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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6类旅游项目按下快进键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总体方案》）出台已满百日，刚刚交出100天旅游业

复苏成绩单的海南，也按下了旅游项目投资的“快

进键”。9月14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独家获悉，目前海南已敲定保亭呀诺

达探索发现（Discovery）等多个主题公园项目，与

此同时，将着重引进游乐型、体验型、观光型等旅游

综合体主题公园等六大类项目，海南旅游投资新风

口正在逐步揭开神秘面纱。

多家主题公园将开工

自贸港政策东风为海南带来的除了旅游消费

需求，还有密集落地的投资项目。

北京商报记者从海南省文旅广电体育厅相关

负责人处独家获悉，目前当地已敲定三大主题公园

项目，其中，保亭呀诺达探索发现（Discovery）项目

包括Discovery酒店、Discovery自然生态公园、

Discovery丛林水世界探险乐园等。预计今年11月，

自然生态公园三道谷区域就将动工。而此前业界曾

多次传出将在海南落户的知名国际IP凯蒂猫

（HelloKitty）主题乐园项目，也在去年进行了现场

签约，预计2021年3月动工。

此外，据介绍，海南还将建设FE赛车（国际汽

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主题公园，项目包括国际汽

联FE全球著名街道赛道、全球新能源汽车交付及

消费金融中心等，预计今年10月就将动工。

“2020-2025年是海南非常重要的投资布局和

招商窗口期。根据《总体方案》，2025年前将适时启

动海南岛封关运作。而在封关之前，海南的旅游文

化体育招商将突出自贸港导向和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定位，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健康医疗、养老养

生等深度融合，形成‘旅游+’和全域旅游产业链

体系，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上述相关

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海南确定了旅游综合体主题

公园；离岛免税购物，以及现代化会展、酒店等配套

设施；游轮旅游产品和游艇租赁旅游等海上娱乐项

目；森轮旅游；环岛旅游公路驿站；全域旅游这6类

旅游项目的重点招商方向。

各路资本扎堆涌入

“其实此前的六七年时间，海南文旅投资一直

还是相对低调的。而到了最近三年，这里集中落地

了大量旅游项目，涉及复星旅文、海昌、长隆、华侨

城等不少国内旅企巨头等。尤其是自贸港政策发布

以来，各路资本排队来海南考察，政府积极招商、搭

建平台，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争相在海南落子。”回

忆起近年来的投资热度变化，在海南从事旅游业约

20年的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副总裁、三亚景区协会

秘书长杨晓海感慨不已。而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

也表示，在中国旅游集团确定将总部迁入海南后的

这2-3年，凯撒等多家旅游企业都纷纷在海南成立

新总部或新公司，一时间，海南旅游确实成为国内

投资界炙手可热的新蓝海。

杨晓海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近几年，海南敲

定的旅游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两种类型上，一种是

以亚特兰蒂斯、陵水富力海洋世界、海昌梦幻不夜

城等为代表的的大型主题公园，这类项目通常投资

大、拥有自己的IP；另一方面，一些投资规模相对较

小的旅游项目也在持续摸索入局。

“《总体方案》出台更为海南旅游投资热添了一

把柴。”杨晓海坦言。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仅8月

以来，就有多家旅企公开表示要加码海南布局。其

中，众信旅游于8月下旬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加入了

“乐城城市展厅”项目；凯撒集团也于9月10日表示，

已与海南省航空运动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下

一步将继续与海南及相关企业进行合作。

而近期风头正劲的免税方面，旅企更是纷纷加

码、分羹。8月中下旬，海南省商务厅厅长陈希公开

披露了两家已获海南省政府正式批准享有海南离

岛免税经营资质的企业名单，同时明确表示海南省

将新增免税经营主体，引进省外经营主体开设新的

离岛免税店。

需加强整体规划

据上述海南省文旅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当地将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健康医

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并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的力度，这也令各路资本对投资海南旅游业跃

