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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门票“经济学”，怎么看？
来源：2022 年 7 月 14 日 陕西日报 李卫

继华山景区 6 月 1 日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后，太白山景

区 7 月 10 日也宣布，自 7 月 11 日起至 7 月底向全国游客免

门票。我省两大知名景区先后实行免门票政策，到底有什么

谋划？

华山景区自 6 月实行免门票政策以来，除实现游客量的

持续攀升外，更带动了索道、餐饮、住宿、交通等多种业态。

据不完全测算，6 月，华山景区旅游收入突破 1 亿元大关，

在获得游客点赞、带动区域经济增收的同时，释放了文旅消

费活力，推动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旅游企业的转型突围。

“免门票是把双刃剑，带来了游客，也带来了压力。”

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刁海峰表示。

二十年来华山首次免门票

6 月 25 日 10 时，华山火车站一片繁忙景象。从西安乘

坐专列过来的千余名游客在导游的引导下乘坐大巴车前往

华山游览，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

华山景区 5 月 30 日发布公告，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免门票，每日限流 1.5 万人次，游客需要

提前实名制预约。这是华山景区 20 年来首次实行免门票政

策，有效激发了游客热情，6 月 1 日以来游客量持续攀升。

“在抖音和小红书上刷到华山免门票的消息后，我们同



学来的人可多了。”西安工业大学大二学生鲁博赟和同学共

5 人正在做夜爬华山的准备，他们连续预约了 4 天，才成功

预约到景区门票。西安游客张浩说：“华山现在免门票，孩

子也放假了，我就带着家人一起来了。”

市场主体决定旅游未来，华山景区免门票政策在激发游

客出游意愿、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带动文旅市场复苏等方面

起到的作用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旅游业连续受到疫情冲击、

市场低迷、游客出游意愿不高的情况下，免门票政策无疑给

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连日来，华山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停满了来自西安、宝

鸡、咸阳等地的旅游大巴。秦风国旅负责人高庆丽告诉记者：

“华山景区免门票后，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人数比 5 月上涨 4

倍。总的来看，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各占一半，二次游览华

山的人尤其多。”

6 月 16 日，华山景区再发公告，将每日步行登山游客接

待量增加了 3000 人次，华山西峰索道对 2022 年中高考生实

行半价优惠。华山景区还携手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西安—华山火车旅游直通车，助推省内周边旅游及西安

高校学生旅游市场开发。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华山景区

游客接待量稳步增加。6 月 28 日，华山景区再次发布公告，

宣布免费政策延长至 7 月 31 日，每日最大接待量调整至 2

万人次，其中步行登山人数限流 6000 人次。

记者从华山景区了解到：免门票第一周，华山游客突破



1 万人次；第二周达到 4 万人次；第三周达到 5 万人次；第

四周突破 7 万人次。华山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后，市场反响

比预期要好得多。今年 1 月至 5 月，总体进山游客为 10 万

人次，而 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进山人数为 15 万人次，是

前 5 个月的 1.5 倍，环比大幅增长。

带动全域消费扩容提质

免费赚吆喝，华山景区这笔买卖到底划不划算？有业内

人士算了一笔账：华山景区旺季门票 160 元，加上客运交通

和索道，人均消费 500 元，景区门票占游客总消费的三分之

一；免门票后，华山景区虽然少了一项收入，但是游客量增

长了 10 倍，所带来的整体收益远远大于门票收入。

华山西峰索道是连接华山主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是最

为省时省力的一条上山线路，也是一条观光线路。华山景区

免门票后，西峰索道成为游客首选的上山线路。数据显示，

华山西峰索道 6 月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40%以上。

除了步行上山的游客，其余进山游客都需要乘坐客车前

往索道站。记者从华山客运管理有限公司获悉，6 月乘车人

数远超 1 月至 5 月总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9.30%。

带动景区二次消费等旅游直接收入，免门票带来的收益

远远不止这些。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每直接收入

1 元，会给当地相关行业带来 4.3 元增值效益。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 6 月 30 日，华山景区客运交通、索道企业、华山

脚下及华阴本地商户等收入突破 1 亿元。华山免门票带来了



全域的消费扩容和升级。

“免门票是把双刃剑，带来了游客，也带来了压力。”

