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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风口 低空游仍难盈利

北京亮出文化产业发展三年路线图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伍碧
怡）1月8日，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0年首场新

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北京市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有关内容。《行动计

划》中提出北京市力争到2022年，全市规模

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突破1.5万亿元，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10%

以上。

据了解，2018年6月，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确立了由“两大主攻方向、九大重点领域环

节”构成的文化产业高精尖内容体系，并提

出九大产业促进行动，为北京市文化产业下

一阶段发展锚定方向、指明路径。在《意见》

框架下，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研究印

发《行动计划》，回答了未来三年北京市文化

产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当“干哪些、怎么

干、谁来干”的问题。

《行动计划》中强调了北京市文化产业

的发展目标：“通过三年努力，着力实现创作

生产精品化、文化创意品牌化、新兴业态多

元化、市场体系现代化，初步形成首都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到2022年全市规模以

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突破1.5万亿元，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10%以

上，助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取得新的成就。”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党委书

记刘绍坚介绍，针对《行动计划》中的目

标，文件也提出了4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在

创作生产精品化方面，健全生产、转化、传

播全链条，推出一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凸显首都文化价值的精品力作。

在文化创意品牌化方面，强化创意设计服

务对文化产业各领域的渗透和支撑作用，

促进产业品质和价值提升。在新兴业态多

元化方面，加快推动文化与相关领域融合

发展，重点发展“文化+”新业态、新产品、

新模式。在市场体系现代化方面，有效激

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健全现代文化

市场体系，促进金融、空间、人才等各类要

素资源高效配置。

其中，在创作生产精品化中特别提到

推动精品内容创作生产方面的重要举措。

围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部署了抓好重点

题材项目创作，鼓励音乐、影视、网络文艺

等作品创作生产，打造北京市文化精品工

程重点项目等方面重点任务。刘绍坚指

出，相关政策如《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推动北京音

乐产业繁荣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已于日前

陆续发布。

据介绍，《行动计划》以重点任务为主

要内容，以具体项目为落实抓手，共梳理重

点项目27个，其中既有以文化设施建设为

主的“硬件”优化项目，也有以政策保障为

主的“软件”升级项目；既有年度性持续开展

的常态化项目，也有将在未来三年内建设完

成或取得重大进展的重点项目。相关项目将

成为评估未来首都文化产业发展质量的重

要标尺。

“北京在全国率先发起文化产业高质

量行动计划，不仅为我国高质量转型升级

提供了一个经济较发达区域的行动样本，

也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架构了可持续发

展的高品质文化产业引擎。”中央财经大

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行动

计划》发布的时机意义重大，方案合理，施

策精准，不仅是对于中央关于文化产业发

展精神的及时响应和有效落实，也是我国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进而迈向高质量发展

关键转型期的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行动

计划。

新项目扎堆上马

在我国相对小众的低空旅游，迎来了一

轮供给井喷期。根据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

披露的最新消息，该景区近年来对低空旅游

项目作为休闲观光的重要内容进行开发，目

前已拥有高性能贝尔407商务观光直升机2

架、动力伞10架、热气球30具，其中直升机、动

力伞和热气球项目分别实现经营性收入700

万元、310万元和300万元。

同样对低空旅游项目有着浓厚“兴趣”的

