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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 A 级景区免票政策分析

●翁玉美

　　

[摘要]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 A 级景区免票政策理论基础,包括外部性分析及决策过程分析

等.A级景区免票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景区、对游客以及对地方经济等的影响.对景区,在显著

提升游客数量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运营成本增加、服务质量挑战等潜在问题;对游客,不仅关乎其满意度,

还影响其旅游消费行为和整体体验感;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它不仅涉及旅游业产业链的动态,

还对地方税收和就业市场产生着复杂的影响.针对 A级景区免票政策,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平衡景

区的经济效益与公共福利,优化政策的实施策略,并加强景区的管理,为我国 A 级景区免票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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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两年来旅游业快速发展，人们的旅游习惯也悄然发

生变化，出行关注的重点之一便是景区门票。 为了

吸引游客，部分地区推出门票的优惠政策。 本文将分析 A
级景区免票政策在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基础、经济效

应、实施挑战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为相关决策者和实

践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A级景区免票政策理论基础

(一)A级景区免票政策的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另一个经济

主体，却没有给予其相应支付或相应补偿。 免票政策可能

会产生正外部性，如吸引更多游客，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

升居民生活质量；同时，也可能产生负外部性，如景区过度

拥挤、环境污染等。 因此，在实施免票政策时，需要考虑

如何平衡正负外部性。

(二)A级景区免票政策的决策过程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如何通过政策选择来影响资源配置

的理论。 它强调决策过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免票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公共选择过程，涉及行政部门、景

区管理者和公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考虑政策成本、效益以及公众意愿等因素，以确保政策的有

效性和公平性。 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 A级景区免票政策理论

基础涵盖了外部性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方面知识。 这些理论

为免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助于相关

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应对免票政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免票政策对景区的影响

免票政策对景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财务影响、管

理挑战、游客体验以及景区形象等方面。

(一)财务影响

免票政策可能会直接导致景区门票收入为零，对景区的

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维持景区的正常运营，可能

需要行政部门提供财政补贴，这将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同时，景区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如增加商业活动、提供

增值服务等。

(二)管理挑战

免票政策可能导致游客数量激增，给景区的管理带来挑

战，如人流控制、安全维护。 为了应对游客数量的增加，

景区增加服务人员，这需要额外的成本。 大量游客还可能

对景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造成压力甚至是破坏，这对资

源保护提出了新要求。

(三)游客体验

在实施免票政策后，游客得以以更低甚至零成本的价格

踏入景区，这可以显著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然而，这一策

略背后，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随着游客数量的激

增，景区内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原本宽敞的空间变得拥

挤。 过多的人流不仅会降低游客的游览体验，还可能导致

游客满意度的下降。 这提醒人们在追求游客满意度的同

时，必须慎重考量景区的承载能力。 免票政策如同一把双

刃剑，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考验着景区的管理智慧和资源

保护意识。 如何既能保障游客的愉悦体验，又确保景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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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四)景区形象

免票政策可以提升景区的品牌形象，会让游客优先考

虑。 但是，这一政策对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存在潜在影响。

在追求吸引游客的同时，应深思熟虑，如何在保护景区资源

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巧妙地平衡游客流量与生态保护。 因

此，景区管理者需精心规划，制定出一套既能够吸引游客又

不至于过度消耗资源的策略。 这不仅是对景区未来发展的

考虑，更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保护。 在享受免票政策带

来的客流红利的同时，应时刻铭记，可持续性才是旅游业的

生命线。 免票政策对景区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财务和管

理上的挑战，也有提升游客体验和景区形象的机会。 景区

需要制定相应的策略来应对这些影响，确保免票政策能够带

来积极的结果。

免票政策对游客的影响

(一)访问便利性

免票政策降低了游客访问景区的门槛，免票政策直接节

省了游客的门票成本。 对于预算有限的游客来说，免票政

策可以显著减少旅游成本。

(二)旅游体验

免票政策无疑为游客带来了更为丰富的旅游体验，然

而，这一政策亦可能对景区的服务质量带来挑战，进而对游

客的整体游览感受产生微妙的影响。 实施免票政策，游客

得以摆脱经济负担的束缚，沉浸在景区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

观之中。 这种自由度无疑可以为他们的旅行增添色彩。 但

与此同时，景区的服务质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随

着游客数量的激增，服务质量是否能够保持稳定，成为衡量

景区管理水平的关键指标。 这种变化不仅考验着景区工作

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效率，也可能对游客的满意度产生连锁反

应。 一旦服务质量下滑，原本愉悦的旅游体验可能会大打

折扣，甚至可能造成游客对景区的整体评价下降。 因此，

景区在享受免票政策带来的客流红利时，亦需未雨绸缪，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每一位游客都能在享受免费福利的同

时，体验到高品质的旅游服务。 只有这样，免票政策才能

真正成为提升景区品牌形象、增强游客满意度的有力手段。

(三)旅游行为

免票政策的推行，会影响游客的旅游行为。 它不仅会

增加游客的出行频率，延长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逗留时间，

更可能引领一场旅游方式的变革。 这种变革体现在游客旅

游模式的转变上。 免票政策可能促使游客从传统的团队旅

游模式转向更加灵活、个性化的自由行。 这让游客获得更

多的舒适感，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进行旅游观

光。 同时，这也对景区的服务和管理提出新的挑战，需要

景区提供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体验。

免票政策对游客的影响是积极的，它提高了访问便利

性，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并可能影响游客的旅游行为。

免票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免票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旅游业收

