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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放景区效益与提升策略思考 

肖美娟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1） 

摘  要：随着我国开放景区数量的不断增加，与其明显的社会文化利益相比，其经济效益显得更加复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

发，对开放式景区的概念、性质、特点和分类进行了阐述，对开放式景区的经营方式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从研究角度、研究

内容等多个角度对开放景区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希望可以对开放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推

动作用。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经济分析的旅游开发模式，即通过对旅游景区的外部性内化，使旅游景区的经济效益得到更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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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文以开放景区经营效益评估为研究对象，围绕旅

游景区经营收益评估及提升对策展开研究。首先，对旅游地经

营效益评估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从收益指标体系的

构建、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等几个方面，然后，针对旅游地经营

收益评估中存在的几个重点问题，即：收益评估的定量化、绩

效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等，给出了相应的改进与完善意见。

针对旅游行业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如何提高旅游资源的开发利

用效率。 

一、开放景区概述 

（一）概念及性质 

“开放式”旅游地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要符

合“风景名胜区”的理念，并处于市区或近郊。二是免费入场。

三是为旅游者带来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体验。杭州的西湖风景

区和大连的星海公园就是这一类型的风景区。开放式风景名胜

区是指公共服务性质的风景区。公益性景区，也被称为公共资

源型景区，是指以自然风景，文物古迹等为基础，由政府部门

或社会组织以国家名义，以公共福利，科研，生态教育，文物

保护和经营等多种职能为基础，由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代表国

家行使管理权的景区。 

（二）特征 

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景点相比，开放式的风景区不仅

是为了提供观光服务，更是为了市民的审美、教育和科研。因

而，旅游景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就开放旅游

景点的目标来看，主要是本地人和附近的城镇居民。就拿杭州

的西湖来说，“由于西湖景点是免费的，许多杭州人就喜欢在

假日一家人去那里玩。”相对于收费的封闭式风景区，开放式

风景区更注重休闲游憩的功能.以户外休闲、休闲度假、科普教

育为主要目的。从区位上讲，露天旅游景点多处于市中心或近

郊，交通十分便捷。不同类型的湖泊坐落在城市市区或郊区，

地理位置优越，历史地理人文性和公共性明显，旅游观光价值

较高，是本地居民和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另外，交通便

利，既方便的公共交通也是开放式景点的一个特点。这直接关

系到旅游者能否“进出自如”，在实行“免票”之后，将极大

地影响到景区运营的成败。 

（三）分类 

开放式风景区的形式多种多样，种类繁多。至今没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本文将旅游景点划分为不同类型，不同类型之间

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根据其特点对其进

行了分类。是自然开放的风景名胜区。它可以划分为山地型，

森林型，湖水型和泉水型。有代表性的有济南的大明湖，南京

的玄武湖和鞍山的玉佛山。二是以人为本的开放性旅游地。它

有很多种类，如古建筑，古典花园，博物馆等。有代表性的有

南京的中山陵，大连的旅顺历史博物馆和著名的建筑。三是综

合性的、开放式的风景名胜区。杭州西湖景区是以自然景观为

主，人文景观具有很高的价值，两者相结合，构成了复合式的

旅游景点。根据旅游景点的行政级别划分。首先是国有经营的

风景名胜区。如世界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等，都是世界或国家一级的独占资源。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

对其进行合理地开发和建设，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和监督。

其次是对景区进行多元化的经营。在教育方面，以休闲为主，

以公共利益为主，而经济利益是有效保护资源，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的关键。在发展旅游资源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企业经营和

政府监督相结合的办法，并积极引入各类资金进行旅游开发。

根据与城市的远近，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相对于普通的旅

游景点，开放的景区以城市居民的休闲游憩和教育为主要目的，

不适合建设在离市区较远的地方，所以根据它们与市区的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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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其划分为市区内的开放式景点（如杭州的西湖）和城郊

开放式的（如大连西郊的森林公园）。 

二、开放景区运营模式 

（一）全免费模式 

所谓的“全免费”，就是指景区全面开放，不收费，不附

带任何商业性的经营服务等。它立足于全民素质教育，以纪念，

传承，教育为主。现在，全国所有的公共博物馆和纪念馆，都

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大部分都是免费的，中国博物馆，中国

博物馆，李大钊烈士纪念馆，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二）“免费+付费”模式 

对某些景点来说，完全免费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所以对某些景点的门票实行减免，达到免费和收费景点的合理

比例。例如杭州西湖景区管理委员会辖区内的 103 个公园，其

中 84 个免费，19 个收费；济南大明湖西旧城收费，东区不收

门票；南京玄武湖内环及内环五大片区实行全免等。 

三、开放景区效益与提升的策略 

（一）景区规划建设 

景区的规划建设是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关键。要想提升

旅游者的满意度，就必须在风景名胜区的规划与建设中，凸显

其自身的特点，强调其可持续发展，同时要重视环境保护与文

化保护。首先，要设计出具有鲜明特色的风景线路，形成具有

鲜明特色的旅游线路，强化并拓展其特色；其次，对旅游地进

行必要的辅助设施的建设，以提高旅游者的感受。比如，增加

接送站，换衣间，休息区，自动饮水机，充电站等，为客人提

供更佳的服务。四是要重视环境保护与人文保护，对风景名胜

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遗产进行保护。创建绿色旅游景点，兑现

“绿色账单”，加大环境保护意识，引导旅游者爱护生态环境。 

（二）旅游产品开发 

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是提升旅游者满意程度，提升风

景区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发展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以吸

引各类旅游者。首先，要发展多元化、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使

之成为一种文化产业。比如康养之旅，亲子之旅，文化之旅，

休闲之旅等等。与此同时，不同年龄、性别、兴趣和收入水平

的游客有着不同的市场需求。其次，将地方文化、历史与传统

相融合，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走在古山路上，

体验民间风情，在深山古村里“打卡”，欣赏醉人的樱花海等。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升旅游景点的品牌效应，提升旅游景点

的知名度，从而增加旅游收入。 

（三）服务质量提升 

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对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提高旅游地

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要想提高企业的服务水平，就必须

从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改进服务规范、改进工作程序、制定

科学的管理方式等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健全旅游景点的招

聘、培训体系，增强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做到“知客”，

为游客提供贴心的服务。其次，要健全服务规范与程序，针对

不同的业务，制定相关的服务规范与程序，强化品质监管，保

证服务的持续稳定与一致性。最后要对游客流量进行科学、合

理的管理，采用网上预约、排队叫号等方法，提升服务水平，

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四）营销推广 

对旅游地进行市场促销，是提升旅游者满意程度，提升旅

游地经济效益的一种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对景区进行有效地

品牌宣传，提升其知名度与美誉度，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前来观

光，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

者，采取适当的营销手段，如：旅游网站，微信营销，直播营

销，校园宣传，当地媒体，户外广告等。其次，要在市场营销

战略上进行创新，做好创意宣传，做好宣传工作，打造宣传“IP”，

从而提升旅游景点的品牌影响力。要根据自己的特色，积极参

与各类旅游会议及活动，以提升其知名度与美誉度，进而增加

其收入。 

结语：综上所述，开放景区经营要注意规划、产品开发、

售后服务及市场营销，以提升游客满意度，提升景区效益。旅

游地管理者应当重视旅游者的需要，重视提高服务品质与品牌

效应，进行管理方法与市场战略的创新，构建可持续的旅游地，

从而促进中国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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