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刁海峰表示。

华山景区免门票期间，景区管委会持续加强游客接待服

务监督与指导，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华山西峰索道、交

通客运等经营单位全员到岗，通力合作、保证运力，确保安

全、提升服务，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努力实现提质，免门票

以来收到的旅游投诉为零。华山景区免门票实现了游客口碑、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

太白山景区也先后出台了相关门票优惠政策：6 月 8 日，

太白山景区宣布，当日起至 6 月 30 日对全国游客实行门票

半价优惠；6 月 9 日至 8 月 31 日，对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政

策。为了进一步聚人气、促消费、稳增长、兴旅游，太白山

旅游区管委会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实名预约、错峰限流”

的原则，制定了 7 月中下旬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的暑期优惠

政策。

太白山旅游区管委会宣传营销中心负责人梁超表示，近

几年太白山景区在暑期以外的月份曾多次尝试减免门票拉

动消费的政策，本次在暑期旅游旺季实行免门票政策尚属首

次，旨在继续吸引游客，并带动景区交通、索道、餐饮、住

宿以及太白山旅游度假区温泉泡汤、酒店民宿等二次消费产

品的收入增长，进一步活跃旅游消费市场，带动区域经济全

面发展。



太白山景区免门票政策一经发布，市场反应强烈，预约

游客数量激增，景区周边宾馆酒店及购物娱乐等商家纷纷叫

好，极大提振了旅游从业者的信心。

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景区门票价格高，曾让许多游客望而却步。眼下，疫情

趋于稳定，不少景区开启“免费模式”，无疑可以激发人们

的出游意愿，促进旅游经济恢复。此举迈出了摆脱“门票依

赖”尝试的第一步。而摆脱“门票依赖”，是景区未来转型

发展的必经之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早已明确，国有景区、文博类景区应降

低门票价格，让利于民。这就要求景区扩大门票之外的多元

化收入，尤其是增加二次消费产品以及内容供给，由门票经

济积极向产业经济转型。不可否认的是，多年过去，许多景

区还停留在门票经济上。那么这类景区就不可能有实行免门

票政策的实力和底气。

旅游业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要素，景区门票免费，

有助于树立景区良好形象，有利于带动吃住行等多方面发展，

为景区乃至当地带来更大、更持久的“财源”，可谓“舍小

得大”。事实证明，免门票对于撬动旅游市场颇有助力，但

如何实现经营收益，既考验景区管理能力，也考验景区的二

次消费产品创新和营销能力。

未来的旅游市场是买方市场，景区的优胜劣汰正在加速，

景区的创新升级转型势在必行。近年来，华山景区坚持规划



引领、文旅融合、功能完善，狠抓“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

转型的契机，将景区项目建设的重点从“山上扩容”向“山

下留客”转变，从“依靠华山”向“走出华山”转变，努力

塑造完善的区域旅游发展业态，形成了以华山景区为核心、

辐射周边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先后打造医养中心、冰

雪世界、潼关古城、喜来登酒店等多个重点项目，创新推进

华山旅游与体育、养生、文化、休闲度假等产业深度融合，

不断稳中求进，持续深化精品景区建设。面对疫情带来的不

确定性，华山景区拒绝“躺平”，积极创新求变，根据当下

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营销策略，积蓄发展力量，扛起引领旅游

景区“保稳定、促发展”的大旗，率先面向全国游客实施免

门票惠民政策。

从门票经济到产业经济，华山景区的探索卓有成效。陕

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认为：“华山、

太白山景区免门票是好现象、值得点赞，为其他自然生态景

区做了一个好的示范。”

张燕说：“过去过度依赖门票经济，造成很多产业链没

有做出来，在经营服务方面也没有下功夫。在受疫情影响旅

游业亏损的情况下，如何转型、如何摆脱门票经济是我们要

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思考怎样从服务、互动项目等其他方面

带动旅游产业发展。”

如今，文旅景区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各地政府、文旅企

业、景区等在不断尝试新的措施进行自救。发放文旅惠民券、



景区半价优惠、特殊人群免费等促进文旅复苏的政策不断出

台。相较全省各地及景区出台的政策，华山本次优惠举措时

间更长、幅度更大，是切实为旅游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积极

探索旅游市场主体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创新发展的有

力举措。

有业内人士提出，将华山的成功模式进行推广，建议陕

西省内 5A 级景区带头实行免门票政策，彻底盘活全省文旅

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张燕认为：“景区门票到底是免还是

降，不应该一刀切。以门票收入为主的景区，如果游客没有

其他消费就不能实行免门票。另外，也要根据景区性质、服

务难度、风险系数等来制定政策。”