跃欲试。不过，在此过程中，也有业内人士提出，海

南在引入新项目、新投资的过程中应强化整体规

划，将已有和即将落地的项目更充分地组合起来，

形成1+1＞2的引流效果。

据业内人士介绍，当前海南的几大湾区内，三

亚湾开发相对较早，目前可供选址的空间也比较有

限，因此近几年，来琼的旅游投资大多落在了海棠

湾。“不过，虽然近年来海南旅游投资整体规模持续

上升，但几大湾区的旅游项目建设还是相对分散

的，相互呼应、联动关系似乎并不强。”该业内人士

坦言，现阶段，游客的旅游消费需求已经出现了新

变化，单一的酒店、景区、主题公园对游客的吸引力

正逐渐减弱，而在内部或周边设置游乐设施、酒店

餐饮、购物商城等业态的综合型度假区却越发受到

游客追捧。此外，上述业内人士还提出，目前新项目

投资还存在南重北轻、东重西轻的现象，大部分优

质文旅项目仍主要围绕三亚开展，相关部门在招商

过程中也应加强引导、平衡布局。

面对上述情况，去哪儿网度假营销总监宋雅雯

提出，三亚的旅游产品种类比较丰富，中高低端均

有对应产品。未来相关部门或可以此为依据，将旅

游产品按照不同种类、定位客群进行区分，再统一

进行规划，让相同品类的项目可以依靠距离优势进

行联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谷慧

敏还表示，“景区、知名酒店的周边基建也影响着

游客的消费意愿，因此海南还可通过加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来提升整体环境和游客的出行体

验感”。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杨菲）
9月14日，电影《花木兰》来到正式

上映的第四天，然而，经过首周末

的发酵，投资超2亿美元并有众多

大牌影人参与的《花木兰》却并未

形成业内期盼的高热之势，口碑与

票房均不尽如人意。业内人士认

为，以中国经典故事为素材的《花

木兰》原本更能引起国内观众的共

鸣，但该片除了情节设置上的一些

问题而引发争议外，国内外的文化

差异也使得角色塑造未能得到国

内观众的认可。

《花木兰》上映前夕，一度因有

演员刘亦菲、李连杰、甄子丹、巩

俐、郑佩佩等组成的豪华主演阵

容，以及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巾帼

英雄”经典故事而备受期待。据公

开数据显示，《花木兰》预告片在

上线24小时内便获得1.78亿次播

放量。

然而影片上映后，口碑却一路

走低。据豆瓣电影显示，截至北京商

报记者发稿时，《花木兰》的评分为

4.9分，仅好于16%的古装片和8%的

动作片，并有超过八成的评价者均

给予该片三星及以下的评分。此外，

在猫眼专业版上，该片的评分则为

7.6分，仅好于41%的电影。

《花木兰》口碑不佳的市场表现

无疑引发各方的关注，且与去年上

映的另一部迪士尼真人版电影《阿

拉丁》相比，后者分别在豆瓣电影和

猫眼专业版上获得7.5分和9分，《花

木兰》的口碑远远落后于该片。业内

人士认为，《阿拉丁》之所以获得国

内观众认可，一方面是剧情架构基

本还原了1992年经典动画版本，同

时新版还对内容进行了更多补充使

作品更加饱满，如角色贾方的身世

得到了更明确的介绍，使得反派行

为动机有了立足点。

对于同是迪士尼真人版电影，

《花木兰》的口碑却与《阿拉丁》相差

甚多的现象，影评人王京认为，《花

木兰》在情节设置上存在问题，“花

木兰在几次走投无路时都出现了神

奇的‘外力’使她‘虎口脱险’，这样

的情节使观众在观念上无法与流

传至今的巾帼英雄事迹相对应，从

而认为剧情‘雷人’。另一方面，《花

木兰》的‘贴花黄’妆容尽管与历史

上留下来的古代画像是相对一致

的，但也因与现代妆容相差较多而

引发了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内观众

对《花木兰》打出的评分相对较低，

但该片却获得部分海外观众的认

可，并在美国权威影评网站“烂番

茄”上实现新鲜度为75%的成绩。制

片人李嘉欣认为：“在国人的观念

中，更想要看到的是替父从军的女

英雄形象，比如花木兰如何从传统

女性一步步转变的过程，这体现了

对女性传统形象的抗争以及花木兰

的孝顺和勇敢。但在西方文化中，迪

士尼塑造的花木兰符合其以往的公

主形象，更为凸显花木兰的主角光

环，甚至出现反派角色女巫进行烘

托，由此导致国内观众不买账却获

得国际市场认可的现象。”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实际反映出

国内外文化的差异性。对此，王京建

议，以中国经典故事为素材的影片，

仍需平衡好不同市场的需求，而若

想在中国市场获得认可，仍应最大

化地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观众对于

剧情的了解使人物、情节更加饱满

和丰富，影片的细节也要细致打磨，

避免出现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

真人版《花木兰》为何不叫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