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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有多起游客走“野路”

探险造成景区被破坏、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

“找那种没人爬过的，不敢爬的⋯⋯”张某明、

毛某明和张某3人为追求刺激的探险体验，决定“挑

战”江西三清山景区的攀爬禁区巨蟒峰。3 人采用

电钻钻孔、打岩钉、布绳索的方式先后攀爬至巨蟒

峰顶部，打岩钉攀爬行为对巨蟒峰造成了永久性的

损害，破坏了自然遗产的自然性、原始性和完整

性。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明有期徒刑1年、毛某明有

期徒刑 6 个月，张某免予刑事处罚，另外判处 3 人赔

偿环境资源损失费600万元，支付专家费15万元。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牯牛降景区，曾有两名外地

游客因擅闯非开放区域而失联数小时。池州石台

曙光救援队将两名被困游客救出。随后，保护区相

关部门对两人的违法行为罚款 200 元，警方也对两

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游客走“野路”探险给自身和景区造成损失，应

由谁来担责？

李婧指出，民法典对文体活动作出了“自甘风

险”的特殊规定，游客选择走“野路”时，应充分了解

活动内容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和

防护措施，“如果游客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

致自身遇险，那么游客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展与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

主任尹玉介绍，景区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

者、旅游经营者，应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

但不限于在门票中标注游览线路及游览须知，在游

客进入景区时提示游客按照游览线路进行游览，禁

止擅闯非游览区域等，以及在景区多处竖立景区游

览图及警示标志等。

“如景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采取足够安

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导致游客走‘野路’伤亡或

财产损失，景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旅游

法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

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

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

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尹玉说。

“有偿救援坚持先救援后追偿、有偿救援与公

共救援相结合等原则。这意味着在救援过程中，救

援行动会优先进行，以确保游客的生命安全，而后

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费用追偿。”李婧说，有偿救援

是公共救援的有益补充，要进行相关的立法规范，

避免过度收费。应大力发展专业救援，将有偿救援

与公共救援相结合，提升救援水平。

游客擅自进入景区未开放区域引争议

专家建议完善黑名单制度实施跨景区联合惩戒
神秘的云南哀牢山火了。近日，一博主在社交平台

上发布其只身一人独闯哀牢山采矿的视频蹿红：烟雾缭

绕的深山绿林、不时响起的鸟叫虫鸣、深不见底的湖水及

汩汩泛开的水波声⋯⋯不少游客被此吸引，蜂拥而至。

10 月 6 日，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发布《云南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辖区访客须知》及《关于

禁止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各类未经批准的人为活动的告

知书》，明确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

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

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的罚款。

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活动的兴起，一些人烟稀少的

自然保护区，以其神秘和未知受到不少游客青睐。一些

游客为了探险或博眼球，擅自进入景区未开放区域，由此

引发争议。“野游”是否存在法律问题？如果游客进入未

开放区域发生危险，谁来承担责任？景区该如何做好安

全管理？

上述博主发布其独闯哀牢山采矿视频后，云南

玉溪新平县委宣传部回应称，该博主进入的区域是

哀牢山县级保护区的未开发区；其进山采集矿石未

报备，哀牢山保护局已与该博主取得联系，对其进

行批评教育，并要求返还矿石。

无独有偶。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近

日也发布通报称，有游客擅自进入亚丁景区未开发

区域开展徒步穿越活动，有人甚至趁工作人员下班

私自损坏景区服务驿站物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景区禁止涉事 8 人终身再次进入亚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亚丁景区开展一切形式的旅游和活

动。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李婧介绍，游客

擅自进入景区未开发地区，可能触犯自然保护区条

例及景区管理规定等。如因擅自进入未开发地区

而给他人造成损害，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因擅

自进入未开发地区而引发严重后果，如破坏环境资

源、造成人员伤亡等，可能构成犯罪，需承担刑事责

任。

在受访专家看来，游客自己走“野路”后，将相

关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引流，甚至推荐他人

前往，存在一系列问题。

李婧提出，游客在发布内容时，应确保内容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避免误导他人。如果因虚假信息

导致他人受伤或发生意外，或故意隐瞒风险信息以

误导性表述诱导他人前往，可能因过错行为导致他

人损害而承担侵权责任。社交平台在内容审核和

监管方面负有一定责任，如果平台未能及时识别并

处理存在安全隐患的内容，也可能因监管不力而承

担相应责任。

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的事件时有发

生，给景区管理和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扰。

李婧认为，未开放区域往往地形复杂，气候

多变，存在高山、深谷、密林等自然障碍，使得监

管工作难以全面覆盖。这些区域可能缺乏必要

的监控设备和通信设施，导致管理人员难以及

时发现和制止游客非法进入。同时，尽管有明

确的法律法规禁止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

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游客数量众多、流动性

大，以及监管力量的有限性，使得法律法规的执

行面临困难。

尹玉提出，许多景区管理部门并不具备行

政执法权，因此在面对那些擅自闯入未开放区

域的游客时，这些景区管理部门往往陷入一种

尴尬的境地：他们可以对游客进行劝导、警告，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采取限制措施，却难以直接

对这些游客采取相应的执法手段。这种情况不

仅削弱了景区管理规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也

可能让那些心存侥幸的游客产生“违规也无妨”

的错觉。

同期，稻城亚丁景区对 8 名游客作终身禁

入规定的消息一经发布，有不少网友呼吁其他

景区应借鉴，将不文明旅游者纳入黑名单，禁止

再次进入景区。

李婧建议，细化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游客

行为的具体规定，明确擅闯禁区、未开放区域的

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对擅闯禁区、未开放

区域的游客，根据其行为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

的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行政拘留以及终身

禁入等。对于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游客，可以考虑建立全国性的景区黑名单制度，

将其纳入全国景区黑名单，实现跨景区的联合

惩戒，提高违规成本。

尹玉从景区管理角度提出建议，她认为景

区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加大

巡查和监控力度，通过技术手段如安装智能监

控系统、使用无人机巡查等，提高对未开放区域

的监管能力，确保及时发现和制止类似行为。

“通过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教育，增强游客

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比如在景区入

口、游客中心等重要位置设置醒目的宣传栏或

播放宣传视频，向游客讲解景区规定和相关法

律法规，引导游客自觉遵守规则，文明旅游。

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多种渠道，发

布文明旅游的案例分享和法律知识普及等内

容。”尹玉说。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法制日报 图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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