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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主题公园行业回眸

二、中国主题公园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主题公园发展现状和特点

主题和特色的文旅目的地， 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
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 显现了强大的发展动能。整
体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竞争格局上来看， 中国主题公园借助本土化优势，具
备了与国外主题公园较量的竞争实力

随着以上海迪士尼乐园、北京环球主题公园为代表的单体投

资规模高、世界影响力强的大型主题公园进驻，中国主题公园市

场再次被搅动。但多年发展的中国本土主题公园也进化和发展出

了自己的特色和模式，长隆系列主题公园、欢乐谷器械游乐园、宋

城演艺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华强方特文化科技乐园在全国不断

复制扩张，游客量并没有受到国外主题公园的明显冲击和影响。

本土主题公园在巨头入局的竞争氛围中激发了创新潜能，用自己

的方式形成竞争优势，促进国内主题公园市场的良性发展。

主题公园的类型从早期的微缩景观、静态观赏发展至今，已

经不再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而是逐渐结合历史文化、景观环境、

娱乐休闲、影视场景、主题创意、度假体验等方面，增添不同特色

主题，深挖文化内涵，主题类型和游玩体验日渐丰富多彩。多种主

题场景让游客游玩的沉浸体验感大幅提升，增加的游客量也反促

国内主题公园向着综合性主题度假区逐步发展。

（二）从多元发展上来看，从移植模仿到特色化发展，主题游
玩类型丰富

（三） 从游客体验上来看，重视科技赋能效应和沉浸式体
验打造

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通过内容和技术创新融合，打造出了

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主题游乐项目。国内主题公园在发展过程

中，也愈发意识到科学技术发挥的重要作用。华侨城欢乐谷系列

主题公园规划建设了大量高科技含量的游乐项目，华强集团方特

主题公园则直接定位为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主题公园。这些主题公

园都大量运用了声光电技术、人工智能、智能装备、自动控制、软

件数字技术等高科技，为主题公园增加了独特魅力和吸引力，为

游客呈现了新鲜动感的游乐氛围，带来了不同别处的游乐体验。

地产反哺主题公园模式是指主题公园项目与住宅、商业、酒

店等地产项目捆绑开发建设，利用主题公园带来的人流、物流及

资金流等拉动住宅、商业等房地产销售，同时通过销售配套地产

项目反哺主题公园，以解决主题公园盈利周期长的问题。这种看

上去相互促进协调的开发模式，实则导致了主题公园核心竞争力

不足、商业模式不清晰，不利于主题公园纵向可持续发展。

（四）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开发模式依旧以地产反哺主题公园
模式为主

目前国内主题公园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

津冀三大区域。从商业角度来说，主题公园的选址一般优先考虑

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的特大城市或城市。一方面要考虑主题

公园辐射范围，包括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娱乐需求等要素，保证

主题公园的到访率；另一方面也要兼顾竞争环境和空间，考虑区

域内的竞争对手数量和运营情况，充分研究主题公园的开业是否

加剧周边竞争环境，形成饱和的集聚效应。但是，国内主题公园开

发现状却并非如此，一种情况是为贪图偏远地区的便宜地价，忽

视主题公园选址关键要素，最终因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等因

素导致主题公园客流量不及预期；另一种情况是盲目相信发达地

区的优势，一哄而上建设开发，对自身主题公园和整个行业带来

不利影响。

（一）选址不当、盲目开发的现象仍然存在，盲目自信是主题
公园开发的隐形陷阱

（二）盈利模式单一，以门票收入为主依然是国内主题公园无
法破解的难题

中国的主题公园10%盈利、20%经营效益基本持平、70%亏

损。这种状况成为了主题公园行业内谈及色变的紧箍咒。造成这

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主题公园过于依赖单一的、有限的

门票收入。据统计，目前门票收入占我国主题公园总收入的70%

左右，而国外主题公园的门票收入仅占30%，其他收入还包括零

售，占比30%；以及餐饮住宿，占比40%。以迪士尼公园为例，其1

元的门票能拉动8元的消费，来自衍生品等二次消费带来了70%

左右的收益。关于依赖门票为主题公园主要收入的问题，究其原

因，不仅仅是国内主题公园从业者忽视主题公园顶层规划设计，

更是国内主题公园投资者们缺少对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正确认

识，部分投资者往往过高估计客流量，从而通过错误的投资回报

预期来抵消单一收入的模式漏洞。国内主题公园投资回报期至少

在5-10年，单一的盈利模式增加了项目本身的投资风险，缺少衍

生附加价值和品牌效应的变现途径，必将难以对多渠道盈利提供

支撑和保障。因此，国内主题公园这样单一的盈利模式破局之路

依旧任重道远。

纵观国内主题公园市场，产业快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具有相当

实力的本土主题公园品牌和公司，形成了长隆集团、华侨城集团、

宋城演艺、海昌控股等多家主题公园公司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

也形成了自己的主题特色和发展模式，但依然存在IP内容特色不

明显、部分主体业态同质化等问题。所以传统文化资源、地方文化

资源的挖掘和创新方面仍然大有可为。文化内涵是主题公园的灵

魂，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发展，才能保证主题公园常游常新，才

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虽然国内主题公园已经跳出了一味地移植与模仿的思维定

式，但提升主题公园的特色知名度、注重创造性思维、重视自身IP

内容的特色展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主题公园运营投资方需要

考虑的。通过项目体验讲好文化故事依旧是形成主题公园核心竞

争力、品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同时还需要时刻警惕部分投资者

在利益驱动下，把主题公园当成一种迅速致富的手段，过分追求

投资少见效快，盲目建设、盲目开发等问题。

（三）对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深入，IP内容特色不够鲜明， 部分
业态趋同，品牌效应发挥潜力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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