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国庆等假期即将到来，旅游
市场还将持续火热。近期，不少游客
抱怨：一些景区的大门、停车场、游客

中心距离游览区域越来越远，为了进入景区游客
只能“被迫自愿”乘坐接驳车、摆渡车。而这些接
驳车、摆渡车价格各异、时有变化，有些还存在应
急管理能力欠缺、排队等车时间长等问题。

这种抱怨的声音其实早已存在，有游客总结
道：“天下苦摆渡车久矣。”今年1月至7月消费
舆情分析显示，全国有关景区接驳车、摆渡车的
消费维权舆情信息达到3万多条。江苏省消保
委发文称，部分景区人为拉长景点与景区门口、
停车场等距离是出于现实规划考虑，“但哪些景
区是确有实际需要、哪些景区是借此名头跟风收
费，消费者无法辨别，只有景区自己心知肚明”。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很多景区在
开拓创收渠道的工作上比较乏力，“可能景区提
得最多的就是‘二次消费’，如何能让游客在门
票之外花更多的钱”。而景区接驳车、摆渡车，
就是一种快速变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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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驳车越来越多当接驳车越来越多
游客游客：：天下苦摆渡车久矣天下苦摆渡车久矣

今年1月至7月为何全国有关景区接驳车、摆
渡车的消费维权舆情信息达到3万多条？

有景区摆渡车因逐利而违规

“大门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先花20块坐个摆渡车。”
“现在的景区简直了，离大门几公里外再修个大门，接

驳车你坐不坐吧，不坐就得干走。”
记者注意到，不少游客在网上发文称，景区大门越修越

远，进入景区还得花钱坐接驳车。如果游客选择步行，数公
里的路程着实让人生畏。

今年4月，就有游客向河北石家庄有关部门投诉，“嶂
石岩景区把进山大门设在很远的地方，游客必须坐他们的
接驳车才行”。投诉获得了官方回复：嶂石岩景区内部公共
停车位数量很少，内部道路状况不佳，狭窄陡峭不宜会车，
如果放开车辆进入，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只能将车辆停放
在外围停车场，乘坐电瓶车进入景区。

对此，有关部门表示，景区管理部门新建了一座可容纳
1000多辆车停放的大型公共停车场，并购置30余辆观光
车为游客提供服务。

随着接驳车的引入，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有游客反
映，部分景区旅游旺季应急管理能力欠缺，摆渡车存在排队
等车时间长、超载严重等情况；还有部分景区摆渡车停靠设
置不合理，将游客放在商业街口而不是景区出口，有诱导游
客购物的嫌疑。

例如，去年10月，有游客一行4人自驾到山东济南的
红叶谷景区游玩。在到达距离景区检票口3公里外的山下
停车场时，摆渡车工作人员上前告知，因上山道路拥堵实施
交通管制，私家车不能开上山，需要乘坐景区摆渡车上下
山，票价20元。其买票乘车上山过程中，发现道路并无堵
车迹象。另外，摆渡车并未将其送到景区门口，而是在行驶
约2公里后，让其下车步行，所有乘车游客步行1公里后才
到达检票口。

游客投诉后，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回应称，
红叶谷景区摆渡车是应对景区红叶节客流激增，由经营方
租赁旅游公司车辆运送游客往返山下停车场和景区门口。
经现场查验，该问题反映的租赁车辆营运手续虽齐全，但经
营者违规使用已注销的公章公开售票，且在运送游客过程
中，工作人员为追求利益，发生运送游客不到站等违规行
为。上述部门表示，已会同交通、旅游等部门对此积极整改
处理。

江苏省消保委披露，2024年1月至7月消费舆情分析
显示，全国有关景区摆渡车、接驳车的消费维权舆情信息共
计36285条，江苏省内有关景区摆渡车、接驳车的消费维权
舆情信息共计1293条。

景区外移大门、停车场及游客中心，引入接驳
车，是为了多赚一笔游客的钱吗？

到底是确有需要还是跟风收费

记者梳理发现，很多景区对景区大门、停车场外移的解
释理由为“维护景区交通安全有序”。河北一景区称，“经实
地调研后”，自2018年开始设置交通管控卡口，并将景区停
车场外迁。

景区此举也常被怀疑主要为了“拉长景点距离制造乘
车需求”，以增加收入。有游客反映，在地图上输入山西一
景区名字，就会导航到游客中心坐接驳车。

围绕接驳车的讨论，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景区外
移大门、停车场及游客中心，引入接驳车，是为了多赚一笔
游客的钱吗？

