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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三度关闭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杨卉）再次恢

复开园两个多月后，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复苏

又一次戛然而止。12月1日，香港迪士尼乐园

度假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应政府要求及

配合香港现时采取的防疫措施，香港迪士尼

乐园将于12月2日起暂停开放，而这也是今

年内，该乐园第三次宣布暂停开放。在业内看

来，今年，受疫情重创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可能

将面临业绩持续下滑的窘境，预计乐园的“回

血”之路可能不会太乐观。

刚刚迎来15岁生日的香港迪士尼乐园

可谓坎坷不断。11月30日，根据香港特区政

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的消息，截至当

日零时，香港新增7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新一波疫

情形势严峻，特区政府将收紧一系列防疫措

施，包括大部分公务员居家办公、暂时关闭部

分娱乐场所和重推2人“限聚令”等。随即，林

郑月娥也宣布，香港部分娱乐场所，包括游戏

机中心、卡拉OK及游泳池等暂时关闭，香港

海洋公园和香港迪士尼乐园也暂时关闭。

随后12月1日，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

宣布，应政府要求及配合香港现时采取的防

疫措施，香港迪士尼乐园将于12月2日起暂

停开放。官方称会与香港政府及其卫生部门

保持紧密联系，视乎情况再公布重开日期。

据统计，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香港迪士尼

乐园仅开放了4个月。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1月底，香港迪士尼

乐园就采取了暂时关闭的措施，直至6月18

日，闭园了近5个月的该乐园才得以重启。

然而，第一次恢复开园仅不到一个月，7

月15日，香港迪士尼乐园就按政府及卫生部

门要求以及配合全港防疫措施再次关闭。

9月25日，乐园虽赶在“十一”长假前夕

再次开园，但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国

庆、中秋双节期间，访港旅客总数不足1000

人次。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披露的

数据，10月1日当天，内地访港旅客仅93人

次，香港迪士尼乐园恢复难度可见一斑。

其实，在疫情冲击前，香港迪士尼乐园业

绩已经频现疲态。2005年开放的香港迪士尼

乐园是中国第一个迪士尼乐园。彼时，基本所

有前往香港的旅游路线都会将香港迪士尼乐

园规划其中。

然而，在2014年创下750万人次的历史

新高后，香港迪士尼乐园客流量开始下降。

公开信息显示，香港迪士尼乐园2019财年净

亏损1.05亿港元，与2018年度净亏损5400万

港元相比，净亏损大幅上升94%。而这也是

自2015年起，香港迪士尼乐园连续亏损的第

五年。

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直言，

几次关停再重启后，香港迪士尼乐园今年能

够保证不亏损得太严重就已经是比较理想的

情况了。他进一步介绍，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园

较早，园内项目相对较少、面积也不大，近两

年，该乐园已经度过了主题公园的“蜜月期”，

加之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园分流了大量游

客，园方的经营压力与日俱增。

面对上述情况，林焕杰表示，香港迪士

尼乐园需要继续积极尝试改变，比如：建设

新项目、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活动、进行线

上营销等。其实，去年香港迪士尼乐园曾尝

试进京揽客，并首次面向市场推出了“双次

入园门票”吸引暑期亲子游客，当时，其还通

过天猫旗舰店、微商城和微信小程序等渠道

面向内地游客展示园区并销售门票。另外，

受占地面积限制，香港迪士尼乐园还尝试将

旧园区“翻新”。

在林焕杰看来，未来香港迪士尼乐园可

以尝试增加园内的“二消”项目，以及一些体

量较小的娱乐设施。同时，香港迪士尼乐园还

可尝试推出相应的优惠促销措施，如较大力

度的年卡优惠、一定时间内多次前往可享折

扣等，加强对周边消费者的吸引力。

“此外，香港迪士尼乐园还可尝试在活动

及表演上多下功夫，借助圣诞、万圣节等节假

日策划一些有地方特色的主题活动，增加夜

间活动产品和项目；乐园还可在亲子客群上

加码，如推出亲子联票等产品，进一步瞄准细

分市场。”林焕杰提出。

实际上，为了“自救”，在15岁生日之际，

香港迪士尼乐园上个月刚刚启动了“15周年

奇妙庆典”活动，全新城堡“奇妙梦想城堡”也

正式亮相。同时，为给园区引流，香港迪士尼

