和文化场所的实名预约要
求。

一些地区公布的数据显示，取消预约制
后，游客量有明显增长。例如，苏州多个景
点、博物馆取消实名预约后迎来客流高峰。
端午假期，苏州共接待游客531.9万人次，同
比增长33.9%。

如何实现精细化预约管理如何实现精细化预约管理

不过取消预约制也引发一些游客担忧。
“预约制能平衡客流，游客分时入场，参观体
验也会好很多。”来自宁夏的刘女士对记者表
示。

正如刘女士所言，景区预约制的推出就
是为了平衡景区承载能力和游客需求之间的
矛盾。这一制度最早在敦煌莫高窟试行，随
后推广到全国其他景区。2019年8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的意见》，提出推广景区门票预约制
度，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最高日接待游客人
数规模。因此对于是否全面取消景区预约
制，业内人士观点也较为统一：不能“一刀
切”——对于需求旺盛、参观人次超负荷的景
区，预约制能更好地控制参观人流，保证游客
体验；对于一些接待量没有达到承载力的景
区，则可以取消预约制。

在预约制存废不能一概而论的背景下，
景区该如何运用好预约制，实现精细化预约
管理，为游客提供更好体验？世界旅游城市
联合会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王笑宇对记者表示，首先景
区和目的地应科学评估其瞬时峰值接待量、
全天接待量；其次可以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
优化流程等，提升检票、支付、交通、商业和餐
饮服务的效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旅游政策法
规中心副主任王天星对记者表示，预约方
面，景区可以将游客划分为旅行社团队、家
庭自助旅游团队、学校老师带领的团队、成
年人团队、中小学生团队、大学生团队等类
型，由团队领队一人填写自己的名字、联系
方式、团队人员数量以及是否有行动不便、
行动障碍人士及其特殊要求、是否需要景区
提供专门讲解服务即可，其他信息并无必要
提供。

对于有网友提到，为避免重复填写信息、
能否建立统一预约平台的问题，王天星表示，
从技术角度来说，搭建集成式预约平台并不
难，但要真正实现，需要当地政府对不同类型
的景区进行协调。王笑宇认为，由于景区不

是连锁酒店，属于“非标”产品，落地一个集成
式预约平台比较困难。

不仅国内，其实国外一些顶级景区一般
都实行预约制。在旅游名城意大利，很多热
门景点人满为患，游客排队常常需要一小时
以上，因此当地大部分景点开通了网上预约
渠道，也是实名制预约。罗马斗兽场一般需
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博尔盖塞博物馆等热门
博物馆也需要提前数周。这些景点中最难预
约的当属藏有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米兰
圣玛利亚感恩教堂，提前两三个月预约也不
一定能成功。为了给游客更多选择，罗马斗

兽场会放出导览票，但价格高很多。与此同
时，该景点会在旺季推出夜间票，相对白日票
好预约一些。

日本景区也会在赏花时节等旺季实行
预约限流。6 月 1 日起，镰仓长谷寺的“紫
阳花赏花路”便开启预约制。饱受“过度旅
游”困扰的京都则推出了名为“京都观光舒
适度地图”的应用程序，提供热门景点周边
不同时间段的舒适度预测，还有通过摄像
头获取的实时信息。游客可以使用该程
序，避开拥挤的时间段，优先选择人少的景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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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到来的暑假旅游旺季，中国和
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游中心经理
范永利可谓又喜又忧。喜的是随着中国向更
多国家试行免签政策，他们有望接待更多外
国游客；忧的是自疫情后一直困扰他和同行
的故宫门票问题，在暑期这个旅游旺季显得
更难了。范永利告诉记者，此前他们多次呼
吁故宫等景点优化预约机制或适当增加门票
限额，他发现，“从5月5日开始，如果放票当
天预约基本上都能约到，应该是增加票量
了”。不过随着暑期旺季的到来，他发现门票

“秒没”的情况又出现了。
目前“预约难”还是横亘在头部景区前的

一个现实问题。王天星对记者表示，头部景
区之所以是头部，就是因为拥有稀缺的资源、
宝贵的创意，所以能吸引大量人流。有些头
部景区，可以说就是“刚需中的刚需”。要解
决头部景区在暑期以及其他假期中的此类矛
盾，一是可以适当开放夜场；二是可以适当增
加容量。“无论如何，文物也好，科技也好，保
护当然是前提，但让大家看到，才能发挥这些
头部景区的真正作用，毕竟利用好、传播好才
是保护资源的目的！”

对于一些旅游景区存在供需矛盾这一问
题，王笑宇建议：在需求侧，可以从推动错峰
旅游、同类“平替”、差异化互补三个方面引导
需求；在供给侧，当前中国旅游市场还处于观
光产品多、休闲度假产品少、功能性产品多、
文化体验产品少的状态。但是随着居民收入
的提升，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实现文化
体验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提供差异化体验内
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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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景区免实名预约有称赞有担忧

7月1日，今年的暑运大幕拉开，由于
持续周期长（7—8月两个月），长线游是暑
期的主力，因此也是航空公司除春节以外
的传统赚钱旺季。

事实上随着本周中小学陆续进行完
期末考试，部分心急的家长就已经带着孩
子出行游玩，叠加大学生出行人群，6 月
29日—6月30日第一波暑运出行高峰已
提前到来。“去哪儿”预计，7月6日、7月13
日也会迎来暑运客流高峰。