对此，西南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光向记
者分析称，景区外移大门通常会考虑四个方面，即舒缓交
通、保护文物与自然环境、适应地理条件以及追求营利。

江苏省消保委发文指出，部分景区人为拉长景点与景
区门口、停车场等距离是出于现实规划考虑，如文物保护、
生态保护需要，引入摆渡车也是为了便利游客出行、方便交
通管理和控制疏导人流。“但哪些景区是确有实际需要、哪
些景区是借此名头跟风收费，消费者无法辨别，只有景区自
己心知肚明。”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当景区一窝蜂式引入摆渡车收费，
消费者时不时被价格刺一刀、被套路坑一下，难免会对景区
产生“宰客”“吃相难看”的质疑。

记者留意到，一些游客对景区此类现象不仅表达了反
感，且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应对。“节省摆渡车费用20元一
人！”“别花25元摆渡车冤枉钱！”他们在网上分享“摆脱”摆
渡车的攻略，获得不少收藏点赞。

今年7月，四川省发改委面向各市（州）发改委、省管旅
游景区发布《关于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集中回应了旅游市场中的“痛点”问题。通

知提到，景区内交通工具、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的交通工
具，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
游客乘坐并收费。另外，按照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的原
则，从严核定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交通服务价格，有效遏
制景区不合理外移游客接待中心、配套停车场，增加游客配
套交通费用负担等行为。

至于如何核定景区的服务费用，决策权仍掌握在各
地政府部门手中。我国《旅游法》明确规定，利用公共资
源建设的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
等另行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
控制价格上涨。拟收费或者提高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
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
性、可行性。

当接驳车越来越多，其到底应该作为一种平
衡收支的项目，还是免费的公共服务？

部分景区被投诉后调整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景区运营不仅关乎公众利益，还涉及业
务发展与公司盈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告诉记者，近年来，很多景区在开拓
创收渠道的工作上比较乏力，“可能景区提得最多的就是

‘二次消费’，如何能让游客在门票之外花更多的钱”。而景
区接驳车，就是一种快速变现的手段。

记者查询发现，“付费接驳车”更多出现在实行政府定
价管理的景区。通俗来说，这些景区门票存在“价格管制”
的现实情况。

2018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指导意见，以完善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其
中提到，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门票定价成本应严格
限定在景区游览区域范围内维持景区正常运营所需的合
理支出。

“景区支出中依法应由各级政府承担部分，以及与景区
正常运营无关的支出，不得计入景区门票定价成本；各级政
府提供的补贴和已通过单独收费补偿部分，以及景区特许
经营收入，应冲减景区门票定价成本。”

陈光向记者表示，目前部分国有景区还存在经营效率
低下的情况。有研究机构指出，2024年国企文旅集团的经
营业绩恢复不如文旅上市公司，主要受其业务综合性影响，
资产负债率水平偏高，承债压力较大。

当接驳车成为越来越多景区的选择，其到底应该作为
一种平衡收支的项目，还是免费的公共服务？

吴丽云表示，“大部分景区提供的享受型交通服务，可
以让游客享受沿途风景，因此会产生一定费用。”但她在甘
肃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为了申报5A级景区，“会
把几个离得很远的景区串联在一起联合申报”，因各个景点
之间距离很远，从而产生交通需求。她认为，这种情况下，
接驳车就应该免费。

陈光表示，如果景区是出于保护生态或文物的公共目
的，外移大门、增加接驳运力，是可以进行收费的；反之，应
该一律取消收费。“收费标准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也需
要平衡市场需求，可以对旺淡季分开定价。”他强调，归根结
底，还是要增强景区本身的服务意识。

在“付费接驳车”出现争议后，部分景区也开始行动，调
整接驳车的运营模式。

2022年，青海“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在景区门口5
公里外设置游客集散中心，收取每人30元的接驳车费，遭
受质疑。被曝光后，景区宣布，从当年7月12日开始，游客
乘坐环保观光车免费，不再收取30元车费。

此前曝出“15公里要坐300元接驳车”的四川雅安牛
背山景区，现已取消收费。

山西大同悬空寺景区的接驳车运营模式则分淡旺季。
恒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旺季游客需
要乘坐20元/人的接驳车从游客中心到达景区门口，“淡季
是没有（接驳车）的，可以直接自驾到景区门口，从游客中心
出发大约20分钟车程”。

改变背后，是游客的切身感受和呼声。正如江苏省消
保委给出的建议：“景区要少些套路、多点真诚。”

据南方都市报APP

景区接驳车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恒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恒
山风景名胜区内的悬空寺山风景名胜区内的悬空寺

茶卡盐湖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