还有山东、山西等地的多个景区及相关企业。

去年11月，山东首个低空旅游观光航线———

济南（雪野）至枣庄（台儿庄）航线正式开通，

12月下旬，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又首次试飞成功了低空旅游游览直升

机项目。也是在去年，山西省也宣布启动多款

低空旅游产品，壶口瀑布、雁门关、太行山大

峡谷这三大当地知名的景区被设定为了当地

首批直升机低空旅游项目的起降点。

其实，提起低空旅游，国内旅游业普遍认

为该类项目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八达

岭长城景区。不过，此后，这类产品并未如预

期般全面普及开来，直至近期，业内人士仍常

用“不温不火”、“非主流”来形容我国的低空

旅游市场。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低空飞行

需求仍主要是飞行作业需求，而旅游飞行占

比很小，尚不足1%。相较之下，目前世界年

通用航空飞行中50%左右的飞行时间来自

低空旅游，可见，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

较大差距。

不过，在这一轮投资风口到来后，近期中

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预测称，2020年全国百

强旅游景区游客数量将达到8.34亿人次，其中

适宜低空旅游的自然型景区游客约占50%以

上，低空旅游潜在游客或将达到4.2亿人次，有

望形成585亿元的市场规模。一时间，低空旅

游这一“看上去很美”的新兴市场点燃了各路

资本的投资热情，有部分旅游企业甚至跃跃

欲试，准备踏入这一未知的新领域之中。

政策开闸降门槛

“去年，国内的低空旅游市场就像‘开了

挂’一样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终于

等到了那股期待已久的政策‘东风’。曾几何

时，那个让圈里人最头疼的市场认知问题终

于开始迎刃而解了。”有低空旅游企业负责人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在民航资深专家綦琦看来，此前我国六

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

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民航局发布的

《空中游览》咨询通告，不仅从大方向上为低

空旅游行业发展铺了路，还对相关具体操作

细节进行了明确，向各界释放了我国将引导

开展这种新型旅游项目的信号。

而经营多年低空旅游业务的黑马航空董

事长智杰还向记者介绍，目前，国内的低空旅

游产品主要分为空中观光和体验飞行两种，

然而不论是哪种项目，从业人员、用户这两大

群体规模均相对较小，是一直制约行业发展

的主要因素，“去年初，民航局颁布了新的运

动类飞行执照发放政策，大大降低了进入门

槛，换言之，普通民众只要拥有一般的机动车

驾照（C本）、带着身份证就能去学习相关课

程、考飞机执照了。因此，在个人娱乐型飞行

消费的带动下，去年国内的低空旅游需求出

现了大幅增长，不少企业和单位都开始增设

相关的项目和产品”。智杰透露，受益于政策

“礼包”利好，目前国内开设了低空旅游服务

的景区，只有2%会尝试相关产品，然而现阶

段，这一占比已经升至了3%-5%。

淡旺季落差明显

“不可否认，在整个通航市场投资回报并

不理想的状态下，近一两年，市场热度快速上

升的低空旅游确实被不少资本‘盯’上了。”綦

琦认为，然而，如果低空旅游不找准适合自己

的商业逻辑，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新风口就

很难达到预期的发展状态。

实际上，北京商报记者在向多位网友和

旅游爱好者调查后发现，不少人虽然对于低

空旅游十分感兴趣，但他们普遍认为，这种产

品在国内仍然算一种“旅游奢侈品”，过于高

昂的价格是削弱他们消费热情的主因。而多

位业内人士也表示，短时间内，低空旅游产品

单价相对较高的情况确实是相关经营者必须

要面临的现实。

“供给热了之后，需求能否跟得上，确实

有待观察。”綦琦直言，低空旅游项目本身设

备设施等各项成本就高，而且大多存在一定

的风险性，如果消费者希望体验更可靠安全

的服务、降低游玩风险，就需要企业投入更高

的成本，产品单价也就更贵，如此循环往复，

企业的获利难度可见一斑。他认为，整体来

看，低空旅游项目随着产品消费频次的增加，

盈利前景还是可以预期的，但这类项目普遍

需要一个较长的市场培育期，企业前期势必

要承担较高的亏损风险。

智杰也坦言，低空旅游运行成本确实不

低。他介绍，目前国内的低空旅游产品根据类

型不同销售价格也有较大区别，区间从

200-300元/ 人到1000-2000多元/ 人不等，

“低空旅游项目的成本主要包括航空器成本、

飞行员和地勤保障等人员成本、场地成本、运

营周期摊销费用、油料成本等，其中，人员成

本占费用比重大多在50%以上，而一架飞机

等航空器的购买价格也在百万元左右，每年

保养成本约占飞行成本的10%-20%”。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业内专家还提出，低

空旅游在发展过程中还必须跨过淡旺季落差

较大这个坎。“在北方地区，冬季景区客流本

身就比较少，低空旅游消费就更加淡，比如在

内蒙古，这类项目一年也就只能运营3个月，

因此企业只有靠联合经营或者淡季转租设

备，才能避免飞机长时间闲置。”智杰表示。綦

琦也提出，未来，我国应培育一些全国性、区

域性的低空旅游企业，因为国内景区的淡旺

季大多是交替性的，如果单一由某个景区来

发展低空旅游且无法更高效率地运用相关固

定资源，可能就无法形成良性的发展模式。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大连“黑导
游”事件继续发酵。1月8日，针对网上出现“大