根据航班管家的测算，2024年暑运期
间（7—8 月份）民航预估旅客运输量达
1.35亿人次，同比2023年增长7.0%，同比
2019年增长12.2%；预计执行客运航班总
量 99.4 万架次，日均达 1.6 万架次，同比
2023年增长4.1%，同比2019年增长6.1%。

尽管旅客量和航班量都比疫情前的
2019年有所增长，但记者从多家航司和平
台了解到，不管是国内机票还是国际票
价，都比去年暑运要便宜。

国内这些城市暑期火

最近一周，多家航司和机场都对即将
到来的暑运进行了运力部署。比如国航
就增加了新疆、成渝、山东、海南等热点城
市，以及云南、贵州、福建、海拉尔等避暑
地区的运力投入，暑期国内日均航班量
1444班次，同比2019年增幅为39.2%。

海航预计暑运期间国内航班计划816
班/日，同比2023年增长9%，其中新开航
线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兰州、桂林、喀
什、库车、阿勒泰、呼伦贝尔等暑期热门旅
游城市，预计国内运输旅客 800 余万人，
同比提升约5%。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今年暑期旅游度假、探亲访友、
团队出游等需求旺盛，其中福州至张家
界、福州至敦煌等旅游航线销售火爆，同
时福州至昆明、福州至太原等避暑航线也
备受青睐。

大兴机场预计，由于暑运期间旅客主
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热门目
的地将集中在消夏避暑地区和广东、深
圳、杭州、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比如南
航就计划在北京大兴至喀什、库尔勒、阿

勒泰、西宁、银川、白山、大庆、桂林、揭阳
等地增班 1000 余班；东航计划新增北京
大兴至乌鲁木齐、库尔勒、佳木斯、长春、
敦煌、厦门航线，加密北京大兴至西宁、银
川、兰州航班。

从不少航司的运力投放重点来看，西
北和东北地区是今年暑运的重点市场。

“去哪儿”大数据也显示，暑运航空市场西
北地区启动速度较快，除了新疆的伊犁、
阿勒泰等地，兰州、西宁热度也在上升；东
北的哈尔滨、长春，山西的大同，甘肃的嘉
峪关热度增加较快；尤其是飞往西北 40
余个小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六成
以上。

政策红利助推出入境旅客倍增

与去年相比，今年暑运的出境市场也
更加红火。携程的暑运报告提到，暑运期
间的入出境旅游受政策红利影响增长迅
猛，赴欧洲、拉丁美洲等部分国家旅游订
单增长8成以上，入境游整体订单同比增
长 1 倍。可免签入境中国的法国、意大
利、德国、马来西亚、泰国等 14 国游客入
境游订单整体同比增长1.5倍。上海、北
京、广州、成都、西安、深圳、青岛、杭州、重
庆、昆明是入境游热门城市。拥有“天然
空调”的沈阳、大连、哈尔滨等东北城市亦
表现抢眼，位列入境游热门城市前十五
位。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也介绍，今
年暑期出境游预订人次的增幅明显加快，
增长超去年同期 150%。就送签量来看，
排在前列的既有日本、韩国等临近中国的
短线目的地，也有英国等长线目的地及申
根签。入境游方面，春秋接待的入境游客
无论是人数，还是客源国数量也都在不断
增加。“从去年接待以来自中国周边国家
的入境游客居多，目前已延展到了德国、
希腊、瑞典、美国等国家。”

出入境游的增长与国际航班的持续
恢复也有关。比如国航就在暑运期间加
大了国际航线运力投入，将新开北京—达
卡、成都—米兰航线，复航上海—巴塞罗
那航线，加密北京—哥本哈根、成都—新
加坡等13条国际航线航班。届时国航执

飞的国际和地区航线将恢复至2019年的
90%以上。

海航暑运期间的国际及地区航班量
计划同比2023年增长48%，7月还计划开
通北京⇌蒂华纳⇌墨西哥城往返航线，公
司预计国际运输旅客量将超过 50 万人
次，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幅超过50%。

大兴机场方面预计，香港、吉隆坡、多
哈、大阪、曼谷等航点旅客在暑运期间增
长明显。南航计划新开北京大兴至孟加
拉国达卡航线；东航计划新开北京大兴至
曼谷航线。而截至6月26日，大兴机场本
年度出入境旅客量已超200万人次，仅6
个月已达到2023年全年出入境旅客量。

根据航班管家的统计，东南亚与东亚
仍是航司国际运力投入重点，两者航班占
比76.2%，不过航班量对比2019年仍有一
定差距；西亚、中亚、非洲等小众区域的航
班则超过 2019 年水平；北美洲市场仍低
位运行，计划航班量仅有2019年同期的2
成左右。

国内国际机票都更便宜

也正是由于国际航班的持续恢复和
新开，国际票价也在持续下降。“去哪儿”
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暑期国际机票平
均支付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国际
酒店每晚平均价格则下降了 24%。从综
合成本来看，部分东南亚国家出境游花费
甚至低于国内部分目的地。

比如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占据出境
TOP3热门目的地的泰国曼谷，北京暑期
往返含税机票价格仅 1800 元左右，部分
高档酒店更便宜至每晚100多元，当地消
费水平也较便宜，总体花费不会比国内部
分城市更贵。

除了国际票价持续在下降，国内机票
也比2013年要便宜。根据航班管家的预
订数据，2024年暑运国内经济舱平均票价
达1010元(不含税），同比2023年微降3%。

在“去哪儿”平台上，截至目前，今年
暑期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去年同期
降低6%，部分热门短途航线即使在暑期，
临时也能捡漏比较便宜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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