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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一些热门旅游景区在旅游旺季往往人满为患 ,如何科学合理的调控游客数量是旅游景区非常棘手的一个

难题。本文系统总结了国内外景区目前已经采用的各种游客数量调控技术 ,并从多个角度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 ,

最后对旅游景区如何合理使用这些调控技术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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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世界旅游业的热

门话题 ,而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 ,要实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是

要在现有技术和社会组织的状态下对旅游景区满足

目前和未来需要的限制 ,也就是说 ,要让旅游的资源

与环境冲击限制在旅游景区可接受的变化范围内 ,

反对当前对旅游景区的过度使用 ,从而满足景区未

来的需要。当前 ,国内外旅游景区普遍采用旅游环

境容量等相关管理工具来达到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 ,而游客数量控制往往被认为是它们当中最简单、

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在旅游景区管理中被

频繁使用。然而到底目前有哪些游客数量调控技术

可供使用 ,它们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各种类型景区该

选择何种调控技术 ?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此还缺乏必

要的研究 ,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 ,各旅游景区在实践

中就显得比较茫然和盲目 ,实施效果也欠佳。

1 　旅游景区游客数量调控的必要性

111 　旅游景区具有完全供给倾向

旅游景区前期开发投入的成本较大 ,而且旅游

景区一旦向游客开放以后 ,景区设施无论游客数量

有多少 ,都必须维持正常运转 ,而且还有人员、营销

和广告等费用 ,也就是说 ,对于旅游景区这种特殊的

经营组织来说 ,固定成本在短期总成本中占有很高

的比例 ,可变成本的比例很低 ,从而导致随着游客接

待量的增加 ,旅游景区的边际成本极低 (甚至接近于

0) ,而与此同时 ,由于国内旅游景区收益主要来自于

门票 ,因此收益的增加比较稳定 ,边际收益近似于门

票的价格 ,接近于水平线 ,成本及收益曲线类似于图

1。如图 1 , TR 为总收益曲线 , MR 为边际收益曲

线 ,TC 为总成本曲线 ,MC 为边际成本曲线 ,Qmax为

旅游景区理论上的极限容量 , TR 与 TC 的垂直距离

即为总利润 ,在图中很容易看出 ,假定旅游景区追求

利润最大化 ,则其利润最大化的游客接待量 Q =

Qmax ,也就是说 ,旅游景区固定成本比例极高的特征

将会导致景区具有追求完全供给的倾向。而理论上

的极限容量 Qmax 早已超过了旅游景区的承载力 ,

可能会对景区资源与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因

此 ,旅游景区需要在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 Qmax前就

采取游客数量控制措施。

图 1 　旅游景区成本与收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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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游客数量调控最为直接和有效