露营经济风起小红书
引领新趋势 孕育新动能
来源：文汇报 2022 年 7 月 18 日

“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就想起了户外露营的时光。过去一

年多，我和朋友们一起体验了近 20 次露营，它已经成为了

我的生活方式之一，我还为此购买了不少露营装备。”在长

宁来福士的“上海制造佳品汇”打卡现场，小红书创作者“河

边大大”说。

7 月 15 日，第三届“上海制造佳品汇”开幕，连续第三

年参与的小红书把户外露营的场景完整地搬到了现场，展台

上帐篷、露营车、露营桌椅、钛杯等等陈设，让参观者们感

受到了浓浓的露营风。

作为一种新兴生活方式，露营已经成为大众化的户外休

闲方式之一，它从内容社区开始走红，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潮

流选择，进而带动露营经济的爆发，带动一大批相关品牌的

全国首店落户。小红书党委书记、公共事务总经理熊键表示，

“以‘露营经济’为主题参与佳品汇，小红书希望充分展现

消费新趋势对于生活新向往、产品新需求、消费新场景的推

动作用，展现新消费的新活力、新动能。”

推动者：露营热潮风起内容社区

陆梦凡切实感受到了过去一年多露营的热度变化。

陆梦凡是露营爱好者，2021 年初，他抱着希望有更多人



“一个月去户外露营一次”的想法，创办发起了“一月一露”

