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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旅游景区的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近年来，旅游景区在促进就业、引领消费、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有效供给

不足、管理体制不科学、保障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而通过

实施分类化管理、优化管理体制、鼓励景区创新、建立健全多

元化融资机制、完善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等路径，能够助推旅

游景区实现转型发展。

旅游景区作为文化和旅游产业重要的资源基础，是旅游核

心吸引物之一，也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物质基础。从 1979 年建

立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至今，我国旅游景区虽然一直呈积极发

展的态势，但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消费需求

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传统旅游景区发展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传统旅游景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有效供给不足，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和提升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一方面，新增景区数量少，老牌景区节假日人满为

患；另一方面，景区产品单一，创新频率低。调查数据显示，

一些景区推出新产品或服务的频率多为一年一次，一年两次以

上的景区仅占 16.8%。不仅如此，景区缺少内容性产品的开发

和设计，游客参与度和体验感差，旅游商品也缺乏创意，无法

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二）景区收费模式单一，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目前，大

部分景区尚未摆脱门票经济的束缚。调查数据显示，45%的景

区门票收入占比超过 50%。西部一些景区几乎只有门票收入，

特色活动和旅游商品很少。

（三）景区更新迭代慢，不同类型景区受制因素不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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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文景区主要受制于资金问题，这类景区大多由政府直接

管理，一些地方政府过分追究经济利益，不愿意投放资金用于

景区的升级迭代。主题公园主要受制于用地问题，由于早期规

划考虑不足，没有给景区升级预留足够的空间，有些甚至没有

规划，导致景区改造审批无法通过，严重影响了景区发展，世

界之窗、锦绣中华、青青世界、深圳野生动物园等主题公园都

遇到类似的问题。

二、影响传统旅游景区转型升级的原因

（一）景区管理体制不科学，实际运营中存在较多管理与

运营脱节的现象。景区管理体制因地而异，采取哪种体制取决

于当地政府的监管思路。如四川的多家景区认为，在所有权、

管理权、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个别景区出现了管理与运营脱

节，出现问题后相互推诿、推卸责任的现象。

（二）景区面临多头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困境，改革发展很

难推进和实施。由于景区管委会的上级部门包括建设、林业、

环保、地质、文物、科技、农业、水利等多个单位，有些景区

还要面对交叉管理、不同部门不同要求的情况。很多事务需要

多个部门审批，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面的工作将无法开

展。这不仅降低了景区的管理效率，更使改革难以推进。

（三）部分地方政府过分看重经济利益，对景区考核机制

设计不当。部分政府对景区管理的考核指标除一般事业单位考

核指标外，更看中景区的游客增量、收入增量等，这些导向性

指标使得景区承受较大压力，甚至影响景区的科学管理和可持

续发展。

（四）人才匮乏，制约景区转型升级。受激励机制等因素

的影响，旅游景区普遍存在对高端人才吸引力较弱的现象，西

部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尤为严重。人才匮乏对景区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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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提升形成较大制约。调查显示，景区创新的难点主要是

缺人才、缺资金、缺项目，其中高端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难点。

三、旅游景区转型升级的路径探索

（一）根据资源禀赋特征，对旅游景区进行分类，实行差

异化管理。遗产类重点景区和稀缺资源景区应由政府直接管

理，充分体现公益性，不以经济效益为考核标准。一般类型资

源景区则应全面放开，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由企业经营，支

持鼓励旅游企业发展壮大，推动旅游景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二）优化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领导和管理机构。建议

将过去各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各类自然保护区统一纳入国

家公园体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园管理制度。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等根据各自特点，建立科学化、差异化的管理体

制。建立统一的法规制度、管理规范，解决好执法权的问题。

（三）以政策为导向，鼓励景区转型升级，打造独具特色

的主题 IP。政府除了传统的政策引导外，要建立和完善旅游创

新平台，聚集各类资源，对关键创新资源进行相应补贴，以创

新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为景区的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四）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完善资金退出通道。对遗

产类等公益性景区，建立以中央政府拨款为主，地方政府适度

支持、社会赞助为辅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确保景区经费充

足。对商业化景区，鼓励企业运用多种方式进行融资，如转移

支付、股权融资、引入产业基金等，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

合资合作等方式进入旅游行业。进一步健全旅游产权交易机

制，为资金退出提供通道。

（五）完善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做好人才的培养和激励

工作。从职业化教育入手，进一步加强旅游人才的定向培训。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实行市场化薪酬，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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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倾斜。建立景区间的人才共享机制，通过管理输出、人员

借调等方式实现专业人才的灵活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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