要降低游客对旅游景区资源与环境的冲击 ,有

多种管理措施可以选择 ,如对游客景区利用方式和

强度的调控、游客在景区时空分布的调节、游客的引

导与教育等等 ,这些措施都会从不同角度出发、程度

不同的对降低游客的环境冲击起到作用 ,然而 ,这些

方法往往存在实施成本高、使用较为复杂及效果不

确定等缺点 ,而且 ,当整个旅游景区游客数量达到某

个极限值时 ,会使以上各种管理措施丧失其作用的

前提条件 ,导致它们几乎完全失效。因此 ,相对来

说 ,对游客数量进行控制是众多方法中最现实、最直

接、也是最有效的环境冲击调控方式〔1〕。

2 　国内外旅游景区各种游客数量调控
技术的分析与比较

　　当游客数量接近或已超过环境容量时 ,旅游景

区就要开始考虑对游客数量进行限制。景区游客数

量调控方法以是否直接限制游客进入景区为标准大

致可以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 ,下面将对这两种调控

技术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比较。

211 　直接限制法

直接限制法的操作程序较为简单 ,只需要景区

管理部门首先确定一个目标容量 (如九寨沟景区确

立的日环境容量为 214 万人) ,然后只需把进入景区

的游客人数限制在这个范围就行了。至于采取何种

方式来确保进入景区的游客人数不超过这个目标容

量 ,有以下两种方法。

21111 　门票总量控制法

旅游景区首先确定一个与日环境容量相对应的

日售票量 ,每天的售票量要求不能超过这个确定的

极限售票量 ,景区门口设立检票机 ,任何没有门票的

游客都不允许入内。如九寨沟景区每日限售 214 万

张门票 ,这样就把每日进入九寨沟景区的游客数量

限制在 214 万人。购买景区门票可以预订 ,但当前

各景区主要采取排队购票的方式 ,也就是说 ,主要依

据“先到先购”的原则来确定谁将成为这 214 万个幸

运儿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用时间作为稀缺资源

的配置标准。

21112 　抽签法

所谓抽签法就是通过在有意访问旅游景区的游

客群中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最终能够访问该旅

游景区。以美国著名的黄石公园为例 ,黄石国家公

园 1995 年被列为濒危遗产的理由 ,就有一条是“一

年四季不断增加的参观和考察产生了过于拥挤的问

题 ,打扰了野生动物”,于是美国黄石公园对游客人

数进行了限制 ,并且采用了抽签法来决定能够进入

公园的游客 ,这样黄石国家公园旅游已经变成了一

项“幸运游戏”。每天只有十几名“幸运者”可以乘坐

一辆汽车 ,进入公园的生态保护区域。这种方法与

前面一种方法相比 ,能达到的效果是一样 ,都实现了

对游客数量的控制 ,不同的是资源配置的标准是不

同的 ,抽签法主要以“运气”作为资源配置的标准 ,这

种资源配置标准在大多数游客心目中会显得更为公

平 ,从而也更易被接受。

212 　间接调控法

所谓间接调控法是指旅游景区借助信息发布和

经济杠杆等手段 ,通过改变游客的购买意愿 ,从而间

接调控到访游客数量的方法。根据间接调控法所采

用的手段的不同 ,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21211 　事前信息发布法

在旅游旺季 ,由于游客人数的激增 ,旅游景区面

临着对游客数量进行调控的压力 ,此时旅游景区可

以通过自己的网站或大众传播媒介广为发布景区的

即时信息 ,如游客数量、游客密度、旅游接待设施被

使用情况、旅游建议等等 ,使游客在全面了解旅游景

区各种旅游信息的基础上再做出旅游选择 ,这在很

大程度上将会分流一部分旅游旺季的客流 ,从而达

到对景区到访游客数量进行调控的目的 ,因为毕竟

不是所有的游客都能够忍受旅游旺季恶劣的旅游环

境 :旅游交通设施严重超载 ,游人人满为患 ,游客食

宿困难 ,服务质量下降 ,旅游花费提高等等。

21212 　旅游费用折扣机会控制法

旅游费用是旅游者为了获得旅游体验所支付的

金钱上的成本 ,这个成本的大小就直接影响到游客

的出游决策 ,旅游景区 (或旅游目的地) 可以通过控

制旅游费用的折扣机会从而间接调控景区的游客人

数。以久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威尼斯为例 ,威尼斯

是一座面积不足 8 平方公里的小城 ,城市中心居住

着不足 8 万居民 ,而每年平均接待 1200 万游客 ,每

天要接待 417 万人的流动人口 ,夏季最高峰时期高

达每天 10 万人次。巨大的客流量严重威胁着当地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了保持威尼斯在全世

界旅游者心目中的旅游吸引力以及促进当地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 ,当地政府以及旅游主管部门制定了一

系列游客数量控制措施以有效地缓解了巨大客流量

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其中一项措施便是采用发行“威

尼斯旅游智能卡”的方式来达到调控游客数量的目

的。游客在出游之前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订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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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旅游智能卡”,游客申请到这种“智能卡”后

就可以得到一系列在威尼斯旅游的优惠 ,游客可以

以十分优惠的价格获得“旅游包价服务”。最贵的金

卡是为计划在威尼斯游玩 7 天的游客制定的 ,价格

50 美元 ,包括参观威尼斯城内的博物馆、纪念馆的

门票 ,机场到市区、市区内的公共交通费用 ,还包括

去威尼斯公共厕所的费用 (不预订的游客则不能得

到这些优惠)〔2〕。这对大多数旅游者而言还是具有

很大的吸引力的 ,大多数游客只有在取得这种“智能

卡”后才会到威尼斯旅游 ,不然就意味着无法得到这

种旅游费用的折扣机会而付出更高得多的旅游费

用 ,因此 ,这种代表旅游费用折扣机会的“智能卡”的

发行就可以成为调控游客数量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为了有效控制游客数量 ,“智能卡”的发行数量由威

