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3 北京商报
BEIJINGBUSINESSTODAY

T04 2020中国主题公园发展报告·热点区域篇

1月23日 按下暂停键

春节赶上疫情，是所有旅游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在疫情的影响下，北京文旅市场快速做出反应。2020

年1月23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通报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宣布，即日

起，北京市取消包括庙会在内的大型活动。

1月24日，门头沟区潭柘寺景区、戒台寺景区、妙

峰山景区暂停营业。同日，北京欢乐谷、故宫博物院等

景区及主题公园宣布自1月25日起暂停开放，所有新

春活动停止举办。

1月26日，文旅部发文宣布，即日起，全国旅行社

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

旅游产品。旅游业进入全面“冰封时期”。据统计，从1

月24日到3月10日，北京市旅行社退团涉及游客

76.45万人，涉及金额25亿元。

回暖 北京人游北京 无预约、不旅游

4月14日，文旅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

健康委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

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在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4月18日，天津方特欢乐世界恢复开园，京津冀

旅游市场开始回暖。4月29日，北京欢乐谷等景区宣

布恢复开放，“五一”假日效应正式启动。

据测算，“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达463.3万

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5%；旅游总收入41.8亿元，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36%。

不过，由于跨省游尚未恢复，初步复苏的旅游

市场出现“本省人游本省”的现象。以北京为例，市

属公园、京郊游成为市场“新宠”；自驾游、周边游以

及一些周边小众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据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统计，“五一”假期期间，全市上千个公园

景区共接待游客452万人次；而怀柔区文旅局统计

数据则显示，5月1日-5日，怀柔区累计接待游客40.9

万人次，实现收入4807.1万元。与此同时，预约旅游

在京城旅游市场全面普及，“无预约、不旅游”成为行

业共识。

生变 疫情反弹引发的二次冰点

新发地聚集疫情的意外发生，让好不容易有了复

苏气色的京津冀旅游业再次进入冰封期。

6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宣布，

即日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

至二级。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博物馆等室内公共场所

及公园景区限流30%、景区景点立即作出响应。北京

市公园管理中心官方微博“畅游公园”6月17日发文

表示，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已暂时

关闭景区中的室内展室及展览，并将游客限流比例下

调至30%。上调的“红线”持续影响着游客的出行信

心，室内场所的持续关闭，还迫使主题公园降低门票

价格或给予游客一定优惠来弥补损失。

即便如此，主题公园市场也再次降至冰点。据一

些主题公园从业人员透露，京津冀市场上半年整体客

流量尚不及往年的一半。以海昌海洋公园为例，该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26亿元，净亏损8.76亿元，

同比骤降约837.1%，其中，京津冀板块为重灾区。

复苏 始于暑假、爆发于“十一”

一个月后，伴随着疫情控制得力，叠加暑期到来，

市场再现“生机”。

7月14日晚，文旅部发文宣布恢复跨省（区、市）

团队旅游，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也由不得超过最大承

载量的30%调至50%。“利好”信号一出，立即引爆了

旅游圈，积压多时的出游需求快速释放。暑期期间，部

分京郊5星级酒店一房难求，8月底，北京海湾半山温

泉酒店、北京延庆ClubMed度假村以及北京日出东

方凯宾斯基酒店等多家酒店基本满房。

“十一”假期更是让旅游市场进一步升温。据统

计，“十一”北京实现旅游总收入115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2.9%。京郊度假酒店、民宿被预订一空，北京

乐多港万豪酒店等度假型酒店部分房型价格还出现

翻倍上涨的情况。以北京欢乐谷为代表的京津冀主题

公园也迅速成为暑期市场的热门单品。公开信息显

示，北京欢乐谷“双节”首日，预约人数达2.5万人左

右，基本恢复了去年同期水平。

根据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统计数据，目前，我国

主题公园整体客流恢复已在去年同期的八成左右，一

些重点地区的品牌项目，节假日接待游客规模甚至已

实现同比持平。

淡季应对 借助节日营销

受气候条件影响，主题公园的客流有所下降。不

过，借助一些特定节日，部分主题公园也揽下了不少

游客。据刚刚参加完北京欢乐谷万圣节活动的王先生

回忆，活动期间，亲子家庭、年轻客群成为客流主力

军，园内不少二消项目，如饮食、纪念品等也主要是这

部分消费者“买单”。而根据消费者提供的信息，10月

30日，北京欢乐谷预约人数已达上限；万圣节当日，

北京欢乐谷预约量和接待量均已超过5万名。

在即将到来的淡季，增加互动性活动是主题公园

的常规做法。如在周末举办一些活动，像电音节、杂技

演出、巡游等。另外，近年来冰雪产业话题热度不断上

升，京津冀主题公园也可借助冰雪开展一系列活动，

如滑冰表演、冰雕展示等。通过新鲜的活动及亮眼的

产品，来抓住今年的最后一波顾客。

京津冀:二次冰点 二次回血

编者按：过去的五年，中国主题公园行业可谓飞速发展。在这期间，不仅国内主题公园游客量逐年递增，主题公园数量也呈现爆

发式增长。然而，就在行业行驶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时，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主题公园发展的节奏，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主题公园游客量跌至谷底，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向好，主题公园乃至文旅产业也逐渐走上了复苏的道路。

疫情“黑天鹅”突至，让京津冀及全国范围内的旅游
业及主题公园“受伤惨重”，从疫情防控之初的业绩惨淡
到北京6月份疫情形势的变化，都一度让市场降至冰点。
不过，春天还是赴了夏季的约。随着跨省游的放开，北京
旅游市场快速升温，京郊度假酒店、民宿预订一空，北京
欢乐谷等主题公园也加速分割暑期市场，“十一”期间部
分主题公园客流量已基本恢复同期水平。“回血” 过后，
利用节庆活动，不少景区及公园“吸粉”成效显著。可以
预见，在接下来的淡季中，冰雪元素、节庆活动将成为京
津冀主题公园及景区的下一个“预定爆款”。

●点评：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
一二季度主题公园的冷淡客流让商家攒足了力气，
总体来看，今年“十一”期间主题公园的客流量恢复
情况比预期要好，但也要注意到，假日之后就是旅
游淡季，如何保证客流是接下来的考题。同时，从今
年的情况来看， 京津冀主题公园前几季度损失较
大，在今年的最后1个月里，主题公园会加大营销宣
传力度，做最后的冲刺，争取减少损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
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 借助特定节庆推出活动
或产品， 的确是淡季主题公园及景区拓展自身
吸引力的方式。而北方地区受气候条件影响，主
题公园部分室外项目无法开放， 可考虑扩容室
内产品，并融入文化创意、IP元素等内容，以互
动型活动或展出吸引消费者。

北京假期旅游
数据一览

“五一”假期

北京市接待游客达463.3万人次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5%

旅游总收入41.8亿元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36%

“十一”假期

北京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实现

同比双增长

旅游总收入115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9%

·热点区域这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