连黑导游逼游客掏钱拒退还”视频一事，大连

文旅局发布微博称，大连市高度重视，立即责

成市文化和旅游局成立专案组，联合相关部

门启动调查。因视频提供调查信息有限，专案

组欢迎广大网友和知情人士提供更多有价值

的信息协助调查。业内人士表示，“黑导游”的

背后是低价旅游、强迫消费、隐性购物等乱

象，该事件的发生也再次给业界提醒，未来有

关部门会加大对此类事件的监管力度。

近日，梨视频发布一则视频显示，有游客

在大连火车站附近的红利旅行社报名咨询

时，工作人表示，“50元一人，包含门票及车

费”，其他如狮虎园、潜艇、帆船等项目为自费

性质，可选择性游玩。但游玩途中，导游通过

催促、冷落等方式强行要求游客消费自费项

目，途中，导游还疑似威胁乘客“早想收拾

你”，“就是打人犯法，不然早想打你”。当一名

游客交100元现金支付20元餐费时，导游未

退还剩下的80元，强制其消费海上项目。该视

频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据了解，《旅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

旅行社或者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安排购物或

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

益，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否则，旅游

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日内，要求旅行

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

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同时，对于强

行安排付费旅游项目的行为，按照《旅游法》

相关规定，旅游主管部门应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并处3万元以上30万

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没收违法所

得，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或

者吊销导游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大连“黑导

游”事件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损害了消费者

权益，有关部门调查之后应该采取措施杜绝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实际上，针对“黑导游”等事件，文旅部也

多次掀起整治风暴，严厉打击此类行为。虽然

重拳整治，但也屡禁不止。近年来，全国各地

依然有“黑导游强制游客消费”等事件发生，

此前，云南就多次发生过导游强迫游客购买

翡翠等事件，此外像广西、东北雪乡也均发生

过“黑导游强迫游客消费”等事件。

王兴斌分析指出，“黑导游”事件之所以

频发，其背后也反映出低价旅游、强迫消费、

隐性购物等市场乱象。一方面旅游主管部门

要加强监管，从供给端加强对不合理低价游

的打击力度，对于违法违规的旅游产品要坚

决依法取缔；另一方面，还要从市场需求端宣

传、教育游客，不要轻信严重违反价值规律的

旅游产品，从而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黑导游逼游客掏钱”何时休

客流情况：最高可占景区日客流的3%-5%

1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国内多个景区悄然开始布局起了“网红”低空游项目。张掖七彩丹霞景区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景区已开发出直升机观光、热气球自由飞、热气球系留飞、动力伞亲自飞等8项低

空旅游综合体验产品，直升机、动力伞和热气球项目分别接待游客8000人次、7000人次和1.6万人次。无独有

偶，近期，湖南、山东、山西、四川、新疆等多地的景区也都上线了低空游新产品，开通了相关的旅游观光航线。然

而，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低空游市场在国内仍处发展初期，不少地方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虽然适合这类产

品的开发，但这一“看上去很美”的新兴业态，需要面对投入成本较高、淡旺季客源落差过大、高单价难融入市

场等盈利困境，目前国内能单独依靠这类项目盈利的案例少之又少，现阶段开发前景尚不明朗。

高成本高消费的低空旅游

成本占比：人员成本占总成本50%以上

航空器（如低空飞行飞机）购入价格超过百万元/架

每年保养成本占飞行成本的10%-20%

单价区间：人均200-2000多元不等

600元、1000元、2000元产品占比相对较高

分类 空中观光 体验飞行

成本构成 航空器

飞行员及
地勤保障等
人员费用 场地

运营周期
摊销费用

油料
购买

等成本

4个重点任务

创作生产精品化

文化创意品牌化

新兴业态多元化

市场体系现代化

2022年，北京市规模以上

文化产业实现收入突破1.5万
亿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保持在10%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