尼斯城市中心的旅游承载力决定。如果游客数量接

近了当地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阀值 ,主管部门就会停

止发行“智能卡”以抑制客流流入。

21213 　门票提价法

门票提价法在当前国内的一些热门景区 (如九

寨沟、黄山、故宫等)中得到普遍应用 ,这些景区宣称

可以通过提高门票价格的方法来限制游客的数量 ,

从而达到保护景区资源与环境的目的。从经济学理

论上来说 ,正常商品需求量的变化与商品价格成反

方向变化 ,当景区门票价格提高后 ,游客对景区产品

的需求会减少 ,从而景区游客数量会相应降低。

然而门票提价法在现实中能多大程度实现旅游

景区调控游客数量的目标却还要取决于旅游景区产

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 Ed) ,如果景区产品的需求价格

弹性大 ,提高景区门票价格会使游客量有一个较大

幅度的下降 ,此时效果就好 ,反之则效果极其有限。

而景区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又主要取决于其被替代

的难易程度和景区门票在整个旅游费用所占比重等

因素 ,如果该景区在旅游资源上具有举世无双的独

特性 ,且门票价格在整个旅游费用所占的比重较小 ,

那么该景区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将极小 ,门票提价

对限制游客数量的作用将微乎其微。以四川九寨沟

景区为例 ,九寨沟已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有

“童话世界”和“人间仙境”之美誉 ,以翠海、叠瀑、彩

林、雪峰、藏情这五绝而驰名中外 ,旅游资源有着极

大的不可替代性 ,加上景区处于我国西部四川的北

部山区 ,与主要旅游客源地距离遥远 ,在整个旅游费

用中交通与住宿占的比重较大 ,而门票仅占很小的

比重 ,依据这些特征可以判断九寨沟景区需求价格

弹性较小 ,对于这类景区采用门票提价法来达到限

制游客数量的目标效果将不会明显。

此外 ,由于门票价格还是旅游者判断景区价值

的一个标准 ,当旅游景区提高门票价格后 ,会导致游

客对景区产生过高的期望值 ,如果最后旅游景区不

能带给游客同等程度的旅游体验 ,游客将会出现沮

丧、不满等情绪。所以当旅游景区采用门票提价法

时要考虑到游客的价格接受能力及其对旅游期望的

影响 ,避免在提价达到控制游客数量目标的同时 ,引

起景区游客满意度的下降。

213 　两种调控技术的比较

21311 　直接限制法所达到的效果更为可控

直接限制法可以把旅游景区游客数量限制在某

个目标范围内 ,而间接调控法由于内部调控机制较

为复杂 ,一些中间传递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条件 ,从而

导致这种方法最终效果的不确定性。假设一个旅游

景区需要把游客数量控制在 1 万人左右 ,如果用直

接限制法可以很容易实现这个目标 ,但如果采用间

接调控法 (如门票提价法)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构建

景区产品的需求函数也可以算出需求量刚好为 1 万

人的景区门票价格 ,景区管理者只需把门票价格确

定在这个水平上就可以确保景区游客数量在 1 万人

左右 ,但是在现实中要做到这点很难 ,首先很难知道

一个旅游景区的需求函数 ,其次这个需求函数的各

种参数可能还会随时发生变化 ,所以当一个旅游景

区提高门票价格后 ,游客人数可能会有所减少 ,但是

最终会减少多少 ,会不会减至 1 万人左右 ? 这在事

先是很难知道的 ,也就是说 ,间接调控法很难确保最

终的效果。

21312 　直接限制法更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直接限制法以“时间”或“运气”作为获得景区参

观机会这种稀缺资源配置的标准 ,而“时间”与“运

气”一般来说被认为对于大家都是均等的 ,以这种方

式来配置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公平的 ;而间接调控法

主要采用经济杠杆来调节游客的意愿 ,这种方法主

要奉行“价高者得”的原则 ,也就是说是以“金钱”作

为资源配置的依据 ,这样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公平性

的问题。假设旅游景区门票价格不断上涨 ,确实会

减少一部分游客数量 ,但是这部分被迫改变购买意

愿的游客大部分可能是穷人 ,因此 ,随着门票价格的

不断提高 ,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景

区之外的结果 ,旅游景区将会成为少数富人的专利 ,

这样就会出现社会公平等问题。

21313 　间接调控法更有利于保证游客的旅游体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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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访问旅游景区归根到底是希望获得一种高