活动，成为主理人。去年 2 月第一次活动时，总共只有 3 组

人参与。到了五六月份时，参与活动的人数达到了四五十组。

9 月的时候，参与“一月一露”活动的人数已经猛增到了三

四百人。

猛增的还有社群规模。“现在光是社群内部已经有四五

千人，慕名而来的人更多。为了疫情防控安全并且保证大家

的体验，我们只能限制参与人数。”陆梦凡说。

作为生活方式社区的小红书，也是从 2021 年起开始格

外关注露营。“疫情改变了很多，人们开始周边游、自驾游，

我们从用户发布的笔记中看到，以往选择野餐的年轻人开始

购入天幕、折叠桌椅、帐篷等露营装备，这让我们相信露营

将会成为新兴生活趋势。”小红书社区户外内容运营大春表

示。

当这些来自真实生活的点滴体验汇聚成趋势，映射在内

容社区里，小红书成为了那个捕捉美好、引领潮流的推动者。

平台很快投入资源进行露营内容的运营，通过引入优质创作

者、上线话题活动、提供流量支持、发起行业活动等方式，

推动这种新潮生活方式内容滚雪球式快速发展。数据显示，

今年 4-6 月，小红书站内“露营”相关搜索量比 2021 年同

期增长超 6 倍，露营热度连续第三年大涨。

易观分析刚刚发布的《2022 年中国露营市场专题洞察》

显示，社交内容类平台是用户获取露营信息主要线上渠道，



其中小红书以 82.9%的占比，成为用户获取露营信息和分享

露营体验的首选平台。

不仅仅是露营，众多生活新趋势也在小红书诞生、聚集

与破圈，这其中不少发源地就是上海。比如最近走红的飞盘、

腰旗橄榄球、骑行等，初始的一批核心玩家正是上海年轻人，

而此前的咖啡特调、热红酒、剧本杀等也从上海起步，走红

全国。

“上海被认为是中国生活方式最多元、创新意识最强烈

的城市之一。同时上海也聚集了最具活力、也最愿意尝试创

新的人群，这使得各种新兴生活方式、新趋势可以从这里产

生，成为中国新消费浪潮的策源地。”熊键分析。

链接器：线上趋势助推产业爆发

与露营爱好者数量同步增长的，是露营营地的数量——

露营经济中一个全新的产业赛道。

2021 年初，察觉到露营有变热的迹象后，当时还在一家

旅游出行类公司工作的张怡决定试一下。趁着清明节假期，

他尝试做了第一场露营活动，没想到效果很不错，“我们合

作的营地一下就爆满了”。

张怡决定离职，创办轻户外旅行主题品牌“光源探索”，

开设光源（Light）露营营地。赶上了露营的“黄金发展期”，

截止到目前，光源探索已在江浙沪拥有了 6 个露营营地，其

中上海营地数量达到 4 家。

与张怡有相同创业念头的人不少。有数据显示，目前上



海本地营地数量达到几十家，绝大多数在近两年创办。

一边是疯狂“长草”的露营用户，一边蓄势待发的新消

费赛道。小红书成了线上念想与线下美好的连接者。大春介

绍，小红书在加大创作者与内容运营的同时，也着力构建露

营交易闭环。

2021 年 9 月，小红书成立旨在服务优质露营地商家的

IP“露营公社”，随后上线了自研露营地预订系统，该系统

针对露营行业的特点，对露营地评价体系进行了优化，可以

让用户被种草后直接预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小

红书上入驻的营地数量已经超过 1000 家，为不少营地大幅

提高了数字化运营的效率。

露营地只是露营经济中的一个环节，内容社区带来的价

值，同样也给品牌在研发、营销上带来了“共创”的灵感。

国内高端帐篷品牌“自由之魂”，曾经在小红书上接到用户

希望为某款帐篷加装雪裙的诉求。经过一番研究后，品牌发

现这一需求在某些地域环境确实存在一定的功能性，于是决

定在新产品上添加该元素，将雪裙做了可收纳系统，与自己

做减法的设计理念进行了融合。

发现者：社区动力催生消费潜力

每一股新兴生活方式崛起的背后，自有其成立的逻辑。

星空、湖边、草地、高级摩卡壶、复古煤油灯……露营的大

热，是都市人群重塑旅游目的地、重塑社交方式的一种尝试。

露营经济的热度背后，则是打造精致理想生活的需求迸发，



它足以带动露营装备等产业发展，并由此催生一大批国产露

营装备品牌。

在新兴露营品牌大热荒野创始人朱显看来，在国内露营

热推动下，将会出现更多更懂得国内用户需求的露营装备，

也将会推动国产露营装备品牌快速崛起，成为产业发展的新

亮点。如今，大热荒野也决定进军这一市场，推出自己品牌

的露营装备。

“自由之魂”创始人王吉刚介绍，两年前自由之魂的用

户更多是专业发烧友，以国外市场为主。户外市场爆发后，

自由之魂在国内销量迅速上升，销量从 2016 年的 900 顶增

长至 2021 年的 4000 多顶，并在 2021 年实现盈利。为了应

对持续爆发的露营热，自由之魂已经将原材料备货到了 2023

年之后。

张怡也在观察露营装备市场，不过眼下他更关注“营地

+”带来的巨大带动作用，包括营地+水上运动、营地+亲子

教育、营地+娱乐活动等等。光源露营的营地集中于上海淀

山湖附近，有村民向他反馈，光源露营以及其它营地对于周

边村庄餐饮、零售消费拉动非常明显。

“一月一露”举办露营活动时，常常会选择订购预制菜，

商家将烤肉等食材打包后送到各个帐篷。在这些新需求的催

生下，今年 3 月，一家名为“荒野吃饭”的公司成立，主要

业务就是专门为营地提供露营美食和内容体验。

艾媒咨询的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

模达到约 750 亿元，带动市场规模约为 3800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这两个数字将分别上升至约 2500 亿元、15000 亿

元。

为了支持露营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扶持露营品牌，

小红书也推出了多项措施。2021 年 11 月，小红书联合多方

力量推出国内首份《无痕露营倡议》，呼吁避免露营中的不

文明现象；今年 6 月初，“小红书露营季西安站”启动，小

红书宣布为当地推出“露营品牌扶持计划”，同时落地“露

营学堂”，邀请小红书露营地运营专家、国内优质露营地运

营商、露营博主等，为本地露营地从业者提供培训，助力露

营地品牌发展。

露营只是小红书社区众多新兴趋势的代表之一。过去两

年，小红书发布的年度十大生活趋势中，相继提出了酒变甜、

无糖主义、外出露营、在家健身、山系生活、空气炸锅炸万

物等趋势，在每一个新趋势背后，都能延伸出众多消费新亮

点。比如，去年下半年空气炸锅热潮就被小红书上众多用户

和商家关注，空气炸锅减脂餐、空气炸锅美食、空气炸锅预

制菜等层出不穷，反映在消费上，今年第一季度，空气炸锅

线上销量同比增 195%。

“新趋势正在内容社区中不断涌现，而它带动了更多消

费新场景的诞生，进而推动新品牌、新产业的发展。”熊键

表示，小红书愿成为新趋势的发现者，新动能的助推器，持

续发挥平台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支持上海全力打响

“四大品牌”。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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