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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国内景区限流现状分析及建议 

——以黄山景区为例 

牟勇生 向华明 熊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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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限流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景区开放的基本前提,也是预约管理的基础。游客长期压抑的出游需求,以

及旅游行业亟待复苏都加剧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困难。在保证稳定控制疫情下,复苏旅游业才是解决出游需求和经济

发展的长久稳定之计。本文通过分析黄山人流管理模式,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对各地景区经

济复苏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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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而疫情过后,人们出行的意愿并

未褪去。“景区超载”为景区创造高额旅游收入的同时,也使景区管理陷入疲于应付状态。尽管有些景区联合交通管理部门制定

了详细的旅游客流高峰管控预案,但一些热门景区仍存在旅游高峰期交通拥堵、停车难的问题。在景区超载情况下,景区有关部

门对游客不文明行为、游客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的管理比较困难。而当前疫情现状仍严峻不下,如果不妥当处理景区限流问题,

做好人流防控,景区将再次面临疫情高峰期时的处境。因此,本文旨在分析景区现有限流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合适的限流方法,

以助力旅游业的复苏。 

1 景区客流量正逐步上升 

随着各地解除居家限制,人们的旅游需求递增。虽然景区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众多热门景点却还是出现了人满为患的

情况,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1景区推行优惠政策 

为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国家旅游局通过发布《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

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景区恢复营业做了指导性安排;并且各省市也发布了地方鼓励政策进行助力。在符合各地防控

要求前提下,各地景区正有序开放,推行各种优惠政策以缓解现行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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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民众出游意愿高涨 

虽然疫情给旅游行业带来了严重冲击,但人们外出旅游的需求不会消失。相反,疫情的爆发以及近 2 个月的严格防控对人们

的消费理念、消费行为和消费需求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疫情过后游客出游意愿调研报告》指出,国内疫情稳定后,游客们

出游意愿明显,暑期或迎来小高峰。在参与该调查的游客中,有 6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疫情在三月底、四月份得到有效控制,会考

虑外出旅游;有 27%的受访者持观望态度,暂时还不能确定是否会出游;只有 13%的受访者表示今年不会考虑出游。总体而言,人们

表现出来较为强烈的出游意愿。 

2 黄山景区采取的人流控制方法 

为重启经济,4 月 4 日,安徽黄山市 29 家景区开始对安徽籍游客免费开放 14天。为防范疫情期间聚集现象,黄山景区也为此

做出相应准备。在疫情期间黄山景区核定的限流人数为 2万人,2万人流分布在整个景区,可以实现有序进出、错开游览。为提高

通行能力,从 4 日开始,景区开放了南大门集散中心和南大门分中心两个换乘点,分散游客购票进山,景区客运公司安排了 120 辆

客运大巴,每小时可单程运送游客 5300 人。为防止人员过于流动分散,景区方面决定只开放黄山南大门与黄山北大门售票处,并

且要求员工和游客行为规范,以及观光游览过程中人流控制等方面保证有效的防控。 

3 景区限流问题现状—黄山为例 

在实际限流方案实施过程中,黄山景区却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认为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3.1过度宣传 

黄山景区存在过度宣传免费政策的问题。虽然推行安徽人免费游黄山政策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一方面是满足了游客长期压抑

的出游需求,另一方面解决了旅行业亟待复苏。但黄山景区呈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前期大肆宣传免票开放,等到了景

区门口却告知停止接待,造成大量游客聚集至景区大门之外,拥挤排队不带口罩现象时有发生。这明显偏离了有序控制和合理限

流的原则。景区如果在管控措施和限流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过度宣传免费政策不做好完整预案,显然有些操之过急。 

3.2分时限流不合理 

黄山未做到有序合理的分时限流措施。疫情期间景区核定的限流人数是 2 万,相对景区整体容量也许是可以,但景区显然低

估了免费带来的刺激效应。根据什么报道,4月 5日当天凌晨三、四点钟就有人开始出发排队。早间,黄山景区进山人数已达到游

客流量规定上限峰值,早上 7时 48分就停止了接待游客。大量游客在同一时间集中涌入是非常不科学,而且几乎没有预案的表现。

核定的 2 万人为何要放在几小时内通过,如果分时限流、错开时间进山,不仅可以避免拥挤,而且 2 万人流可以分布在整个景区,

实现有序进出、错开游览。 

3.3未实施提前预约措施 

黄山景区未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进行限流。地方政府和景区之前花了大量精力做宣传,广而告之安徽人免费游黄山,很多人

却在高速路上和景区门口被告知停止接待,现场到达人数与预期游客数量截然不同。以至于大量游客聚集售票门外,防疫安全隐

患剧增。因此,由于景区未进行游客入山前预约,才造成到达实际人数远高于限制人数。 

4 疫情期间景区限流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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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科学管理,稳定限流 

景区应该充分认识限流的积极意义,避免被经济效益左右。重启经济固然重要,但仍需将游客安全放于第一位。景区限流措

施有效保护景区各类旅游资源和设备设施,有利于景区的合理运营管理。同时,景区也应该认识到超负荷客流量不仅会大幅度提

升景区的管理成本,还会大幅增加疫情期间潜藏的安全隐患,人员密集更容易造成疫情快速传播。旅游事故虽然有偶然性,但偶然

中有必然,一次的偶然所造成的伤害,恐怕不是超载游客的利益所能补偿的。 

4.2分时、分地限流相结合 

以西藏布达拉宫景区为例,网络订票全部限下午使用,充分体现了分时限流的优势。当游客通过购票后电脑会自动分配一个

参观时段,游客在该时段无需换票,即可凭身份证通过闸口,错过这个时段,门票自动作废。分摊单位时间内客流量,避免客流集中,

减少对景区的破坏。无论是限流的景区还是不限流的景区,景区都可能存在瓶颈性景点——瓶颈性景点需要采取相关的设施和管

理人员,保证游客总量不超过本景点瞬时游客接待量。可考虑的措施有单向通行、九曲栏杆等,限流人数不应该按照景区最大限

流人数来做考量,应该以入口通过不过于拥挤来做测算。黄山为例 2 万人数分散在整个景区不多,但同一时间集中出现就是极大

的安全隐患。 

4.3网上预约,完善设施,大数据控流 

面对高人流量,景区方面应该采取预约管理。黄山聚集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游客未能提前获知进入景区资格,走到半

路才得到通知景区已经限制进入。而预约制服务在我国很多领域都已开始实行,比如医疗领域、交通领域等,已形成一套完整的

运行体系。景区可引入相关服务,如果能够把申请和预约前置,通过 APP或小程序做到在家申请免费资格和预约,将大大提升游客

的出行体验。2015 年 9 月 20日起,北京故宫面向有资质的合法旅行社及散客试运行网上预售门票,每日网上预售总量限 4 万人,

预售门票当日有效,这都是很好的典例。限流不是限在景区门口,是在游客决策阶段就做好管控和梳理,为游客减少麻烦的同时也

是为景区减少麻烦。 

5 总结 

疫情还未结束,旅游行业的经济复苏任重道远。现阶段各类景区要根据国家相关指导工作,利用科学方法,做好景区游客管理

工作。政府部门和景区管理层也要进一步健全差异化防控策略,动态调整相关管理政策,通过考虑景区最大承载量和接待能力,制

定周密的开放方案,推行有利于秩序维护的预约制,同时强化服务保障。游客也要遵守管理、文明旅游,自觉主动查看景区防疫公

告。只有政府、景区和游客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防疫安全和旅游休闲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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