入、就业机会、地区形象和居民生活质量、地方税收等。

(一)旅游业收入

免票政策的实施，虽不可避免地削减了景区的直接门票

收入，却悄然地增长了旅游业收入。 通过吸引更多游客涌

入，间接地促进了旅游业的整体收入提升，尤其是在餐饮、

住宿、购物等关联领域。 此举宛如一场精妙的经济学游

戏，游客数量的激增如同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了旅游产业

链的各个环节。 景区不再仅仅依赖门票收入，而是通过多

元化的服务项目，如特色餐饮、舒适的住宿体验和丰富的购

物选择，实现了旅游收入的多元化增长。 免票政策不仅为

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也为景区带来了新的盈利

点，从而在保持景区吸引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经

济效益的双赢。

(二)就业机会

免票政策可以为旅游相关行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不

仅限于旅游、酒店、餐饮等行业，也在无形中带动了其他行

业的发展。 这种联动效应如同多米诺骨牌般，一触即发，

从而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地区形象

免票政策会提升地区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改善地

区形象。 这不仅美化了地区的形象，更显著提升了其在旅

游市场的竞争力。

(四)居民生活质量

旅游业的发展可能会带动地方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的收

入水平。 随着地方经济的稳步增长，财政实力得以增强，

这为提供更为丰富的社会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教育、医

疗等领域的投入得以加大，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得到提升。

旅游业的繁荣亦催生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的重

视。 相关部门不仅致力于改善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更

在环境保护上不遗余力，力求打造绿色、可持续的旅游环

境。 这样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也为后代留下了良

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五)地方税收

旅游业的发展可能会增加地方的税收收入，包括直接税

收和间接税收。 随着旅游业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中流砥

柱，税收的构成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种转变不仅减少

了地方经济对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更为税收结构的多元化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变革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的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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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能力，也为地方的财政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免票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 虽然短期内可

能会减少景区的直接收入，但长期来看，通过增加游客数

量，促进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免票政策有可能带来更

多的间接收入和就业机会，从而提升地方经济的整体活力和

居民的生活质量。

«２０２４年贵州文旅“四免一多一减”优惠活动方案»的
案例分析

贵州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拥有丰富

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 ２０２４年，贵州省积极响应我国关

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对部分人群实行 A 级景区免票

政策，以期通过降低游客进入门槛，刺激旅游消费，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

(一)游客数量与旅游总收入增长

２０２４年上半年，贵州省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９．

６％，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１２．４％。 这一数据表明，免票政

策对吸引游客具有显著效果，游客数量的增加直接推动了旅

游总收入的提升。

(二)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在住宿业方面，全省住宿业营业额增长５．０％，其中，

限额以上经济型连锁酒店增长６．５％。 这一增长趋势说明，

免票政策不仅吸引了更多游客，还促进了住宿业的繁荣，尤

其是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表现突出。

(三)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在餐饮业方面，全省餐饮业营业额增长８．３％，其中，

限额 以 上 饮 料 及 冷 饮 服 务 增 长 ４１．１％，小 吃 服 务 增 长

１５．２％。 这一数据反映出，免票政策带动了游客在餐饮方

面的消费，尤其是饮料及冷饮、小吃等服务的增长尤为明

显。 这可能是因为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对便捷、休闲的餐饮

需求增加。 贵州省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实施的A级景区免票政策

在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加游客数量、提升旅游总收入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同时，政策也带动了住宿业和餐饮业的

增长，对地方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免票政策也带

来了一系列挑战，如景区管理压力增大、提升服务质量需求

等。 因此，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综合考

虑这些因素，确保免票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益。

政策建议

免票政策的实施有望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提升景

区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旅游业的发展将带

动相关产业链条，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

平。 免票政策不仅有助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更是对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推动力，让更多人有机会领略和传承地

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行免票政策，提出以下建议：(１)

差异化策略。 针对不同类型的 A级景区，应量身定制免票

政策。 比如：实施季节性免票，以此平衡游客流量。 (２)

动态调整机制。 免票政策应随景区承载能力与游客需求的

变化而灵活调整。 在旅游旺季，通过预约、限流等手段控

制游客数量，避免拥堵。 而在淡季，则可适度放宽免票政

策，吸引游客，激活旅游市场。 (３)配套措施。 为确保免

票政策的有效执行，需配套一系列措施。 这包括强化景区

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游客体验等，以提升游客满意

度。 (４)公共财政支持。 加大对 A 级景区的财政投入，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为景区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５)市场机制引导。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景区的开

发与管理，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 A级景区免票政策是一个复杂的

经济和社会议题。 通过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景区管理、优

化资源配置等措施，实现免票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益。

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免票政策的影响，为政策制定和

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结束语

在公共经济学的视角下，A级景区的免票政策是一个交织

着经济与社会的复杂议题。 这不仅考验着经济管理的智慧，更

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以

及贵州省A级景区免票政策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A级

景区免票政策可以降低游客旅行成本；可以通过促进旅游业的

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居民收入

水平，促进居民就业，游客、景区与地方皆可受益。 然而，免

票政策的实施给景区带来了财务及服务水平的压力。 因此，应

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根据景区类型、季节、游客需求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免

票政策，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建立健全游客流量控制系统，

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游客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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