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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商业街 一些项目另收费 不加管制的拉客

景区过度商业化着实让人烦

“进入古镇，到处都是红柳烤肉、臭豆腐、大鱿鱼、奶茶、工艺品铺子，招牌都差
不多，建筑样式也大致相同，不同的可能只有明信片上面的地址。”来自浙江绍兴
的邹先生吐槽道。

邹先生刚刚结束了一场古镇之旅，但他对这次旅行体验感较差，因为古镇的商业化
氛围太浓厚了——本想静静地感受历史文化，耳边却不断传来叫卖声。

和邹先生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一些社交平台搜索发
现，今年暑期有很多旅客投诉景区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包括景区内购物场所数量较
多、面积较大、经营秩序欠佳；商业街过长，景观质量差，普遍存在不明码标价、
服务质量差等经营不规范问题；广告较多，影响景区旅游品质……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目前一些地方虽然在整改景区过度商业化问题，但
主要是取缔商业区和广告，并未触及问题核心。一些地方景区过度商业化的根源，
主要在于旅游开发体制机制混乱。因此，整改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理顺旅游开发体
制机制，激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景区收费名目繁多 游客失望纷纷吐槽

来自河南郑州的刘伊前不久自驾去广西某4A级景区玩了几天，她对这次旅行大失所
望，也是因为这个景区太过商业化。

“景区门票80元，如果开车进景区，还要另交停车费；如果坐景区直通车，则需交
50元车费。在这里，只能去客栈吃饭，老板会一直推荐特色菜，如果不点推荐菜，
就会给我们脸色看。一份土鸡160元，一份竹筒饭20元，量很少，不够一个人吃。
”刘伊说。

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去青海某景区的经历：私家车不能直接开到景区大门
口，游客必须花30元购买景区交通车车票，车票钱不包含在景区套票中。

“景区内的网红小火车乘坐体验糟糕，收费50元，本来一排3个人的座位非要塞4个
人；虽然工作人员说15分钟一班，实际上人不坐满不会开。小火车回程的终点离景
区还有一段距离，不想走回去就得花5元钱坐电瓶车。景区内还有一个观光塔，离
湖边几公里，只有4层，收费20元。”该博主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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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博文的下方，有不少网友评论称“景区过度商业化破坏了游客的体验感”，
但也有网友提出“景区如果不商业化，游客的饮食出行也会不方便”。

那么，景区究竟需不需要进行商业化？在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助理齐晓波看来，景区商业化有其必要性。

“随着当前消费者对高品质旅游产品、特色休闲服务的需求增加，景区相应地需要
增加多元化商业元素。从这个层面来说，景区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商业化元素作
为服务配套和特色体验产品。”齐晓波说，此外，旅游休闲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化服
务，所以景区离不开商业元素的植入，这可以增加景区收入，追求景区的最大经济
效益。同时，很多景区通过增加商业化元素，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能够提供商业化
空间和平台，助力农特产品销售、增加当地用工、辐射周边旅游服务等，从而带动
周边百姓和区域共同发展，实现景区的社会带动效益。然而，景区在商业化过程中
，切不可过度。

只重利益过度开发 影响景区长远发展

记者梳理了一些网友关于景区过度商业化的评价，发现很多游客在意的其实并不是
商业化本身，而是千篇一律的店铺、只为挣钱的项目、不加管制的拉客、商品质量
不过关等，影响了人们的出行体验。

今年8月去贵州旅游的胡女士在社交平台吐槽道，景区拍照用的服装只有数量没有
质量，全是一模一样的服装和道具，摄影师、化妆师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本想感受
这里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结果从观景台下来，看到的几乎都是酒店，只有零星几栋
老房子。

文化和旅游部法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旅游政策法规中心副
主任王天星向记者介绍，一些景区增设的很多购物商店对商品质量没有严格把关，
假冒伪劣产品居多，有的还使用有毒或者废弃的材料来制作所谓的特色食品。有的
地方还会增设一些所谓的博物馆，里面没有像样的展品，只是为了增加游客停留时
间，诱导游客进一步购买门票，有些博物馆实际上就是换了名字的特产商店。

在呼伦贝尔学院讲师张婧看来，景区过度商业化会破坏游客的体验感，给景区造成
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容易使景区丧失潜在的游客，影响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超负荷的过度商业化运营模式很可能会造成景区生态环境上的不可持续，而这种
伤害往往是很难修复的。景区过度商业化会使景区丧失独特性，也会使景区当地的
居民和文化受到负面影响和破坏，景区在过度商业化过程中丧失比较优势的同时又
破坏了原有的文化传承，这样景区很难再进一步发展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张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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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李婧提出，景区商业化可增加收入，让一些濒临消失的文化遗
产因维修资金注入而得以保存，但如果经营者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对景区资源进
行过度开发，反而可能破坏景区内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在旅游景区过度商业化的进程中，民间艺术形式、民族特色等珍贵的文化遗产被
断章取义地包装成各种旅游产品，破坏了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李婧说。

明晰定位加强整顿 科学引导规范治理

为了整治景区过度商业化问题，全国多地已经行动。

早在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整治行动、A级旅游景区整改
提质行动，数百家景区受到取消等级处理。

2021年5月，山西省发布《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规范石窟
寺旅游开发活动，避免石窟寺景点景区过度商业化、娱乐化。

2022年7月，乌兰茶卡盐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根据广大游客诉
求及景区存在的堵点问题，自2022年7月12日起，一律取消茶卡游客集散中心旅游
环保观光车30元乘车费用；同时，让进入茶卡盐湖的17座以上的旅游大巴直接驶入
景区停车场。

受访专家认为，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景区服务好，更多游客才愿意旅游消费
。对景区进行大整改，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大发展。但长期以来，对于景区过度商业
化，整改主要是取缔商业区和广告，并没有触及问题核心。一些地方景区过度商业
化的根源，主要在于旅游开发体制机制混乱。因此，亟须理顺旅游开发体制机制，
激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我国现有的文化资源保护制度相对较少，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对于景区过度商业
化的惩处力度较弱，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一些地方的景区管理秩序混乱。”李婧说。

李婧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中央、地方政府和游客三位一体的旅游监督机
制，提高景区的整体质量与服务水平，促进景区可持续发展。

张婧认为，景区管理者要具备旅游文化创新的理念，从游客需求角度出发，通过与
文化创新团队合作，开发个性化的文化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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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苏州吴中区东山镇的‘青蛙村’，因当地盛产61种青蛙，该村以此作为文
化特色设计了青蛙IP，将整个村子打造成青蛙主题的童话小镇，带给游客独特新奇
体验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经济收益。旅游的内核是文化，景区在开发旅游产品时不
能盲目照搬其他旅游景区的做法，而应注意挖掘自身的文化特色，注重文化特色产
业与旅游的创新融合发展，才能打造出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张婧说。

在齐晓波看来，景区在布置商业元素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既要满足游客的
商业服务需求，又要充分考虑游客游览体验的舒适性、安全性，从精细处、特色处
体现人文关怀和商业价值，而不是粗制滥造、随处可见的商业围堵。

“政府相关部门也应严格把好招商准入、特许经营等门槛，通过规划审核、规模控
制、服务质量监管、时间管理、空间管制等措施，还游客一个原真纯粹、舒服适度
的游览休闲空间。”齐晓波说。（见习记者 张守坤 记者 陈磊）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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