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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是集中出游的高峰期，在短

期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旅游目的地商品

和服务价格客观上存在上涨的压力。

戴斌认为，广大游客对节假日期间餐饮

和住宿经营者适度调整价格是有预期

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游客的诉求和监

管的要求是价格调整机制要合规，商品

和服务价格要公开透明特别是明码标

价，中小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诚信

经营，违规违法的企业和个人必须承担

违法受罚、轻罪入刑、重罪重判的代

价。市场监管、价格管理、社会治安等

部门对游客和居民的消费权益要给予

同等力度的保护，不能因为权益受损的

消费主体是游客，就全部移交给文化和

旅游部门处理。

戴斌表示，根据“三定”规定，文化和

旅游部门对非旅行社组织的游客在社会

环境中的权益受损是无力施以行政救济

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地要重点关

注景区度假区之外的餐饮服务，以及重

点地区旅行社组织的购物、娱乐和自费

项目等环节。权威媒体和政府平台可以

公益广告的形式加强对居民和游客的宣

传引导，对明显的不合理低价游要有基

本的判别力，旅游服务“没有免费的午

餐”。一旦消费权益受损、人身自由受到

限制、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时拨打

12345、110等热线电话，寻求必要的行政

和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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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以“余山姚水·心动四明”为主题的2023余姚四明

山旅游发展大会在宁波余姚举行，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出席并在会上作主题演讲。他提出，

旅游需要网红，但网红不是旅游的全部。任何时候，城

市和景区形象都是自塑和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旅

游战疫和市场复苏的转折点过后，重入正常轨道

的旅游业开始回答产业重构的时代之问。旅游

业需要重构旅游发展理念、重构旅游客源地市场

体系、重构旅游目的地空间格局、重构现代旅游业

发展方式。

今年“五一”假日旅游市场继续了春节以来“高开稳走、加速

回暖”的态势，按可比口径，出游人次和旅游收入首次超过2019年

同期数据，旅游业迎来了从市场复苏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折点。

同时，针对“网红还能红多久？”“假期能再多些吗？”“景区免票有多远？”

“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消费、价格欺诈等市场顽疾能根治吗？”等问题，老百姓边吐槽边

出游。紧张而有序的劳动节假期结束了，社会的提问和业者的反思还在继续。

随着淄博、洛阳、西安、大理等网红

城市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

始关注流量在旅游经济中的角色与作

用，希望通过专题策划、节事活动、文艺

演出打造爆款项目，甚至文化和旅游局

长短视频出圈方面也越来越“卷”。戴斌

说，纵观国内外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

演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

结论：旅游需要网红，但网红不是旅游的

全部。任何时候，城市和景区形象都是

自塑和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捷的交

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

业环境、高品质的生活方式都是旅游目

的地发展的底层逻辑。优秀的内容本身

就是流量，就是渠道，加上基于目的地本

地资源的创造性推广，网红才会长红而

成经典。反之，脱离了这个底层逻辑，再

高明的策划也红不了多久。

戴斌认为，相对于网红目的地和景

区，部分传统旅游目的地，特别是本地消

费支撑力相对较弱的旅游城市和远离客

源地的山岳型旅游景区，既有流量不足

的焦虑，也有创造创新的无力感。中国

旅游研究院大数据监测显示，劳动节假日

期间，西北、东北等地游客人数不足，儋

州、琼中、黑河、保亭、玉树、嘉峪关、伊春、

鹤岗、大同、双鸭山、长治、阿里、阿勒泰、

武威、克拉玛依、迪庆、新余、酒泉、白银、

晋城等地游客量都不大，全国接待游客人

数排名后50个城市的游客接待总量，仅相

当于排名首位的重庆市游客人数的

51.42%。曾经摘下一个又一个金字招牌、多

次刷新游客接待量历史记录的旅游景区，

开始在市场转折和产业转型之间徘徊。

戴斌表示，有的传统注定会消逝，成

为旅游历史长河中翻腾的浪花；有的则

会成为经典，成为江河湖海的底床，构筑

旅游业创新发展的基石。没有人会永远

站在舞台的中央，等着掌声响起来。如

果还是守着远方的风景，不了解消费需

求的变迁和旅游市场的变化，哪怕有再

多的金字招牌附身，也挡不住繁华总被

雨打风吹去，徒生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

伤罢了。

面对热点景区的“人从众”“车

车”“攻城”“堵骆驼”，网络舆情开始

从花式吐槽转向对现行公共假日制

度的理性探讨，比如调休的必要性、

增加假期的可能性，以及带薪休假的

落实。戴斌表示，全年适当增加 1-3
天公众假期是有民意基础，也是具备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等有关部委会认真倾听各方意

见，在科学评估、政府仿真和压力测

试的基础上，有效推进《国民旅游休

闲发展纲要（2022-2030）》有关“优化

全国年节和法定节假日时间分布格

局”的任务落实工作。节假日集中出

游的解决之道在于落实带薪休假，让

人民群众真正做到不仅“我的行程我

做主”，而且“我的时间也要我做主”。

戴斌表示，景区是一个包含多种

类型的相对宽泛的概念，价格主管部

门并不会要求迪斯尼、欢乐谷、银基、

长隆、海昌海洋公园这样的主题公园

提出免费游览的要求，游客也没有免

费乘坐交通游览工具、免费享受商品

和服务的诉求。从国家发改委、文化

和旅游部等部委发布的文件来看，降

低门票价格的政策指向一直都是利

用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

发展起来的国有景区。鼓励有条件

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下调价格，“让

老百姓玩得起”，是既定的宏观政策

和微观监管的价值取向，也是未来景

区的发展方向。具有城市公园性质

且地方财政能力强、治理水平高的景

区如杭州西湖、桂林象鼻山，景区免

费模式的经济社会效益已经实现或

者正在显化。山东省和黄山市正在

就景区门票减免做政策评估，应该会

越来越机制化并趋于完善，让更多的

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分享旅游发展

的成果。如何兼顾游客、居民、社区

和城市发展的利益诉求，需要景区和

价格管理部门更多的智慧和耐心，但

是大的方向不会改变。无论如何，不

能把美丽风景都圈起来收门票，更不

能为了收门票而将沿线的风景用幕

墙遮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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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走过20世纪后二十年创汇导向的入境旅游期，本世纪前二十年消费

促进的大众旅游全面发展期，并经过了一轮又一轮冲击的旅游业，需要在

复盘检视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并重构旅游发展为什么、依靠谁和做什么等

发展理论，并以此重塑旅游发展新格局。旅游战疫和市场复苏的转折点

过后，重入正常轨道的旅游业开始回答产业重构的时代之问。戴斌认为，

旅游业需要重构旅游发展理念、重构旅游客源地市场体系、重构旅游目的

地空间格局、重构现代旅游业发展方式。戴斌说，我们必须正视旅游业的

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让人民群众有时间去旅游、有地方去旅游，在旅

游的过程中游得起、游得满意，应当也必须是旅游系统、旅游行业和所有

涉旅工作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为此，我们要以游客满意度为导向，扩

大开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加高效的市场方式和行政手段，推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进旅游与农业、工业、服务业，与科技、教育、艺

术、创意广泛融合，把旅游业真正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

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