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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收入冲动 【原因】

【现状】多地景区违规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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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
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利用风景名胜区、自
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
门票等项目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体
现公益性，严格控制价格上涨。而针对景区违规
上调门票价格等行为，国家和地方发改委也曾多
次发文规范并组织专项行动强化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指出，我
国大部分5A级景区都依托于自然和文化遗产，
且由地方政府主导，这类景区作为准公共产品，
却没有统一、明确、完善的价格管理制度，定价机
制也不甚完善。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不少景区在
涨价前都举办“听证会”，却往往沦为“涨价会”，
甚至提议的涨价幅度就已经大幅超标。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窦群认为，多地景区频繁
涨价甚至违规涨价的重要原因，在于掌握了景区
定价权的地方政府的收入冲动。“在地方政府眼
里，景区门票收入虽不算多，但却是真金白银。
就像‘印钞机’，每天都有进账。”

专家建议，亟须制定规范，明确景区门票收
入的使用方式，避免公共景区沦为地方政府的

“小金库”。

端午小长假你感受到了吗
多地景区门票悄悄涨价
莫高窟再涨百元达260元

那么多门票收入
都去哪儿了

端午小长假期间，外出旅游的人数增加，景区门票
价格又一次受到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
有7地超过20家景区悄悄涨价，其中不乏公开违规涨
价，有景区为了规避监管则实行“打包加价”。

记者调查发现，在多地景区票价不断上涨的同时，
一些地方的门票收入流向不够透明，有些并没有完全反
哺于景区的维护和建设，有的被用于与景区没有直接关
系的政府工程，甚至支付当地发展旅游业的广告费。

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当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工作的通
知》，门票价格在50元以下的，一次提价幅度不
得超过原票价的35%；50元至 100元的，一次提
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30%；100元至200元
的，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25%；200
元以上的，不得超过原票价的15%。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福建清源山、南京
莫愁湖等7地近20家景区均提高了门票价格。
根据甘肃省发改委近期做出的正式批复，从今年
10月 10日起，麦积山风景区的门票价格将从70
元上调至旺季110元，上涨达57%。

除了直接超标涨价，有些景区通过“打包加
价”等方式变相涨价。今年7月21日开始，莫高
窟（右图）的门票将从160元上涨为200元。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从5月8日起，原本游客可以自行
选择的60元“数字展示中心”游览项目，被“打
包”进莫高窟统一门票，即门票变为260元。

近年来，每逢景区票价调涨，相关地方部门便
往往以“成本压力”为由。但从公布门票业务的上
市公司财务数据看，门票业务的收益十分可观。比
如，2014 年峨眉山 A 的游山门票业务毛利率达
43%，以门票收入为主的大连圣亚的毛利率达到
55%，同样以门票收入为主的宋城演艺旗下的杭州
宋城景区毛利率更是超过了75%。

大笔的门票收入去哪儿了？据峨眉山A的年
报披露，游山门票扣除各项税费后的50%左右要上
缴峨眉山管委会，此外还需从门票总收入中提取
1.5%和3.5%作为“景区新农村建设资金”和“景区专
项资金”，其余的才计入景区门票收入。

专家介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就门票收入使用
范围进行约定的法规性文件，只有少数地方性法规
对此作了简单规定。比如，2011年颁布的《湖南省
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风景名胜区的门票收入和
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应当专门用于风景名胜
区保护管理以及对风景名胜区内财产的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

那么，在实际中，门票收入是否主要用于风景
名胜的保护和必要的损失补偿了呢？以湖南张家
界景区公布的数据为例，在武陵源核心景区180元
的门票中，除了36.5元的“资源有偿使用费”，市、
区、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三级单位要提取共计51
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真正用于景区的“运营维
护成本”仅71元，占比不到40%。此外，市区处三
级单位还提取了8元的“价格调节基金”。总计交
给政府部门的费用超过了票价的一半。

据了解，在安徽九华山风景区，九华乡和九华
镇的民生工程建设资金也要从景区门票收入中“挤
出来”。安徽某5A级景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作为自
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景区管委会每年需要多少经
费便从下辖景区拿多少，有时并没有固定比例”。

除政府部门外，相关企业也会从门票当中“抽
成”。比如，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峪园
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还要分别从张家界的门票中提
取2.5元的索张公路建设费和7元的峪园公路建设
费，这两条道路并非景区内部道路。省澧水公司还
要抽走2元的“防洪水利建设费”。

以“发展旅游经济”为名，一些地方还将巨额广
告费用摊到游客身上。广东省韶关市物价局发布
的《关于调整丹霞山景区门票价格的听证报告》显
示，自2010年成功申遗后，丹霞山景区共投入1551
万元宣传经费，这也成为调价的理由之一。（新华）

门票收入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