质量的旅游体验〔3〕。限制游客的参观将不可避免

的要约束游客的自由〔4〕,直接限制法由于直接限制

了游客的行为 (如没有购买到门票或抽到好签的游

客被拒绝在景区之外) ,将会引起游客的失望、抱怨、

反感甚至对抗 ,即使第二次他们终于成功进入了景

区 ,旅游体验质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间接调控

法并没有直接限制游客行为 ,它主要通过信息、成本

等因素来改变游客的选择 ,游客选择离开景区我们

可视为是其衡量收益与成本之后的一种自愿的理性

行为 ,这种情况下游客一般不会有太多抱怨 ,也基本

上不会影响其下次的旅游体验质量。

3 　旅游景区应用游客数量调控技术的
建议

311 　明确景区可以采用的调控技术类型

各种游客数量调控技术要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一

定的前提条件 ,而且各种调控技术在发挥作用时都

有着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旅游景区要根据自己的类

型和特征选择合适的调控技术。例如一个没有围墙

的旅游景区 ,由于它无法直接限制游客的数量 ,那么

它就只能采用间接调控法 ,此外如一些提供准公共

物品的旅游景区出于“社会公平”起见 ,不宜过多采

用提高门票价格等调控方法 ,应主要选择一些直接

限制法 ,相反 ,一些提供纯私人物品的旅游景区 (如

主题公园)可以选择一些经济调控法 ,这种类型景区

一般需求价格弹性较大 ,需求对价格反应敏感 ,调控

效果较好 ,而且也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太大争议。

312 　注意多种调控方法的配合使用

在允许的情况下 ,旅游景区应尽可能采用多种

游客数量调控方法 ,这样可以使各种方法相互补充 ,

从而使调控达到最佳效果。由于间接调控法相对来

说是一种柔性的手段 ,而直接限制法是一种刚性的

手段 ,当考虑到游客体验时 ,对这两种方法应该有所

侧重。从顺序上来说 ,应该首先选择间接调控法 ,后

选择直接调控法 ,例如旅游景区在需要控制游客数

量时先使用事前信息发布法 ,让游客主动避开客流

高峰 ,其次可以选择旅游费用折扣机会控制法 ,通过

控制折扣名额的方式来限制游客 ,如果仍然效果不

佳可以考虑采用一些直接限制法。从使用频率来

说 ,间接调控法中的事前信息发布法和旅游费用折

扣机会控制法可以经常反复使用 ,甚至可以作为旅

游景区日常的管理工具 ,而直接调控法应尽可能少

用 ,只有在其它方法都无效后才可考虑偶尔使用。
313 　要降低各种调控技术的负面影响

各种游客数量调控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如直接限制法对游客旅游体

验质量的影响 ,间接调控法涉及到一些社会公平性

的问题等等 ,旅游景区在运用这些调控技术时要注

意降低甚至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直接限制法限制了

进入景区参观的人数 ,那些没有购买到门票或没有

抽到好签的游客将被拒之门外 ,沮丧的心情可想而

知 ,为了防止游客出现空跑一趟的情况 ,景区应采用

远程订票系统 ,让游客在客源地就知道自己是否获

得进入景区参观的机会 ,这样就可以避免到了现场

而被拒绝入内的情况。间接调控法涉及到社会公平

的问题 ,所以旅游景区应忌讳连续采用门票提价法

这种工具 ,以免不断牵动社会公众的神经 ,引起非

议 ,应主要采用事前信息发布法和旅游费用折扣机

会控制法等技术工具来实现预定目标。

4 　结语

过于简单且单一的使用某一种游客数量调控技

术是当前我国旅游景区管理中的一个弊病。目前国

内外已有众多成熟的游客数量调控技术 ,旅游景区

应熟悉并且掌握各种调控技术的优缺点、适用范围

及使用技巧等 ,在旅游景区需要对游客数量进行调

控时能选择合适的工具组合 ,从而达到最佳的调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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