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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的“预约难”,今年还会有吗？

完善预约制，不搞一刀切

随着部分省市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景区门票

预约制正在不断被优化。

当然，在这里请大家了解，文博机构与景区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预约和限流也是国际通

行的做法：一是安全考虑，大量人员短时间密集在

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容易出安全问题，也容易损

害文物。二是出于参观体验的考虑，人山人海，到

处都是人挤人，也妨碍大家的体验，所以预约和限

流是有必要的。

“对于有世界遗产的地区来说，预约制是合理

的。”浙江衢州文旅相关负责人标志，衢州的“全球

免费游”做法从 2017 年开始，如今已经第 7 年，但

其境内的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中国丹霞”系列）

按照遗产保护要求，游客量要受到一定限制。

通过提前预约，景区能够根据当天进入景区

以及乘坐索道的游客人数，提前预判是否需要启

动限流措施，避免因为景区内游客突发拥挤而引

发景区管理上的混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

耀副教授认为，景区门票预约制对于景区调控客

流、提高游客满意度、旅游统计，对于游客培养数

字化能力和旅游消费技术，对于旅游行业形成新

型旅游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实践来看，既

不能一窝蜂式地全部推广，也不能“一棒子打死”

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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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两会”闭幕会后的第三场“部长通

道”集中采访活动中，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

就媒体记者提出的“预约难”问题，作出过一系

列解答。

他表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往

往是同时产生的，发现了问题也就明确了我们

努力的方向。”

关于大型文博机构预约难的问题，文旅部

已经开始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比如：延时服

务，对于重要的博物馆，旅游高峰期要延长时

间；优化门票预约的机制，实行弹性错峰预约，

动态调整门票预约的数额，及时释放当天预约

但没有来购票的名额；另外，将采取一些人性化

的举措，比如一个成人可以带一个、两个、三个

小孩进博物馆，这些也增加了进馆的名额和数

额。

此外，景区景点应保留线下预约的窗口，让

一些外国客人，不太会用手机预约的老年人能

够有机会进入。

可以说，预约制和线上化是国内众多景区

的“标配”，可怎么就突然成了亟待解决的“难

点”呢？

早在 2015 年，原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关于

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曾提到“要抓

紧建立景区门票预约制度”。通过“预约旅游”，

游客能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让自由行变得更

方便。

从广义上来看，游客提前通过门票预订、预

约等形式提前向景区报名，能有效避免名额有

限等问题。

对景区而言，实施门票预约制度是加强精

细管理、提升景区品质、保护旅游资源的重要手

段。对游客而言，预约制可以分散客流，避免因

“人满为患”影响体验，同时节省排队购票时间

等。

但从实践来看，尽管门票预约制给游客网

上购票带来了更多便利，有效提升了游客的体

验感，“预约难”等问题也随之产生并愈发凸显。

“能不能成行，以前看交通，现在得看门

票”⋯⋯

2023 年暑期，景区和博物馆预约难、抢票

难问题密集爆发，“抢票”不仅成为了当时旅行

社的一项“艰巨任务”，“深夜抢票”甚至在社交

网络上成为了舆论场中的热点。

此外，因为抢不到票，很多旅行社在北京一

地只能做出了“故宫不进，国博不接”的痛苦决

定，把送上门的游客拒之了门外。

随着热议的进一步深入，网上也形成了正

反两派阵容：有正方观点认为，“不能因为‘预约

难’就取消预约制，再退回到旅游业粗放经营的

模式”；有反方观点认为，“预约常态化不宜‘绝

对化’，还应多一些灵活调整”。

不难看出，对于景区门票预约制，游客诟病

的不是其制度本身，而是预约制配套措施不完

善、跟不上形势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

如，有的景点设定的每天入园入馆人数还停留

在多年以前，远未达到其真实承载量；有的景点

预约流程和规则存在漏洞，被黄牛利用等等，这

不仅损害了游客的切身利益，也不利于文旅产

业健康发展。

针对进入2023年暑期和旅游旺季一些热门旅

游景区出现预约难等问题，2023年 7 月 24 日，文化

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暑期旅游

景区开放管理水平的通知》，要求“推动旅游景区

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优化预约措施，实施科学

管理，不搞“一刀切”，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

一，最大限度满足广大游客参观游览需求。”

在文旅部的号召下，北京迅速打响了“取消预

约参观制”第一枪。这也意味着，持续了多年的景

区门票预约制，迎来了“破冰”时刻。

2023 年 9 月 26 日，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宋豪

杰表示，“针对观众预约难问题，除部分热门博物

馆外，北京大部分博物馆近期均取消了预约参观

机制，观众不预约就可到现场购票或直接入馆，也

可以选择提前线上购票。”

除了北京市，据不完全统计，自 2023 年 9 月份

以来，国内还有多个省市的博物馆陆续取消了预

约参观机制。

例如，浙江美术馆微信公众号个人预约系统

2023年 9 月 12 日起关闭，取消线上个人预约服务，

观众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经核验后入馆参观；

2023 年 9 月 29 日起，湖北全省大部分博物馆取消

预约参观机制。

到了今年年初，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

影局局长霍志静表示，北京市推动95%景区取消预

约，不断扩大博物馆延时开放范围，大力整治票务

“黄牛”乱象。

尽管不少地区在积极践行取消门票预约，然

而，如何解决景区门票“预约难”问题，仍然是横亘

在文旅行业的一道现实考题。

有业内专家分析认为，旅游消费技术的积累、

新型旅游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好的旅游市

场生态是大家一起发展，不断做大蛋糕，而不是有

的景区“撑死”，有的景区“饿死”。

预约制的“七年之痒”

文博场馆率先“破冰”预约制

预约制应当不断被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