乐园还在11月21日-30日期间，送出了1.5万

张香港迪士尼乐园一日标准门票及150份酒

店住宿产品。

7件生肖兽首重聚

“此次马首被国家文物局划拨入藏圆

明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和事件。圆明园

迎来了第一件回归的流失文物，对这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也至关重要。每一

件兽首回归都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

十二生肖形象，也被大众视为与自己息息

相关的重要符号与情感纽带，大家都在期

待着‘圆满’。”拍卖史研究专家赵榆指出。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除了此次回归

的马首之外，已经有牛首、猴首、虎首、猪

首、鼠首、兔首6尊圆明园流失兽首铜像通

过不同的方式回归祖国。

鼠首、兔首曾于2009年现身法国佳士

得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会，鼠首以1400万

欧元的价格被拍得，买家为中华抢救流失

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收藏顾问蔡铭超，但其

事后表示不会付款，导致鼠首流拍。最终，

两尊兽首被法国皮诺家族买下。2013年，皮

诺家族将两座兽首捐赠给中国，目前鼠首、

兔首均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牛首、虎首1860年后一直流失海外，曾

在美国被作为花园装饰。20世纪80年代，中

国台湾企业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牛首、

虎首铜像。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以774.5万

港元在香港佳士得拍卖行购得牛首，以

1544.475万港元在苏富比拍卖行购得虎首，

存放在保利艺术博物馆。

猴首被中国保利集团以818.5万港元在

佳士得拍卖行购得，现存放在保利艺术博

物馆。猪首于1987年被美国一家博物馆购

走，2003年被何鸿■出资收购，捐赠给保利

艺术博物馆。

龙首争议较大，2018年疑似出现在法

国巴黎的一间拍卖行，最终以2400万元人民

币的价格被一位华人所得。有报道引述青铜

器研究专家的意见，称“仅凭现有资料很难

确定这件龙首是否为圆明园流失的十二生

肖兽首铜像中的龙首”。此外，蛇首、羊首、鸡

首、狗首4件下落不明。

回流成本高企

马首的回归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于“十

二兽首何时圆满重聚”的期待，也激起了业

界对海外文物“回家”的探讨。据艺评家齐建

秋介绍，从目前来看，海外文物回流主要包

括商业回购、依法追索、政府谈判和捐赠等

方式，其中商业回购是最主要的回流方式。

除了备受关注的“马首归园”之外，今

年以来，文物回流成果显著。在11月召开的

国家文物局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文物局方面宣布，流失在英国近25年之

久的68件文物安全“回家”，被视为中英两

国近年来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取得的重要

标志性成果。

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至今，

我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

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

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然而，相较于流失到海外的文物数量，

被成功追索回国的文物仍然较少。据中国

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

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

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

有100余万件。这些流失文物很多都不知去

向，或者落入私人藏家手中，只有在拍卖会

等场合才偶尔浮出水面。

谈及文物回流的难点，文玩行业资深

人士刘嘉表示：“以圆明园流失兽首铜像为

代表的一批流失文物通过企业家回购方式

回国。但应该看到的是，回购方式往往耗费

巨资，文物回流成本逐年水涨船高，呼吁有

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

“马首”回家 文物归途未完

（上接1版）

香港迪士尼乐园
今年开闭园情况

2015-2019财年
香港迪士尼乐园
净亏损一览 （单位：亿港元）

2015财年 2016财年 2017财年 2018财年 2019财年

1.48 1.71

3.35

0.54 1.05

1月26日
暂停开放

6月18日
重新开放

7月15日
再次关闭

12月2日
暂停开放

9月25日
赶在“十一”长假前夕再次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